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电照登

市民李女士昨日来电：市区新华路与湛南路交叉口有
一干果店的喇叭声音大，影响附近居民休息。

市民高先生昨日来电：市区建设路鹰城广场西边的路
灯不亮，居民夜间出行不便。

微友“星健”昨日留言：市区矿工路与诚朴路交叉口东
城国际小区门口每天晚上 10点有人跳广场舞，音响声音
大，影响附近居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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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3月 30日上午，在郏县李口镇
张东村的阳光驯犬基地，村民刘新
亚和妹夫周亚龙正在训练一条马
犬。刘新亚高举着一根顶端带有绣
球的长杆。在周亚龙的指挥下，这
条犬勇猛地冲上来，腾空而起，直冲
杆子顶端，咬住绣球后平稳落地。

正值壮年却折翼

刘新亚今年41岁。2013年前，
他一直都在市区做厨师，每月收入
可观。妻子董化茹在家里照顾年迈
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一家人其乐
融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
他突然感觉站立不稳，双腿疼痛。
医生确诊其患上了双侧股骨头坏
死。

为了给他治病，家人带着他四
处求医，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一

笔外债。但庆幸的是，经过两年多
的治疗，刘新亚保住了双腿，还能拄
着双拐走路了。随后，在妻子的陪
护下，他坚持锻炼，终于能离开拐杖
行走了。可尽管如此，他还是丧失
了部分劳动能力。“那时我才34岁，
正值青壮年，之后的道路如何走，成
了当时最严峻的现实。”刘新亚说。

柳暗花明又一村

刘新亚自幼喜欢养犬，在他情
绪低落的那段时间里，家里喂养的
一只犬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他把犬
当倾诉对象，思索着自己的未来。

董化茹介绍，就在刘新亚对未
来充满迷茫之际，村党支部书记张
晓磊找上门对刘新亚说：“不如发挥
你爱养犬的特点，从养犬上做做文
章吧！”

2016年，在好友张晓磊的帮助
下，刘新亚花了2000多元购买了一
条母犬喂养。一年下来，这只母犬

生了2次犬崽，给他带来了1万多元
的收入。

刘新亚说，当时由于经验不足，
犬崽的成活率很低，11条幼犬只成
活了6条。后来，他请来郏县畜牧
局的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对犬舍定
期消毒，定期为爱犬注射疫苗，使犬
崽成活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之后，刘新亚在网络上发现驯
犬很有市场前景。2017年，刘新亚
借了4000元钱，在网上报名学习马
犬训练技能。经过两个多月的学
习，他开始在家对爱犬进行实战训
练。他还把驯犬的视频发到抖音、
快手和火山小视频，吸引了20多万
粉丝，并有网友开始找他代驯犬只。

代驯马犬增收入

李口镇党政办主任王超飞说，
刘新亚不断在网上发布驯犬视频，
名气也越来越大。网友们把自家的
犬送到刘新亚那里托管代驯。刘新

亚按照每条犬培训3个月“毕业”、
每月3000元收取代管培训费。他
针对犬安排了坐、卧、靠、躺、滚、跳
等动作训练，还有看守、护主、防卫、
追踪、警戒、搜索、鉴别、踪迹等科目
训练。

去年，刘新亚请来周亚龙帮
忙。经过培训学习，周亚龙也成为
一个名副其实的驯犬师。随着他们
的名气越来越大，广州、沈阳、安徽、
山东等地的网友也把犬送到他们这
里托管训练。刘新亚在做好代驯犬
的同时，还在网上出售驯犬用品。
去年，他外接代驯马犬30多条，一
年下来收入可观。

刘新亚说，驯犬也很艰苦。在
训练借力科目时，马犬踩着他们的
背向上冲，他们的背上经常是伤痕
累累。为了强化训练，他们早晨5
点开始训练，直到晚上9点才收兵
休息。夏天顶着烈日，冬季冒着严
寒，尽管有些苦，可看到自己的付出

有了收获，刘新亚的心里还是挺高
兴的。

2017年，刘新亚养的一条青年
犬“坦克”训练潜质十分给力。他将
其视频发至网络后引发大量粉丝围
观。2018年 10月 1日，黑龙江的一
名网友愿意出8万元买走“坦克”，
被刘新亚婉言谢绝。新疆的一名网
友把 10万元直接打到了他的银行
卡上，但被他原封不动地退回了。

