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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龙卿

近日，国内几起因健身而引
发的安全事故，引起人们的普遍
关注。如何安全健身，成为人们
议论的热点话题之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于健康生活的渴望愈发强烈。
无论是暴走还是跑马拉松，几乎
都在一夜之间成为热潮。马甲线
和哥本哈根减肥食谱也成为大家
热议的话题。与此同时，健身场
地和器材与人们需求之间的矛盾
愈发凸显。一方面，健身近乎成
为生活中的刚性需求；另一方
面，场地和服务暂时无法满足蓬
勃兴起的健身热潮。只要这对矛

盾存在，广场舞场地之争和机动
车道上暴走等类似的事故，就会
不断发生。

近年来，我市跑步、暴走和
健步走队伍在迅速增加。一位熟
悉健身行业的人士向记者介绍，
近一二年暴走和健步走发展很
快，与跑步不同，跑步更偏向于
私人，即便是约上同伴或者加入
跑团，也并未有多少仪式感。健
步走则有整齐划一的服装、色彩
鲜明的旗帜、节拍明快的音乐、
斗志高昂的口号，参加健步走的
人排列整齐，行进速度比跑慢、
比走快，类似竞走，有些队伍能
这样连续走一个小时。

我市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健身
安全这个问题。在近日召开的全

市体育社团会议上，市体育局领
导指出，各体育社团近期要把安
全放在重要位置，暴走、健步
走、跑步都要尽量在安全的场
所，对会员要加强安全教育，锻
炼中增强安全意识。

市民也对健身和安全有自己
的看法。市民李先生说，相关部
门在规划城市过程中要多考虑到
人们的健身需求，留出足够的公
共空间。当诉求不同的两方人共
同出现在相同的公共空间时，矛
盾必然出现。比如，前段时间闹
得沸沸扬扬的广场舞大叔怒揍篮
球少年，暴走团占领机动车道的
情况。作为城市管理者，地方政
府一方面要引导暴走者等锻炼者
遵守交通秩序，注意自身安全；

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开辟专门
的步行通道，为市民健身提供安
全的场所。如果有专门的城市人
行步道，相信在机动车道上暴走
的人群会大幅减少。

市民张女士认为，静下心来
仔细想想，事情原本很简单，不管
健步走还是散步，不管晨练还是夜
跑，行人、车辆都应遵守交通规
则。我们健身锻炼，目的是保持好
身体的健康，这是最根本的目的，
如果连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那
就失去锻炼的基本意义。暴走团
冲动式的上路实不足取，应该接受
教训，遵守交通规则。

市黎明脚步志愿者协会副秘
书长“锋范”认为，现在的人们
都有了锻炼身体的意识，但许多

人却不愿意去健身房等专门的锻
炼健身场所，喜欢到户外运动。
现在在户外锻炼的人应树立公益
心态，无论是广场舞还是暴走
团，在锻炼自己身体的时候，要
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周边环境和
社会的影响。锻炼本来就是为了
保持健康、延续生命，如果违反
社会公德和法律法规，则可能需
要付出较大的代价。长远而言，
城市应当规划更多的慢行道和公
共活动场地，让健步走者有路可
走、让广场舞者有地可跳、让年
轻人和老年人各得其所，才是我
们的终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
经说过，“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
有全面的小康”，向着这个目标迈
进，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健身和安全一个也不能少

本报通讯员 邓晓芳

家境贫寒的沁阳市一名高一女新
生范修梦，7月11日在银行自动取款
机取款时，意外捡到1900元现金和一
张银行卡后，几经波折把现金和银行
卡交还失主。该银行得知此事后，7
月 18 日上午，全体员工捐助 5000 元
钱，送到范修梦手中。

