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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青山绿水
造福子孙后代

光山县积极开展创建生态县工程
� � � �

信阳消息（陈玉梅万超）日前，光山
县召开了创建生态县动员大会， 总结前期
生态建设工作，分析存在问题，明确今后创
建工作重点。

会议强调，要围绕到
2015

年年底全面
完成生态县创建任务的目标， 对照考核指
标，持之以恒地开展生态产业体系建设，坚
定不移地抓好污染防治， 深入开展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积极稳步地加强监测、监察体
系建设。

会议指出， 创建生态县是贯彻落实十
八大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行的“五位一体”战
略的具体体现，是一项长期的全方位、多角
度的系统工程，争创的是块牌子，保护的是
青山绿水， 留下的是给子孙后代的一笔非
常宝贵永远留在光山大地的财富。

会议要求， 要以严把生态关为前提，严
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认真落实“环评”

审批前置规定，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认真
搞好污染预防。严格执行“区域限批”制度，认
真实行环境行政惩罚手段；要正确处理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创建生态县的同
时，要打好生态牌、唱好生态戏，各级各部门
要做加法不做减法，做乘法不做除法，增大生
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
城镇、生态旅游等产业，加大生态招商力度，

实现光山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曹康宏：山水农庄梦 反哺挚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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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成兆本曾令菊）“天
气总是高温不断，来这儿漂流，既避了暑消
了夏，又体验到了惊险刺激，感觉真不错。 ”

8

月
14

日， 在商城县苏仙石乡邓楼村紧挨两
河口河道的漂流堤上，湖北来的中年汉子张
先生敏捷地跳下漂流圈，一边擦拭着脸上清
凉的溪水，一边兴奋地说。

正值中午，空中骄阳似火。垂柳、紫薇一
路相依的漂流道内，却是清澈凉爽，溪水泛
着浪花逶迤绵延，满载着游客的漂流圈渐次
顺溪而下，游人的欢笑声、惊叫声不绝于耳。

....

“漂流只是这里其中的一个游乐项目，

我要把这一片建造成一个原生态、纯自然的
度假山庄，” 信阳康宏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经理曹康宏如是说。

今年
40

多岁的曹康宏， 是土生土长的
邓楼村人。二十世纪末，他放弃了做香纸、种
茶、贩茶的小本生意，只身到江苏学习园林
艺术。

2003

年，他回到信阳，创建了信阳康
宏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如今，他已经拥
有了罗山绣石矿、商城漂流景区及信阳市康

宏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分公司。

富裕起来的曹康宏，时刻不忘家乡的亲
人们。 怎样带动乡邻们一起致富，成为他心
中长久的牵挂。 经过多次返乡考察，曹康宏
决定依山傍水修建一座休闲度假式的农
庄———曹家大院。

“邓楼地处山区，有山有水、有竹林茶
园，生态条件好，若能打造成一个旅游度假
区，必定能带动周围的乡亲们一起致富，”皮
肤黝黑的曹康宏指着眼前正在建设的曹家
大院，信心十足。

随后，记者一行跟着曹康宏参观正在建
设的曹家大院。一边看，一边听着他的介绍。

随着他的描述，记者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典型
的山水庄园：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古朴四合
院，左边是高山瀑布，右面是漂流河道，前方
是两个人工池塘，背面是茂林修竹、层层茶
园。竹屋、石亭、徽派小楼，依山势而建，散落
在山坡间；土鸡、土鸭、各种鸟类，散养在草
丛中。

“可以在这里漂流、垂钓、采茶、观光，还

可以在大院里观看宣纸的制作、到后山顶
上参观红军洞， 饿了吃地道的农家饭，困
了躺在山林里的各式小屋里听山风、鸟
鸣，”曹康宏快人快语，脸上洋溢着微笑，

“我一直梦想的山水农庄生活， 马上就能
实现了！ ”

说起这个山水农庄梦， 曹康宏满脸深
情。他说，自己祖祖辈辈都生养在这里，对这
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在外多年打拼
致富后，他总想着以后要叶落归根，要回报
这片土地、回报这里勤劳善良的乡亲。

“现在这里的所有建设人员，都是本地
人。 旅游休闲式农庄正式运营后，这里有劳
动能力的人都可以进来工作，搞管理、做接
待、做杂活、当厨师和服务员等。没有劳动能
力或家里走不开的，则可以在家养些土鸡土
鸭、种些绿色蔬菜供给我们。这样，乡亲们就
不用外出务工了，可以一边照顾家、一边挣
工资， 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曹康宏自豪地
说，“能为家乡发展、 乡亲致富出一份力，我
也就感到欣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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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桥区平桥办事处十八里居委会重视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积极加大法制
宣传力度，坚持狠抓源头预防，有效地保持了该居委会大局的稳定。图为

8

月
15

日，该办事处十八里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郑怀美
(

左一
)

同居委会的干部在调
解群众纠纷时的情景。 李建设摄

供电员工服务抗旱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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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持续高温无雨， 信阳大地
干渴难耐。 水稻正值育穗拔节的关
键时期，需要大量的浇水。处于抗旱
第一线的供电员工昼夜奔忙在田间
地头。

8

月
14

日，又是一个“烧烤”

