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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朝阳在调研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时强调

着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问题
信阳消息（记者 李 浩）7月

17 日上午， 市长尚朝阳一行来
到市城市垃圾处理场，对中央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进展情况及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场的运行管理

情况进行督查、调研。
尚朝阳一行实地查看了垃

圾处理场以及处理设施设备运

行情况，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问
题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尚朝阳
指出，城市垃圾处理是城市管理
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关
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和生态文明建设。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 进一步增强紧迫感、
责任感，加快推进问题整改和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扩容建

设，全力提升我市生活垃圾处理
科学化水平，着力解决好群众身
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尚朝阳强调，对梳理出的问
题要科学整改、全面整改，逐一
检查验收， 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要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规范操作程序，加强人员培训和
管理，加强资金保障，落实运行
管理责任制和应急预案，确保生
活垃圾处理场管理正规、运转安
全高效。要加快推进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扩容项目建设，妥善解
决好项目建设中的遗留问题，确
保项目尽快建成投入使用；要切
实提升华新水泥窑协同处理垃

圾能力；要加快静脉产业园规划
建设，进一步提高垃圾清洁焚烧
比率。

邵华、郑先明参加调研。

深山里来了香港支教队

昨日，尽管分别才两三天的时间，但新县的李炫惠
已经开始想念他远在香港的老师杨依琳和胡泽源了。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 两位支教老师不仅为新县一些
即将升入中学的孩子们带来了英语培训， 也为他们带
来了外面世界的精彩。

两位老师都是来自于香港普明慈善基金会的优秀

大学生，杨依琳来自香港大学，胡泽源来自东南亚世界
联合书院。 受益于信阳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河南省青少
年科技中心联合开展的支教项目，李炫惠等 30 多名建
档立卡的贫困学子有幸在这个假期接受正规的英语知

识培训。
一周的时间里，做游戏、口语训练、情景对话等方

式都被派上用场。 “以前不喜欢学英语，现在感觉爱上
这门课程了。 感谢两位老师。 ”李炫惠感激地说。

转眼到了离别的时间。合影、拥抱、挥别，胡泽源老
师发了一条微博：“几天在河南的支教获益良多， 很舍
不得……”杨依琳老师则悄悄抹了抹眼泪。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活动让他们感
受到了乡村孩子对接受良好教育的渴求， 他们将争取
机会， 开展更多类似有意义的活动， 帮助山区孩子成
长、成才。

数字城管助推城市更美好
市数管中心开展城市部件问题专项

普查活动

信阳消息（马 涛 陈黎明）近期，为助推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落实全省“城市清洁活动”精神，市城市数字
化管理中心制定专项采集方案及普查要求， 在中心城
区开展了一般性道路破损、清洁城市、积水点等专项普
查活动。

举手之劳除顽疾，城市环境更美好。中心要求数字
城管信息采集作业公司的信息采集人员在巡查上报问

题的同时，加大对中心城区轻微问题自行处置的力度，
对责任网格内随手可撕掉的小广告、 随手可捡起的垃
圾杂物及垃圾箱外的小袋装垃圾、 自行车乱停放等问
题以“举手之劳，自行处置”的方式，及时处理到位，六
月份以来，共处理 9650 余件（次）。

数字采集全覆盖，派遣问题促整改。目前市数字城
管工作划分责任网格 54 个， 范围覆盖中心城区 60 平
方公里，涵盖 76 条主次干道，243 条背街小巷。 专项采
集工作开展以来，普查采集道路一般性破损 272 处，合
计约 413.183 平方米； 普查采集城区主次干道积尘浮
尘，马路市场、农贸市场外溢等问题案件 528 件；根据
采集问题统计，制作《信阳市中心城区专项普查案件明
细表》，以城市管理问题派遣单的形式印发相关处置责
任单位，跟踪问效，推动问题解决，目前案件处置率已
达 85%。

