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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2020年我用买的农机在本地作业，

一个秋季挣的钱加上农机补贴，基本上就
把投入的成本挣回来近一半了！”1月15
日，郾城区龙城镇李湾村村民李国平告诉
记者，他2020年秋季购买了一台拖拉机
及配套作业农具，秋季秸秆还田作业和耕
整地作业就挣了4.5万元，还收到了3万
元农机补贴。

“目前，在我市像李国平这样的农民
还有很多，他们通过购买农机然后干活挣
钱，不但调动和保护了农民发展农业机械
化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了农机装备结
构，推动了农机技术进步，还加快了先进
适用的新机具、新技术推广，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市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管理
科科长王君袖说，2020年夏季我市共投
入5600台小麦收割机，秋季投入4230台
大型拖拉机、3000多台玉米收获机（籽粒
收获机900多台）进行作业，助农民实现

增收达3.8亿元，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
助推了农民持续增收，推动了乡村振兴。

据了解，刚刚过去的一年，全市农机
部门切实加强领导，科学调控，规范操
作，补贴工作进展顺利。2020年全市共
争取上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147万元，
占市定目标任务165.9%。2020年年初，
争取上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184万元；
鉴于我市农机补贴的实际情况，市农机服
务中心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追加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6月中旬，省财政厅、省
农业农村厅追加下达我市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963万元。

王君袖介绍，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
施，在粮食增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
过项目实施，大力购置免耕播种机械、深

松整地机械，开展玉米机收、秸秆还田、
保护性耕作和深松整地等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培肥了地力，改善了土壤结构，促进
了粮食增产。

在补贴发放中，我市农机部门按照
《河南省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
实施指导意见》的要求，加强政策宣传，
严格执行“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
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的程
序，实现实施完成一批，资金兑付一批。
截至2020年12月底，我市共补贴各类农
机具2683台套，占目标任务的134.2%，
受益农户1783户，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的
民生实事目标任务。我市农机补贴资金结
算进度达到99.3%，农机购置补贴实施进
度位居全省第一名。

农机购置补贴让1783个农户受益

■见习记者 何 爽
通 讯 员 谢明明

1月18日，记者从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西城区大队了解
到，1月17日下午6点左右，民
警在辖区巡逻时查获了一辆超员
的面包车。经清点，这辆面包车
共拉了10人，而该车的核载人
数为7人。

当民警要查看司机的驾驶证
和行车证时，司机杨某称没有带
驾驶证。经民警上网核查，发现
杨某未取得有效机动车驾驶证，
属于无证驾驶。

据了解，面包车上搭载的都
是附近一建筑工地的工人。随
后，民警依法扣留车辆，对乘员
进行安全教育后，劝他们换乘公
交车。根据法律规定，民警对杨
某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无证驾驶还超员 被查

如 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维码下载
漯河发布
APP 进行
报料。

黄河中路与邙山路交叉口附近，下水道堵
塞。

人民路丹尼斯门前，电动三轮车乱停乱放。 中山南路与湘江东路交叉口附近，井盖破
损。

昆仑社区开展疫情防控演练

1月18日，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龙塔街道华山社区在
辽河路北四巷举行防控演练。图为工作人员对进入社区的居
民做体温检测、登记。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1月19日，在沙北街道泰山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帮助
社区老年人申请防疫健康码，并指导老年人如何使用，以方便
老年人出行。

本报记者 张 佩 摄

■本报记者 陶小敏
1月19日，一场由社区民警、基层

医务人员、社区志愿者、社区全体工作
人员参与的疫情防控演练在沙北街道昆
仑社区举行。

上午9点30分，演练在社区应对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接到一则通报中拉开。
沙北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向昆仑
社区通报，其辖区某小区居民李某因发

热并伴有咳嗽自行到郾城区中医院就
诊，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正在
隔离治疗。

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
给社区领导，并通知卫生服务中心、派
出所等相关部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医护人员到达小区后，进行初步检查和
病情研判。同时，着防护服的专业消毒
人员对疫点进行全面消毒，社区工作人

