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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传真

本报讯（高文达 彭 涛）“文
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也是
每一位市民的幸福密码。”近日，
潢川县居民蔡晓丽感叹说。

近年，潢川县以提升市民文
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
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全
面创建、全域创建、全程创建、全
民创建，引领城乡建设管理服务，
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为加快推进
生态智慧、宜居宜业的美丽潢川
凝聚强大力量。

2022 年，该县成为信阳市首
个规划出台城市公园建设体系
的县区。南海湖公园建成开园，
光州公园暨潢河生态综合治理
工程一期开工……最让人兴奋
的，是在同日揭牌成立的光州城
市研究院内，召开的潢川县公园
建设体系说明会，着眼领先全省
全市县域公园建设，为潢川绘就
了“一轴两翼四大园”的城市公
园布局，推动实现“300 米见绿、
500米见园”。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全国道
德模范黄久生为代表的先进典型

学习……”在潢川县西湖社区学
习阵地，时常能看到群众坐在一
起，听志愿者讲述身边好人。现场
言简意赅的语言、幽默诙谐的故
事，赢得群众一片叫好。

西湖社区党委书记曹国辉感
慨地说：“刚开始接手工作时可谓
一筹莫展。后来发现，不少居民特
别喜欢在小区花园墙根等地方聊
天唠嗑，为此，我们因地制宜，主
动将社区公共场所打造成学习阵
地，把德高望重的老党员和乡贤
能人请来讲故事做宣传。”

通过不懈努力，“学习阵地”
辐射出的同心圆越画越大。新老

“学习骨干”通过“结对子”“传帮
带”，一大批“后浪”脱颖而出。随
着“学习阵地”成效的引领，社区
以“孵化器”培育、“项目化”的方
式推进，引育孵化出11支志愿者
队伍和7支青少年志愿者队伍。

“我们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文明创建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以豫东南高新区
建设为契机，按照‘引花入城、理
水通脉、绘蓝织绿’的思路，落实

‘1335’工作布局，着力花园城市
建设，正全力打造健康、宜居、智
慧、韧性的‘水城花乡新光州’，推
进建成信阳副中心、大别山区域
中心城市，奋力书写‘美好生活看
信阳’的绚丽潢川新篇章。”据潢
川县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该县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
理为载体，狠抓河道治理、管网建
设、绿化亮化。改扩建污水管网60
公里。累计种植捐建、认领各类绿
地 467 处，共计 500 余亩。新建各
类“小花园”“小游园”351处。城区
主次干道亮化100%。大幅提高污
水回收处理率、树木绿化率、道路
亮化率。改造提升老旧小区家属
区 18 个。以平安建设为保障，完
善社区网格化群防群控体系。以
服务群众为宗旨，完善社区活动
设施31处，丰富社区文体活动。

每一项商榷汇聚民意，每一
件实事温暖人心。该县将拿出“永
远在路上”的坚毅笃定，将“全国
卫生县城”“省级文明城市”这两
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为美丽潢
川建设赋能加力。

以文明创建为牵引擦亮城市幸福底色
潢川县全力打造健康、宜居、智慧、韧性的“水城花乡新光州”

本报讯（陈世仁）为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好
家风，传承正能量，近日，固始县泉河铺镇以好家
风促党风政风带镇风民风为主题，推动好家风建
设常态化，促进全镇树立家风正、民风淳、政风清、
党风廉的良好氛围。

在树立好家风传承正能量活动中，该镇建立
了家风建设年度报告制度，把家风建设纳入党员
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和年度考核重要内容，结
合党日活动、党员民主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等
工作一起开展，引导广大党员牢记职责身份，做到
以家风提政风、带民风、促党风，切实加强党员“社
交圈”“生活圈”“休闲圈”的监督管理，用实际行动
把好廉政家门，树立廉政家风。

加强对好家风的宣传，该镇将辖区内的优秀
家风、家训、人物事迹利用电子屏、微信群等进行
传播弘扬，扩大教育效果和覆盖面。各村街、社区
和镇直单位通过好家风创建与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文明乡风建设相结合，与精神文明建设、文明
单位创建相结合，让好家风家训成为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通过创建活动，把好家
风建设融入当前乡村振兴工作之中。

