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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辉

在近日市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暗访调研组工作人员对新华
区、卫东区、湛河区与高新区 18
个村庄进行的暗访调研中，场坊
村以综合评比84分的成绩名列
第一。

场坊村隶属新华区青石山
街道，位于平煤神马集团九矿东
南 侧 ，全 村 有 420 多 户 899 口
人。昨天上午，记者走进场坊村

口，只见一条平坦洁净的柏油马
路贯穿村子南北，道路上清晰的
黄色标线与洁白的绿化带护栏
分外醒目。绿化带内，月季花迎
风招展，苹果、李子挂满枝头，路
边休闲座椅、党建宣传牌，以及
农耕时期的石磙、石碾、石槽及
辘轳错落有致，给人带来思索、
回味与遐想。附近的文化墙上，
山水风景、人物故事、孝道文化、
街规民约等内容图文并茂，浅显
易懂，引人入胜。此外，在小街

北侧的健身游园里安装着十几
台健身器材，旁边一个精致的木
制八角亭，可供健身爱好者休息
乘凉。

一位刘姓村民说：“以前，
村里有人想搬到新城区住，现
在俺村治理得跟城市一样，我
们不再想着搬到新城区买房
住了。”

随行的场坊村党支部副书
记李国林说：“以前的场坊村大
街小巷、房前屋后杂草丛生，碎

砖烂瓦、废旧杂物随处可见。”两
个多月前，场坊村村委会开始动
员全村老少爷儿们大力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村里一共投入
100多万元资金用于整修村中主
干道，修建公共卫生间、绿化带、
健身广场等，此后，村里的主干
道大变脸，各条小巷也变得“一
眼净”。与此同时，全村各家各
户门前设立卫生监督岗，由专人
负责进行卫生监督管理，使场坊
村彻底变了样。

嬗变美丽乡村 场坊村再也不是旧模样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昨天，卫东区光华路街道
党工委工作人员看望慰问辖区4名困
难党员和老党员，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
心中并向其致以节日祝福。

当天，慰问组来到程庄村85岁的
老党员甄进忠家，他曾当过村干部，为
村集体的发展做出过比较突出的贡
献。工作人员送上粮油等物资和慰问
金，叮嘱甄进忠保重身体，多为村集体
的发展建言献策。随后，慰问组又分
别看望慰问辛北村、光华社区、响水社
区的困难党员和老党员，送上党组织
的关怀。

光华路街道党工委
慰问困难老党员

□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 最近几天，住在湛河
区高阳路街道利民社区平安景苑
小区4号楼的居民会发现，楼道
门厅里多了两个“共享书架”，上
面存放的图书期刊不仅可以 24
小时借阅，还不用登记。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
软件等，我们早就知道，但‘共享

书架’还是头一次见。”对于居民
的好奇与议论，社区人员昨天上
午向记者解释，此处“共享书架”
不同于社区图书室，居民随看随
取，不用登记，若是想拿回家也
可以，但要注意爱护，及时归
还。首批上架的都是大家爱看
的期刊，有《读者》《特别关注》
《半月选读》等，总共20多册，其
中有社区选购的，也有居民自愿

捐赠的。
高阳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刘玉茜说，6 月 23 日，“共享书
架”亮相首日，辖区单位市强制
隔离戒毒所工作人员给社区捐
赠了 100多册不同种类的图书。
以后，社区会根据居民的阅读需
求，定期更换书架上的图书，并
做好日常卫生消杀和维护等方
面的工作。

刘 玉 茜 说 ，设 立“ 共 享 书
架”的初衷，是希望居民能够

“走出小家、融入大家、变为一
家”，营造社区浓郁的书香氛
围。接下来，他们还会考虑在
其 他 楼 栋 门 厅 设 置“ 共 享 书
架”、共享工具，并通过一系列
活动和宣传，深化社区共建共
享理念，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
阅读快乐和便民服务。

走出小家、融入大家、变为一家

“共享书架”亮相高阳路街道一社区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6月 26日早晨，在做好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后，卫东区鸿鹰街道鸿
鹰社区第三届乒乓球友谊赛在鸿鹰小
区乒乓球场开赛。