员则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疫点防控和疫点
人员排查，对小区采取暂时隔离封闭。
社区志愿者在小区内对居民进行疫情防
控知识宣传、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做好出
入人员管理……

“演练主要是为了检验和提高社区应
对突发疫情事件的应急联动处置能力，这
场演练大家配合得非常好，衔接也很到
位。”昆仑社区社居委主任王晓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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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日报社所属媒体对发布的原创新闻信息拥有合法版权，

未经明确书面许可，严禁复制、转载或引用，违者将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嵩山东支路智慧港北，机动车乱停乱放。

暖心公益路 全家一起走

腊八记忆
付费自习室悄然兴起

2020年我市建成
8个食品安全主题公园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这样的形式既形象又生

动，市民在游玩时还能学到食品
安全小常识。”1月 18日上午，
在白云山路与尧河路交叉口郾城
区食品安全主题公园里，家住天
鹅湖小区的李先生正在和几名游
玩的市民议论着。

“2020年我市共建成了8个
食品安全主题公园，已实现了食
品安全主题公园县区全覆盖。”市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为普
及食品安全知识，丰富宣传形
式，我市围绕食品安全“四个最
严”“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提
升城乡居民幸福生活指数”三大
内涵，独具匠心地设计制作出以

“食”“安”“标准”“监管”“示
范”“幸福”等为主题的文案，先
后投资200多万元，建成了8个
食品安全主题公园。

带宠物狗进超市 不妥

■本报记者 杨 旭
如今，志愿服务活动已在我市遍地开

花，成为城市文明的新常态。作为较早投
身这一事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王予从最初
的家人不理解、不支持到全家一起参与志
愿服务，见证了这一时代新风如何从蝴蝶
振翅演变为全民自觉。2020年，王予家
庭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王予是漯河市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
人。2008年，她主持的“今夜情怀”栏
目已经收获了无数听众。在一位热心听众
的提议下，王予萌生了依托栏目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的念头。

那时，志愿服务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
概念。王予发起成立“今夜情怀”爱心团
队时，应者寥寥。一次，她接到一位西平
听众打来的电话，说要捐款50元。为表
重视，她立即去火车站接到这位听众，陪
着对方一起参观了电台，才收下了捐款。

“50元虽然不多，但说明有人愿意了解和
支持我们的事业，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王予说。

自从开始做志愿服务，王予周末在家
的时间越来越少，引发了丈夫和孩子的不

满，全家只有婆婆一人支持她。王予的婆
婆朱秀枝今年86岁，农民出身，文化水
平不高，却深明大义。她了解到王予的志
愿服务是儿媳自己出钱出力，义务帮助别
人时，连连称赞并表示支持：“这是行善

积德的好事，应该做，妈妈支持你。家里
的家务你放心，我身体好，还能多干一
些。要是钱不够了，给我说。”

有了婆婆的支持，王予便放开手脚去
做。最初的时候，宣传、募捐、策划活动

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忙前忙后。当时正读小
学的儿子王森的一句“妈妈对别人比对我
还好”让她湿了眼眶。没多久，她由于不
堪劳累患上了腰椎疾病，一度行动不便，
丈夫王彦伟不得不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有一次，空冢郭镇一名白血病患者因
缺少医疗费向王予求助，王予组织为其募
捐了3万多元，解了患者燃眉之急。看着妻
子所做的救人于危难的事儿，王彦伟改变
了对志愿服务的认识。工作之余，他尽量
抽出时间参与王予的事业，还在每年“六
一”儿童节时认领留守儿童的微心愿。平
日里，他用承揽起家务活来默默支持妻子。

