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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晓敏 通讯员 刘
浩）4 月 18 日上午，得知我市各类学
校将有序返校复学，学校需要全面消
杀为复学作准备后 ，鄢陵县爱心人
士、许昌奥得美消毒用品公司总代理
黄艳将价值 2600 多元的消毒液、洗手
液等消毒物资，分别送到鄢陵县南坞
镇第一初级中学和鄢陵县南坞镇第
三中心小学，以实际行动助力复学工
作。

在南坞镇第一初级中学，该校
校长张付强代表学校接受捐赠，并
代表全体师生表示感谢。“在这万众
一心、共抗疫情的关键时刻，爱心
人士慷慨解囊，为学校送来了‘及
时雨 ’，有效缓解了学校的燃眉之
急。我们学校将不负所期，合理使

用捐赠物资，力争物尽其用，全力
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师生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张付强表
示。

随后，爱心人士黄艳又带着消
毒物资来到南坞镇第三中心小学 ，
该 校 校 长 薛 朝 辉 代 表 学 校 接 受 捐
赠，并对黄艳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

据了解，许昌奥得美消毒用品
公司专注消毒用品研发和生产，积
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在社会上树
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抗击疫情，
人人有责。学校是人员密集场所 ，
是重点防控区域，能为家乡的学校
做些事情我很开心。希望我的这点
儿微薄之力，能够为学校的安全增加
一分保障。”黄艳表示。

捐赠爱心物资助力复学抗疫

4 年来，他们的声音回响在社区、
学校、广场、游园；4 年来，他们的身影
奔赴在许昌的大街小巷、小区庭院；4
年来，他们无私的奉献和坚持，形成了
一道亮丽的晚霞美景……他们，便是
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大同社区“五
老”爱心团党支部的老党员们。这是
一支特殊的队伍，在 20 多名成员中，平
均年龄 76 岁，平均党龄 45 年，其中年
龄最大的 90 岁。他们选择在人生的暮
年，尽己所能发挥余热，为每一个需要
帮助的人，送去温暖和关怀。

“‘五老’爱心团的成员大多来自
市老干部大学保健班二组。大同社区
紧邻火车站和汽车站，辖区流动人员
多，人口密度大，一直都是我市创文、
创卫工作的主阵地。考虑到辖区老党
员、老教师等退休人员众多，我们便想
着和市老干部大学保健班二组联合起
来，成立一个由退休老党员组成的爱
心志愿服务团体。这样既丰富了老年
人的退休生活，又能更好地为群众服
务。”大同社区党支部书记宋改清介绍
说。

“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思想成
熟，生活、工作阅历丰富，与其退休在
家无所事事，不如行动起来，发挥余
热。这才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市 老 干 部 大 学 保 健 班 二 组 组 长 唐 中
华，对宋改清的想法表示赞同和支持。

2016 年，大同社区“五老”爱心团
党支部正式成立。“五老”人员，即老干
部、老战士、老教师、老专家、老模范。
这些老同志用实际行动和爱心温暖身
边的人，传递着时代正能量。

几年来，每到 3 月初，“五老”爱心
团 的 成 员 们 都 会 来 到 西 湖 公 园 开 展

“学雷锋、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这
边，戏曲艺术队为群众表演文艺节目；
那边，有一技之长的老同志认真为群

众检查身体、量血压、讲解日常疾病预
防及养生保健知识，还有几位满头银
发的志愿者一丝不苟地为市民免费理
发……

在许昌创文工作中，“五老”爱心
团的成员们来到市区各个广场、游园
等举办文艺演出，号召市民为创文工
作出力。与此同时，一些老党员从家
里拿来扫帚、垃圾袋等，自发在广场、
游园及部分无主管庭院捡拾垃圾。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这些
老党员主动来到各个无主管庭院，协
助社区做好防控工作：为重病女孩捐
款，热心帮助无依无靠的外地居民在
许昌安家，帮助居民调解夫妻矛盾、邻
里纠纷……“良善虽小，却可煨心。大

家奉献自我，服务他人，力所能及在社
会上带头学雷锋、做好事，以自己的方
式传递了正能量。”“五老”爱心团党支
部书记樊清义说。

几年来，“五老”爱心团涌现了一
大批可歌可敬的“许昌好人”：成员李
乾建、孙月英被评为“许昌好人”，刘克
宽、李乾建、冯根秀等家庭被评为“许
昌市最美家庭”，邢转赢、张爱莲、郭红
被评为“许昌市十大敬老模范”……

