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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HUI XINWEN

MINSHENG GUANZHU

民生关注

BAIXING GUSHI

百姓故事

本报讯（记者 孔刚领 通讯员 石永
辉）6 月 26 日，建安区椹涧乡杨庄村文
化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该村
党 支 部 组 织 一 系 列 活 动 庆 祝 建 党 98
周年。

当天上午，举行升国旗仪式后，与
会的党员佩戴党徽，回顾党走过的光
辉历程，并重温了入党誓词。活动中，
该村对涌现出来的 6 名优秀党员进行
了表彰。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是杨庄村庆
祝党的生日活动主题，该村党员群众

自编、自排、自导、自演的独唱、舞蹈、
戏曲、大合唱等一系列节目精彩纷呈，
充分展现了杨庄村干部群众迎接党的
生日的喜悦心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雄壮的歌声唱出了大家紧密跟随
党的坚强领导，创新创业，共铸辉煌明
天的豪迈情怀。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刚介绍，
近年来，该村党支部通过建强队伍、规
范管理、优化服务、破解难题“四个引
擎”，集中攻坚，村里各项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为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的热情，该村专门组织了这次庆
“七一”活动。

庆祝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业余
文化生活，增强了群众对党的热爱和
信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为建
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新东关”的
信心和勇气，而且进一步增强了村党
支部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增强了与群
众的血肉联系。该村群众纷纷表示：
要永远跟党走，为乡村振兴作出自己
的新贡献 .

杨庄村：党群联欢其乐融融

本报讯（记者 刘晓敏 通讯员 刘
银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
年，6 月 26 日，魏都慈善总会工作人员
组成慰问队开展“七一”建党节慰问
老党员活动，给辖区部分老党员送去
了党的温暖和祝福。

当天，魏都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分
别由魏都慈善总会会长李忠义、副会
长王安副带队，兵分两路，分别到辖
区 8 位老党员家中进行慰问。每到一
处，慰问队人员都会与老党员亲切交
谈，询问老党员的身体情况、衣食起
居情况等，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对
他们为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祝愿
他们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在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育才
社区困难党员吉德真的家，见魏都
慈 善 总 会 的 同 志 到 来 ， 现 年 86 岁、
64 年党龄的吉德真开心不已。她激
动 地 拿 出 自 己 的 “ 党 龄 荣 誉 纪 念
章”戴在胸前，脸上洋溢着自豪而
幸福的笑容。“谢谢你们来看我，谢
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吉德真连声说
道。

随后，慰问队一行又来到文峰
街道办事处文峰社区老党员宋福贵
的家。现年 90 岁高龄的宋福贵曾参
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龄 75
年 。 慰 问 队 人 员 怀 着 崇 敬 的 心 情 ，
把慰问金送到他手上，祝福他节日
快乐，身体康健。

据了解，当天共慰问了 8 位老党
员，他们有的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有的在普通岗位上競競业
业干了一辈子，他们都为党的事业
作出了应有贡献，令人尊敬。“开展
慰问活动，旨在向老党员表达我们
的 敬 意 ， 感 谢 他 们 为 党 作 出 的 贡
献，也让他们再一次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怀和温暖。”活动中，魏都慈
善总会会长李忠义表示。

魏都慈善总会：

慰问老党员送去党的温暖

“俺腿脚不便，自从残联在俺家卧
室、厨房、厕所的墙上都装上扶手后，
俺在家里行动方便多了。”6 月 28 日，
在 建 安 区 桂 村 乡 老 岗 杨 村 何 凤 枝 的
家，提起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政策给她带来的福利，何凤枝非常开
心地对记者说。

现年 58 岁的何凤枝因风湿病导致
二级肢体残疾，双脚严重变形，走路十
分困难。自从半个月前建安区残联按
照相关扶贫政策，对她家进行无障碍
改造后，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一下
子提高了一大截，从卧室到厨房、到卫
生间，再也没那么难了。

在何凤枝的家，记者看到，不但她家
的墙上安装了不锈钢栏杆扶手，堂屋门
前的道路也修成了坡道，厨房还垒了新
灶台，安装了新橱柜、洗菜盆等。

据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贯
彻落实《河南省建档立卡贫困重度残
疾人无障碍改造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助力残疾人脱贫攻坚，我市于 2016 年
就启动了建档立卡贫困重度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自 2016 年至 2018

年，我市共为 1708 户重度残疾人家庭
进行了无障碍改造。“今年的改造任务
数是 2004 户，力争通过无障碍改造，切
实改善重度残疾人的居住环境和生活
质量。”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改造对象为我市建档立卡
贫困户，须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
重度残疾人，拥有非租借的固定住房，
住房具备改造条件，而且对无障碍设
施依赖性强，有无障碍改造的需求。

