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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铮 通讯员 李
原）“用心服务，真心管理。”近日，魏
都区城管局受邀参加三门峡市城管
局举办的行政执法培训会议，魏都区
城管局一线执法队员朱文博向与会
同行们分享先进工作经验。

培 训 会 上 ，朱 文 博 从“ 管 理 ”到
“服务”的转变、“强制”到“引导”的转
变、“责罚”到“教育”的转变三个方
面，分享了魏都区城管局执法人员日
常管理经验，得到与会人员的充分认
可。

三门峡市城管局执法单位代表
纷纷表示，要以魏都区城管局服务型
执法为标杆，进一步规范队伍，更好
地服务群众，破解城市管理中的各种
难题。

今年以来，魏都区城管局在魏都
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魏都区
城管局大力推行服务型执法管理理
念，积极践行“721”工作法，采取更为
人性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方式，取得了
明显成效，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各地同仁纷纷交流学习魏都区城管
局经验。

魏都区城管局分享温情
执法管理经验

用心服务
真心管理

11 月 23 日晚，天气寒冷，一男子醉
酒后在护城河春秋桥跳河，许昌水上
公交值班船长安浩和热心市民在 3 分
钟内紧急救援，挽救了该男子的生命。

当日 21 时 31 分，安浩正在春秋西
码头执行船只日常安全检查任务，突
然听到旁边的春秋桥下发出“扑通”一
声巨响，并溅起巨大的水花，随即听到
岸上群众大喊“有人跳河了！”安浩来
不及多想，直接驾驶船只就往桥下驶
去。即将靠近落水男子时，安浩迅速
将救生圈、漂浮助力物品等抛给他，但
因为河水冰凉，男子的动作比较迟缓，
力气几乎耗尽。安浩和随船热心市民
立即联手抓住男子的上衣，奋力将其
往 船 上 拉 ，最 终 把 该 男 子 拉 进 船 舱 。
从落入水中到被救上船，仅仅相隔 3 分

钟，该男子就脱离了险境。
落水男子被拉进船舱时，浑身湿

透冷得发抖，安浩和热心市民赶紧把
他抬进岸边的调度室，帮他把湿衣物
脱下，找来保暖的衣物给他穿上，并打
开调度室的空调，打电话联系了 110、
120和水上公交公司的领导。

120 急救车赶到现场后，医生对落
水男子进行了检查，发现他除了身体
有点儿失温，并无大碍。

在温暖的环境下，该男子体温逐
渐恢复正常，民警和安浩同热心市民
一起对该男子进行了心理疏导，最终
他敞开了心扉。原来，男子因为家庭
矛盾心理压力过大，又加上饮酒，一时
想不开选择轻生。民警随即联系了其
家人，并和水上公交公司领导对其再
次进行心理疏导，最终该男子放弃轻
生念头，并跟随民警离开。

许昌水上公交公司高度重视这一
事件，对安浩进行了表彰。安浩出生
于 1991 年，是一名退伍军人，2016 年加
入水上公交公司。“关键时刻，随船的
应急救援设备和平时的培训发挥了重
要作用。船上随船配备有救生杆、救

生绳、救生圈、救生衣等，当我发现有
人跳河时，本能反应就是按照平时演
练的应急预案开展救援，我相信每个
船员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和我一样
及时伸出援手。”安浩说。

据 了 解 ，许 昌 水 上 公 交 公 司 于
2016 年 10 月组建了应急救援队，平时
经常开展应急知识培训和救援演练。
通过实战演练，提升了水上公交应急
救 援 的 快 速 反 应 能 力 和 协 同 作 战 能
力，确保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在最
短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实施救援，最
大限度地降低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男子冬夜醉酒跳河
幸遇水上公交施救
热心船长训练有素 一船游客奋力相助

本报讯（记者 张铮）1936 年《重修
襄城县志》中这样描述仙翁山：“迴出群
峰，登山之南颠，俯瞰沙湛，远眺宛叶，
实襄邑山之最高者。”11 月 28 日，记者
了解到，襄城县仙翁山森林康养基地入
选“2023 年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
基地”，我市再添“国字号”森林康养金

名片。
据了解，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

单位认定工作由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负责开展，旨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促进实施“健康中国”和

“乡村振兴”战略。森林康养试点建设
单位森林资源好，交通便利，具有较好
的经营能力和森林康养条件，森林康养
基础接待设施和服务设施较为完善。
经过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推荐、现场考
察、专家评审等程序，最终确定 183 家
单位入选，其中河南省共 5 家，我市襄
城县仙翁山森林康养基地成功入选。

