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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岸萌实习生陈夏烨

擦拭案台桌面、清理地面下水道、
消毒后厨用具……2月15日上午9点左
右，湛河区市场监管局及该区轻工路食
药所的执法人员来到湛河区轻工路街
道沁园幼儿园时，园长王丽娜正带着后
厨几位阿姨忙着做开学准备。

“新学期马上开始，按照要求我们
2月 14日就开始打扫了，重点是厨房，
除了基本的清洁之外，还要对锅碗瓢盆
等厨具进行消毒，一切都严格按照要求
来。”王丽娜说。

日常管理展示栏内，餐用具消毒记
录、厨师晨午检记录、陪餐记录、索票索

证台账等十个文件夹整齐摆放，执法人
员仔细查看了内页记录；展示栏下，食
物原材料供应商资质存放处悬挂着各
单位的供货合同，执法人员检查了里面
供货单位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等资质证明。厨房内桌案已经擦拭干
净，各种厨具清洗完毕，一切都井井有条；
后厨库房内存放各种食材的盒子空空如
也，根据相关要求，开学前，这些盒子经擦
拭消毒之后才可以存放新的食材。

“一般情况下，寒假一个多月，暑假
约两个月，学校食堂库存食材需要在放
假前全部清空，不能长时间存放，以免
变质。新学期必须要新进食材。”湛河
区市场监管局轻工路食药所所长景红

蕾说，放假后、开学前，他们会对辖区的
教育机构进行多轮检查。“沁园幼儿园
已经开了22年，开学后会有300多名幼
儿入园，孩子们的饮食安全非常重要，
开学前后我们会再次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完幼儿园，执法人员又来到神
马大道中段的市二中。从 2月 9日开
始，学校三个年级逐步开学，四个餐厅
提前准备后也陆续开放。

“这是2月 14日中午的留样食品，
烧茄子，也有留样人的签名。”戴好一次
性帽子、手套等防护用品，执法人员进
入正在备餐的后厨，学校相关负责人向
执法人员展示留样食品。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市十三中、

市四十四中等学校周边，查看食品经营
单位是否按照要求张贴“禁止向未成年
人销售烟酒”标识、是否销售“三无产
品”，再次提醒单位经营者严格落实各
项食品安全要求。

“日前，我们收到了市市场监管局
做好春季学期学校食品安全的通知，根
据辖区各教育机构开学情况，提前着手
对各教育机构及学校周边的食品经营
单位进行检查。”湛河区市场监管局餐
饮股股长赵春环说，原料进货是否有票
有证、食品加工制作是否规范、餐用具
清洗消毒是否彻底、加工制作环境是否
清洁、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单位是否有违
规行为等是这次检查的重点。

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督查忙

□本报记者吕占伟

“湛河沿线禁止小商小贩摆设摊
位，倡议大家自觉遵守禁放烟花爆竹
的相关规定……”2 月 14 日下午 3 点
半，东环路湛河桥东侧北岸河堤上“智
慧广播”的声音不断在记者耳畔回响，
一旁的亲水平台处，几名戴“巡查”袖
章的管理人员正将印有文明游览内容
的宣传折页分发给在此游玩的市民。
不远处，几名工人正手持工具修砌一
个即将完工的储物间，一旁，保洁人员
在忙碌。

“等把这扇门装好，整座储物间就
算完工了。”正在现场指导储物间施工
的管理人员李亚辉说，自己负责储物
间的施工、管理以及湛河沿岸垃圾桶
的维护、灯光照明等。“春节期间到现
在，我们都在忙。早上7点上班，中午
休息一个小时，晚上路灯亮了以后还
要巡逻。”

“我们有管理人员6人、现场维护
人员32人，春节期间一直全员上岗、值
班。”负责该段河道日常管理的河南翔
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杨国勇说。

据了解，今年是该公司入驻管理
开发二桥到东环路湛河区域的第4个
年头。从今年1月初至今，该公司在这
段湛河两岸添置了 29 座太阳能垃圾
桶，这种垃圾桶晚上会发出亮光，十分
醒目；还增设了一批路灯；此外，该段
全线安装了监控系统，以确保游园市
民安全。

杨国勇说，开春以来，绿化专家还
对管理段苗木灌溉、修剪及地被修整
进行了指导，“我们这个管理段的地
被、乔灌木有20多种，目前的主要工作
是增强管养护力度”。

该管理段当天的“工作日报”显
示：除打扫卫生、清运垃圾等日常工作
外，工作人员还在湛河北岸游园堤坡
进行了返青浇水施肥，更换两座公共
卫生间的3个换气扇。

“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琐碎日常的
工作，为美丽的河岸景观提供了有力
保障。”兴城湛河管理公司巡查监督部
副主任马贺魁说，该公司负责从张庄
闸到刘庄沟共28.2公里湛河区域的日
常巡查。为配合现场巡查工作的开
展，该公司今年春节期间在全线河堤
的路灯上设置“智慧广播”80多个，在
人流量相对密集的区域每天播放文
明、安全游园须知，成为一抹亮色。