改 造 资 金 标 准 为 平 均 每 户 3500
元，各县（市、区）可根据每户的改造实
际需求确定改造标准。改造内容主要
包括改造类施工、基本辅助器具配备
安装和改善类配建三大类。改造类施
工主要包括院落地面平整、道路坡化、
盲道铺设、扶手安装、卫生间洗手池低
位改造、蹲便器改造、灶台低位改造、
水池低位改造等。

基本辅助器具配备安装主要包括
配备盲杖、助行器、轮椅、助听器、沐浴
椅、防滑垫、坐便椅、防褥疮坐垫、移乘
板、护理床、床护栏杆、紧急呼叫装置及

适用于聋哑人的闪光门铃、震动闹钟，适
用于盲人家庭的煤气泄漏报警器等。

“目前，该项目的改造类施工工作正
有序进行，计划年底完成 2004户的改造
任务。该项工作由各县（市、区）具体实

施，要求各县（市、区）切实解决残疾人家
庭急需，兼顾残疾人个性化需求，优先照
顾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等特别困难家庭，
力争让每一户需要改造的家庭都能满
意。”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家庭无障碍改造：让残疾人居家环境更舒适
本报记者 刘晓敏

“我叫王东卫，是 2018 年的脱贫
户。脱贫半年多来，在煤炭局乔志江
的帮扶下，我和老婆养起了兔子，收益
还不赖，已挣了几千块钱啦。”6 月 27
日上午，禹州市花石镇花南村六组村
民王东卫接受采访时高兴地说。

王东卫，今年 43 岁，全家 5 口人，3
个女儿中，老大、老二均为智障人士，
其中老大已 16 岁，但因脑瘫生活不能
自理，整天离不开今年已 46 岁的妈妈
罗少娟的护理。老三闺女，聪明伶俐，
现在已上村幼儿园。

2017 年 5 月，王东卫家被定为因
残致贫的贫困户。2018 年 3 月，禹州
市 煤 炭 局 扶 贫 干 部 乔 志 江 分 包 帮 扶
后，经常到王东卫家里嘘寒问暖，帮助
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王东卫家
的生活有了新的更大的希望。

两年来，乔志江按照政策要求对
这家人进行帮扶，使王东卫的老大、老

二俩闺女都吃上了低保和残疾补贴，
王东卫夫妻也双双走上村里的保洁员
岗位，王东卫还在村里民营企业兼任
了环保监督员一职。

在此基础上，乔志江履职尽责，让王
东卫一家应享受的扶贫政策都做到了尽
享。王东卫一家人在精准帮扶下，2018
年11月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脱贫后不能返贫，要想方设法致
富奔小康。”乔志江对王东卫说。乔
志江启发和引导王东卫两口子，不能
光靠政府补贴过日子，还要振奋精神，
鼓足干劲，想方设法寻找致富门路，千

方百计合法挣钱。就这样，在乔志江
的动员帮扶下，王东卫夫妻干起了庭
院创业，养起了兔子。

半年多来，由于王东卫夫妻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科学饲养，精心
呵护，再加上乔志江和禹州市煤炭局
派驻花南村的党建指导员王杰两位扶
贫干部的指导帮扶，王东卫夫妻的庭
院创业初见成效，仅出售种兔一项就
已创纯利润 2000 多元。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自己不
哭眼里没泪，靠自己的双手致富最光
荣。衷心祝愿你们俩的饲养事业越做

越大！”乔志江鼓励王东卫，“加油干
吧，如果有什么困难，我们会尽力帮助
解决的。”

“当初选择养兔，就是考虑到俺老
婆在她娘家时养过，并且投资少、见效
快。再说了，兔子浑身都是宝，不光兔
毛、兔皮、兔肉能赚钱，就连兔屎都有
人来家里买。根据今年的销售情况来
看，养兔前景十分看好。下一步，俺两
口儿已经商量好了，准备扩大饲养规
模，争取早日过上小康生活。”采访结
束时，王东卫夫妻信心十足地对记者
表达他们的美好愿望。

扶贫送良方 养兔奔小康
本报记者 孔刚领 通讯员 贺景昌

如何切实改善贫困重度残疾人的
居家环境、出行更便利？我市正全面
推进的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工作切实解决了这一难题。该项工
作充分满足了残疾人的需求，显著提
高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充分体现了
党和政府对残疾群体的关怀和关注。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群体，贫困重
度残疾人更需要党和政府的格外关心
和帮助。残疾人能否像健全人一样分
享社会发展成果，享有各种应有权益，
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家庭是
残疾人生活的重要场所，有无无障碍
设施，直接关系到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和权益实现。

