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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富保:种良心茶 做诚信人

河区董家河镇清塘村的陈继运今
年

51

岁了，

8

年前告别了在外打零工的生
活，回到了村里，一边照顾

80

岁的老母亲，一
边在茶叶合作社打工，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这要感谢老阚， 他待我们工人很厚
道。”陈继运口中的老阚，是董家河镇清塘村
仰天窝茶叶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阚富保。

坐在记者面前，话不多的阚富保对记
者的提问竟有些语塞。 只是在谈到茶叶
种植时， 他才打开了话匣子，“高中毕业
后，我就回家种茶了，当时家里只有十几
亩茶园， 每年收入也只够一家人生活的
开销。 后来，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承包
了村里的

500

多亩茶园， 并成立了仰天
窝茶叶专业合作社， 每年带动本村

500

多人就业。 ”

阚富保说，这
500

多亩茶园全部分布
在清塘村仰天窝的山中， 品种是未经改
良的信阳毛尖，俗称“土旱茶”。 这种茶的
特点是小、瘦、精，产量少、出茶晚，一年只

采一季春茶。茶叶采摘后，也是在自家工厂
采用半手工方法炒制。阚富保说，种植传统
茶虽然产量少，但是客户青睐这个品种。他
的茶园一年产出信阳毛尖成品

2000

多斤，

许多外地客户主动上门求购。“每年来买我
茶叶的都是多年的老客户， 我的茶叶从来
不愁卖。 ”阚富保自豪地说。

阚富保种茶炒茶坚守品质，对客户以
诚相待， 对待合作社务工的员工也同样
厚道。 他不仅每月按时足额发给员工工
资，还经常买鱼买肉做给员工吃，用真诚
换来的是员工的真心。

“今年， 我想扩大茶园种植规模，同
时改变销售模式， 在网上把咱们最地道
的信阳毛尖卖个好价钱。 ”提起未来的发
展，阚富保信心满满。

种良心茶，做诚信人，让乡亲信赖和支
持合作社的发展，是老阚种茶的一大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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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 息县产业集聚区食品一条街各
工业企业抓住开年订单旺季， 陆续开足马力投
入生产，力争首季“开门红”。图为

2

月
21

日，息
县产业集聚区一食品企业车间员工正在紧锣密
鼓抓紧生产。

张星摄

我市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工作动员大会召开
乔新江尚朝阳出席会议并讲话

信阳消息（记者胡瑜珊）

2

月
21

日下午， 我市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工作
动员大会在市行政中心召开。 会议对
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工作进行动员部
署，号召全市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持续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不断提
升建设水平， 确保圆满完成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目标任务。市委书记乔新江、

市长尚朝阳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刘国栋主持会议。 市
领导张国晖、方波、王新会、曹新博、

赵建玲、谢天学出席会议。

就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工作，

乔新江强调，要高度重视。国家卫生城
市是含金量很高的城市荣誉， 也是我
市获得的国字号金字招牌之一， 做好
今年我市国家卫生城市届满复审各项
工作，不仅是发展所需、职责所在、民
生所盼， 更是一项必须完成的重要任
务。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责任
分工和复审标准，倒逼认识提升、倒逼
问题整改、倒逼工作落地，推动城市卫
生状况、 市容市貌和环境质量持续好
转，不断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公共
服务水平和市民公共卫生意识， 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提升信阳的
宜居度和竞争力，为我市招商引资、承
接产业转移、 扩大对外开放奠定坚实
基础，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注入新的动力。

要扎实推进。 各级各单位要以更
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知难而进，迎
难而上，扎实做好各项复检工作。一要
对照标准抓提升。认真研究、吃透新修
订的《国家卫生城市标准》，进一步明
确努力方向，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
严格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新标准、 新要
求，科学推进，规范实施，进一步改进
弱点、突破难点，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二要扭住问题抓整改。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重点难点，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全
面查找问题，及时发现问题，扭住问题

不放松， 认真查漏补缺， 坚决整改到
位。 要紧盯关键部位、紧抓薄弱环节，

在治脏、治乱、治差、治堵、治难等方面
狠下功夫，针对突出问题、难点部位集
中开展专项整治， 确保整改工作做深
做细、 做出成效。 三要统筹推进抓结
合。 把做好国家卫生城市复检工作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紧密结合起来、与
强化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 与推进
城市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切实抓好国
家卫生城市建设的整改、 巩固和提升
工作。四要践行宗旨抓惠民。突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牢固树立创建
为民、 为民创建的理念， 尊重发展规
律，讲究工作方法，务求长效实效，因
地制宜推进工作， 努力为群众办更多
实事好事， 让建设成果经得起时间考
验和群众检验。

