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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民生

我市开评“市树”“市花”啦
即日起，广大市民可踊跃投票推选

信阳消息（记者 黄 慧）什么
样的树和花能反映我市的自然风

貌和人民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
神，激发全市人民热爱家乡、建设
家乡的热情？ 什么样的树和花能
代表我市的城市形象，堪当“市树”
“市花”的重任？ 记者从我市园林部
门了解到，为进一步培育城市品牌，
激发广大市民热爱信阳、 建设美丽
宜居信阳的热情，我市从即日起，全
面发起“市树”“市花”评选活动，由
市民来填写“市树”“市花”的空白。

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开展“市树”“市花”评选活动，是
推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改善城
乡绿化、提升城市品位、共建绿色
生态信阳的重要举措， 对展示我
市生态文明建设， 增强全市人民
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具有重要意

义。 此次评选活动采取自下而上
的形式， 通过广泛推选、 市民投
票、专家评审、人大审议相结合的
方法，按照充分尊重民意的原则，
评选出代表信阳城市文化内涵、

适应信阳地理条件的 “市树”“市
花”。此次评选活动将分为宣传发
动、专家推荐初审、市民评选、专
家评审、 人大审议通过和结果公
示六个阶段， 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6 月。 其中，市民投
票评选时间是 ：2018 年 12 月 5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信阳晚报》及晚报微信公众
号将于近期刊登选票， 市民还可
通过登陆市城管局城市数字化管

理平台，进行网上投票评选。

今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 11月 3日举行

全市 25115人报名
信阳消息（记者 李亚云）昨日，

记者从市招办获悉，2018 年下半
年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 11
月 3日举行。今年下半年，我市教师
资格考试报名考生共 25115人。 其
中，幼儿类 1257人，小学类 10199
人，初级中学类 6717人，高级中学
类 6624人， 中职文化课类 17人，
中职专业课类 84人，中职实习指导
类 9人，高校教师类 208人。

2018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
试（笔试）的全国统一考试日期是
11 月 3 日。 其中，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上午设一场，下午设两场；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只考一

科，科目为教育理论考试，时间在
当日 9 时至 11 时 30 分。 参加教
师资格考试的考生，需要在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3 日登录相关网站
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市招办提醒考生， 参加考试
时， 考生必须持本人有效期内的
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只有两证齐
全才能入场考试。 考生入场时不
得自行携带文具， 文具由所属考
点提供， 考场内不得相互借用文
具。 如果考生有特殊需求，应联系
考点主考，获得主考同意后方可带
入，否则一经发现，将被取消所有
考试成绩，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3. 有序排队不插队
排队，体现的是一种规则意识、公平意识。

在生活中， 有序排队不插队已成为很多人的自
觉行为，但仍有少数人不顾别人的反对，该排队
时不排队，既有损个人形象，又侵犯他人利益，
更与信阳文明城市的大环境格格不入。 如果放
任这种行为的发生， 实际上是对广大遵守规则
市民的利益的一种损害。

在这个“小”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应从自
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多一些秩序意识，少一些
“借口”和理由，该排队时自觉按照先后次序排
队，不插队，不拥挤。 只有每个人都向“走捷径、
乱插队”的不良现象说“不”，信阳才会变得更加
文明、更加美好。 （未完待续）

《信阳文明 20条》解读

秋高气爽， 漫步于十三里桥
乡晏庙村， 一座小平房门口，“秀
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的牌子格
外醒目。 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笑
脸相迎。“我是合作社负责人梁克
军，请进来坐。 ”在梁克军的招呼
下，记者走进合作社，只见墙上挂
着 “建设美丽乡村”“带领乡亲脱
贫致富”等标语，给人一种亲切和
谐的感受。

故事要从 20 年前说起。1999
年底，22 岁的梁克军从郑州大学
毕业后，先是做餐饮管理，而后转
行做销售。 2012 年，有着恋家情
怀的他选择创业， 在郑州开了一
家信阳菜馆， 淘得了创业生涯中
的第一桶金。然而，当他每年回到
老家晏庙村曾冲组时， 总听说村
里人耕作在传统农业中， 仍然收
入微薄。于是，梁克军有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回家乡，带领乡亲们一
起致富。

2016 年， 梁克军回到信阳。
一段时间里， 他潜心研究种植方
面的技术。与此同时，开始着手谋
划流转土地的事儿， 村民们得知
“克军”要返乡创业，都积极响应。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 3月，
秀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
合作社流转的 500余亩土地中，有
200余亩种上了“雪里丰”晚粳稻。
“这种水稻虽然产量不高，但由于

生长周期长，质量口感都很好。”梁
克军笑着向记者介绍道，“预计可
产出 5 万多斤大米， 目前已经有
北京、 郑州等大城市的餐饮企业
来我这预订大米了。 ”

梁克军介绍， 合作社最忙碌
的阶段是五六月份以及十一月

份。 这三个月份，从育苗、摆秧盘
到耕田、插秧，再从除草、施肥、灌
溉到收割，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
工。“来这里干活的村民不固定的
有 58 人，其中有 12 人是贫困户。
一天开工钱 100 元， 基本上都是
日结算， 有的村民一年可以在我

这里拿到上万元。 今年到目前为
止， 我们已经支出 20 余万元工
钱。 ”梁克军说道。

“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有流转
费，还可以干农活拿工资”“克军干
了大好事，这叫造福乡亲啊”……
如今， 在晏庙村说起合作社与梁
克军，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赞不
绝口。 “趁着振兴乡村的‘东风’，
我有信心助力家乡经济发展，让
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 这是我的
思路，也是我返乡创业的初心。 ”
望着一片片金黄的稻田，梁克军早
已勾勒出合作社的发展蓝图。

学会一技之长
脱贫不再“远方”

“我来到信阳高级技工学校上学，不仅给我免了
学费，还给我发放助学金。感谢你们对我的关爱。”日
前， 信阳高级技工学校学生张涛拉着市务工办负责
人和帮扶驻村第一书记宋强的手激动地说。

张涛今年 16 岁，是信阳高级技工学校今年招收
的一名新生。 他家是淮滨县张里乡朱前楼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 一家四口人，父亲张灿飞在广西打工，母
亲在家种地。 因为手部有残疾，张涛产生了自卑、厌
学情绪，辍学在家。朱前楼村驻村第一书记宋强和帮
扶责任人李党校在了解到他家情况后， 鼓励张涛消
除自卑情绪，做一个身残志坚的有志青年，学会一技
之长。在信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朱宏洲的关心下，张
涛欣然到信阳高级技工学校就学。入学后，张涛不仅
享受全免学费政策，还享受每年 2000 元的国家助学
金,大大减轻了其家庭顾虑和经济压力。

朱宏洲告诉记者，为帮助贫困户家庭，宣传和落
实国家的技校扶贫政策， 信阳高级技工学校紧密结
合人社部门结对帮扶工作实际， 通过第一书记和帮
扶责任人多次到贫困户家走访、慰问，做好技工院校
扶贫政策的宣传，鼓励贫困户子女到技校上学，并且
毕业后可确保安排就业，有效实现就学一人，就业一
人，脱贫一家。我有信心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梁克军返乡创业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卢小龙

梁克军查看水稻长势 本报记者 周 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