近年来，为让残疾人生活得更舒
适和便利，更好地享受社会发展成果，
我市党委政府、各级残联及社会各界
出台了各项精准化帮扶措施，大力推
进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维

权、社会保障、文化体育、无障碍环境
改造等工作，进一步改善了残疾人的
生存发展状况。

尤其是在帮助残疾人改善居家环
境方面，我市根据残疾人个体需求，对
残疾人家庭“量体裁衣”，进行个性化
改造。改造内容包括坡道改造、地面
平整硬化、安全扶手、地面防水防滑、
炉具低位改造等，从每一个细节上充
分考虑不同类型残疾人的需求，从根
本上改善残疾人的居家环境及出行条
件，使部分残疾人真正实现了“行得
通、出得去、能如厕、洗上澡、晒太阳”。

目前，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工作进展顺利，相信随着该项
工作的有序推进，我市会有更多的残
疾人能够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

让残疾人家庭更多更好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刘晓敏

如今，老许昌人提起照相，大都会
想到南悟真、北悟真照相馆。

在不少老人的家中，还放着在这两
家照相馆拍摄的黑白照片。这些照片虽
然经历了数十年，但依然清晰、人物表情
自然，已成为市民家中珍贵的“文物”。

南、北两家悟真照相馆的前身是悟
真照相馆，由信阳潢川老艺人杨鹤亭于
1911 年在许昌开设。杨鹤亭将商号的名
字定为“悟真”，追求“朦胧中的醒悟，醒
悟中的真实”。1938 年，杨鹤亭的长子杨
海峰在市区南大街悟真照相馆的南边又
开了一家悟真照相馆。此后，许昌就有了
南、北两家悟真照相馆。

20 世纪 70 年代，南悟真照相馆、北
悟真照相馆、人民路照相馆、解放路照相
馆、铁西照相馆五家店属于国有自主经
营店，后来合为一家，取名为许昌市悟真
摄影器材中心。

许昌市悟真摄影器材中心经理关
红均 1986 年从许昌市服务公司人事科
来到许昌市悟真摄影器材中心任副经
理，对南悟真、北悟真照相馆最有发言
权。

他回忆说，悟真照相馆从创始人杨
鹤亭开始，就把技术看得非常重要。采访
中，关红均取出了悟真照相馆“元老级”
员工的档案。

记者看到，杨福庆曾在 1957 年通过
技术革新，自制了闪光灯和黑白放大机，
被人誉为摄影技术中的“高科技”，参加
了中南 5 省技术革新展览。1979 年，杨福
庆考取了特级摄影师职称。还有一位叫
崔淑菊的女暗房师，暗房技术过硬。她冲
洗的底片和照片少有人能与之比肩，成
为河南省首批特级暗房师。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给市领导照相
中的一次意外收获。1987 年，行政区域
划分后的许昌市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会
议在如今的七一路原市政府礼堂举行。
会议结束时，他们要拍摄近 200 人的大
合影。当时的老摄影师杨福庆、温新华、
谢国喜担任主摄影师。他们提前进行了
多次试机，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然
而，在为与会代表拍照时，照相机镜头转
到前排领导面前，突然出现打滑。

“正常运转时，镜头应该匀速转动，
镜头打滑就是马达带动镜头转动时，不

正常运转，底版不动了。”关红均说，当
时，摄影师带有备用胶卷，他们都用上
了，但在暗房冲洗 1.5 米长的黑白底版
时，冲洗师发现，有几位领导没有照
上，他们立即向市领导进行了汇报。

为弥补过失，他们给几位领导重
新单独进行了拍照，而后让暗房师先
从原底版上把人“抠”出来，再把补照
的人放上去，难度非常大。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弥补后的合
影照让人看不出一点儿破绽，修补后
的合影照让领导非常满意。

20 世 纪 90 年 代 ，很 多 人 重 视 照
相，照相费用也比较低，因此照相成了
一种时尚。参加工作要照相，参军离家
要照相，孩子百天要照相，结婚更要拍
几张婚纱照……这使得照相馆的生意
非常红火，经营范围辐射漯河、驻马
店、平顶山、周口等地市。

北悟真照相馆在 1996 年被列入
《中国老字号词典》一书。前些年，有国
家领导人来许昌考察，根据市政府的
安排，南悟真、北悟真照相馆派出了技
术过硬的摄影师，跟随领导拍照，留下
了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2000 年，市区南大街进行改造，
北悟真照相馆被拆除，退出了历史舞
台。南悟真照相馆实行承包经营，重新
焕发了新的生机。如今，南悟真照相馆
秉承名店的服务宗旨，借助南大街改
造的机会，将店面修葺一新，更名为悟
真新天地照相馆。