见钱不动心：等不到失主，将钱
交给村干部

今年16岁的范修梦，是一名高一
女新生。

7 月11 日，范修梦到位于沁阳市
步行街的银行取钱，自己还没有往自
动取款机里插卡，自动取款机却吐出
一张银行卡和1900元现金。

一时不知所措的范修梦，在原地
等待失主无果，就把银行卡和现金带
回村里，交给了村党支部书记。

共同努力：找到失主完璧归赵
1900元钱，对于范家这样一个贫

困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范修梦父亲早年去世，从小由爷

爷、奶奶抚养，没有主要经济来源，

生活十分拮据。高一即将开学，她甚
至连学费还差一大半。

经过银行和村委会的共同努力，失
主很快有了消息。第二天早晨，村党支
部书记和范修梦来到银行，当面将银行
卡和1900元现金交还给失主小刘。

巧合的是，小刘和范修梦一样，
也是一位在校女学生。这笔钱是她用
来缴学费的。存钱时，小刘一时大
意，忘记确认存款就离开了，幸好被
这位好心的姑娘捡到。

深受感动：银行员工捐款相助
范修梦的善举，感动了该银行全

体员工。当了解到范修梦的家庭和即
将入学的情况后，7月18日上午，该
银行领导来到柏香镇范庄村范修梦的
家中。

除了捐助范修梦5000元钱外，该
银行的员工现场又资助她 500 元，并
决定与她结为帮扶对子，尽全力在生
活和学习上给予帮助。

谈及拾金不昧的初衷，范修梦
说：“爷爷、奶奶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一
个有素质、讲文明的人。再说谁家的
钱挣得都不容易，我就想着赶紧把钱
还给失主。”

寒门学子拾金不昧 善举感动银行员工

近段时间，我市开展礼让斑马线活动，
要求广大机动车司机驾驶车辆经过斑马线
时，要礼让行人，让行人优先通过，并加大
宣传和执法力度，公布群众举报违规者的具
体办法，每个公交车前都贴有“礼让斑马
线”的标志。此举很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
迎。笔者每次遇到礼让斑马线者，都会向司
机竖起大拇指，并心中默念：“你礼让，我点
赞！”

礼让斑马线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
是长期未能彻底解决、经常出现反弹的问
题，甚至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据报道，近
3年来，全国发生在斑马线上的机动车与行
人交通事故共 1.4 万起，造成 3898 人死亡，
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交通安全甚至生
命安全，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整治。今年5月
份，河南省交警总队下发《全省城市交通秩
序整治工作方案》，部署全省开展城市交通秩
序整治。我市交警部门从6月19日起，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礼让斑马线活动，对机动车不
礼让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专项整治。据省交警部门统计，截至7月
25日，全省共查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情
况2871起。我市自开展此项活动以来，截至

7月20日共查处不礼让斑马线、不礼让行人
的机动车辆89辆次。从查处情况来看，可以
说整治初见成效，但还远远不够。从笔者的
所见所闻和市民的反映来看，还有相当一部
分司机驾车经过斑马线时并未避让行人甚至
不减速，对行人通过斑马线视而不见，行人
只好乖乖地等待机动车驶过之后再通过斑马
线，很是无奈。这说明这些司机还没有把礼
让斑马线当回事儿，没有认识到礼让斑马线
的重要性。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
宣传教育和执法查处力度，让违规者付出代
价，增强礼让意识，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
人交通安全。

目前，我市上下正在开展“四城联创”
活动，文明出行、安全出行，遵守交通规
则，维护交通秩序，是司机、行人文明素质
和城市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希望广大司机
朋友能够认真遵守交通法规，珍视和珍爱生
命，让礼让斑马线成为一种良好的习惯。

让礼让斑马线成为习惯
□秦继利

本报记者 付凯明

“喂，120吗？我们这里有
人需要救治，请马上派辆救护
车来。”

“沈书记，你坚持一下，救
护车马上就到。”

7 月 20 日下午，市城市规
划局驻温县温泉街道西南王村
第一书记沈达，正在和村干部
一起研究扶贫工作，突然头脑
眩晕、呼吸困难、嘴唇乌黑，
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在一旁
的村干部见此情况赶忙拨打
120急救电话。

经过医生细致检查，诊断
沈达为脑供血不足，需要住院
治疗。听到此建议，沈达说什
么也不愿意：“村里的扶贫工作
还没完成，我必须得回去。”

“沈书记，你就听医生的吧！天
这么热，你那么辛苦，就配合
医生治疗一下吧。”后来，在大
家的极力劝说下，沈达才勉强
接受住院治疗。

“沈书记住院了？他为了咱
村付出那么多，给咱办了太多
实事儿，咱得去看看他。”沈达
住院的消息在西南王村传开
后，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到医
院看望他。

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在村
里工作不到两年，为何有着这
么好的群众基础？该村党支部
书记胡东型这样说道：“俺想过
的好日子，都装在沈书记的心
里。自从沈书记来到俺村后，

