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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桂星/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 为了防止焚烧秸秆污染
空气，同时为村民种田提供方便，今
夏麦收，新华区新新街街道校尉营村
投资11万余元购买了一套秸秆还田
机械，免费帮村民实施秸秆还田，受
到村民欢迎。

昨天上午，记者在校尉营村北侧
的农田里看到，这里数十亩小麦已经
收割完毕，其中部分地块残留着浅浅
的麦茬，部分地块已经实施了秸秆还

田，粉碎后的麦茬均匀地铺在地表，
就像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一位
机手操作着秸秆还田机在麦茬地里忙
碌着（上图）。伴随着轰鸣声，一片片
麦茬被粉碎后，均匀地铺在麦田里，等
待转化成有机肥为农田增加肥力。

机手朱现和告诉记者，他是校尉
营村的村民，这套秸秆还田机械是村
里出钱购买的，由他和另一位村民轮
班操作，免费帮村民实施秸秆还田。

据新新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曹
绍伟介绍，每年小麦、玉米收割期间，

秸秆禁烧都是基层政府部门的一项
重点工作。今年，他们改变了工作思
路，主动帮助村民消化秸秆，积极为
秸秆综合利用寻找出路，引导有经济
条件的村或农户购买秸秆还田机械
就是其中一项有益尝试。

校尉营村党支部书记朱三喜告
诉记者，今年麦收前，在新新街街道
办事处的引导下，该村出资11万余元
购买了秸秆还田机，并培训两位村民
担任机手，免费帮村民实施秸秆还
田，收秋时也是如此。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5 月 25 日（本周
六）上午9:00-11:30，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在西体育场社区新
型耐材厂家属院（矿工路西体
育场西 50 米路南），开展“计
量进社区”活动，现场为居民
免费检定血压计、人体秤。

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

计量工作，倡导公平、公正的
消费环境，更好地维护自身权
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
此次活动。据了解，活动的主
要内容有：免费检定台式血压
计、人体秤；接受供水、供气、
供电、供热的相关咨询、投诉
及处理；现场为市民清洗、修
理眼镜；受理计量违法行为的
投诉等。

本周六为您免费检定血压计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昨天上午，郏县
茨芭镇竹园沟学校收到一个
大包裹，校长王丰珍打开后，
围观的孩子们就欢呼起来：

“哇！这么多图书，我们有书
看了！”

据了解，竹园沟学校是一
所山区学校，地处偏远，经济
条件比较落后，孩子们的课余
阅读生活十分贫乏。六一儿
童节能收到一批少儿读物成
了孩子们的共同心愿。上海
爱心人士周晓玉了解这一情
况后，就在自己的微信群里发

起了向郏县山区孩子捐赠图
书的倡议，好友们踊跃捐款。
大家与郑州一家图书出版社
取得联系，订购了80套少儿
读物。

记者看到，这批新图书不
仅有注音绘本四大名著，还有
课标同步读物，十分适合孩子
们阅读。老师把这些图书精
心分类摆上教室书柜后，孩子
们就迫不及待地每人拿了一
本看了起来。

校长王丰珍把孩子们认
真读书的照片发到爱心微信
群里，引来了上海爱心人士的
一片赞誉。

上海好心人寄来大包裹
郏县小学生圆了六一梦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5月22日晚7点多，市区
文园路与曙光街交叉口附近，新华区
湛北路街道党建会议室里灯火通
明。街道邀请的国学老师围绕如何
教育孩子为辖区居民授课。

当晚8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
会议室里坐满了听课的居民，不少人
还拿着笔和本在做笔记。授课老师
通过生动的例子与居民交流互动。
整个授课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居民
们听得津津有味。

“公益讲座每两周举行一次。”湛

北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次授课
时间是6月5日（周三）晚上7:00—9:00，
授课内容是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如何
养生等，“授课人都是市里知名的专
家或老师。其他辖区的居民如果有
兴趣，也可旁听。地点是市区文园路
与曙光街交叉口东南角果品公司开
发楼一楼党建会议室”。

据了解，公益讲座只是湛北路街
道开展的便民服务项目之一。该街
道结合群众“需求清单”，还分别在八
北社区和朝阳社区设立了四点半课
堂。每周一下午，社区工作人员前往
新鹰小学和继红小学帮居民接早放

学的孩子，后送到四点半课堂，再由
志愿者辅导学生写作业。

“街道帮了俺的大忙，我和孩子
他爸要上班，每到星期一都发愁孩子
的接送问题，自从有了四点半课堂，
我们的后顾之忧没有了。”当天晚上，
提起社区的四点半课堂，小学生蒋雨
熙的妈妈赞不绝口。

街道除结合群众的“需求清单”
外，还结合了驻区单位的“资源清
单”，在辖区成功对接开展了特殊家
庭“微心愿”项目、“微笑工程”口腔家
庭医生项目等十多个便民服务项目，
受到辖区居民的好评。

四点半课堂、特殊家庭“微心愿”、家庭公益讲座……

湛北路街道便民服务暖人心

□记者 傅纪元/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 为庆祝新中国70
华诞，市园林处退休职工、市
丽景古建园林研究所所长、古
建筑工程师赵文秀历时10个
月制作了一组名为“七十年乡
村巨变”建筑模型，9套农村
居民建筑客观反映出新中国
成立前后农村的变化。

昨天上午 10 点多，记者
在市园林科研所的一间办公
室见到了这组建筑模型。赵
文秀指着一套最为破旧的民
居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前，农
民贫困交加，当时住的是土墙
草屋。他在制作这组建筑模
型时，除了真实还原当时建筑
原貌外，房前小院里布置了石
碾、辘轳井、泥桶、织布机等农
民生活必需品（上图）。

赵文秀指着相邻的一组

建筑介绍，这是上世纪50年
代的农民住房。当时农民分
到了土地和部分生产生活用
品，生产积极性高涨，各家各
户置办犁耧锄耙、耕牛等劳动
生产工具。这个时期的农民
居住的仍然是土墙草房，墙基
用了三层或五层砖，提高防雨
水侵蚀能力，居住环境有一定
提高。

记者看到，这组民居建筑
模型客观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前后每个年代的农村民房在
建筑用料、外观设计、施工工
艺和生产生活用具等方面的
变化。每组模型做工精致，造
型逼真，有很好的独创性。

赵文秀告诉记者，制作这
组建筑模型用时 10 个月，他
想通过自己的双手，让大家共
同见证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
的乡村变迁，为新中国70华
诞献礼。

老人自制9套民居建筑模型
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乡村变迁

昨天，在湛河区马庄街道华西
社区新启用的文体活动中心，74岁
的居民曹麦环一边试用健身器械，
一边高兴地说：“以后天热了，就在
屋里锻炼，这里还有空调。”

据华西社区主任邱利刚介绍，
当天，华西社区搬进市区和顺路东
段天苑小区。为更好地服务居民，
社区设有便民服务中心、文体活动
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应急管理服务
站等。 杨元琪/文 李英平/图

社区活动中心
安新家

防控大气污染，方便村民种田

校尉营村免费帮村民秸秆还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