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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隐患 落实责任

确山县多措并举做实做细防汛备汛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新义 通讯员

魏国奇）近段时间以来，为落实落细
各项水旱灾害防御措施，确山县通
过开展汛前检查、落实小型水库“三
个责任人”制和山洪灾害防御五级
责任制，不断强化工作措施，做实做
细防汛、备汛工作。

开 展 汛 前 检 查 ，消 除 安 全 隐
患。确山县水利部门对 13 个镇（街
道）42 座小型水库和 38 个山洪灾害
村 135 个山洪灾害危险区进行了现
场检查。同时，加强对小型水库维
修养护，全县 42 座小型水库全部完
成了坝顶路面硬化任务，提升了大
坝抵御超标准洪水能力。

落实防汛责任，做到有的放矢。

落实大坝安全责任人制、小型水库
“三个责任人”制和山洪灾害防御五
级责任制，实行了县、镇（街道）领导
班子成员和工程技术员包重点工程
制度，各级责任人切实把防汛防灾责
任扛在肩上，强化底线思维，克服麻
痹思想。同时，不定期对各级责任人
进行电话抽查，随时掌握责任人的履
职情况。

开展实战演练，提升避险能力。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小型水库抢险应
急演练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
演练共涉及群众避险转移、危险区学
校避险转移等科目。至目前，全县共
开展小型水库抢险应急演练 10 场、
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 39 场，累计

参演人数 4000多人。
加强白蚁防治，确保大坝安全。

按照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
综合治理的原则，通过设置毒土隔离
墙、破巢除蚁、药物灭杀和药物埋设诱
杀相结合的方式对蚁患进行综合治
理，做到白蚁及时灭杀、隐患及时清
除。目前，已排查二道河、马楼、龙山
口、石龙山等 8座水库，发现有白蚁危
害的7座，捣毁蚁巢20多处。

组成应急队伍，加大物资储备力
度。加强防汛队伍建设，研判会商雨
情、水情、汛情信息，提供水利技术支
撑。同时，按照防汛物资储备规范要
求，做好防汛器材储备，及时补充防
汛彩条布 6000 平方米、编织袋 15 万

条和雨靴、雨衣、铁锹等，专人管理、
定点存放，确保一旦出现险情，物资
及时调拨。

做好预案修订，注重实际应用。
编制完成了全县小型水库调度运用计
划、42座小型水库溃坝分析、超标准洪
水预案、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大坝安全
管理预案以及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全
县已修订各类预案94个。

强化值班值守，保持预警联动。
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
班制度，严禁空岗、离岗现象发生，保
持联络畅通、保证防汛指令畅达。严
肃工作纪律，不定期开展防汛值班值
守抽查，并及时通报，确保责任人在
岗、值班人员在位。②7

今年 5 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

行以来的第三个“民法典宣传月”。为了让

民法典宣传进农村 、进社区 、进企业 、进机

关，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

风，全面提升群众学习民法典的热情，依法

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和合法利益，5 月 22 日，

上蔡县公安局、上蔡县司法局依托坊城警务

工作站的区位优势，向过往群众开展民法典

集中普法宣传。⑥2

本报记者 代廷伟 通讯员 张 昆 摄影
报道

普法宣传“面对面”
服务群众“零距离”

“烘干机线路和设备我们都排查过了，没有问题，可以放心使用。”5 月 20

日，在西平县二郎镇祝王寨金银花基地，国网西平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主动上门，精准做好特色产业供电对接，对供电线路和设备进行检修，确保

供电无忧、烘烤设备安全可靠，以“满格电”护航乡村振兴。⑥2

本报见习记者 赵永涛 通讯员 宋鹏飞 摄影报道

“采摘经济”乐了游客富了村民
本报记者 徐佳瑞 通讯员 王昆明

眼下，正是桑葚成熟上市的季节。
在平舆县郭楼街道三陈村乡情特色农
业种植合作社桑葚种植园内，一簇簇红
的、白的、黑的桑葚挂满枝头，散发着香
甜诱人的气息，吸引着众多周边游客前
来游玩采摘。

近日，记者走进乡情特色农业种
植 合 作 社 桑 葚 种 植 园 ，看 到 葱 茏 繁
茂 的 桑 葚 林 里 ，一 串 串 色 泽 饱 满 的
桑 葚 缀 满 枝 头 ，成 熟 的 桑 葚 颗 粒 饱
满硕大、油亮黝黑、随手可得。游客
穿行在桑葚种植园中，或打卡拍照、
或 采 摘 尝 鲜 ，在 领 略 田 园 风 光 的 同
时 体 验 采 摘 乐 趣 ，桑 葚 种 植 园 里 充
满欢声笑语。

“这个桑葚吃起来味道特别好，
采摘方式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先
品尝，品尝完之后摘点带回去送给朋
友们。”游客张彩霞兴致盎然地说。
她一边拍照一边品尝桑葚，伸手轻轻