“优秀的马犬就像兄弟！”刘新亚说，
但令他伤心的是，“坦克”在去年8
月因病死亡，这让他伤心了很长一
段时间。

张东村党支部书记张晓磊说，
刘新亚是该村自强不息的模范。目
前，他的驯犬基地还有10多条犬在
接受训练。

“等疫情过去后，我再扩大训练
场地，招收学员，向他们传授驯犬技
能，让更多青年人走出一条创业致
富路。”刘新亚说。

郏县李口镇村民刘新亚：

自强不息再创业 驯犬闯出新天地

□记者 赵志国 通讯员 李宗铭

本报讯 昨天上午，鲁山县新峰
社区居民张小兰一边刷看警方推送
的反诈视频，一边对警方的精心制
作大加赞赏。鲁山县公安局城关派
出所民警杨洋和同事根据近日阻止
的一起电信诈骗，精心制作了反诈
短视频。当事人丁女士现身说法，
帮助群众识破骗局。这种“有网感”

“接地气”的方式引起了网民的关
注。

3月 20日上午，杨洋和一村一
警辅警入户走访，开展反诈宣传、
治安防范、民情排查等工作。上午
9时40分，他们来到辖区金鼎财富
广场某家属院丁某家中，发现丁女
士正焦急地拨打电话。看到民警
后，丁女士惊讶地说：“你们来得这
么快啊！”

民警询问得知，一个自称郑州

市社保局的人刚给丁女士打电话
称，社保账户显示，丁女士在上海存
入诈骗款1万余元，需本人与上海警
方联系。丁女士按照对方提供的电
话号码联系上海警方。对方让其加
QQ好友，还发来一张警官证照片，
说要在QQ上做询问笔录。

丁女士曾经去过上海，再看到
警官证，让常年在外读书的她深信
不疑。她按对方要求进行操作时，
正好赶上城关派出所民警入户走
访。丁女士最初以为他们是上海来
的警察。

杨洋听完丁女士叙述，查看其
QQ聊天记录后，确定这是一起冒充
公检法的诈骗案，遂立即阻止丁女
士汇款，避免其经济损失1万余元。

据城关派出所所长邓战军介
绍，年初以来，该所坚持“打防并举、
以防为主、以宣为要”的工作策略，
引导以民警杨洋为代表的社区民

警，在实践实战中创新摸索出了
“3+”反诈宣传模式，即“脚板+指
尖”宣传、“喇叭+群组”宣传、“自
拍+神器”宣传。

社区民警迈开腿脚，深入街面、
楼院、企业、学校、单位宣传，并依托
疫情防控期间构建的城关联防联控
平台，在互动地图上清晰标记每家
每户的实际情况，分项输入、分层管
理、分类识别，指尖一触、一目了
然。走街串巷时，民警用警用“小喇
叭”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和反诈戏曲，
还依托社区（小组）干部群、居（村）
民代表群、行业管理群等微信群组
进行反诈宣传。

根据派出所侦办的电信诈骗案
件、劝阻群众等情况，他们还积极联
系受害群众或当事人说出受骗经历
和心理历程。据此自拍、自编、自制
视频，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帮助大
家擦亮眼睛，防止上当受骗。

假警察线上下指令 真警察来家敲了门

3月30日中午，管理人员在整修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祥云公园南
门广场的地坪。据负责祥云公园管护的市园林绿化中心新城养护
队负责人郭东伟介绍，园区恢复开放后，他们把设施维修改在中午
进行，尽量不打扰游客，让游客舒适游园。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错时维修 不扰游客

昨天，在市区鹰城广场体育公园乒乓球场地，市民挥拍打球，健身锻炼。一位姓郭的场地管理员介绍，随着疫
情形势好转和市民自我健康保护意识的逐步增强，不少市民到公共场所健身锻炼时，首选乒乓球、羽毛球、气功等
相互间隔较大的项目，从细微之处做好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健身锻炼 注重间隔

昨天，在卫东区五一路街道五一路社区银达小区，施工人员在
挖掘机的配合下铺设线路管道。据五一路街道相关负责人王刚介
绍，目前辖区内7个小区纳入提档升级改造的42幢居民楼已经完成
楼体基础粉刷，院区内的供电、网络、照明、排水等管线入地已开工，
整个改造工程预计6月10日结束。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加快改造 提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