汛期值班不松懈， 积水排查保安全。 7 月 5 日 10
时针对信阳市普降暴雨， 雨后两小时内对信阳市所有
道路积水点开展普查工作， 期间共发现重大积水点 3
处，各桥梁涵洞通行顺畅。 中心 12319 热线 24 小时值
班受理城区汛期突发情况； 在暴雨天气里安排两名人
员，通过视频监控全时段实时查看重点桥涵、路口通行
和积水情况。中心成立防汛抢险应急小分队，制定汛期
值班表，配备车辆、雨衣、警戒线、铁锹、反光锥等物品，
让数字城管为城市安全度汛保驾护航。

17 日上午 ，
几位工人正在对

关桥上景观花带

里的花卉进行补

种。 由于近期遭
遇高温， 关桥上
种植的矮脚牵牛

出现枯死现象 ，
加之前期有市民

盗走花卉， 导致
花 带 上 缺 株 严

重。“希望这次补
种之后， 市民们
能够爱护这些花

卉， 别再带回家
占为己有。”施工
的工人如是说。
本报记者

张方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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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助脱贫

说到“网上”助脱贫，很多人
可能会想到互联网 ， 但是我们
今天说的这个 “网” 不是互联
网，而是渔网。 啥？ 渔网也能助
脱贫？ 然！

7 月 11 日上午， 淮滨县田
湖稻渔种养联合社（以下简称田
湖联合社）的扶贫车间内，当地
农民黄国云正在给渔网上的铁

丝圈穿橡皮套，其娴熟的动作让
人看不出她已 71 岁高龄。 “七十
多岁还能打工挣钱，真行！ ”有人
对黄国云点赞道。 “她不是年龄
最大的， 还有一位老人叫胡志
平，今年 75 岁，也在这里干活，
每月能挣 800 余元， 虽然不多，
但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

说，已经非常不错了。 ” 田湖联
合社的负责人杨晔对记者说。

其实渔网助力脱贫攻坚，当
初还是一个 “无心插柳柳成荫”
的意外呢。

田湖联合社成立于 2017 年
6 月 ，主要进行水稻种植 ，同时
在稻田里养殖泥鳅。 如今，田湖

联合社在淮滨县建有三个鳅苗

孵化工厂 ， 并在王店乡建有
1000 余亩稻鳅种养基地。 此外，
在联合社的带动下，当地农民也
不断加入到稻鳅种养的队伍。田
湖联合社成立当年，水稻和泥鳅
就获得了大丰收，但随后却出现
了甜蜜的苦恼：稻田里的泥鳅需
要用渔网来捕捞，而当时的渔网
一条就需要十元左右， 如此一
来，光渔网一项就需要大量的资
金。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投在渔网
上，杨晔心疼不已。 “既然我们需
要这么多渔网，为什么不自己来
制作呢？ ”杨晔脑海里突然灵光
闪现。 说干就干，杨晔立即外出
考察， 并引进了渔网制作技术。
就这样，渔网制作在田湖联合社
开展起来。

田湖联合社制作的渔网不

仅满足了基地的需求， 而且还

满足了当地稻鳅种养农户的需

求。 “现如今稻鱼供养的基地越
来越多， 那渔网的需求不也是
越来越多吗？ ”多谋善断的杨晔
立即嗅出了渔网制作中隐藏的

商机。
2018 年， 田湖联合社扩大

渔网制作规模 ， 开始将渔网制
作当成一项增收和带动农户增

收的重要事业来做。 截至目前，
田湖联合社的渔网制作在淮滨

县已有 29 个点 ， 订单下到了
2019 年 10 月份。 “渔网制作需
要大量的劳动力， 目前我们这
29 个点已经带动了上千人。 未
来我们将建立 300 个点 ， 基本
覆盖所有贫困村，并带动 20000
人来从事这个工作， 渔网制作
必将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一股

重要力量。 ”杨晔信心满怀地对
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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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建建全全国国文文明明城城市市
我我们们在在行行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