“日常生活中，只要对人民有利的
事情，哪怕再小也值得去做。今后，我
们还会发挥余热，爱党、爱国、爱人民，
当然，我们也会邀请更多有爱心的老
同志，加入我们这一团体中。”唐中华
老人说。

“五老”爱心团

“银发”志愿者演绎最美“夕阳红”
本报记者付家宝

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大力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风尚，营
造全民读书、终身学习的良好社区氛围，4月23日，魏都区西关街道办事处许
烟社区组织居民开展“读书沙龙”活动。在活动现场，居民互相交流读书心得
与体会，并就如何建设和谐社区出谋划策。

付家宝 摄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为夯实
产业基础，鄢陵县张桥镇裴庄村初步探索出了

“鱼虾养殖+垂钓”“皇菊种植+烘烤”“冬枣、石榴
种植+采摘”“民宿体验+旅游”“土地流转+种
植”五大发展模式，形成了集赏花、垂钓、菊花茶
加工、杂果采摘、民宿体验等于一体的农旅产
业，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8年，该
村试种金丝皇菊15亩，当年增收26万元。2019
年，该村增设烘烤设备4台，年收入40万余元。

⬆4月24日，村民正在挑选金丝皇菊。
⬅疫情期间，裴庄村的金丝皇菊通过线上

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胡晨 摄

位于长葛市的金拇指防水公司是国内资深的集防水材料研发、生产、销
售、施工及技术服务等于一体的防水系统综合服务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该公司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做到“两手抓、两不误”，生产经营形势平稳。图
为近日工人在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上作业。 杨伟峰 摄

平均年龄76岁，平均党龄45年，其中年龄最大的90岁……这个特
殊的队伍是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大同社区“五老”爱心团。“五老”爱
心团成立于2016年，成员大多来自市老干部大学保健班二组。几年
来，他们尽己所能发挥余热，用实际行动和爱心温暖身边的人，传递着
时代正能量。

“以前，这条河的水是黄绿色的，
河道边垃圾杂物到处都是，河堤上荒
草丛生，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你看现
在，经过修整，不仅河水清了，环境也
是越来越好了。”日前，襄城县范湖乡
朱湖村村民李中钦指着眼前的文化河
说。

文化河位于襄城县范湖乡东南
部，总长 12 公里，在范湖乡流经 6 个村
庄，涉及沿岸群众两万多人，是襄城县
城区生活用水和抗旱排涝的泄洪渠
道。近年来，随着城市用水和沿线居
民的增多，河道整体生态环境质量下
降。尤其在范湖河段，由于流量小、疏
于管理，再加上沿河部分群众把垃圾
秸秆等倾倒在河里，文化河一度成为
当地人口里的“龙须沟”。

如何改变现状，还群众一条清澈
的河流？范湖乡党委、乡政府把文化
河范湖流域治理项目提到了重要的议
事日程，2019 年 10 月正式立项，12 月

18 日，作为试点的文化河朱湖段实现
截留。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范湖乡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科学谋划，积极行
动，大力推进基本农田水利建设，保障
重点惠民工程的复产复工，千方百计
保证文化河范湖流域治理项目的顺利
进行。

清澈河水宛如玉带般蜿蜒向前，
河道两侧是精心铺设的河堤，优美的
风光吸引了周边几个乡镇的群众前来
观赏游玩、锻炼身体。日前，文化河范
湖流域治理项目朱湖段顺利竣工，水
面 扩 容 面 积 60 余 亩 ，整 修 两 岸 河 堤
1200 米，栽种各种景观树木 600余棵。

“要彻底改善文化河的面貌，只有
推进文化河区域的整体开发。之前的
环境改造治标不治本，我们计划用两
年时间，对文化河水系进行生态修复，
整体开发，在不改变原有地貌的基础
上，改造提升沿线的基础设施。”范湖

乡党委书记李卫权说，他们还将坚持
生态保护为主，突出湿地风光特色，依
托范湖厚重的历史人文资源，植入三
国文化元素，打造成集生态采摘、休闲
娱乐、水产养殖、旅游观光等于一体的
湿地公园，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自然之家。到时候，12 公里长的文化
河范湖段将呈现出一村一景、河中有
岛、风景如画的特色风光。

“真没想到以前走路都想绕过去
的 地 方 ，现 在 成 了 大 家 抢 着 来 的 场
所。我家沿河的房子现在也成了人人
羡慕的景观房！”看着文化河一天天变
美，李中钦感慨地说。

为了守护这来之不易的治理成
果，有效遏制外围污染源，防止反复污
染，范湖乡严格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
常态化地走河、巡河，加强巡查，及时
发现并处理存在的问题，杜绝垃圾堆
放、开荒种植等现象，用心呵护家园美
景。

