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规划局

加 大 规 划 监 察 力 度

本报讯 （通讯员杨振宇、李柳徉） 《武陟县

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30

年）》在县“两会”顺

利通过审议后， 县规划局大力加强规划监察力

度，创新监察机制，强化学习意识、大局意识、创

新意识、争先意识、服务意识、守法意识，通过实

行规划监察全员绩效考核制度， 促进各项工作

再上新台阶 。

该局先后出台了 《关于完善规划监察体制

实行分区管理的通知》和《规划监察大队绩效考

核方案》，量化细化管理，明确考核原则、人员分

工、扣分标准、考核流程等内容。 实行

5

大项考

核内容，包括制度遵守、日常巡查、规范执法、违

建管控、信访稳定。 明确

3

类重点监察范围，包

括城区主干道两侧、城市重要节点、重点规划区

域以及重点改造地段、房地产开发项目，重点监

控未批先建、 批建不符等违法违规行为。 明确

10

小项扣分标准，涉及执法队员、副队长、指导

员、大队长，总分

100

分，向下倒扣，扣完为止。

划分

3

个考核等次，明确考核流程和程序，每年

分半年与年终两次考核，严格奖惩，奖优罚劣，

进一步调动了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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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张俊杰、马宁）“这次的《农事早知道》可不能错过啊，

上次我就是按照上面专家说的方法在我的大棚里试一试，没想到还真解

决了问题， 这期的内容讲的是 《平菇高效栽培新技术》， 我得去看看学

学！ ”日前，嘉应观乡东营村的梁老财对笔者说。

梁老财在村里有一个蔬菜种殖大棚， 每年都种一些反季节蔬菜，收

入还不错。 后来，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同一大棚种殖的蔬菜产量不一样，

蔬菜结出来的个头也不一样。 太多的疑问让梁老财心里很不是滋味。

梁小军在村里也是搞大棚蔬菜种殖， 这两年来他的生意格外的好。

因为梁小军这两年来一直收看村里远程教育平台的科技信息和《农事早

知道》，通过和专家互动或打电话咨询，将不明白的问题一一解决。 梁老

财知道了这些后，他决心下次跟着小军他们一起去看看。

收看完了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高冠英副研究员讲解的《温室黄瓜优

质高效管理要点》，梁老财伸出了大拇指：“真是太实用了，以前没有收看

的时候，只是按照自己的种植方法去操作，看了专家教授的讲解才知道

正确的施肥、合理的用药、适时的浇水，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以前肥也不

少上，药也没少打，可是结也来的蔬菜却不比人家的好，我现在可真知道

了，什么都要靠科学！ 科技才能致富啊！ ”

大封镇大司马村是一个生猪养殖大村， 该村养殖大户刘小学通过

收看《农事早知道》节目，从中受益匪浅，好几次都是通过收看学习，回

到自家的养殖场里对照查找问题， 果真发现了好多问题 ， 把问题解

决在萌芽状态 ，经济损失降低到了最低 。 去年春天，刘小学就是通过

《农事早知道》 学习了省畜牧局兽医专家闫若潜高级兽医师讲解的春

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后 ，成功躲过了一场猪瘟 ，刘小学高兴的笑

不拢嘴。

《农事早知道》是我省远程教育平台播放的一个栏目，该栏目主要播

放一些适时的农业知识、农业科技的课件，节目开通以来，县远程办高度

重视，每次都将节目通过

QQ

、飞信提前预告给各站点，将学习内容提前

告知给农民群众，让农民群众有目的的学、有兴趣的学、有价值的学，让

农民群众真正学以致用、学有所用。

目前，全县农民群众收看《农事早知道》成了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

受益群众达到

13.5

万人，农民累计增收

316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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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崔元林）为进一步提

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县科技局紧紧围绕

“开展创先争优，加快科技创新，推进科技

进步，提升产业层次”的工作思路，充分发

挥该局在帮助企业克难攻坚、 转型升级中

的支撑引领作用，实施项目带动，开展产学

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知识产权

保护，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科学发展，为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以争取上级科技

计划立项作为重点， 推动相关产业创新发

展。 该局组织有关人员深入企业开展调研

活动，本着选好一个项目，促进一个行业，

带动一批企业的工作思路， 组织企业申报

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去年以来共申报

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52

项 ，其中国家

级

6

项 ，省级

22

项 ，市级

24

项 ，列入国

家级科技计划项目

3

项 、省级

6

项、市级

12

项，共争取上级科技资金

637

万元。 这

些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 提高了企业自主

创新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对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起到了重要的促

