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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政务要闻

本报讯 (通讯员赵向东、原
蕾) 8 月 6 日，市住建局检测站
专门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休息服
务的爱心驿站成立。该驿站位于
市丰收路西段市住建局检测站临
街门面房，站内有饮水机、沙发、医
药箱、洗脸盆、毛巾以及白糖、人丹
和清凉油等。

为环卫工人建立爱心驿站，
还得从桑那天说起。前些天，高
温酷暑，人们见面打招呼都用你
我都是“熟人”来调侃。市住建
局检测站站长葛照南看到环卫工

人顶高温冒酷暑工作很是辛苦，
而且缺少遮风避雨歇脚的地方，
于是就产生了把临街门面房腾出
一间作为环卫工人休息室的想
法。他把想法提出来后，站里班
子成员都举手赞成。市住建局党
组书记、局长赵长占得知后给予
肯定，作出安排。

很快，该站在临街门面房专
门隔出10平方米的屋子作为环卫
工人休息的地方，添置了休息用
具，门口挂起“环卫工人公益休
息厅爱心驿站”牌子。

市住建局检测站

为环卫工人建立爱心驿站

本报记者 张 冬
实习生 马 越

7月31日起，40多岁的市民
秦鹏一有空闲，就开着车，每天
在大街上转悠，遇见执勤的交警
和扫地的环卫工人，就送上水、
毛巾和清凉油等，用实际行动传
递正能量。

“我是唐山人，经历过那场
大地震，别人对我们的帮助令我
终身难忘，所以从小我就喜欢帮
助别人，现在做生意赚了点儿
钱，闲暇之余就想奉献一点爱
心，也算为社会作点儿贡献。”8
月 6 日，说起此次献爱心的初
衷，秦鹏侃侃而谈。站在烈日
下，他一边和记者交谈，一边挥
手拭去脸颊上的汗水。

为了此次献爱心，秦鹏专门
批发了140件纯净瓶装水、150条

毛巾和 5 大纸盒清凉油，开车上
路遇见执勤的交警和工作中的环
卫工人，他就会把车停到安全的
地方，然后送上物品。

８月６日９时，在市塔南路
段清扫街道的文女士清扫过一遍
马路正在树下休息，秦鹏给她送
来水、毛巾等物品时，她连声感
谢。

当日上午，秦鹏还分别为市
塔南路站前岗的交警、在焦作火
车站执勤的特警队员送上了水等
物品。

秦鹏是一位爱心人士，他在
市北环路开了一家汽车用品店，
专做汽车轮胎安全生意。经商之
余，他和朋友经常去献爱心，逢
年过节，他必定会到敬老院和孤
儿院送物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
是“献爱心上瘾”，他也希望能结
交更多的朋友一起去献爱心，把
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爱心人士送关爱

本报讯（通讯员孙永伟、张
莉丽）“国土局在服务上真是太贴
心了，真正办到了我们心里！”日
前，在马村国土资源分局办事的
待王街道村民李晓磊高兴地说。

该局从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入
手，规范服务窗口设置，简化行
政审批流程，推行限时服务、延
时服务、提醒服务，最大限度地

方便群众办事。同时，该局创新
宣传方式，利用微信、飞信、
QQ 群等新媒体，第一时间向企
业和群众宣传相关土地使用政策
和办事程序，保证政策落到实
处。7 月份以来，该局共为企业
和群众提供优质服务52次，满意
率95%以上。

为群众提供贴心服务

本报讯（记者王龙卿）“绞
胎瓷内外一色，表里如一，一
胎一面，不可复制，‘瓷中君
子’名不虚传，今天是大开眼界
了。”8月5日，来自成都的10
余名企业家和艺术家，在我市
考察绞胎瓷艺术时，纷纷赞赏。

这支代表团，有企业家创
富联盟董事李茂耿，中国著名
特型演员马梧桓、杨皓垲等。

当天，他们来到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当阳峪古窑址和焦
作金谷轩绞胎瓷艺术公司生产
基地进行实地考察。

“绞胎瓷源于唐朝，兴于
北宋，以当阳峪为中心的几百
里范围内分布着上百座绞胎瓷
窑口。‘靖康之变’后，绞胎瓷技
法失传。10多年来，我市不断
研究和挖掘传统工艺，使失传
近千年的绞胎瓷工艺得到恢复
和发展。”中国传统工艺大师、

