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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家宝）近日，随
着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效 ，
沿街商户陆续开业。为确保门店在
开门营业的同时做好疫情防控，让
居 民 在 享 受 便 利 时 更 安 全 、 更 放
心，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
区针对辖区门店的具体情况，设立
志愿者防疫服务点，帮助沿街门店
做好各项防控措施。

“社区工作人员集中让复工门店
经营者签订了恢复经营承诺书和个
人健康信息承诺书。目前，我们辖
区 的 沿 街 门 店 复 工 率 在 95％ 以 上 。
社区为志愿者防疫服务点配备了消
毒液、测温枪、一次性用品等防疫
物资。志愿者帮助门店测量顾客体
温，让顾客有序排队进入，极大地
缓解了门店的服务压力。”日前，七
一社区党委书记马静告诉记者，该
社区对复工门店经营者进行了关于
清洁消毒等防疫措施的培训，要求

他们拒绝接待未戴口罩的顾客，并
对进店顾客测量体温。从门店经营
者反馈的情况来看，部分门店缺乏
防 疫 物 资 ， 比 如 测 温 枪 等 。 对 此 ，
七一社区积极协调，帮助门店解决
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七一社区组织志愿
者 做 好 门 店 日 常 防 控 的 监 督 工 作 ，
向沿街门店普及防疫知识，对防控
措 施 落 实 不 到 位 的 商 户 及 时 提 醒 、
劝阻，并在“第一时间”与社区网
格责任人联系，督促店内管理责任
人切实加强防疫防控措施，增强从
业人员防控意识，抓细抓实各项防
控措施落实，做到营业、防控两不
误。

“ 我 们 会 全 力 支 持 沿 街 门 店 复
工 ， 帮 助 他 们 渡 过 复 工 初 期 的 难
关，既要确保门店开得了门，又要
确保经营者和顾客的身体健康。”马
静说。

设立志愿者防疫服务点
服务复工门店

本 报 讯（记 者 朱 庆 安 通 讯 员
王伟强）当前正值春耕时节，长葛市
南席镇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抢
抓农时，积极做好春耕备播和春季
麦田“一喷三防”管理工作，确保
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手抓、两不
误。

南 席 镇 是 长 葛 市 的 农 业 大 镇 ，
耕地面积 7.02 万亩，麦田总面积 6.8
万余亩。为切实做好当前春耕备播
及春季麦田管理工作，该镇采取人
员防护、分散进田、错时作业等措
施，组织动员广大农民抓住当前墒
情好、气温回升的大好时机，集中
人力、物力迅速投入春耕备播、麦
田管理上来。该镇农技、农机等部
门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千方百计
备足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支

援农业生产。农技人员利用手机发
送科学管理麦田信息，指导农民科
学管理麦田；积极开展麦田“一喷
三防”，科学防治小麦赤霉病、白粉
病、条锈病及蚜虫、红蜘蛛等病虫
的危害，促进麦苗拔节孕穗期健壮
生长，为小麦丰产增收奠定了坚实
基础，保证了疫情期间全镇春耕春
管生产的顺利进行。

目 前 ， 全 镇 日 均 出 动 劳 动 力
2000 多人次、机械 1000 多台次投入
春耕备播和小麦管理，累计春耕土
地 2160 余亩；动用无人飞机、弥雾
机 、 喷 雾 器 1200 余 台 次 开 展 麦 田

“一喷三防”，喷防小麦总面积 6.8 万
亩，有力地减轻了疫情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确保今年小麦丰产丰收。

南席镇：春耕生产有序推进

4 月 9 日，在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
处，负责到各社区拍照寻找卫生死角
和积存垃圾的段宏伟、孙小勇到十里
社区依然“大失所望”：无论是大街小
巷、房前屋后，还是广场花园、企业场
院，总是一处垃圾也找不到。

十里社区位于禹州市区东部，2014
年成为全市首批“美丽乡村”。他们
为何能长期保持、不断创新呢？据该
社区党委书记梁雍宏介绍，最根本的
是有一套好机制。该社区干部按照居
住范围分片管理，党员分包道路、商
户，并主动认领联系户，保洁员分路
段全天候打扫，巡察员随时随地监督
检查，并建立了全覆盖的网格化保洁
制度。

十 里 社 区 设 置 了 60 个 绿 皮 垃 圾
桶、20 个果皮箱、3 个车载垃圾箱和 2 个
地埋式垃圾箱，15 名保洁员严格按照
标准打扫自己的网格卫生。张菊妮负
责的路段饭店多，她根据就餐人员的
活动规律，灵活机动清理，保证路面全

天清洁。“吃饭人多，她就多打扫几遍，
任劳任怨。”该社区纪委委员马金星夸
赞道。

环境卫生不单是保洁员的事，也
是党员干部的工作。该社区党员按照
网格，分包道路、商户，帮助保洁员工
作。在梁雍宏家附近的路段上，每月
初九、十九、二十九都有庙会，每次庙
会结束，他都督促打扫。该社区 1 组党
员梁民岐经常到分包的居民家，帮助
打 扫 卫 生 。“ 俺 家 荣 获‘ 五 美 示 范 庭
院’，多亏了民岐的帮助。”陈顺杰的爱
人曹素红高兴地说。