一 碰 ，油 亮 黝 黑 的 桑 葚 就 落 在 篮 子
里。“这里一片绿油油的桑葚树看着
心情就好，非常适合一家人前来放松
休闲、体验丰收的喜悦。”

每年桑葚进入采摘时节、游客多
的时候，就会有不少三陈村的村民到
桑葚种植园务工。“我们今年种植的
桑葚已经成熟，又大又甜，预计能摘
八九万斤。我们摘了之后进行深加
工，烘干做桑葚干和桑葚酒，形成一
个产业链。”乡情特色农业种植合作
社负责人陈金生说，“在这务工的人
员都是三陈村的。种植的桑葚已陆
续进入采摘期，整体采摘期将持续到
5 月底。”

据了解，乡情特色农业种植合作社
以种植桑葚为主，联合立体发展林下经
济，目前种植桑葚 120 多亩，吸纳三陈
村农户 100多人务工，有效带动了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

村民冯大娘告诉记者：“我今年 60
多岁了，年纪比较大了，就在桑葚种植
园采摘桑葚，每天能挣六七十元，一个
月能挣 2000多元，活也不累，既能在家
门口挣钱补贴家用，又能照顾孙子，两
全其美。”

为了更大地增加土地效益，该合作
社一方面延长产业链，对采摘下来的桑
葚进行加工，或进行烘干做成桑葚干，
或进行发酵酿成桑葚酒；另一方面，发

展林下养殖经济，在桑葚树下散养土
鸡、土鸭等，实行生态放养，补喂五谷杂
粮，鸡鸭的粪便又是桑葚树的优质有机
肥，以桑葚带动家禽养殖，形成互动发
展、循环利用。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陈金生说：
“ 我 们 准 备 充 分 利 用 村 里 的 林 地 及
闲 散 土 地 发 展 桑 葚 产 业 ，扩 大 种 植
规 模 。 同 时 ，通 过‘ 公 司 +基 地 +农
户 ’的 模 式 ，鼓 励 周 边 群 众 种 植 桑
葚，然后进行保底收购，解决他们的
后顾之忧。”

去年以来，平舆县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优先发展乡村特色经济，
很多像三陈村这样的村庄依托各自良
好的生态和特色产业优势，通过农事体
验，多元化展示田园风采，吸引游客前
往乡村，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
振兴。②7

市中医院迎来
新一轮三级甲等中医院评审

本报讯 （记者 李国喜 见习记者
郭诗玮）5月 22日，以省中医院院长崔
应麟为组长的评审专家组一行 11人，
对市中医院新一轮三级甲等中医院建
设进行现场评审。省卫生健康委二级
巡视员张健锋、副市长宋庆林出席评审
汇报会并分别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市
中医院院长聂勇出席。

张健锋在讲话中指出，三级甲等中
医院是中医院评审体系中的最高等级，
代表区域内最高水平。自 1992年起，
国家已经开展四轮医院等级评审工
作。新一轮等级评审，是适应新时期中
医药事业发展、完善服务体系、推进分
级诊疗、提升优质资源供给的重大工作

举措。他要求，要正确对待评审工作；
要全面配合好、支持好本次评审工作；
要遵守评审纪律，注重评审实效。

宋庆林说，驻马店市中医院是驻马
店市医教研、预防、保健、康复、医养等
行业的龙头单位，对驻马店市中医药事
业步入发展快车道起到了引领和助推
作用。希望各位专家对驻马店市中医
院的三甲建设多提宝贵意见。同时，驻
马店市中医院要以此次评审为契机，促
进各项工作再上台阶，为健康驻马店建
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崔应麟对现场评审工作进行安
排。评审组对评审项目逐项进行现场
查看。②7

2023年驻马店市
科技活动周启动
刘晓文出席并宣布活动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殷瑞杰）5 月 22
日，2023 年驻马店市科技活动周启动
仪式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
市长刘晓文出席并宣布活动周启动。
副市长孙继伟致辞。市政协副主席、市
科协主席高其良主持。

本届科技活动周以“热爱科学 崇
尚科学”为主题，由市委宣传部、市科技
局、市科协、开发区管委会主办。科技
活动周期间，我市将开展丰富多彩的群
众性科技活动，让人民群众共享科技改
革发展成果，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为全面建设现代化驻马店
提供强劲的科技支撑。

孙继伟指出，今年是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关键之年，要突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重点宣传党的二十大关于“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部
署。要推动科普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社会化协
同、数字化传播、规范化建设、国际化合
作的新时代科普生态。要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把弘扬科学家精神融入各类
科技活动，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
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科技活动周已成为我市普
及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果、提高全民
科学素质的重要平台，是一项推动科技
走进生活的群众性科普活动。②7