金谷轩公司总经理柴战柱的介
绍，让大家了解了焦作在中国
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
绞胎瓷重获新生感到高兴。

“绞胎瓷就是焦作的一张
历史文化名片。绞胎瓷是瓷器
中的一道奇观，具有极高的收藏
价值和艺术价值。我们有责任
和义务将绞胎瓷这个千年瑰宝
宣传和发扬下去。可以利用我
们企业家创富联盟积聚的全国
企业家平台、商业和招商平台，
助推绞胎瓷产业发展。”李茂耿
在交流座谈时说出自己的思路。

“我正与柴战柱协商，计
划在成都建设绞胎瓷生产基地
和销售基地，通过成都对中国
西部的辐射作用，推动绞胎
瓷产业的快速发展，让我们
共同携手使绞胎瓷重现昔日
辉煌！”马梧桓对打造绞胎瓷
产业也有了明确的想法。

携手推动绞胎瓷重现辉煌

本报记者 许明霞

部分私家车主开车时，喜欢
将轿车车顶的天窗打开透气，有
的小孩就喜欢将身子探出车窗，
向路人挥手。一天傍晚，记者就
在丰收路上看到这样的情景：一
辆小轿车的天窗里冒出一个小脑
袋，一个小男孩将胸部以上身子
探出天窗外挥手“检阅”。一些
路人也对那个小孩指指点点。那
么，小孩子探出天窗危不危险
呢？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多名
驾驶员，他们都表示自己的孩子
有过探出天窗“检阅”的经历，
至于有没有危险，大都说没想
过。

“这样很好玩，很威风呀，
就像领导检阅一样。我想既然设
计了天窗，应该会有安全保障
吧。”出租车司机胡师傅说。

一位开车带孩子到龙源湖附
近电影院看电影的秦女士告诉记
者，以前自己10岁的孩子每次坐
车都要求打开天窗，站起身子将
头和手探出天窗，一边挥手还一
路高呼“同志们好”。但最近她
看到新闻上说外地一小孩被轿车
天窗夹死一事后，就再也不允许
儿子探身出天窗了。“我觉得还
是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好，省
得发生危险，否则后悔都来不
及。”秦女士说。

那么，小孩将身子探出轿车
天窗是否安全呢？我市一家4S店

的高级修理技师马师傅说，目前
很多轿车的天窗都带有防夹功
能，遇到有物体阻隔时会自动停
止或缩回，但并不是百分之百保
险。天窗关闭时的力道并不小，
足以对人构成伤害。开启天窗
时，当天窗的行程在五分之二之
前，用手顶一下，天窗就可以返
回；当天窗的行程在五分之三之
前，用力大一点顶，天窗才能返
回；当天窗的行程超过五分之
三，用大力去顶，天窗都不能返
回，这时防夹功能已经失效了。
因此，市民最好不要让小孩探出
轿车天窗“检阅”。另外，小孩
身子探出轿车天窗，当轿车急刹
时，在惯性的作用下，孩子还容
易飞出车外。

轿车天窗不是观景台
身子探出不安全

本报通讯员 李黎明
和英丽 徐百顺 廉金魁

“我家买来30只刚孵出的
小鸡仔，奶奶说过几天才能喂
水，天这么热该咋办？”一个小
姑娘心急火燎地跑来问贺振举。

“我跑了好几个店，都说
只有你们这里卖生猪注射针
管，买一支吧。”一农妇问。

7 月 30 日上午，笔者来到
贺振举的小店，不断有顾客前
来咨询。有的问40天龄的鸡该
换什么料，有的问怀孕母猪吃
食不好该怎么调理，有的问宠
物家禽、家畜有了毛病该怎么
治，贺振举都不厌其烦地给予
详细解释或建议。

贺振举今年69岁，退休前
是高级兽医师，历任武陟县兽
医站站长、县畜牧局副局长和
党委书记等职务。2005年，贺
振举退休后，儿子怕他一下子
闲下来不适应，就想让他到自
己创办的公司做技术顾问，他
对儿子说：“你到郑州大学高薪
聘请专家吧，我有我自己的事

