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沁阳市河口村水库供水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河南省沁阳市河口村水库供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编制完成，根据2019年1月1

日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现对沁阳市河口村水库供水工程进
行补充公众参与信息公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公开下
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现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www.qinyang.gov.cn/index.
php?s=/Home/Article/detail/id/9110.html

公众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与建设单位河南水投怀州水生态有限公司联系。
通信地址：沁阳市覃怀西路交通大厦5楼。联系电话：（0391）6300628。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有关政府部门、相关单位、社会团体、当地群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qinyang.gov.cn/Uploads/Editor/2019-02-14/5c6516b12097b.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信函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联系，发表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月18日起至3月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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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改玲

“叔叔、阿姨不要挤，大家都
能领到白菜。”2 月 22 日 9 时，在
中站区朱村街道西苑社区大院
内，西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华笑
着对大爷、大妈们说。当天，西
苑社区党总支“微菜篮”正式对
居民开放，给社区百姓提供惠民
菜。开门第一天，社区工作人员
就给每家免费发了一颗大白菜，
让大家感受一下惠民菜的品质。

据吴华介绍，西苑社区包括瓦

斯站小区、西沟小区，住有324户，
以老年人居多，占了居民的五分之
四，属于养老型社区。过去，西苑
社区门口不远处有个菜摊，可最近
摊贩不再出摊，周围又没有超
市，社区居民买菜很不方便。

今年 76 岁的王景省老人告诉
记者，买菜太不方便，得跑到中站
区菜市场或者超市买菜，坐公交车
得坐4站。老人说，公交车不好等，
有时候半个小时都等不来。说话
时，老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今年72岁的薛迪兴老人说，这
个社区的很多老年人不是胳膊疼

就是腿疼，买的菜稍微多一点，提
都提不动，只能一次少买点，第二
天再去，可受折腾了。

还有居民介绍，曾经有老年人
早起出去买菜，没看清路，被车撞
伤过。

居民利益无小事。如何让居
民的菜篮子“轻”起来，买菜更
方便？西苑社区工作人员想了很
多办法。

半 年 前 ， 他 们 试 着 搞 了 个
“微菜篮”。所谓“微菜篮”，就是
社区工作人员在上下班的路上，
给需要的社区老人捎菜。

然而，“微菜篮”试行半年，
成效并不明显。

前一阵子，西苑社区和一家
蔬菜公司合作，在社区里腾出一
间十几平方米大的屋子，建成了

“微菜篮”，为社区居民提供惠民
菜，在保证菜品品质的同时，价
格也适当进行优惠。

“微菜篮”如何运行？吴华
说，主要是点单式服务，社区里
的大爷、大妈每天需要啥菜，可
写到小黑板上，第二天蔬菜公司
的工作人员就给配好送来。

菜品品质如何保障？吴华

说，当天卖不完的菜，社区会让
蔬菜公司收走，第二天再送新鲜
的菜，绝对不会让社区居民吃不
新鲜的菜。

了 解 了 社 区 的 “ 微 菜 篮 ”
后，薛迪兴大爷开心地笑了：“今
后买菜可省事了，不用跑老远
路。社区真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
好事啊！”

有了社区“微菜篮” 居民买菜更方便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树造林时机，各地都会兴
起植树造林热潮。于是乎，公园里、山坡上、公路
旁、小河畔，都可以看到人们植树造林的身影。植
树造林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俗话说

“三分栽树七分管”。刚栽下的树苗需要悉心照顾、
培植，要栽管齐抓，切莫重栽轻管或只栽不管。然
而，人们也许会发现，有些地方却是“年年植树不
见树，岁岁插柳不见荫”，不知不觉中使“造林”成
了“造零”。

出现这一怪现象的原因，一是所选树苗不适合
本土生长，因“水土不服”而夭折。二是植树单位
为完成植树任务而只管当时植了多少，没有人进行
后期管理，树苗自己“结束了性命”。三是植树地点
不合理，植树后不久便被人为地破坏……无论什么
原因，无疑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最终损害的
还是政府的形象。

笔者建议，要想改变“造林”成“造零”的不
正常现象，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做到植管并重。
一是在植树前有关职能部门要科学规划，选择适合
本地成长的树种，确定合理的植树地点，并在植树
时派出专业人员对参与植树的人员给予现场指导，

确保正确的植树方法。二是承担植树任务的单位在完成任务后，职能
部门要进行检查验收，不能只统计数字。三是大力宣传植树造林、保
护环境的重大意义，增强全民的爱树护绿意识，就是使大家心中树立