进作用。

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 培育企业研发

中心，以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为出发点，

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增强企业发展后劲。该

局组织人员深入企业， 全方位了解企业的

发展现状，针对企业在研发、生产过程中急

需解决的一些重大核心技术， 特别是阻碍

企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和企业在生产技术

工艺、产品升级换代、节能降耗、降低成本

等方面的需求，邀请相关专家 ，深入企业

对接，为企业发展诊断把脉。 去年共开展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化学化工、生物

医药等行业专项对接活动

8

场（次）， 现场

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42

项， 达成技术合作

意向

12

项。 该局还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

力度，开展研发平台建设，创建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2

家， 创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6

家。

加大科技成果实施力度， 积极帮助企

业开展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实施工作。 该

局把培育、 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科技工

作的重中之重，积极引导、扶持、帮助企业

加强技术研发力度和成果转化能力， 积极

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 江河纸业成

功跨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行列； 列入省级高新技术后备企业

6

家，列入省级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

2

家，列入市级高新

技术企业

1

家，列入市级中小型科技企业

20

家，通过省级科技

成果鉴定

8

项，获市科技进步奖

4

项，其中江河纸业的“

1200

米

/

分高速造纸成套设备”获一等奖，辅仁药业“注射用环磷腺苷”、

飞鸿安全玻璃的“双面印刷家电钢化玻璃面板”、万瑞轮胎辅料

有限公司的“活络模用翻新胎面胶及其生产工艺”获三等奖。

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开展专项活动、上门服务、宣传活

动，提高企业的技术保护意识 。 组织实施了 “全县限额以上工

业企业开展消除零专利活动”，对企业在申请专利过程中产生

的费用 ，给予全额补贴 。 截至目前，全县

192

家限额以上企业

中，已有

151

家消除了“零专利”申请。 聘请省、市多家专利代理

机构，深入企业开展专利申请上门服务，帮助企业挖掘专利源，

全县专利申请量达

246

件，进入全省县市前

20

强，专利授权

217

件 ，进入全省县市前十名 ，受到了省知识产权局的贺信表彰。

该局在“

4

·

26

”世界知识产权宣传日举行了大型知识产权宣传活

动，共制作宣传版面

15

块，发放技术资料

3000

余份；开展了知

识产权进校园活动，激发青少年科技创新热情；与县教育局联合

开展了“皇马杯”首届武陟县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提升了青少

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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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机 制 强 化 措 施