许昌老字号南悟真、北悟真照相
馆，尤其是南悟真照相馆，一直经营到
今天。

这些老字号照相馆历经时代变
迁，体现了许昌几代“摄影人”对摄影
的孜孜追求，不仅定格了历史瞬间，给
许多市民留下了美好回忆，而且从照
片中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
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老照相馆承载的许昌记忆
本报记者 朱庆安

本报讯（记者 朱庆安 通讯员 王潇
潇）“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确实要增加一定
的投入，但周边群众满意了，饭店的形象
好了，现在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了。”6月 29
日，市区解放路一家饭店的张姓老板告诉
记者，他投资更换了环保型油烟净化设备
和内旋式降噪管道，感觉这钱花得值。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餐饮业油烟污
染整治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此，市
数字化城管中心积极开展夏季餐饮业
油烟整治工作，为市民营造了一个良好
的生活环境。

近段时间，他们对城区内的餐饮业
进行拉网式排查，准确掌握商户数量、
安装设备等情况，并建立工作管理台
账，严查餐饮门面乱扔、乱倒、乱排、乱
放行为，确保全覆盖、无死角；严密监控
油烟污染情况，重点检查油烟净化装置
是否安装、使用，对未按要求正常使用
油烟净化设施的，立即督促整改；对已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的餐饮服务单位日
常设施运行、定期维护、油烟达标排放
等情况进行巡查，凡是油烟净化设施
不正常使用或擅自拆除、闲置的，将严
肃处理，以保证工作落实到位。家住市
区文峰路的李姓市民向记者说：“自从
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开始后，我
家楼下的小饭店就安装了净化设备，
噪声也小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

市数字化城管中心负责人介绍，
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是大气污染防治
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他们正加大巡
查力度，做好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
作，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市数字化城管中心

专项整治餐饮业油烟污染

“今年，我种的杏树、梨树、苹果树
都 挂 果 了 ，但 还 没 达 到 理 想 的‘ 卖
相’。”6 月 30 日，在建安区河街乡承包
果园的果农刘建立说，现在他种的 10
亩苹果已成熟，想请许昌的父老乡亲
过来帮忙采摘，摘多少免费拿多少。

刘建立说的果园位置：沿天宝路
一直向西过西环路，向西两三百米后
向北，再拐向去往建安区河街乡的道
路 200米处。

“早些时候，杏熟了，没顾得上摘，
都烂在地里了。”刘建立指着位于路东
的果园对记者说，现在苹果能吃了，可
长得不好看，肯定卖不上价，但吃起来
好吃，烂在地里怪可惜，所以就想通过
报社的记者，把自己的想法宣传出去。

今年 52 岁的刘建立是建安区人，
承包了河街乡双龙村 100 亩土地，大部
分种了果树，其中 10 亩杏树、10 亩苹果
树、30亩梨树、10亩葡萄。

“俺种植经验不足，后期管理没及
时跟上，销售也没想好咋弄。”刘建立
说，5 月杏熟了，他还没想好咋找人采
摘、采摘后咋卖，杏就烂在了地里。

“现在，苹果树上挂了很多果。当
时，买苹果树的时候，我也没问清是啥
品种。”刘建立说，前几天，他摘了几个
果子，到市区延安路找许昌林科所的
果农专家辨认，果农专家说这是新品

种。果子之所以没长大，是因为栽得太
密。

记者看到，刘建立种的苹果树一
棵紧挨着一棵，树上的果子有的已经
发红，个头不大但数量不少，压得树枝
都弯下了腰。

“果子不大，但吃起来脆甜。”刘建
立摘了一个苹果，擦拭了一下，递给记
者 ：“ 你 尝 一 尝 ，上 面 没 喷 洒 任 何 农
药。”

果园附近有一家饭店，几名食客
听说这里可以免费采摘苹果，跟着记
者 进 了 果 园 。“ 大 家 慢 慢 摘 ，注 意 安
全。”听了刘建立的话，食客王先生摘
了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啧啧称赞：“嗯，
这果子长得不咋样，吃着还不赖咧！”

“吃吧！吃吧！”刘建立对王先生一
行说，“可以免费兜走。”

刘建立还说，果农专家告诉他，今
年冬天对果树进行科学修剪后，明年
苹果会长得更大。

“我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既然今年
卖不上价，干脆不卖了，请大家免费品
尝！”

“欢迎大家前来采摘苹果，摘多少
免费拿走多少，只要不毁坏果树都中，
大家算是帮我的忙，帮我摘苹果了。”
刘建立说，大家若找不到他的果园，可
拨打他的电话（15237496266）联系。

这里的苹果免费摘
本报记者 朱庆安

近日，魏都区百余名党务干部来到该区杨根思双拥社区，在特级英雄杨根思塑像前，重温入党誓词。 孔刚领 摄

记 者 手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