要强化保障。一要强化组织领导。

我市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工作指挥部和
办公室要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组织
机构相互融合、相互协调，以最有利于
推进工作为原则，搞好组织调度，加强
督导检查。 各个专项领导小组要切实
履职尽责，严格按照分工要求，扎实开
展相关整治工作。中心城区各辖区、各
单位要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件大事、要
事来抓，主要领导要亲自负责，成立相
应组织， 配备专门力量， 指定专人负
责， 给予充分保障， 确保工作顺利开
展。二要强化工作责任。中心城区各辖
区和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和“责任落实到人头、问题
整改到部门、效果体现在常态、追究责
任到岗位”的原则，抓好任务的分解和
落实。要进一步强化领导责任，继续实
施市级领导和市直单位包路、 包市场
责任制，市级领导要亲临一线，深入了
解所包道路、 市场中存在的重点难点
问题，帮助攻克难关；相关责任单位要
协助解决疑难问题。 三要强化宣传引
导。 各类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巩固提

升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水平的重要意
义，主动宣传报道工作中的正面典型。

各责任单位要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深入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形成政
府牵头、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强大合
力，营造人人支持、共同参与的浓厚氛
围。四要强化督导检查。要继续实行市、

区和办事处、 居委会分级督查责任制，

确保督导检查横到边竖到底、无死角无
盲区。 要严格考核奖惩，对工作积极主
动、任务完成及时、标准高效果好的要
给予表彰奖励，对行动迟缓、敷衍塞责、

推诿扯皮的要通报批评，对不履职不尽
责、严重影响复审工作的，要按照相关
规定严肃追究单位和个人的失职责任。

尚朝阳在讲话中指出，从
2004

年
启动创建省级卫生城市算起，到

2015

年被正式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到
这次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我市创卫工
作走过了

13

年历程， 荣誉来之不易、

必须倍加珍惜。面对此次复审，我们有
工作基础，有创建优势，有现实需要，

更有政治责任， 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
和决心，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打好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决胜之战， 为造福
信阳，添彩中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
造良好的环境。

就做好复审迎检工作， 尚朝阳强
调，要突出工作重点，务求实效。 紧扣
暗访检查的重点内容和主要扣分因
素，本着缺什么补什么、有什么问题改
什么问题、怎么要求怎么做的原则，对
照创建标准，下大力气，下真功夫抓好
氛围营造、硬件配套、卫生管理、食品
安全和“四害”防制等重点区域、重点
任务和重点工作。要狠抓薄弱环节，整
改到位。切实开展农贸市场、内河环境
和建筑工地、拆迁工地综合整治，开展
以“五小”行业为重点的食品安全和重
点场所卫生综合整治、以“门前三包”

为抓手的占道经营和交通秩序综合整
治，尽可能把扣分因素降到最低。要盯

紧盲点盲区，不留死角。全面实施市容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 病媒生物防
制及疾病预防控制专项行动、 社区单
位、 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卫生综合整
治及具体问题的专项治理， 做到综合
整治全覆盖。要强化硬件建设，补齐短
板。加快推进中心城区

26

个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 不断完善中心城区功
能，提升城市品位。强化环境卫生设施
建设，增加机械化环卫设施。加大公厕
的规划建设力度， 加快市区现有公厕
的修缮和改造提升。要广泛宣传发动，

营造氛围。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广播、

网络等媒体，深入报道创建工作。在主
要街道、重要地段、窗口单位等加大创
卫户外广告和标识牌设置密度。 加强
对群众创卫的宣传教育， 形成人人支
持创建、人人参与创建的良好氛围。要
健全长效机制，长抓常管。继续深化城
市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构建起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管理网络，形成权责一
致、运转高效、精细到位的管理机制，

从根本上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使广大
市民的生活环境、卫生条件得到全面、

持久改善。

尚朝阳最后指出，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迎检工作既是对城市实力、城市形象
的测评，也是对干部能力、干部作风的
检验。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树立
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 强化组织领导、

资金支持、督导考核和责任担当，立即
行动起来，全面发动，全民动员，严格对
照复审标准， 按照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认真查漏补缺， 强力推进综合整治，确
保顺利通过省级和国家复审。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曹新博宣
读了《关于成立信阳市国家卫生城市
建设工作指挥部的通知》。

河区、平桥区、市卫计委、市城
管执法局、 市市场发展中心作表态发
言。 中心城区辖区和综合整治牵头单
位递交了目标管理责任书。

记者在基层

争创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