仙翁山位于襄城县南 6 公里处，属
伏牛山脉浅山区。仙翁山自然风光优

美，文化底蕴厚重，山上有东晋葛洪炼
丹遗址，后人在此建有葛仙观，嘉靖、乾
隆年间曾多次重修。因葛洪又名“小仙
翁”，故山名曰“仙翁山”。

近年来，我市立足生态和文化优
势，以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花木园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为依
托，大力发展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产
业，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森林康
养布局。

下一步，许昌将聚焦生态和文化优
势，持续完善全域森林康养产业体系，
走出一条“以花木改善生态、以生态承
载旅游、以旅游繁荣三产”的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我市再添“国字号”森林康养金名片：仙翁山

热心救人的许昌水上公交船长安浩

本报讯（记者 张铮 通讯员 闫中
原 文/图）时值初冬，建安区五女店镇
桃杖村依然满目苍翠。11 月 29 日，桃
杖村异常热闹，村民正在闫家游园忙碌
着，他们栽花、种树、种草、安装游乐设
施。

村庄内，一排排民房错落有致，不
远处“思乡亭”三个字在冬日阳光的映
射下熠熠生辉。桃杖的“美”不只是“外
在美”，更在于“精神美”。新建的思乡
亭矗立在游乐园中央，这是桃杖村村民
及在外工作的众乡亲捐资新建的一处
文化设施——闫家游乐园。

“这个小游园是村民筹资修建的，
目前这个集文化、娱乐、健身、休闲为一
体的游乐园已初具规模。”桃杖村党支
部书记周永杰说，闫氏家族是桃杖村最
大的家族之一，他们历来重视教育，不
少人走出了村庄成了国家栋梁之材。

其中，闫学智是河南 大 学 高 级 工
程师，退休后他情系家乡。2015 年，他

回乡探亲，看到家乡的街
道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
泞难行，便率先拿出数万
元 ，倡 议 乡 亲 们 捐 资 修
路。

“闫学智的倡议得到
村民们的响应，大家出资
出 力 ，很 快 一 条 长 近 300
米宽 4 米的水泥路建成。”
周永杰说，这条水泥路也
成 为 全 村 第 一 条 村 民 自
愿捐资修建的道路 。

今年，闫学智回到了
家乡，捐款 3.5 万元，倡议
乡 亲 们 将 村 内 废 弃 的 坑
塘 改 建 成 小 广 场 。 闫 学
智 的 倡 议 再 次 赢 得 众 乡
亲的大力支持 。

乡村文化建设不仅提升了村民的
文明素养，也有力地推动了乡村经济的
发展。如今，桃杖村的甘蔗、生姜、辣椒

等特色种植让群众的腰包鼓起来。
乡亲们捐资投建的广场拱门、长廊

等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

村民集资建游园 冬日桃杖依旧绿

本报讯（记者 张铮）近日，长葛
市大周镇大尚庄村再现“丰收季”，在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蜜薯种植基地里，
呈现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村民们
在享受劳动成果的同时，也看到了增
收致富的“薯”光。

“我们村已经连续三年种植蜜薯
了，与传统蜜薯不同，我们种的蜜薯
颜色更深、个儿头更大，在产量上大
大 超 过 从 前 ，大 大 增 加 了 村 集 体 收
益。合作社成立后成功实现村民家
门口灵活就业，平均每人每月增加务
工收入 2000 余元，今年的村集体经济
收 入 预 计 能 达 到 20 万 元 ！”11 月 28
日，长葛市大周镇大尚庄村党支部书
记尚明明说。

据了解，2021 年 6 月，大尚庄村
动员 308 户村民，整合村内 1000 多亩
经过流转的土地成立了晨强种植合
作社，广泛种植蜜薯、花生、桃子、胡
萝卜等经济作物。根据土地的情况，
经过多方论证，大尚庄村决定以特色
蜜薯为主要种植作物。他们来到山
东省农科院挑选蜜薯品种，并且自己
育 苗 ，进 一 步 降 低 了 集 体 种 植 的 成
本。

大尚庄村通过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土地流
转 ，不 仅 带 动 了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致
富，也为乡村振兴打好了坚实基础。
今年的蜜薯迎来了大丰收，在蜜薯还
没成熟的时候，尚明明就接到了老顾
客的订单——直接定下了几百亩地
的蜜薯。为了增加收入，在今年 4 月
份，村合作社建了 1500 平方米的半地
下式蜜薯贮藏窖。

“今年我们计划先将蜜薯贮藏在
窖里，等到春节再卖，这样可以进一
步增加村集体收入。”尚明明说。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农村基层党
组织组织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的重
要保障。

下一步，大尚庄村将进一步壮大
发展村集体经济，坚持党群合作，多
业融合发展，广泛凝聚和发动群众、
村组干部及在外成功人士，共同推动
村集体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毛迎通讯员侯泽辉文/图

闫家游乐园

甜蜜迎丰收
致富有“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