天气， 记者来到旱情较为严重的潢
川县，见证了供电员工奔忙的身影。

当天上午
9

时， 我们来到潢川
县付店镇。“非常感谢电业局工作人
员的帮助，要不是他们及时供电，田
里的水稻只能干死了。”孟小围子村
民颜国龙看着清澈的水从井里流出
时，高兴地对记者说。

7

月份以来， 潢川县经历持续
高温，

7

月
1

日到
8

月
8

日潢川县
日最高气温

≥35℃

接近
20

天，其中
8

月
8

日极端气温达
40℃

。 村民颜
国龙告诉记者， 从插上秧苗以来就

很少下雨， 现在正是水稻抽穗的关
键期，不能缺水。

8

月初，看到自家
田地里的水稻缺水， 稻叶开始枯萎
发黄， 就立即联系电力部门给自家
的

120

多米深的机井配电抽水，付
店镇的供电人员随后就架好电缆线
送来了电，看到田地里能流出水，稻
子的收成有保障了。

付店供电所所长王建告诉记
者， 付店镇目前有

200

多口灌溉机
井， 全镇需要灌溉的水稻田有

3

万
多亩，由于持续高温，农田灌溉的电
力需求非常大，对此，

6

月份以来供
电所更换了

16

个老旧变压器，新增
了

4

个变压器， 改造了
4.5

千米线
路。由于灌溉机井用电负荷大，全镇
灌溉机井又多， 同一时间抽水极容
易造成变压器损害而耽误供电，因
此采取分阶段抽水供电， 每个村民
组轮流供电抽水。供电所的

26

名工
人全天候检查、 巡视和维修供电设

备，全力保障村民农田灌溉的需要。

在谈店乡一个路边并排坐落着
两台配电变压器。 供电所所长马登
宝指着一个“小个”变压器说，这台
变压器原本是一民营企业的专业变
压器。 因该企业早不生产使变压器
闲置。 度夏前，他就与别人商量，借
此变压器使用。因为有了这台

50

千
伏安的变压器， 旁边的

100

千伏安
公用变压器的负担减轻了许多。

从去年开始， 他们就新增变压
器

15

台，轮换
22

台，使现在全乡配
电变压器容量与负荷相互匹配。 持
续高温，造成群众集中抽水，致使用
电负荷急剧飙升， 这样就造成一些
变压器过负荷，有烧毁的危险，将造
成长时间停电， 更加耽误群众抽水
用电。 为此，他们采取电工蹲守、勤
换保险的办法防止烧毁变压器：即
在用电高峰期间， 电工蹲守在变压
器旁，当负荷大时，保险丝熔断，电

工立即再换上一根， 用小代价防止
大面积停电。利用这一方法，该所今
夏没有烧毁一台变压器， 群众用电
也没有大的波动。 虽然蹲守电工热
得汗流浃背， 满脸通红， 但毫无怨
言：“我们虽然辛苦点， 但用电比较
可靠，多流点汗，图个心安！ ”

上油岗乡位处高岗地带， 为数
不多的池塘早已长满了旱草。 大部
分行政村没有灌渠送水， 全依靠抽
地下水。但因多年的抽水，现在地下
水时有时无。在路边，我们看到仍有
机械在抓紧打井。在曹营组，一家农
舍旁的机井正在抽水， 两名电工正
在检查抽水的低压线路。 一条出水
管被许多木棍支撑着， 在两个破损
处射出两根水线， 也被主人用盆接
着，足见目前水的宝贵。 男主人说，

24

小时不停地抽，但稻田干旱面积
大，很难保证将所有的稻田浇透。而
在

200

米远的一口机井旁， 我们看

到，出水管里只能抽出半管水。这是
一口

120

米深的机井， 在昼夜不停
地抽取下，这口井水已不多了。

在潢川县电业局， 我们见到该
局党委书记王长城。据他介绍，全县
耕地总面积

85869

公顷，其中可用
上渠道（商城鲇鱼水西干渠和光山
泼河东干渠） 灌溉用水的农田
71580

公顷， 需抽水的旱地
14289

公顷。 全县的三相动力机井
8364

眼， 其中
478

眼为
2013

年为抗旱
抽水新建。目前正值水稻大量用水
之际，供电压力很大。 他们要求各
个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换位思考，将
电送到田间地头，检查抽水用电安
全隐患，同时协调大家轮流用电抽
水，引导大家利用柴油机等其他方
式抗旱。

河区游河乡
多举措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 � � �

信阳消息（王莹）连日来，信阳持续高
温天气， 为确保乡域内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财产安全，河区游河乡高度重视，采
取多项措施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该乡通过网络查询、 收看天气预报等
多途径获取天气信息， 并通过乡移动短信
平台向农户发布， 提醒广大群众做好防暑
降温准备。

同时，制订应急预案，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 该乡召开会议，制订科学的预案，组织
人员加强对乡域内各中小学、超市商店、施
工现场等进行重点检查， 消除各类不安全
因素，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各类安全事故。

为了确保信息畅通无阻，该乡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一旦发生不安全事故及时
与卫生院联系，并向上级报告，以确保将损
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特约记者甘仁伟
本报记者周亚涛

记者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