比赛吸引了来自社区的66位男女
乒乓球爱好者，其中8岁的小学生刘子
萱对阵八旬老奶奶杨秋花的比赛格外
引人关注。

1940年出生的杨秋花家住鸿鹰小
区10号楼，已有20年的打球历史，号称

“小区邓亚萍”。而刘子萱在家人的带
领下，刚刚喜欢上国球的她仅有几个月
的打球经历，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挑
战精神。只见两人挥拍击球，互不相
让，白色小球在乒乓球台滚来滚去，上
下翻飞，引来一片喝彩声。

鸿鹰社区党支部书记周长豹说，
鸿鹰小区建有规范的乒乓球场、篮球
场等体育场所，体育爱好者众多，开展
体育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自 2013
年起，鸿鹰社区已经连续举办两届乒
乓球赛。此外，鸿鹰社区还组建有老
年歌唱队、戏迷志愿队、广场舞队、象
棋爱好者队、书法绘画队等 9 支文体
志愿队，参加人员有260人左右，其中
广场舞队与老年歌唱队经常代表鸿鹰
街道办事处参加市、区举办的大型文
体活动。

鸿鹰社区文体活动
多姿多彩

□记者 邢晓蕊

本报讯 平顶山学院研制出
的便携式红花采摘机，日前以
100万元的转让价款转让给我省
一家企业。据悉，此款红花采摘
机的问世，很好地解决了红花采
摘过程中扎手、效率低等问题。

据平顶山学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河南是我国红花药材的重
要产区，种植红花历史悠久，然
而，红花采摘并不容易。由于红
花合适的采摘期一般只有一周
时间，如果遇到下雨等不利天

气，就会造成红花因采摘不及时
而衰败，从而降低其药用价值。
而且，红花的花叶上有很多硬
刺，采摘工人常常因双手被刺破
造成肿胀，导致不能长时间连续
采摘。另外，红花较小，采集下
来的花蕊容易掉落，人工采摘的
效率很低。同时，手工采摘时人
体汗液还会不同程度污染花丝，
降低红花品质。

围绕上述生产问题，在与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花
类药材育种岗位科学家梁慧
珍多次接触、沟通后，平顶山

学院李光喜带领的精密制造
博士创新团队经过数月攻关
试验，终于研制出便携式红花
采摘机。

6月 14日，在河南省农科院
的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红花
繁育基地，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便
携式红花采摘机采收示范现场
会”。经过专家系列试验测试，样
机性能能满足产品化要求，可以
连续不断工作，大大提高了采摘
效率。

便携式红花采摘机得到了
河南省中谦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的认可。日前，平顶山学院与
该公司签订了专利技术转让合
同，将相关专利权转让给河南
省中谦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河
南省中谦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受
让并支付相应的转让价款 100
万元。

平顶山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此款红花采摘机产业化生产后，
将极大提升红花采摘效率，并将
突破红花产业健康发展的“最后
一公里”瓶颈，对提升河南乃至全
国红花产业化水平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

平顶山学院科研成果与省内一企业对接落地

红花采摘机专利卖了100万元

□记者 高红侠

本 报 讯“ 七 一 ”临 近 ，昨 天 上
午，新华区光明路街道王庄村村干
部对该村 12 位优秀、困难党员进行
上门慰问。

昨天上午，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该村村干部一行来到困难老党员张跃
理家。88岁的张跃理孩子在外打工，
常年患病的他行动不便，后又摔伤卧床
不起，平时靠小他两岁的老伴照顾，张
跃理有着50年党龄。

70 多岁的优秀党员毛玉梅平时
热心助人，只要邻居有事招呼一声，
她总是随叫随到。调解邻里纠纷，
对村里建设建言献策，她总是积极
响应。

当天上午，毛玉梅、张中言、徐明池
等12位党员收到了村干部为他们送去
的慰问品。

王庄村村干部
慰问困难党员

送书画
到乡村

6 月 26 日，书画家
在为村民进行现场创
作。当日，市老干部活
动中心、市老年书画家
协会联合在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应滨街道南宋村
民俗教育公益展览馆举
办“送书画 到乡村”联
谊笔会。10位书画家现
场挥毫泼墨，创作了 50
幅书画作品赠送给村
民，并与爱好书画的村
民进行了艺术技法交流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