木栾新区多措并举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本报讯 （记者冯振乾）在重点

工程建设中，木栾新区不断强化分

级包抓 、协调配合 、奖惩激励三项

机制，狠抓工作落实。 目前，各项工

程建设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强化分级包抓机制。 该区实行

由主要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

村干部组成的“四级”联包责任制，

细化任务分解， 明确职责分工，形

成主要领导抓牵头、班子成员抓分

管工作、机关干部和村组干部抓落

实的层层分包机制，有力保障各项

工作顺利推进。

强化协调配合机制。 该区实行

“一日一督导、一周一碰头、一月一

例会 ”制度 ，严格按照工程台账规

定时间节点，每天对工程推进情况

进行督导检查；每周由分管领导与

工程队负责人召开碰头会，及时解

决影响工程建设的各类问题；每月

组织各工程负责人召开例会，汇总

工程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定人、定

时予以解决。

强化奖惩激励机制。 该区实行

“一日一汇总、一周一汇报、一月一

考评”制度。 每天下班前各班子成

员、各科室汇总道路建设等各项工

作进展情况； 每周汇总工作日志；

每月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对干部进

行考评，对工作表现突出的予以通

报表扬， 对落后的予以通报批评，

并将考评结果纳入年终考评。

截至目前，朝阳二路东延段已

铺设三七灰土

300

余米， 建成雨污

水井

160

座，暗渠粉刷结束；朝阳三

路东延段已铺设三七灰土

300

余

米，建成雨污水井

220

座，暗渠粉刷

结束 ； 中轴大道已铺设三七灰土

600

余米，建成雨污水井

170

座，污

水管网完工 ，暗渠粉刷结束 ；文化

艺术中心占地丈量、 附着物清点、

评估已结束；体育馆已开始地质勘

探；小岩村社区一期占地已基本清

理结束。

■

身边的榜样

真 爱 永 恒 孝 心 无 价

——— 记县实验中学教师任希凤

通讯员 闫趁意

编者的话：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儿女，都曾在心

底向父母许下过“孝”的宏愿。 五十一岁的任希凤，

为人女、为人媳，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着对父

母至亲至爱的孝，使身边亲情浓郁、家庭和睦。 她

的事迹说不上感天动地， 却如一股涓涓细流滋润

着每一个为人子女的心。

百善孝为先。 “孝心”是一处豪宅，也是一片

砖瓦；是一桌山珍海味，也是一棵白菜一朵小花；

是一件盛世华衣 ，也是一双洁净的白球鞋 ；是数

以万计的金钱， 也是一枚饱含体温的硬币……在

“孝 ”的天秤上 ，没有金钱的味道 ，只有尽孝的早

晚。

我们身边每一个孝亲敬老的故事， 对天下做

儿女的都是一种引领和一份影响， 时刻警醒着我

们，不要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时间的残酷，不要

总想着衣锦还乡和来日方长， 一定要抓紧我们父

母健在的光阴，及时行孝，为父母尽一份孝心。

“百善孝为先，孝道不是靠嘴上说说就行了，

说得再好也不如点点滴滴做得好，做为母亲，孩子

们在看着哩；做为教师，学生们在学着哩。 你咋做，

他们就会照着做。 你说，我不做好榜样会中吗？ ”近

日，远近闻名的孝顺闺女、孝顺媳妇任希凤在接受

笔者采访时憨厚地说。

今年

51

岁的任希凤，是县实验中学的一名普

通教师，在她的人生履历里，是一名为人师表的人

民教师，更是远近闻名的孝顺闺女、媳妇。 她数十

年如一日，用真情赡养老人，用仁爱伺候老人，用

爱心善待老人，赢得人生幸福充盈的安宁，赢得亲

人邻里的敬重和天下儿女们发自内心的敬仰。

久病床前有孝女

1998

年，任希凤娘家的病床前，她用棉签蘸着

开水一点点湿润着母亲的嘴唇，等嘴唇软和了，再

轻轻把嘴唇掰开， 将蘸着中药的棉签贴着母亲的

牙齿，轻轻一按，中药液体便一点点顺着母亲的齿

缝进入口腔。

那一年，任希凤的母亲因为食道癌做了手术，

术后一直昏迷不醒、滴水不进。 医生说，如果病人

不能吃东西， 神仙也救不了。 任老师于是想尽办

法，尝试给母亲进食、进药。

“那时真没办法了，想着只有那样，中药才会

进入一点点，但即便是一点点，也会起点作用，就

可以救救俺妈。 ”就这样，在任老师没日没夜的守

护和喂药下，老人在一周后睁开了眼睛……

母亲渐渐能够进食了， 任老师又为母亲精心

准备了爱吃的鸡蛋面糊糊和饺子。 鸡蛋面糊糊是

焖出来的溏心鸡蛋，软软活活的，拿小勺挖着喂老

人， 老人吃着很舒服； 饺子馅是用剁得粉碎的虾

皮、香菇、青菜、胡萝卜调制的，饺子皮用鸡蛋面，

擀得薄薄的，捏得仅如指甲盖大小，用这样的饺子

喂老人吃，老人吃得有滋味，也不会噎着滞着。

慢慢的，母亲的身体好了起来，任老师的脸上

也开始有了笑容。 但她从不曾注意到自己的变化：

她忧劳的脸上添了许多皱纹，连续的熬夜，体重也

整整下降了

10

公斤。

母亲出院了，但身边离不开亲人的照顾。 人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可老母亲久病的床前，始终有

孝女的陪伴。 四年里，任老师几乎每夜都去陪伴母

亲、照顾母亲。 为了让母亲高兴并稍稍活动一下，

任老师在母亲跟前扭起了大秧歌； 为了让母亲安

心养病，平和心态，任老师专挑一些励志故事讲给

老人听。

大年三十夜晚， 本地的风俗不允许女儿在娘

家过，任老师为母亲洗头洗脚，准备好了一切才离

开。 仅仅是一个夜晚， 老母亲就不断问着同一句

话：“俺希凤哩？ ”在老人心里，女儿就是她的贴心

小棉袄，片刻不愿分离。

“任希凤用她的孝心让最多活六个月的患者

活了四年，她创造了一个奇迹。 ”给母亲做手术的

医生得知任希凤的母亲活了四年后，感慨地说。

婆媳情浓赛母女

任希凤结婚前，她的婆婆因为一场大病致残，

一只胳膊都不能自由活动， 洗澡穿衣这样的事情

都得别人帮忙。 任希凤过门后，每次洗澡，总要带

上婆婆，先为婆婆洗澡，搓身子，给婆婆洗好后，才

给自己洗。 同在一起洗澡的老太太常常会这样感

叹：“还是闺女好，儿媳妇可不会这样对待咱。 ”这

时，婆婆就会很幸福地回答说：“你们说错了，这偏

偏就是俺家媳妇，比俺那闺女亲多了！ ”