做。”他骑上一辆自行车，走乡
串村，走访几十年来结识的农
民朋友，看看他们在致富路上
有什么需要帮助。武陟县大虹
桥乡布庄村有一位老农，改革
开放前为生产队当过饲养员，
现在想养牛，但不懂科学喂养
和防疫技术。贺振举就当他的
义务技术顾问，使他几次规避
了风险。贺振举说：“小农户伤
不起啊，死一头肉牛就损失 1
万多元，是小农户大半拉的家
当。”贺振举在武陟县城周边几
个村，为六七户养猪、养鸡、
养羊、养牛的小饲养户义务当
起了技术顾问。

由于年纪越来越大，孩子
们担心他的身体，不再让他骑
自行车下乡。为了继续给农民
饲养户提供技术服务，贺振举
把家人开的门市部当作自己为
农民朋友服务的小窗口，天天
像上班一样到那里“坐班”，为
前来购买饲料和药械的小饲养
户提供义务咨询服务。2012
年，贺振举被河南省老科技工
作者协会评为全省“服务三农
模范”先进个人。

闲不住的
“服务三农模范”贺振举

8月8日，解放区民主北路社区图书阅览室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图书。为了让家里的闲置图书流动起
来，7月份以来，解放区在34个社区启动了“捐献爱心图书”活动，倡议大家将家里闲置图书捐献给社
区图书阅览室，让更多的群众有书看、读到好书。目前，解放区已接到群众捐献的图书2万余册，全部
配发到各社区图书阅览室。

李良贵 摄

昨日上午，站在辖区路边一堆乱堆乱倒的垃圾前
面，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李万街道党工委书记耿新民正
在表态。当日，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深带队，我市组织
开展对城乡接合部的垃圾死角进行暗访，发现未清理的
垃圾死角，当即向所在街道办事处的一把手进行问责，
并要求其当场表态。因为垃圾问题而对辖区主要负责人
进行问责，这在我市尚属首次。本报记者 李英俊 摄

⑦

本报讯（记者高新忠）为加
快推进“蓝天工程”“清水利剑”
及整治违法排污企业环保专项行
动，8月7日下午，我市召开环保
专项整治 8 月份例会，对下一步
环保治理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
市长乔学达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认真听取了各县市区及市
直相关部门的环保整治工作汇报
后，乔学达说，“蓝天工程”“清
水利剑”及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专
项行动，是今年我市环保工作的
三大中心任务，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但仍存在着污染整治

进展不平衡等问题。下一步，各
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要认真对
照 《焦作市 2014 年环境污染整
治方案》，逐一核查项目进展情
况，梳理存在的问题，严格工作
标准，明确时间节点，加快推进
速度；要认真履行职责，强化工
作措施，加强督导、暗访检查及
重点督查，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完善长效机制；要严厉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落实监管责任，
加强部门配合，对环境违法行
为“零容忍”，严防环境事故发
生。

我市召开环保专项整治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孙军 实习生
陈晓）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当
日上午，我市在市体育中心举行

“全民健身·幸福焦作”主题活动
启动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魏丰收、市政协副主席许竹英、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田立杰出席启
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来自社会各界
的1300多名群众，以集体表演太
极拳和跳快乐舞步健身操的形式
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据了
解，为迎接省十二运会在焦作举
行，我市决定从8月8日至10月2

日（重阳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全民健身·幸福焦作”主题活
动。活动期间，各县市区将结合
本地实际，举办不同形式、不同
层次的全民健身运动会、行业
职工运动会、社区运动会、家庭
运动会以及休闲健身、旅游等体
育交流活动。同时，我市还将组
建“走基层送健康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队”，深入基层开展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活动，普及健康知识，
辅导健身活动，传授健身技能，
引领更多的人加入到健身队伍中
来。

我市开展全民健身主题系列活动

学习王在富精神，我要做到
以下三点：一是信念坚定，一心
为民，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切切
实实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合法
权益；二是开拓创新，真抓实
干，努力提升工作水平，真正做

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勤
俭朴素，作风优良，认真听取群
众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
的监督，坚决做到“务实为民清
廉”。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整理

为农民服好务
示范区苏家作乡司家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邱步忠

我作为一名基层干部，要把
学习王在富精神落实到推动农
村发展的具体工作中去。一是
始 终 坚 持 树 立 正 气 ， 坚 持 公
平、公开、公正，为班子成员
和党员干部带好头。二是立足
实际，真抓实干，做好农村剩

余劳动力培训和转移工作，解
决好群众增收缓慢的问题，努
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三
是 加 大 “ 美 丽 乡 村 ” 建 设 力
度，切实改善村容村貌。