“爱护树木，人人有责”的观念，确保树木的成活率。四是确定专人
护理，加强巡查，对盗拔或有意破坏树的人给予从重处罚。

总之，在植树造林工作上，各地都不能一味地追求数量，而应该
在“成活”二字上下功夫。只有做到
以上几点，才能使植树造林活动名副
其实，才能避免“造林”成“造零”
怪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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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改玲） 昨
日，到市民政局办事的市民张明
听到一条消息时心里乐开了花：
今年，他的低保金将从去年的每
月 500 元提升为 550 元。低保金
增加后，他的日子将过得更宽裕
些。

近日，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联合发出
通知，为做好2019年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
作，根据《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
省财政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
室关于提高2019年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财政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经市政
府同意，今年我市将适当提高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财政
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
准。

其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由去年的每人每月 500 元
提 升 为 550 元 ， 提 升 比 例 为
10%；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由去年的每人每年3480元提升
为3900元，提升比例为12%。城
市和乡村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财
政补助水平不低于 280 元、170
元，均比去年有所提高。

让我市不少生活贫困居民舒

心的是，城乡低保标准、实际人
均补差水平均高于省定标准。

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年标
准为9600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年标准为6000元。

记者了解到，新的供养标准
和财政补助水平从今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特
困人员资金要求按月发放，每月
10日前发放到位，第一季度的提
标资金要在3月底发放到位。

我市还要求，各县(市)区财
政部门要将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救助资金列入本级预算，确保
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又涨了

本报讯 （通讯员崔晶、张
尧）“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
然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办
好。”2月21日，马村区待王街道
的史生琴老人感动地对该区办税
服务大厅工作人员说。自该区大
力开展办税便民服务以来，像史
生琴一样享受优质服务的群众还
有许多。

原来，史生琴补缴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由于流水号申报错误，
造成无法申报征收，老人需要重回
待王街道开具补缴单。看着外面
的大雾天气，工作人员赵芳叫住了
老人，请她到办公室稍候。然后，
赵芳立即通过微信联系待王街道
社保部门更正补缴单流水号，让老
人一次性办结了缴费手续。

去年以来，该区办税服务大
厅深入推进便民办税行动，大力
推行以办税服务公开化、简便
化、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一站
式”服务，特别是针对60周岁以
上城乡居民缴纳2019年度养老保
险，开设社保缴费专用窗口，提
供热情周到的服务，受到了办事
人员的称赞。

贴心服务获民赞

本报记者 张 璐

在中站区有这样一个特别
的家庭，全家人从事城市管理
工作，过年也不回家，年后更
是以岗位为家，任劳任怨，把
为市民创造一个干净舒适的居
住环境作为最大的心愿。他们
就是乐于奉献的柳明珠一家
人。

柳明珠原为中站区环卫处
副主任。2016 年，她到了退
休年龄，但在单位领导的极力
挽留下，她毅然放弃安逸悠闲
的退休生活，满腔热情地返回
原岗位。其丈夫张保平退休后
在 2011 年 加 入 中 站 区 环 卫
处，现为该处一名汽修人员；
其子张征明受家庭的影响，也
积极投身于城市管理工作，现
任职于中站区城管局。

2001 年年底，柳明珠被
任命为中站区环卫处副主任，
本能坐在室内办公的她，却凡
事都身先士卒。“如果每天坐
在办公室里把自己当领导，离
一线工人就远了。只有把自己
当成环卫工人，心才会近，活
才能干好。”柳明珠说。

环卫工作往往都是起早贪
黑。多年来，柳明珠坚持每天
上班最早、下班最晚，长年坚
守岗位，穿梭于中站区的大街

小巷，节假日也不休息。
记者注意到，在柳明珠

办公室的角落里，放着一整
箱泡面。张保平告诉记者，
这是春节前刚买的，现在已
经吃了一大半。由于工作事
务繁忙，过年也很少回家做
饭，这箱泡面便成了夫妻俩
过年的主粮。

柳明珠告诉记者，她事业
上的成就离不开丈夫在背后默
默 地 支 持 。 她 的 丈 夫 手 持
A1A2D 驾驶证，属于驾驶证
最高级别，完全可以有更好的
发展空间，但是为了支持妻子
的事业，他加入了环卫队伍，
负责环卫车辆的作业和维修工
作。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就
读于河南理工大学的儿子张征
明一毕业便加入到中站区城管
局工作。都说城管环卫一家
亲，从此，柳明珠一家人更有
话聊了，经常讨论如何让城市
变得更加整洁美丽。