新 闻 集 锦

装着白酒的玻璃杯一字排开，在
仔细观察酒液颜色和透明度后闻香、
品味……在河南蔡洪坊酒业有限公司
有这样一位匠人，他四十年如一日与
白酒打交道，用味蕾守住质量关口，用
坚守诠释舌尖上的工匠精神。

他就是 2023年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河南蔡洪坊酒业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高级品酒师、高级酿酒师
刘洪亮。

“每款白酒都有自己的‘性格’，有
的如气宇轩昂的青年学子，有的如狂放
不羁的江湖侠客。讲好每个种类白酒
的故事就是我从事白酒行业的初衷与
追求。”刘洪亮说。

贯穿白酒生产全过程，品酒是质量
把关的重要一环，也是一个漫长而艰辛
的过程。刘洪亮一天要面对几十种酒
体样本，通过舌尖去细细品味，分辨不
同种类白酒的特点，其中不乏度数较高

的原浆酒。
“每款新产品的研发，都要经过几

十次甚至上百次的品评，随后在原料、
工艺上不断调试，最后达到提升品质的
效果。只有我们满意的产品才能和消
费者见面，从而保障大家的饮酒安全。”
刘洪亮说。

看似简单的工作，刘洪亮却承担着
巨大的责任。哪怕一次很小的失误，都
可能导致最终的成品质量不太理想，一
旦投入生产后果不堪设想。

手捏糟醅，口抿原酒，奔波于各个
生产车间，仔细检查酒糟发酵状况……
在潮湿闷热的生产车间酿酒不仅是一
个体力活，还是一个“针线活”，需要细
心琢磨每个细节，按照严格的工艺标
准，领悟最细腻的酿造技巧。

一 千 滴 汗 水 才 能 换 来 一 滴 美
酒。正是秉承着不怕苦的奉献精神，
刘洪亮还兼任河南省芝麻香型白酒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主任，开展对白酒生产工艺、产
品开发研制、贮存与勾兑等技术的研
究；多次主导或参与研发“蔡州特曲”

“洪河粮液”等产品，并参加蔡洪坊重
大产品课题的研究工作，修订企业标
准及技术文件 56份，取得国家技术专
利 36项……

从车间到实验室，从原酒库到勾调
中心，从普通员工到生产总工程师，刘
洪亮一直坚守在产品研发一线，用自己
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让这份匠心与品
质持续传递。他先后荣获河南省五一
劳动奖章、驻马店市五一劳动奖章，被

评为河南省轻工大工匠、驻马店市非遗
传承人。

以师带徒，薪火传承。“除了弘扬工
匠精神、严格守好质量大门外，我还要
做好‘传帮带’，让传统技艺得到传承与
精进。”2018 年，刘洪亮以技术带头人
的身份成立了“刘洪亮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

“今后，我会继续发扬‘干一行、爱
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工匠精神，
用实干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
当，带领团队不断开辟新征程、拥抱
新梦想、谱写新辉煌。”刘洪亮自豪地
说。②7

刘洪亮：用坚守诠释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王家恒

最美劳动者

本报讯 （记者 李玉荣 通讯员 张
群生）“敬老院建得好，年年都有新变
化。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衣服有
人洗、饭有人做。真没想到，我这孤
寡老人的晚年还这么幸福。”近日，在
正阳县傅寨乡敬老院，69岁的叶小克
谈起住进敬老院的感受，有说不完的
话。

去年以来，傅寨乡党委、乡政府针
对敬老院管理实际，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安全、财务、食
堂、卫生等管理制度，并上墙公布，实
行精细化管理；对院长、护工、门卫、
炊事员等重新招聘，实行聘任制，签订
劳动合同，每月考核，连续 3个月考核
不合格的予以辞退；规范财务管理，接
受乡社会事务中心监督，采购物品由
院长下单，指定专人到指定地点采购，
由保管员、炊事员双人清点、过秤签
收；对接受的捐赠物品一律登记造册，
按规定程序发放。同时，对水电线路
进行全面检修，一定程度上减少“跑、

冒、滴、漏”，各项开支每月减少 400元
以上。

在此基础上，傅寨乡加大投入力
度，对敬老院进行美化、绿化，搭建了
样式新颖、美观大方的夕阳红文化大
舞台；新建了停车棚，安装了充电桩
和太阳能路灯；种植了橡樟树、桂花
树、冬青等，敬老院内的闲置土地全
部进行了平整，栽种了西葫芦、青椒、
大葱、番茄、黄瓜等蔬菜，既美化了环
境、节省了开支，又能让老人吃上放
心的绿色食品。

“在县民政局和乡党委、乡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敬老院的面貌大为改观。”
院长邱国峰说。

傅寨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实行精
细化管理旨在增强敬老院工作人员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改善环境只是
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服务，将千方百
计消除老人心理上的孤独感，真正让
他 们 老 有 所 养 、老 有 所 依 、老 有 所
乐。②7

打造老年人幸福家园

傅寨乡精细化管理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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