本报记者 张 鹏 整理

立足实际 真抓实干
中站区府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韩建红

学习王在富的事迹，我深受
感动。作为党的基层干部，我们
要从三方面学习王在富精神：一
要学习他一心为公的精神，组织
党员对照典型找差距，用王在富
精神催生更多一心为民的农村好
干部；二要强化群众利益高于一
切的宗旨意识，着力解决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多做一些促

进社会事业发展的事情，多引进
一些直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的项目；三要立足本职，做好工
作，真正理解王在富精神的实
质，从身边小事做起，把王在富
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学
中干，在干中学，用实际行动去
干出业绩、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整理

用实际行动去干出业绩
解放区上白作街道党工委书记 赵晓玲

王在富的感人事迹是最典
型、最生动、最鲜活、最有贴近
性的好教材。作为一名村干部，
我要学习他敢为人先的闯劲、勇
担重任的干劲、忘我牺牲的拼
劲，学习他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要带领全村干部
群众进一步发挥西孔庄村温室蔬
菜种植的优势，更加注重产品的
标准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为村
民增收致富打下坚实的产业基
础。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整理

当好致富领头雁
马村区待王街道西孔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 哲

本报讯（通讯员任艳婷、刘
迎霞）针对连续几天降雨、辖区
内河道水量加大的实际，孟州市
河务部门加大了防汛涉水安全宣
传力度。

“禁止在河道内游泳、捕
鱼，请不要在黄河滩区游玩、戏
耍……”连日来，孟州市河务部
门的防汛涉水安全宣传车在辖区
利用高音喇叭巡回播放安全知
识。除此之外，该市河务部门还
与学校联合组织防溺水巡逻队，

向到黄河滩区游玩的学生发放涉
水安全及防洪避险宣传单；在河
道两侧醒目位置悬挂安全警示横
幅、喷涂安全警示标语等，提醒
群众“生命只有一次，要珍惜生
命”；在电视等媒体上开辟涉水安
全宣传专栏，告诫沿黄群众汛期
禁止在河道内从事涉水活动，禁
止在嫩滩区种地、放牧和游玩、
捕鱼等，确保防汛涉水安全知识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孟州市加大防汛涉水安全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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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记者走进武陟县嘉应观乡御坝
村慈善幸福院，该幸福院内干净整洁，花花草
草摆放得错落有致，这里的老人们三三两两围
坐在一起，有的下棋，有的唠家常，不时传来
阵阵欢声笑语，大家乐在其中，惬意而悠闲。

“俺在这里生活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而且还能
和同龄人一起聊天、下棋，别提每天都有多高
兴了。”入住该慈善幸福院的刘玉顺老人一边下
棋，一边笑着对记者说。

刘玉顺老人今年刚刚搬进了幸福院，每
天和同样住在这里的老人们一起吃饭、休息
和娱乐，大伙儿相互帮衬着，日子过得比以
前舒心多了。刘玉顺觉得，自从搬进了慈善
幸福院，他每天的生活充实多了，心里也安
稳了，也使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指数提高了
不少。

“原来一个人在家，做一顿饭吃一天，剩
饭剩菜不好吃也不舍得扔。现在可好了，一个
月只缴100元钱，一日三餐就都包括了。更重

要的是，这里不仅有许多同龄人陪伴着，还有
专人照顾俺们的生活起居哩！现在，大伙儿都
觉得在幸福院里住才是真幸福！”74岁的退休
老教师刘云才有着同样的感受。

该慈善幸福院院长张小梅介绍，这里住的
都是村里高龄独居、空巢、五保、优抚、特困
等家庭情况特殊的老人，幸福院每天为老人们
提供就餐、生活照顾、日间休息、休闲娱乐等
方面服务。该慈善幸福院和武陟县其他慈善幸
福院一样，采取“村里自筹、慈善捐赠、政策
资助、子女缴纳”的办法筹集资金，为入住老
人提供生活保障。

“村级慈善幸福院项目是一项民生工程，
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载
体。目前，我县已建成慈善幸福院78所，入住
老人 2200 余人，切实解决了农村老年人最紧
迫、最直接、最现实的养老服务需求，提高了
老年人幸福指数，解决了他们儿女的后顾之
忧。”武陟县委书记闫小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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