该社区还设立卫生巡察员，来监

督党员干部，对全社区的环境卫生“挑
病儿找刺儿”。该社区 4 组村民张春香
负责 1 组至 5 组的卫生监督，树旱要浇
水、花草要修剪、树木要补栽等，她都
及 时 反 馈 给 社 区 。 居 民 们 纷 纷 称 赞
道：“监督一天容易，一年 365 天，天天
做 到 不 容 易 ，年 年 如 一 日 更 是 难 得
啊！”

该社区坚持营造人人关心、支持
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在社区颍安大
道上，醒目地张贴着居民切实可行的

《十里社区邻里文明公约》：保持社区
场所的环境整洁，自觉带走废弃物品；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不往窗外抛撒物

品……；张贴《十里社区家风家训》：四
步 骤 、常 参 与 ，己 合 格 、人 赞 誉 ，服 务
队、要参加，环境好、乡村美……时刻
提醒居民正家风、淳民风、清社风。

每年“三八”节，该社区还隆重开
展好婆婆、好媳妇、“五美示范庭院”、
优秀环卫工等评选表彰活动。在今年

“三八”节，孙秋玲、吴红敏等家庭被评
为“五美示范庭院”，张春香、张玉芬、
马桂玲等被评为“优秀环卫工”，受到
了隆重表彰。

党 风 正 、政 风 好 、民 风 淳 。 近 年
来，十里社区先后荣获河南省卫生村、
河南省文明村、河南省先进基层学习
型党支部等多项称号。该社区党委书
记梁雍宏荣获许昌市五一劳动奖章，
居民徐改玲家庭被评为禹州市“最美
家庭”示范户，张红霞被评为第三届禹
州市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连淑敏被评
为禹州市第三届“十大孝星”，赵青山
被评为禹州市 2018 年度新乡贤，魏梁
宇被评为“出彩禹州青年”。

党风正 政风好 民风淳

十里社区：幸福家园美如画
本报记者 胡晨 通讯员 刘艳红 刘敬伟

“刘支书是俺村脱贫致富的领路
人，他带领我们种芍药、种黑参，还建
起了 10 座香菇大棚、8 座羊肚菌大棚，
让我们依靠特色种植走上了致富路。”
4 月 4 日，在襄城县山头店镇姚庄村，
提起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国亚，该村村
民称赞有加。

现 年 48 岁 的 刘 国 亚 是 姚 庄 村 村
民，他于 2018 年担任姚庄村党支部书
记。自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他牢
记初心，不忘使命，带领村“两委”提升
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带领群众发
展特色经济，走出了一条适合当地发
展的脱贫致富路。

2015 年，一直在外打拼的刘国亚
回老家过春节，他看到村里房屋破旧、
街道不通、污水横流，心里非常难受。
一天，他到山上转悠，碰到两名游客问
他：“这山上有饭店、宾馆吗？”一句话
提醒了刘国亚。顿时，一个改变家乡
面貌的念头在他心中萌生。于是，刘
国亚毅然辞掉外面的工作，于 2016 年
在首山开了一家农家乐餐馆。他就地
取 材 ，把 窑 洞 当 餐 厅 ，在 山 上 养 起 了
鸡、鸭、鹅。由于他善于经营，前往山
上游玩、吃饭的人络绎不绝。很快，刘
国亚的腰包就鼓起来了。

2018 年年初，脱贫工作进入攻坚
阶段，而姚庄村 18 户 36 名群众尚待脱
贫。经过党员选举、党组织任命，刘国
亚成为该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村集体穷得叮当响，根本没
有钱。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他带领村

“两委”多方筹措，终于争取到了 200 万
元资金。经过几个月的苦战，村里的
街道得到了整修，铺设了下水管道、栽
上了绿化树、安上了路灯，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为了让村民少走弯路，增强致富
信心，2019 年年初，刘国亚成立了姚庄
村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230 亩，
带领群众在首山山坡上种植芍药、黑
参等，还建起 10 座香菇大棚、8 座羊肚
菌大棚，并邀请专家来进行技术指导，
让 村 里 的 贫 困 群 众 到 合 作 社 务 工 挣
钱、学技术。

现年 42 岁的贫困户姚代会腰椎不
好，刘国亚就让他到香菇棚干些小活
儿，月工资 1500 元；54 岁的贫困户孙素

霞，丈夫过世后撇下 3 个孩子，最小的
才 12 岁，生活十分困难，刘国亚就让她
管理羊肚菌，每天工资 60元……

贫困群众“上班”后，把芍药管理
得越来越好，硕大的香菇、鲜嫩的羊肚
菌更是招人喜爱。刘国亚的经营思想
是薄利多销，本村和周围村庄的群众
购买，统统低于市场价。对于村里的
贫困户，还免费赠送。