春日湛河管护正当时

□本报记者李霞

2月 14日下午1点多，湛河区河
滨街道潘庄村，百余名果农早早来
到村西南的一片桃林里，等待林果
专家来讲课。村民毛秋菊是来得最
早的一位，她家种有20多株桃树，由
于管理技术不够，一直不敢扩大种
植面积，当天得知专家要来讲课，她
忙与几名邻居一起早早来“候场”。

据河滨街道党建办主任杨天聚
介绍，为满足辖区果农对林业科技
的需求，提高林果质量和效益，该街
道与市林业局、湛河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等部门联合特邀果树专家开
办了此次“冬春果园综合管理”田间
课堂。

“桃树的修剪有讲究，不能胡
乱修剪，一般修剪期为每年的 3 月
份和 11 月份，要注意剪掉病枝、下
垂枝……”下午2点30分，田间课堂
开课后，市园林绿化中心技术部主
任、正高级工程师李士洪手持修剪
钳，站在一株桃树旁，边修剪边解说。

“俺家几株老桃树老生天牛咋
办？”“怎样有效防治病虫害？”听了
他细致的阐述，果农们纷纷点头，不
时提出关于防虫、剪枝、施肥等方面
的疑问。李士洪都耐心地一一解
答，现场互动交流逐渐热烈起来。

65岁的果农魏志有家里有四五
亩桃林，种植桃树有20多年了，但是
桃树开花后生蚜虫的问题一直困扰
着他，打药也控制不了。在请教李
士洪后，他总算找到了答案：“应该
在桃树刚露花骨朵和花快开败80%
时预防。原来是我打药防治的时间
不对。”

“周老师，俺家的柿子树虽然每
年都修剪，可产量还是较低，这是咋
回事？”在紧挨桃林的一片柿树林
内，鲁山县林业局副局长、高级工程
师周耀伟为大家现场示范讲解了春
季柿树的修剪及管理，果农魏成业
问出心中的疑惑。周耀伟为他详细
讲解原因后，还热情地拿出手机：

“咱们见一面不容易，加个微信，以
后如果有啥问题可以随时联系。”

另据市林业局种苗服务中心正
高级工程师刘银萍介绍，这种田间
课堂现场教学的模式效果非常好，
专家的讲解、点评和建议有较强的
针对性，受到果民的普遍欢迎。

潘庄开起田间课堂

□本报记者胡耀华文/图

2月 14日上午，鲁山县辛集乡
三西村辖区的凯丽金工贸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伴随着缝纫机的嗒
嗒声，数十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

“正月初六就开工了，近期订
单多，时间抓得紧。”在车间内察看
工人工作的市纪委监委驻三西村
第一书记吴成高和车间负责人李
学柯说。

三西村位于辛集乡露峰山下，
近年来，在市纪委监委驻村工作队
的帮助下，不仅村内环境变了样，
还先后成立了葡萄和香菇种植基
地、旗袍厂、蚊帐厂、家具厂、服装
厂等，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村集
体经济也有了可观收入。

“这个春节我们几乎没闲着，
环境卫生、安全生产、各方面协调
等，一点儿都不敢放松。”三西村党
支部副书记曹新发说，特别是驻村
书记吴成高，从大年初二开始，一
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由于村内产业多数是驻村工
作队争取或援建项目，为不耽误节
后生产，从正月初六开始，吴成高
就要求大家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召集工人开始新一年的工作。

“吴书记工作认真、负责，包括
村‘两委’，对我们企业发展都没少
帮助。”今年36岁的赵国有家住鲁
山县四棵树乡土楼村，2021年3月
份在三西村驻村工作队的引荐下，
在该村投资建设了旗袍厂，专门做
演出和日常穿的旗袍，然后通过线
上销售，效益特别好，带动周边60
多名村民到厂里务工。

三西村的蚊帐厂是村内的扶
贫项目，建设于2020年 6月，多时
用工100多人，不但解决了村民就
业难问题，村集体经济也有了收
入。

“原来在家没事干，过罢十五
仍是玩，现在不了，不出家门就有
钱赚。”村民周福云说，她从建厂开
始就一直在旗袍厂上班，平均每月
有3000多元的收入。

走出旗袍厂和服装厂，是一眼
望不到头的葡萄园。“我们村很早
就开始种植葡萄了，平均每户每年
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正在地里
移栽葡萄的一名村民说，每到葡萄
成熟时，来拉葡萄的车多得前不见
头、后不见尾。

如今走进三西村，平整干净的
水泥路、井然有序的住房、生机勃勃
的产业，伴随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呈
现出一幅美丽的乡村振兴画卷。

鲁山县三西村：

一派繁忙景象新

吴成高（左二）、曹新发（右二）和李学柯（左一）察看服装车间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