身为媳妇的任希凤把婆婆当做亲妈一样待。

自打结婚后，她心疼婆婆行动不便，下班回家

后，总是抢着做家务，带老人逛街，给老人买时尚

的衣服。 因为担心老人寂寞，她还主动邀请邻居在

自己家里下棋打牌，迎来送往总是笑呵呵的。

将心来比心，人心换人心。 任老师如此对待婆

婆，婆婆也把任老师当做亲闺女待。 一次下大雨，

残疾婆婆到学校给任老师送伞。 一位知情的同事

关切地怪她：“这么大的雨，你咋来了？ ”老人回答

说：“我怕俺希凤回不了家呀。 ”一位不知情的同事

在旁边感慨说：“这是任老师的妈妈吧？ 真关心自

己闺女！ ”

2009

年

8

月，婆婆突发脑溢血，连续动了两次

手术，但脑部出血依旧止不住。 任希凤一边求亲戚

朋友帮忙， 一边守在病床前为婆婆按摩、 擦洗身

体，还不住地呼唤婆婆，希望婆婆赶紧清醒过来，

三天三夜不曾合眼。 但是， 任老师的孝心回天无

力，四天之后，婆婆抢救无效过世。

养老如养小

俗话说“老还小，老还小”，意思是人上了年纪

后，身体机能下降，思维意识不清晰，如同小孩一

样需要精心呵护照料。

事实确实如此。 这不，婆婆去世后，任希凤八

十岁的公爹不能接受失去老伴的事实， 躺倒在家

里不说不笑，愁眉紧锁，吃喝不香。 任老师见此情

形，忧心老人如此下去会病倒，她就搬个小板凳，

坐在公爹身边，劝慰开导公爹，哄着老人在儿孙或

邻居的陪伴下出去走走； 担心老人寂寞时胡思乱

想，便买了一部小巧的随身听，下载了公爹爱听的

戏曲； 还考虑到老人的胃口不好， 就变着花样做

饭，做的都是老人爱吃且容易消化的饭食。

邻居见此情形打趣说：“你把你公爹当小孩养

了。 ”任老师也风趣地回答说：“那没法儿！ 人家养

了俺丈夫的小，那俺就得还人家的情，像养活小孩

那样养活他老。 ”

那年冬天，公公心脏病发作了，还每日咳血。

任老师守护在老人床前，尽心尽力照顾老人，直到

老人出院。

那时，任老师担任毕业班的数学课，兼任班主

任，工作忙得已经吃不消，但回到家里，还要准备

准备热馍热菜给老人吃。 她总怕老人身体虚弱，时

不时买来乌鸡、鲤鱼；怕老人缺钙，她买来豆腐、虾

皮；怕老人大便不顺畅，她买来新鲜的蔬菜……别

人见此情形只说任老师太能干了， 家里家外照顾

的妥妥帖帖， 可是谁也不知道任老师因为这样的

忙碌使得她的双腿浮肿，眼袋凸显。

就这样， 任希凤老师用自己的数年如一日的

真诚孝心赢得了亲人邻里的敬重， 赢得了领导同

事的赞扬。 而她，依旧默默地继续着自己的孝道，

用真诚的爱心、无价的孝心感染着、带动着身边更

多的人！

建八区 促转型 谋跨越

3

月

19

日下午， 一辆挖掘

机正从木栾新区朝阳二路大型

鸟瞰图旁驶过（图

①

）。 去年以

来，木栾新区建设快速推进，朝

阳二路东延段等 “两横一纵”主

干道建设正在顺利推进，文化艺

术中心、体育中心、图书馆、博物

馆、 老年公寓等一批公共设施也

将陆续开工建设。

图

②

： 施工人员正在驾驶

挖掘机进行道路铺设。

图

③

： 木栾新区中轴大道

上完成浇筑的污水管网， 不远

处建设者们正在进行路面铺

设。 翟晓飞 摄

3

月

21

日上午 ，

县老干部局邀请焦作

市

91

医院心外科专

家免费为

60

余位老

干部做心电监测 、彩

超， 并提供详细的病

情咨询服务， 受到老

干部的赞誉。

和英丽 摄

①

②

③

3

月

21

日，县残联工作人员来到詹店镇马营村的残疾儿童

马文昌家中，为他送去了餐桌、轮椅、残疾人专用马桶。为使残疾

朋友又快又方便的坐上轮椅，县残联一改以往的集中发放方式，

将轮椅送到了残疾人家中。 本报记者 安娇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