通过树立好家风传承正能量活动的开展，提
升了干部群众的文化素养，树立了文明形象。目
前该镇已举办好家风家训讲堂12次，受教育群众
达1.8万人次，涌现出“泉河好人”26名、好媳妇45
人、拾金不昧6人、见义勇为8人和“五好文明家
庭”65户。

好家风传承正能量
固始县泉河铺镇开展好家风

促党风政风带镇风民风活动

本报讯（罗 青）为贯彻《全市城镇燃气安全排
查整治“百日行动”方案》要求，进一步强化应急抢
险处置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罗山县青山镇应急办、消防大队等部门联合
新兴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天然气泄漏事件应急演练
活动。

此次演练模拟了新兴燃气有限公司正在灌装
燃气时发现燃气泄漏，并有工作人员出现呼吸困
难，燃气浓度接近爆炸点，从发现事故、现场报警
及应急处理、应急响应、启动预案、应急调度、警戒
疏散、抢险救援、现场处置以及善后处理的应急抢
险全过程。整场演练准备充分、紧张有序、各部门
反应迅速、各组人员协调配合环环相扣，圆满完成
了既定的演练环节。结束后，该镇分管班子成员
对演练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入分析并总结经
验，为今后迅速、高效、有序地处置燃气泄漏事故
打下坚实的实战基础。

通过本次演练，进一步提高了应急人员的熟
练程度和技术水平，增强了燃气经营企业和政府
部门救援力量的快速反应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
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完善了该镇燃气事故应急
预案体系。

维护生命财产安全
罗山县青山镇开展天然气泄

漏事件应急演练活动

本报讯（盛 鹏 张 宇）近日，
在光山县罗陈乡杨湾村的芡实种
植基地里，阳光洒在芡实宽大的
叶子上，一个个紫色花蕾从叶边
缝隙钻了出来，争相绽放，工人们
正在挥舞着竹刀，采摘已经成熟
的芡实。

“芡实种植对水质要求非常
高，我们基地周边生态环境优美，
生长过程不撒肥料、不喷洒杀虫
剂，因为水质好、无污染，每天早
上引来几百只白鹭觅食，采摘的
芡实供不应求。”合作社负责人李
军高兴地说。

2017 年，心怀创业梦想的

李军认准芡实种植产业，在杨
湾村试种 50 亩芡实获得成功，
当年就收益 10 多万元。在取得
初步成功后，李军动员弟弟李
林一起种芡实，兄弟二人投资
30 余万元成立合作社，流转土
地 260 亩种芡实，到 2022 年，芡
实种植基地已扩大到 500 亩的
规模，生产的芡实颗粒饱满，质
量好、价格优，在基地家门口就
被销售一空。

芡实俗称“鸡头米”，不仅美
味可以食用，而且还是优良的中
药材。如今，芡实已成为罗陈乡
的一项绿色富民特色产业，成为

继“杨湾萝卜”之后又一个产业
“名片”——“杨湾芡实”。通过发
展芡实种植产业，不仅带动了周
边 50 多人务工，给村民提供了
在“家门口”就业机会，而且通过
流转土地，解决了弱劳动力家庭
农田荒废的问题，提高了土地产
出效率。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资源和
地理优势，加大农业产业招商引
资力度，打好‘生态牌’，做活‘水
文章’，推进农旅融合、延长产业
链、做优农业品牌，奋力描绘乡村
振兴的美丽图景。”该乡党委书记
翁峰信心满满地说。

小芡实撑起“致富伞”
光山县罗陈乡推进农旅融合做优农业品牌

为喜迎二
十大，丰富警营
文化生活，增强
队伍的凝聚力、
战斗力。9月3
日，淮滨县举办

“喜迎二十大·淮
滨公安、消防、武
警 篮 球 友 谊
赛”。图为首场
比赛场景。
王长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