俺村的变化可真大啊！道路硬
化了、天然气通了、环境好
了、项目进村了，生活水平和
村民素质也提高了，俺全村老
少无不感谢沈书记。”

2015 年 8 月，沈达带着对
贫困群众的关心和组织的期
望，到温泉街道西南王村，担
任起驻村第一书记的重任。“第
一书记，第一责任”。沈达决定
从掌握村情民意出发，真正了
解群众的所需所盼。为了精准
摸清该村情况，他挨家挨户走
访、心贴心交流，询问收支情
况、困难在哪儿、房屋几间。
在党员干部家中，他虚心请
教，零距离沟通，共同探讨解
决问题的办法。驻村仅仅两个
月，他的足迹就踏遍西南王村
的每条街道，访遍西南王村的
家家户户。

去年4月份，沈达协调资金
8万多元，为村里敷设天然气管
道，使村民与城里人一样，用上
天然气做饭。此外，他还积极与
相关部门沟通，申请省财政厅发
展农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 160
万元，为村里建设外租仓储大
棚，吸引相关企业承包租用，盘
活集体经济。西南王村是维和
英雄申亮亮的家乡，立足英雄事
迹，沈达与中铁建筑公司牵线搭
桥签订《生态村意向投资协议》，
拟引入资金1.75亿元，打造“英
雄小镇”。项目包含农业观光、
科普基地、餐饮娱乐、农艺文化
等方面，为未来西南王村的发展
奠定基础。

沈达：把百姓冷暖放心间

连日来，马村
区冯营街道东苑社
区组织工作人员上
门为辖区内的孤寡
老人、残疾人换洗
床单、拆洗被褥，
让他们感受到社区
大家庭的温暖。图
为昨日该社区工作
人员在缝合拆洗后
的被褥。

许 佳 摄

（上接一版）建立周例会制度和“问
题挂号销号”制度，每周列出“问题
清单”，每月召开治污领导小组会
议，点对点督促落实和跟踪督导。

全面开展环保知识进社区、进
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的

“五进”活动。不断加强网格化环
境监管体系建设，建立网格化监管
示范社区，召开观摩推进会，积极
推广先进经验。

记者近日走访示范区的重点
项目施工工地时发现，少了以往拆
迁工地惯有的尘土四溢、材料四
散，取而代之的是规整有序。

精准施策，标本兼治严管控

建筑施工工地，严格落实“6个
100%”和“两禁止”。建立了工地开
复工验收制度、“三员”现场管理制
度，辖区所有施工工地已全部安装
扬尘监控和在线监控设备。

对“小散乱污”企业开展专
项整治。示范区共排查出“小散
乱污”企业 452 家，其中取缔类
69 家，目前已全部取缔到位；整
治类209家，7月30日以前全部整
治到位；规范类174家，已全部规
范到位。

开展VOCs专项排查治理。示
范区省定任务涉及13家企业，其
中表面涂装行业5家、汽车4S店8
家，目前已全部治理完成。

开展燃煤散烧设施设备专项
取缔。辖区共排查燃煤散烧设备
456 家，其中茶浴锅炉 10 台、燃
煤大灶 62 个、经营性小煤炉 384
个，截至目前已全部取缔。

开展道路扬尘防范整治。按
照“先吸、后冲、再洗扫”的作
业模式，示范区每天出动不少于
12 辆扫地车和 8 辆洒水、雾炮
车，出动车辆130余车次，作业里
程1300 余公里，对全区所有主次
干道进行冲洗、机扫、雾化降尘
工作，确保路面湿润，有效降低
了道路扬尘污染。

开展全城清洁行动。示范区
爱卫办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各乡
镇（街道）每周五对居民楼院、道
路、企事业单位进行全面大清扫，
截至目前共清理建筑垃圾和生活
垃圾51444 立方米，整治卫生死角
745处，拆除户外广告129处，清理
小广告4690处。