“很多人问我，你退休了
为啥不回家休息，还把一家
人都拉到城市服务队伍中。
我说，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心
愿，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
力，让大家爱护身边环境，
不乱扔纸屑、杂物，共同维
护我们美好的家园。”柳明珠
对记者说。

柳明珠一家人的心愿

春天，一个多么温暖的名字
河流解除封冻
一路奔流
仿佛是一首春之歌
流动的歌
水草潜滋蔓长
将蓄积一个冬季的力量迸发
如同天边滚动的春雷

河流细拂水草
如一个牧人弹起了冬不拉
奏出欣欣向荣的一个春天
也敲响蛰居动物的家门

春天，一个多么温暖的名字
福运驾一叶扁舟跨海而来
弃舟登岸
又乘上旭日的飞车

福气在每个人的脸上
集合起万众欢腾
如果你还有遗憾
将我的福气给你，你就有福了

春天，一个多么温暖的名字
□望 岳

作为一个以绘画为职业的美
术工作者，人世间的真善美都可
成为我创作表现的对象。在不少
人眼里，黑尘遍地的煤矿不仅脏
乱险，而且是当前落后产能的代
名词。但在我心中，煤矿却是珍贵
的乌金资源聚宝盆，是圣洁、珍贵、
粗犷而又充满人间真情的精神聚
宝盆。我的艺术作品要想获得厚
实深沉的根基，永葆旺盛蓬勃的生
命力，就离不开它们的滋养。

我与焦作煤矿有着天然之
缘。1958年，18岁的父亲从豫东
老家来到焦作采矿公司工作，并
在此安家落户，我们姊妹几个在
焦作出生，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焦
作矿区子弟。我的两个舅舅小时
候曾在王封矿捡煤渣，新中国成
立后，他俩都当了煤矿工人，他
们的子女和亲戚先后有十几人当
了矿工。由于这种社会关系，从
小到大，我不仅对煤矿的事知道
得多，而且清楚煤矿是我们一大
家子的生活保障，谁看不起煤矿
工人、煤矿工作，就是看不起我
的这些亲人。这种天然的成长环
境，使我对煤矿充满感情。

我的艺术认知萌芽，也是从
焦作煤矿开始的。小时候，我经
常到几个煤矿看露天电影和戏剧
演出。《英雄儿女》《侦察兵》《奇
袭白虎团》等电影以及一些地方
戏，都是晚上跟着大人步行几公
里到煤矿区看的。记得观看《侦
察兵》时，影片先在各影院轮番
放映，然后才轮到王封矿放映，
所以影片等到后半夜才开始。放
映中下起了小雨，我只穿着背心
短裤，没有雨伞，看完片子，淋
成了“落汤鸡”，虽然冷得发抖，
但心里却感到无比快乐和满足。
那时煤矿上的一些文化娱乐活
动，无意中充当了我热爱文化艺
术不可或缺的“老师”。

上世记80年代初，我在外地
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毕业后又
回到焦作工作。先当教师，几年
后转行到地方党报做美术编辑。
那时，我想尽快走上艺术创作之
路，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选择

做什么样的题材。思来想去，最
终想到自己生活在煤城，要充分
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活素材，坚定
地把自己熟悉的煤矿题材作为进
入绘画艺术创作领域的开路石。
从那时起，我开始深入煤矿画速
写，搜集和积累创作素材。上世
纪 80 年代后期，王封矿、李封
矿、演马庄矿、焦东矿、焦西
矿、朱村矿、冯营矿、小马矿、
中马矿、韩王矿等，都留下了我
写生和体验生活的足迹。典型的
矿区外景、高高耸立的井架、巨
大的煤矸石堆、满载煤炭的矿
车、轰鸣的选煤楼、静静的灯
房、繁忙的运输车队，以及当班
的电焊工、紧张的调度员、勤快的
炊事员，凡是令我感到新奇美好的
人物、场景，都收入了我的速写
本。为了画矿工，我曾利用寒暑假
期和矿工吃住在一起。矿上三班
倒，一到换班时间，我就准点赶到
井口，快速而紧张地观察他们如
何入井升井，画他们排队、推车、逗
乐、抽烟、晒太阳，甚至跟到澡堂观
察他们的换装动作。这些矿工和
他们的工作环境，有一种特殊的美
感，让我有了最初的创作冲动。