文化河“变身记”
本报记者武芳通讯员梁慧晓 周晓丽

本报讯（记者 朱兆浩）日前，东
城区相关负责人到京港澳高速沿线
调研廊道绿化提升工作，以推动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

东城区相关负责人实地察看了
京港澳高速东城区沿线廊道、部分重
点区域、主干道等地绿化提升工作开
展情况，认真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对
发现的问题与不足现场研究解决，同
时进一步部署廊道绿化提升工作。

该负责人指出，推进廊道绿化提
升工作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具体行动，经过前期努力，东城区
廊道绿化得到很大提升。相关单位
要持之以恒，抓实抓好廊道绿化提升
工作，高度重视、明确责任，突出重
点、攻坚克难，精心组织、强力推进，
不折不扣完成好廊道绿化各项任务；
要抢抓当前植树造林有利时机，集中

人力和物力，因地制宜，优化设计方
案，坚持高标准原则，全面统筹谋划，
提高标准、精心打造，真正种出效果、
种出特色，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廊道
绿化提升任务；要对高速公路及道路
两侧进行查漏补缺 ，及时对缺株断
档、密度不够的进行补栽补种，同时
加强绿化带日常管护 ，清除树间杂
草、垃圾，切实巩固绿化成果，建成层
次多样、景观优美的东城区生态廊
道，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生态建设成
果。

推进廊道绿化提升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建安区抢抓当前植树
造林有利时机，积极做好
国土绿化和林业生产工
作，加快推进绿色建安生
态建设。图为4月25日椹
涧乡农民在植树。

孔刚领 摄

在禹州市方岗镇西李庄村，曾因
贫穷破罐破摔、无所事事的李付喜，
如今可是大变样：不但拿起锄头在院
子里开垦出一块小菜园，还买回山羊
搞起了饲养。

4 月 20 日 ， 记 者 来 到 李 付 喜 家
中，看到靠墙角的羊圈里，3 只出生
不久的小羊羔正在吃奶；院子西南角
一个围起来的小菜园里，种满了绿油
油 的 蒜 苗 、 韭 菜 。“ 就 这 一 个 小 菜
园，动动手就让俺一家吃不完，现吃
现薅方便、省钱。”李付喜的老伴儿
汪芳高兴地说。

以前的李付喜可不是这样。他有
3 个女儿，都患有精神疾病，且已出
嫁，日子过得也是捉襟见肘。李付喜
觉得生活没了希望，啥活儿都不想
干，家里的院墙倒了都不砌， 村里
给他家送去砖块，他也懒得修葺。“3
个闺女都不中，还有啥过头儿，真想
一死了事！”就这样，对生活失去信
心的李付喜，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
天，成了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去年，禹州市委组织部对口帮扶
西李庄村。党建指导员和工作队队
员、村“两委”干部经常到李付喜家
中嘘寒问暖，详细了解生活情况，关
心他的衣食住行，宣讲扶贫政策，帮
助他重树生活的信心。

李付喜家住的房子是 20 世纪 80
年代村里统一建的红砖两层小楼，时
隔 30 多年，已经非常破旧。党员干
部一起动手，帮他把房子涂白翻新，
用砖块铺设了院子里的地面。家里用
具破破烂烂，工作队和村干部积极为
他实施“六改一增”，购置了全新的
家具、灶具等生活用具，家庭环境得
到了彻底改善。

“屋里的电视机、桌子、凳子，
厨房里的排风扇、电磁炉、煤气灶、
炒菜锅、锅盖、炒菜铲，都是村里给
配的。”西李庄村党支部书记宋少珍
指着李付喜家的家具、家电说。

为了让李付喜一家有固定的经济
收入，村里为他老两口儿办理了低
保，每人每月 210 元。扶贫干部还动
员李付喜出门干活儿，安排他和老伴
儿担任村保洁员，每人每月工资 400
元，再加上企贷带贫每月 260 元、农
业协保员每年工资 2200 元，李付喜
一家脱了贫。

在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的真
心帮助下，李付喜被深深地打动了，
渐 渐 有 了 好 好 生 活 的 勇 气 。 去 年 3
月，他主动提出想养羊。村里立即帮
他筹集资金，买来一只母羊和一只羊
羔，当年母羊就产下 3 只小羊羔。前
几天，这只母羊又产下 3 只小羊羔，
可把李付喜高兴坏了，不分白天黑夜
悉心照看。

“人心都是肉长的。党和政府对
俺这样好，我说啥也不能再混日子
了，靠自己劳动致富最光荣！”李付
喜说。

李付喜的脱贫路
本报记者胡晨通讯员刘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