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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辉

“不赖，村庄建得真不赖！”11 月
24日上午，家住市区东环路附近的梁
先生等人来到高新区遵化店镇蒲楼
村串亲戚时，对蒲楼村的村容村貌发
出由衷赞叹。

当天上午11点多，站在蒲楼村村
委会办公楼东侧，只见户外电子显示
屏上播放着央视七套新闻宣传片《美
丽乡村入画来——河南平顶山遵化
店镇》。屏幕中展现的蒲楼村、严村
等地的乡村美景让村民们备感自豪。

电子显示屏旁边是一条笔直平
坦的柏油路，行驶的车辆规范有序。
附近游园内，廊亭、趣园、静心亭与儿
童乐园分布其中，曲径相连，高大的
棕榈树与低矮的灌木丛、花草交织在

一起，错落有致。几位村民在游园漫
步，或欣赏花草，或品读园内格言警
句，分享孝道文化。

村民吴华说：“几个月前，这里还
是荒草和菜地，现在成了游园。”再往
前追溯，游园及其北边的花池原来是
蒲楼村的寨河，当时的寨河是一条污
水沟，里边堆满了垃圾杂物，寨河部
分河段被村民填平后开垦成了菜
地。今年上半年，村干部带领大家经
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建成了这个游
园，还修了路，建了蒲楼村史馆。

蒲楼村史馆位于村委会对面，里
边用众多文字影像资料、生活用品等
向人们呈现了蒲楼村的悠久历史及
村民的生活变迁。

蒲楼村党支部书记杨二许介绍，
自2018年起，蒲楼村“两委”经过商议

决定全面改造村中道路，得到了村民
的支持。村委会投入200万元资金对
村里的主干道和排间道进行改造。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村里20多条排间
道全部改造成三四米宽的水泥路，一
条六米宽的主干道铺成了柏油路。

今年4月，蒲楼村“两委”又组织
党员志愿者与村民志愿者，对村委会
东侧的污水坑塘与菜地进行整治。
大家清理垃圾杂物，平整菜地，开挖
水塘。随后，村委会又投入20多万元
建造了儿童乐园、廊亭、静心亭等。
经过5个月的施工，一个占地1500多
平方米的游园建成了。一个多月前，
一条连接蒲楼村与市区神马大道的
出村道路上又安装了22盏路灯，昔日
夜间黑灯瞎火的乡间小道变成了现
在的光明大道。

蒲楼村：

坑塘菜地上建游园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市教体局昨天发布消
息，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0年全国
青少年校园篮球、排球、冰雪体育传
统特色学校等名单”，我市共有7所学
校上榜，其中青少年校园篮球体育传
统特色学校5所，青少年校园排球体
育传统特色学校2所。这也是我市首
批国家级篮球、排球特色校。

入选2020年全国青少年校园篮
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有：新城区湖

光小学、卫东区平马路小学、市九中、
市四十中、市四中。2所全国青少年
校园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是：新华
区凌云小学、市四十四中。

在教育部命名的名单中，认定并
命名篮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2796
所，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1428所。
按照要求，被命名的特色学校要深入
推进校园有关项目教学改革，发挥好
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学校进一步强化
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切实让学生在体
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

人格、锤炼意志。
市教体局有关人士说，目前我省

开始对被命名的篮球体育传统特色
校进行体育指导员、校长等三级专业
培训。中国排协准备组织对被命名
的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进行培
训。教育部门今后将适时开展相关
竞赛、教师培训、督导检查等工作。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已有
“国字号”足球特色学校（幼儿园）66
所、篮球特色学校5所、排球特色学校
2所。

我市7所学校入选
全国青少年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名单

□本报记者 吕占伟

“念白再清晰一些，唱腔一定要把
控好节奏，不能跳跃性太大，跟不上弦
子，影响表演效果……”昨天上午，在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滍阳镇姬庄村文
化活动广场，该镇文化管理员杜玲一
边观摩戏曲爱好者的表演，一边对演
员的表现进行“把脉问诊”，引得戏曲
爱好者频频点头。

“天虽然越来越冷，但是群众文化
娱乐的氛围和热情却丝毫不减，最近
群众文化活动真不少，俺们忙得都有
点赶不上趟了。”杜玲笑着说。

杜玲只是滍阳镇18个行政村文化
管理员中的一个。据该镇政府有关负
责人介绍，2018年7月，为加强村级文
化队伍建设，提高基层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满足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镇政府为全镇18个
行政村选拔、配备了一批文化管理员。

他们既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普及科学体育知识，传递经济科技
信息的“宣传员”；又是组织开展文艺、
体育、节庆、民俗及电影、戏曲演出等
群众性文体活动的“战斗员”。两年多
来，这些文化管理员先后组织参加省、
市、区文化表演活动 16 场次；组建秧
歌、盘鼓、广场舞表演队26个，使得各
村常年参加群众性文体活动的队员突
破500人，平均每年组织200多场次文
体活动，参与群众达到5000多人次。

滍阳镇文化管理员
“自带流量”惠及群众

□记者 牛超

本报讯“窨井改造好了，这下不会
再堵了。这多亏了社区……”昨天上
午，在市区朝阳路与曙光街交叉口东
北侧韩付汉家属楼前，居民陈女士指
着刚刚改造好的下水道窨井说。

韩付汉家属楼已建成20多年，有
住户20来户，属于三无楼院。该楼使
用的下水道窨井位于朝阳路道牙边。

“以前的窨井口可小，年久失修加上近
几年附近有不少饭店也用该窨井排
污，窨井经常堵，污水四溢。”陈女士
说，有时居民就找东西简单疏通一下，
但治标不治本。

本月初，该窨井再次堵塞，污水顺
着路面流了几米长，气味难闻。居民
将此事反映给新华区湛北路街道文园
社区。

“每次疏通后，没几天就又堵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事。”文园社区负责人
翟银环立即安排人员解决此事。经调
查，发现该窨井不但小，而且浅，加之
管道老化，所以极易堵塞。“要想彻底
解决堵塞问题，必须对窨井进行改
造。”

之后，翟银环组织社区志愿者上
门做住户及附近饭店的工作，并在院
门口张贴通知，要求大家凑钱改造窨
井。11月 23日，社区联系施工人员对
窨井进行了疏通、深挖，并更换了窨井
盖和部分老化管道。整个工程持续了
两天时间。

社区牵头居民凑钱
堵塞窨井改造好了

昨天上午，湛河区荆山街道统张村，菜农张耐花（左）在蔬菜大棚收获小白菜。
统张村是我市郊区传统蔬菜种植基地，现有蔬菜大棚百余座，每棚每茬可生产蔬菜 300公斤。目前出产的小白

菜、油麦菜、生菜等主要供应市区。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大棚蔬菜丰富市民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