有一天下午，在王封矿井口，
上井的矿工大都下班离去了，我
也准备收工。这时却走来一位矿
工，衣着装备同其他普通矿工相
同，身上脸上的煤尘也不比其他
矿工少，但是他不像其他矿工空
手而归，而是手里提着沉甸甸的
矿井中的报废品。他身板坚挺，
脚步沉稳，嘴里哼着小曲，目光平
静有神，没有其他矿工洗澡吃饭的
急切感，也没有其他矿工身疲眼怠
缺少精气神，整个神情步态与众不
同，真是一个独特人物。我眼前一
亮，迎上前说明来意，请他给我
当模特儿。他爽快地答应了。于
是，他笑眯眯地靠着井架，表情
自然大气，当起我的免费模特
儿。我边画边和他聊天，听口音他
应该是城区周边的人，问他果然如
此。十多分钟画完后，他看看我为
他画的全身速写说：“不错，像，很
像。”然后，一声“老弟回头见”，就

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全
国煤炭战线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丁百元。从他
身上，我看到了煤矿工人勤劳朴
实、无私奉献的品质。这幅速写很
快在《焦作矿工报》上发表并受到
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我也感
到自己的作品对社会是有作用的。

之后，为了解井下一线矿工
的工作状况，我曾两次深入演马
庄矿井下，一次深入原朱村矿井
下，到一线采煤工作面观察体
验。井下的巷道、铁轨、矿车、
排水管、通风口、窝棚、机房、
排线、避险处、信号灯，以及放
炮、瓦斯鉴定、放支架、人工和
机械采煤、安全巡视、对口令
等，都记到了我的心中。我在井
下走一趟约有七八公里的路程，
看到安全宽敞的大巷道和最危险
处高度只有一尺多的窝棚；听到
机器采钻的隆隆声、矿车轧轨
声、放炮炸煤声和哗哗的排水

声；井下矿工高强度的工作场
面，入井升井的刺激和白脸变黑
脸的过程等，都成为我之后创作
的宝贵素材和珍贵记忆，也为我
在其他题材领域的艺术创作开了
好头，打好了地基。

2007 年，我创作的第一幅表
现采煤工形象和井下工作场面的
黑白木刻版画《发光的年华》，入
选“黄河流经这片土地”河南省
美术作品展览。这是我的作品首
次入选省级美展。从那时起，我
的作品参展级别和数量逐次提
高，创作领域不断拓宽。单在煤
矿题材方面，我先后在《焦作矿
工报》 发表的版画、速写、漫
画、刊头画等就有近百幅。除此
之外，我还有很多煤矿题材作品
发表在 《当代矿工》《中国煤炭
报》《广东煤炭报》《哈密矿工
报》《鸡西矿工报》《徐州矿工
报》《淮北矿工报》《义马矿工
报》《抚顺矿工报》《鹤壁矿工

报》《蒲白矿工报》等报刊上。我
的多数版画作品陆续入选了省级
美展，部分漫画作品入选全国漫
画大赛并获了奖。1993年，我设
计的焦作日报招贴画展板，因突
出焦作煤矿特色，又体现当代愚
公精神，获中国报刊业发展成就
博览会优秀版面一等奖。

如今的焦作已经华丽转身，
成为综合性工业城市和全国优秀
旅游城市，许多老煤矿都关停或
转产，城市不再以“煤城”自
称，过去那些煤矿和矿工逐渐淡
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但是，
那些煤矿和矿工曾为这个城市作
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永
远会珍存在城市和人们的记忆
中。曾经的焦作矿区文化，为焦
作文化事业增光添彩，也成就了
我这个“煤矿画家”，什么时候我
想起它们，敬仰、感恩、怀念的
暖流，就会由心而生，久久荡
漾。这种感觉是不会消失的。

焦作煤矿，我出发的地方
□顾培利

社火、糖人、新衣裳
家家户户门上的红春联
我总是醉心于走进这画卷
和热闹的事物融合

因为灯笼，喜欢月夜
因为梅花，喜欢雪朝
在奔跑中呼朋引伴
因为心里的甜蜜
喜欢分一些我手里的糖果给你
你在街边的楼头出现过
我从此喜欢春天将至的街巷
那锣鼓喧天的街巷
在回忆里分外宁静

那时的街道很窄
房屋很低很旧还挂着老玉米
每一个新年却特别地新
那些饱含敬畏的喜悦
那些辞旧迎新的仪式
总让人莫名紧张又无比期盼

如今我住在童年旁边
却不得不把过往岁月和乡愁
珍藏在一幅古色古香的画里

风俗画
□陈小庆

《发光的年华》。（黑白木刻版画）顾培利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