头雁高飞，群雁紧随。在刘国亚
的引领下，全村各种种植、养殖业如
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付占旭种植葡
萄、车厘子 35 亩，姚军辉开办了一个
50亩大小的采摘园，王五岭种了 70亩
芦笋……昔日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花
果山。

“截至 2019 年年底，我们村已彻底
脱贫，村民年均纯收入达 1.8 万元。下
一步，我们村将进一步发展特色经济，
探索山村旅游产业，进一步巩固脱贫
成果，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刘国
亚表示。

刘国亚：愿为山村蹚出一条致富路
本报记者 刘晓敏 通讯员 古国凡

襄城县山头店镇上秦村烟叶炕房是该县 2019年
产业扶贫项目之一，但烟叶炕房每年实际利用期为 3
个月，闲置时间较长。为充分利用烟叶炕房，该村采
取“农业合作社入股+村集体带头+群众参与”的模式，
发展平菇种植，村集体年增收 4万至 6万元。

⬆4 月 9 日，长势喜人的平菇为上秦村群众撑起
了致富伞。

⬅群众正在采收平菇。
胡晨 摄

4 月 6 日，天气阴冷，在许昌经
济技术开发区长村张街道办事处
郭桥生态草莓采摘园却是人来人
往，笑声不断。记者随着熙攘的人
流 ，走 进 草 莓 大 棚 ，棚 内 温 暖 舒
适。一垄垄草莓苗青翠碧绿，长势
喜人。鲜红的草莓点缀其间，格外
惹眼，让人垂涎欲滴。

“ 这 儿 的 草 莓 是 生 态 无 公 害
的，品相高，口感好，价格也不贵。”
大棚内，挎着篮子和孩子一起采摘
草莓的刘女士称，带着孩子采摘草
莓，既享受了田园劳作乐趣，又尝
到了香甜可口的草莓，非常不错。

这时，忙着挑选草莓的郭桥生
态草莓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位更
接过了话茬儿：“俺园里的草莓没
有使用化肥、农药，天然，绿色，好
吃。”

李位更是襄城县颍桥镇人，是
当地有名的草莓大王。2017 年，他
和老伴儿姚桂花来到郭桥社区，承
包了 30 亩土地，投资数十万元建立
10 座草莓大棚，种植法兰、宁玉、红
颜等品牌草莓。

“这段时间是草莓采摘旺季，
价格高，销量大。一公斤按照 30 元
计算，保守估计，一座大棚就能挣 1
万多元，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扳
起指头算起种植草莓的收入，李位
更高兴得合不拢嘴。

姚桂花介绍，草莓好吃苗难
栽 ， 种 草 莓 就 得 像 照 顾 孩 子 一
样 ， 费 时 又 费 心 ， 育 苗 、 浇 水 、
锄草、授粉等每个环节，都要尽
心尽力。“比如，草莓生长期间，
土壤水分须在 40%左右，过高或过
低都不行。”

“一人富，不算富，郭桥生态草
莓种植合作社就是要带领群众共
同致富。”李位更称，草莓种植、采
摘时期活儿多，小虫张等附近村庄
的贫困群众就来到园内干活，工资
当日结算。

“在这儿采摘草莓，每天就有
近百元收入，活儿不重，离家也近，
挺好的。”正在采摘草莓的贫困群
众吴秀菊告诉记者。

李位更介绍，2020 年，计划开
办草莓制品加工厂，将草莓产业从
种植销售延伸到深加工领域，增加
更多附加值，延伸草莓产业链条，
努力挖掘小草莓蕴含的大财富，让
当地群众都吃上“草莓饭”，过上幸
福“莓好”生活。

“乡村振兴为农村发展带来了
新机遇，我有信心有能力将郭桥生
态草莓种植基地打造成一个生态、
高效的现代农业示范区，真正让郭
桥生态草莓走向全国，努力把这张
名片擦得更亮，带领更多群众致富
奔小康。”李位更充满信心地说。

郭桥社区发展生态
草莓种植，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

草莓映红
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冯子建

为深入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对疾病预防的重要意义，4月 8日，魏都区七一
社区联合社区共驻共建单位，对社区内的主次道路、居民小区、居民楼道等进
行卫生大扫除，共同为居民营造干净舒心、和谐美好的社区居住环境，在社区
里形成了全民齐动员、人人共参与、努力建设美好家园的良好态势和浓厚氛
围。图为党员志愿者在打扫社区里的广场。 许廷合 摄

十里社区是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所辖，位于禹州东部，是全市首
批“美丽乡村”。该社区无论是大街小巷、房前屋后，还是广场花园、企业
场院，总是一处垃圾也找不到。而这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该社区有一套好
的机制，在于坚持营造人人关心、支持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时刻提醒居
民正家风、淳民风、清社风。

阳春三月，襄城县颍阳镇颍河两岸的油菜花把清澈的颍河装扮得风景如
画、旖旎动人。近年来，颍阳镇认真落实河湖长制，不断加大过境颍河的环境
保护力度，使河道得到有效治理，呈现河清景美的宜人风光。

本报记者 史晶 通讯员 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