抓好“电代煤”“气代煤”工作，
目前已按时完成“两替代”入户登
记任务。

积极建设清洁型煤配送网点，
宁郭镇、苏家作乡、阳庙镇、文昌街
道的网点已建设完成，投入运营。
同时，按时完成畜禽养殖场关闭搬
迁任务。

全力抓好禁烧工作。制定完
善示范区秸秆禁烧监管网络，成立

禁烧防控小组。安装“蓝天卫士”
监控摄像头 50 个，覆盖 6 个乡镇
（街道）、18万亩土体。

完成货车限高卡点建设。安
排专人进行管理，切实保障大型货
车有序通行。建成了货车冲洗站
和货车电子超限站并投入使用。

强化大气污染攻坚基层网格
化管理，共建成乡镇级网格6个、村
级网格108个、末端网格308个，通
过建立网格系统加大了示范区环
境监管力度。

整治黑臭水体。对辖区内黑
臭水体进行摸底调查及土地确权
工作，出动 400 余人次、工程机械
32余台、车辆480余次对凯旋路景
观河（世纪路—神州路）进行清淤，
共清理淤泥2000余立方米。

在各项大气污染治理硬措施
的助推下，曾经的环保治理“硬骨
头”被一个个啃下，环境面貌发生
极大改观。

全民参与，长效机制常态化

金 杯 银 杯 不 抵 老 百 姓 的 口
碑。老百姓的认可与广泛参与表
明：大气污染治理是最基本的民
生，是最大的公共利益。

随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战役
全面、持续打响，示范区百姓的环
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过去举报
噪声、油烟的居多，现在事关环境

空气质量的各类举报多了，环保热
线越来越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一些网友通过微博、微信表达了对
这场声势浩大治污战役的看法：

“守土有责，不仅是地方政府、官员
的责任，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百姓之责。”

从被动治理到主动作为，从短
期治理到长效机制，从部门治理到
全社会共同参与，大气污染整治攻
坚战强化了示范区人的环保意识，
凝聚了示范区人的治污决心。

一个个长效机制正在成为常
态化措施日日实施。

规范做好进区企业的审批服
务工作。示范区以服务项目为宗
旨，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加强、
加快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环评手
续的办理以及已建成项目验收工
作。继续深化项目环境管理制度
改革，规范审批程序、简化审批手
续、提高审批效率、强化服务意识，
为企业作好“贴心服务”。

深入开展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减少
灰霾天气为目标，继续开展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化工业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大力开展禁止露
天烧烤、饮食服务业清洁能源改
造和油烟治理、建筑拆迁施工扬
尘污染治理、燃煤锅炉改造、交
通运输扬尘整治、油气回收治

理、机动车污染防治、黄标车和
老旧车辆淘汰、垃圾焚烧监管等
多项重点工作。

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培
育节能环保产业，加快清洁能源
替代利用。

持续加大环境安全监管和环
保执法力度。严格执行环境安全
管理制度，强化污染防治设施的
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不法行为，
杜绝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不 断 提 高 环 保 能 力 建 设 水
平。加大重点污染企业废水、废
气在线自动监控设施安装力度，
全面完成环境监控平台建设。积
极开展环境监察、监测机构达标
创建工作，全面提升环境监管水
平。

切实保障环保投诉和信访稳
定。扎实做好环保宣传工作，增
强群众环保意识，树立群众利益
无小事的观念，尽职尽责地处理
好环境污染投诉工作。

建立健全区环保系统。不断
完善环保机构，满足环保工作需
要，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走进如今的示范区，蓝天白
云飘，广场绿树绕；老人悠闲地
散步，孩子欢呼着奔跑……这是
我们眼中的示范区，这是我们共
同守护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本报讯（记者邓帆） 7月
27日，市政协与市人民检察院
召开派驻民主监督员工作会
议。市政协副主席许竹英出席
会议并讲话。

许竹英指出，派驻单位和
担任民主监督员的市政协委
员，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
民主监督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尽心尽职把这项工作抓紧
抓好，抓出成效；要加强组织

领导，把民主监督工作列入重
要工作议程，在知情环节、沟
通环节和反馈环节建立健全工
作制度，以实际行动支持民主
监督员开展工作；要准确把握
监督的内容和原则，熟悉党的
方针政策，敢于监督，讲求方
法，把民主监督和支持服务有
机结合起来，行使好对派驻单
位的监督职能，为加快建设

“四个焦作”、早日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而努力奋斗。

市政协与市人民检察院召开
派驻民主监督员工作会议

本报记者 张 蕊

7 月 23 日上午，酷暑难
耐。记者在焦作万德丰农业有
限公司的 400 亩玉米试验田
里，看到了更加火热的场景。
万德丰农业新品种推介和市场
启动会的现场观摩活动在烈日
下的农田里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200多位玉米种子经销商
齐聚这里，他们不顾天气炎
热，扑身在试验田间，认真选
择适合当地种植的品种，对万
德丰公司的粒收 1 号和爱农
001等玉米新品赞不绝口。

