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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百万为家乡改造坑塘、整修道路

光山县一夫妇致富不忘乡邻
信阳消息（郭家志）在光

山县文殊乡文殊村境内，有个
小山村叫枣树饼。 近期，邹庆
正、 方忠莲夫妇出资近百万
元，改造坑塘、整修村组道路，

被当地百姓传为美谈。

昨日，笔者走近文殊村秋
冬坑塘改造施工一线发现，改
造建设的两口万方大塘，一口
已经整修成形，另一口正在砌
护坡。 拓宽改造的村组道路，

路基土方工程基本到位。

据悉，枣树饼村民组原有
两口塘， 自从实行联产责任制
后便无人照管。 随着时间的推
移，两口塘的塘埂逐渐崩塌，塘
泥也不断加深，塘水随之变浅。

无论是生活用水还是生产灌
溉，老百姓也只能望塘兴叹。而
唯一通往山外的村组小道，又
窄又弯、高低不平，十分难走。

据文殊村党支部书记袁
纪胜介绍，借助全县改善人居
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的东风，

文殊村将具有豫南传统村落
风味的枣树饼，作为村里改善
人居环境的示范点。该村在外
创业成功人士邹庆正、方忠莲
夫妇得知家乡的发展规划和
村民的期盼后，主动提出为枣
树饼村改造坑塘和整修村组
道路出资、出力。

经文殊村党支部积极引
导和组织协调，秋收后，枣树

饼村坑塘改造和村组道路整
修工程全面展开。 工程建设
中，他们组织专业施工队和十
多台大型工程机械，先期打通
十余米宽近两公里长的村组
路基。 随后，两台大型挖掘机
开进两米多深的淤泥塘，开展
挖泥作业。同时，塘埂整修、砌
护坡工程也有序跟进施工。

昨日，看着眼前已改造成功
的高标准万方大塘，还有正忙着
硬化的施工队伍，围观的老百姓
高兴地说道：“咱枣树饼村改善
人居环境，造大塘、修大路，没要
政府一分钱，没让老百姓拿‘份
子’， 有成功人士捐资出力，枣
树饼人真高兴、真幸福！ ”

河区谭家河乡
免费演出送欢乐

信阳消息（彭延斌）为丰富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

近日，河区谭家河乡从事民间艺术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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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党
员王发明、郭克明与柳林乡志同道合的文艺爱好者，

共同发起组建了“河区谭柳茶乡老年艺术团”，免费
演出。

该团以“无私奉献、无偿服务、丰富农村文化生
活”为宗旨，积极唱响大美茶乡好声音，传递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正能量。 该团自费购买了电子琴、二胡、

笛子等音乐器材， 主要演出曲目有锣鼓器乐交响合
奏、合唱、独唱等，免费为信阳豫南一带的敬老院孤寡
老人、街镇社区居民、学校师生进行义演。

据悉，该团自
9

月成立以来，已在李家寨敬老院、

柳林乡敬老院等场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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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罗山县竹竿镇
精准扶贫奔小康

信阳消息（何红旗）近期，罗山县竹竿镇凝心聚
力、多措并举、抓实见效，确保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严格对象识别筛选，做好“把脉”工作。 该镇按照
“一高一低一无”的标准确定贫困村，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逐村逐户制定帮扶计划。解决民生问题障碍，提高
“输血”质量。坚持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有效衔接、干部回村帮扶有效衔接、农业科技服务到
户有效衔接， 及时为贫困对象“输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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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
30%

的贫困户实现脱贫。推进产业升级发展，增强“造
血”功能。 加大资金投入，实施产业扶贫，大力发展大
棚种植等特色高效生态农业产业，以点带面辐射带动
贫困户致富。

新县司法局
特色普法硕果丰

信阳消息（匡昭贵）今年以来，新县司法局立足自
身职能优势，挖掘本土底蕴，巧借他山之石，内引外
联，积极进行特色普法。

该局充分挖掘新县当地丰富的豫南民俗小调资
源优势，利用民间艺术团体组建多支专业法治文艺队
伍，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鲜活方式宣讲法律。 联合全县
各普法成员单位， 利用县城小潢河沿河休闲路和滨
河公园， 规划建设高水平的法治宣传长廊和主题公
园， 让广大市民在娱乐休闲的同时感受法治文化的
熏陶。 与河南大学法学院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定期委
派法学专家来新县举办专题讲座。 举办“校园法治宣
讲活动”，增强青少年法治观念，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
法犯罪。

近日，刚刚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胡阳海、黄春刚回
到家乡潢川县，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
对英雄的敬意。 图为该县举行“赞英雄学模范”专场文艺演出现场。

崔冬生高文达摄

落实“三抓” 夯实基础
息县全力确保秋季存粮安全

信阳消息（徐维李若愚）

当前已进入秋季， 昼夜温差
大，极易引发存粮结露、板结、

滋生虫害现象。息县从抓制度
执行、粮情检查和安全管理入
手， 夯实秋季存粮安全基础。

目前，该县所有存粮均处于安
全状态。

息县严格落实粮食保管
工作制度，明确职责，层层落
实责任， 确保库存粮食安全，

防止保防制度流于形式。每个
企业都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存
粮保管防治方案和秋季保粮
方案， 建立健全秋粮保管制

度，明确职责，层层落实岗位
责任制。并在

1702

库、夏庄国
库召开存粮保管现场会，对秋
季存粮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
施，确保做到思想到位，组织
到位。

针对今年入秋以来气温
变化多、保管难度增大的特殊
性，该县严格按照《粮油储藏技
术规范》要求，开展了每周巡查
工作制度，并做好检查记录，对
照粮温、仓温、气温，及时做好
粮情分析。 对部分粮温偏高的
仓房进行通风降温处理，直至
把温度降到安全标准以内。加

强对粮温的监测和虫害的防
治，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并采
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

该县加大存粮安全隐患
排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采
取措施解决。 加强对火源、电
源、易燃易爆物品、储粮药剂
等的防护管理， 明确专人管
理，确保安全无事故。 针对部
分仓房年代较长的情况，该县
对仓房基础设施进行了检查，

清理排水通道， 确保排水畅
通； 部分仓房气密性不够，熏
蒸时在粮面增加一面封，以增
强熏蒸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