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国种子
协会原副会长李立秋、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王璞等业界专家，
对万德丰公司培育的玉米新品
给予高度评价。王璞说，通过
现场观摩可以看到，粒收 1 号
尽管种植密度很大，但依然长
得很壮实，抗病性强，是一个在
耐密、高产、抗倒等方面具有引
领水平的品种。这样的玉米新
品种对于提高农业效益、促进
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试验田里，高温挡不住大
家选种的热情。他们一会儿举
起胳膊比较株高，一会儿拉伸
叶子检查弹性，挨个查看籽粒
的饱满度以及玉米轴的粗细、
颜色，认真选择适合当地种植
的玉米新种子。经销商们还拍
下照片和视频，发给后方的种
植户，让他们参与选种。

万德丰公司总经理介小建
说，在这片试验田里，万德丰公
司种植了 8 个新品种，实验材
料1万多个。其中，粒收1号夏
播玉米亩产在 750 公斤左右，
春播玉米亩产一般 1000 公斤
以上，比一般品种多收 100 多
公斤。

实地观摩后，很多经销商
表示要大力推广，让当地农民
种上玉米新品种，获得好收
成。新乡封丘的经销商刘涛
说，粒收1号和爱农001这两
个品种的抗倒性好、产量高、
颗粒均匀，比较适合封丘推
广。安徽宿州的经销商时义感
觉不虚此行，他认为粒收1号
是今后玉米育种的方向，具有
亩产1000公斤以上的潜力。

为农民增收选好种

本报记者 张 鹏

南水北调总干渠的一渠碧波，
自南向北从村西流过；村北，大沙
河湿地公园引得游人如织；村东规
划的灵泉湖已雏形初现。这里是
示范区阳庙镇北西尚村。

如何依托“两河一湖”，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精准定位打造亮
点？阳庙镇党委、政府和该村两
委班子、党员群众代表通过外出
参观学习，对标先进找差距，最
终达成共识：建设乡村田园综合
体，确定“美丽大沙河、休闲北
西尚”的发展目标，打好“旅

游、休闲、养老、养生”这四张
牌。

说了算，定了干。从5月底决
定举办北西尚村第一届向日葵观
赏节，到 7 月 23 日如期开园，前
后只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其
中凝结着镇、村干部的心血和汗
水，更源于“学深杭、促创新”
活动开展后思想认识的不断提
高，源于响应“四城联创”的主
动作为。

十万株向日葵随风摇曳，宛
如一片金色的海洋，与一网之隔
的南水北调总干渠相映生辉。这
十万株向日葵绽放的地方，东临
南水北调总干渠，西边紧挨许官

线，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不少企
业想到此投资兴业，也有很多村
民想在此申请一座宅基地。

“建设美丽乡村，转变群众的
生产生活方式，必须要摒弃传统
的发展观念！”指着朵朵盛开的向
日葵，看着如织的游人，北西尚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士
江颇有感悟。

首届向日葵观赏节，不仅只
有向日葵，在传统农耕园，传统
的农业耕作、收获、灌溉、贮存
器械散落呈现；在五谷杂粮园，
芝麻、红薯、花生、菊芋呈块状
分布，各个地块前竖立的标识
牌，讲述着各种杂粮前世今生；

村中新规划布置的沙河文化街，
讲述着沙河的古老传说。

“打造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
点市，北西尚村当有所作为！”阳
庙镇党委书记赵洪波信心满怀。

在该村的沙河文化街，一幅
精心制作的展板，向游人详细介
绍着在该镇聂村大沙河湿地发现
的大型商周文化遗址，以图片的
形式展示了出土的珍贵文物；这
幅展板，不仅着重介绍了流经我

市的大沙河的起源、流向、治理
情况，还介绍了和它同名的全国
其他地区的大沙河的概况，如江
苏大沙河、深圳大沙河、安徽大
沙河等。

眼下，该村规划的两座极具
南方园林特色的游园正在火热建
设中。以首届向日葵观赏节为代
表的特色农业观光、生态养生旅
游项目也在按计划稳步推进，美
丽北西尚魅力初现。

北西尚村：美丽乡村魅力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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