王森也在一次陪着妈妈帮扶困难家庭
儿童的活动中受到了感染，他第一次切身
感受到还有许多缺乏关爱的孩子，开始变
得懂得感恩。上大学后，王森积极参加学
校的公益活动，寒暑假一回家就和妈妈一
起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如今，在王予的家里，聊得最多的是
志愿服务，共同的乐趣是公益事业。截至
目前，王予的“今夜情怀”爱心团队成员
已达110人，开展以帮助弱势群体为主的
活动300余场，王予也因此斩获无数殊荣。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两年，主打“沉浸式学习氛围”的

付费自习室在一些大城市备受追捧。如
今，在漯河，付费自习室也正在悄然兴
起。封闭的小隔间，一米宽的书桌，明亮
的台灯……形成了一个安静、聚光的私密
学习空间，让一个个学习、充电的身影成
了城市里的独特风景。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漯河已有三家
付费自习室。其中，壹号城邦小区里的已
开始正式营业，其他两家已完成装修即将
开放。1月14日，在建业壹号城邦小区
的付费自习室里，一个个人均面积约一平
方米的独立隔间映入记者眼帘，根据私密
程度不同，自习室被划分为沉浸学习区、
舒适学习区、弱音交流区等区域，几名年
轻人正在这里学习（如图）。

“学校已经放假了，我准备考公务
员。在家里学习，总感觉一天什么也没学
到。”在这里学习的陈馨说，在收费自习
室体验了几次，学习效率高多了。

我市付费自习室负责人刘真是一名
“90后”女孩，在外地求学、考试时接触
过这类自习室。目前，她正在准备考研，
她爱人在准备国考。“我们俩都想找一个
可以安心学习的地方，在我们的考试交流
群里也有很多漯河的朋友想找一个安静的
学习环境。最后我们几人商量了一下，决
定开几个方便自己和朋友们学习的自习
室。”刘真说，目前，很多方面都还在尝
试阶段。付费方式多为套餐消费模式，有
日卡、周卡、月卡等。“一小时10元，日
卡每天15元。”刘真告诉记者，每天的营
业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期间
可提供咖啡、花茶，自己还可以点外卖在
休闲区域吃。

■见习记者 万天宇
1月13日下午5时，市民刘

航去超市买菜，看到一位顾客抱
着宠物狗走进了超市，却没有一
名店员劝阻，小狗在食品区四处
乱嗅，这让她非常反感。

“宠物狗进入超市特别不卫
生，万一狗在超市里受到惊吓咬
伤人怎么办？”刘航说，超市和饭
店等公共场所应设置“禁止带宠
物入内”的提示语，工作人员要
对带宠物进入超市和饭店等公共
场所的顾客及时劝导和制止。

据了解，为规范犬类管理，
保持市容和环境卫生的整洁，维
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公民健康
和人身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漯河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2020年8月，我市对管理区域范
围、禁养犬种等作出了明确规
定：任何个人和单位饲养犬只应
当遵守社会公德，不得妨碍他人
的正常生活，不得侵害公共利益
和他人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张新锐
1月20日是腊八节。日前，

记者采访了两位村民，倾听他们
讲述有关腊八的记忆。

“过腊八的第一个习俗就是
天没亮就到沙河边争当第一个挑
到水的人。为了争当第一个人，
母亲天还没亮就出发了。”舞阳
县太尉镇善德王村村民王亚东回
忆说，第二个习俗就是打冰块。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带着他去沙
河里抱冰块。这时，河边聚集了
很多人，大人们用工具打冰块，
孩子们就抢着往家抱冰块，一直
到太阳升起才结束。

“拿回家的冰块放在碗里，
加上冰糖一起敲碎，大人说吃了
一年都不会咳嗽，不生病。”王
亚东说，有的人在这一天就开始

杀年猪了，不管谁家杀了年猪，
都要请村上的人去吃肉。

“我对腊八粥有一种特殊的
感情。”在临颍农村长大的郭瑞
霞回忆小时候第一次吃腊八粥时
说，“第一次喝的腊八粥是外婆
做的。当我揭开锅盖，发现是一
大锅五颜六色的稀饭，惊奇地问
外婆这是什么饭，外婆说这叫腊
八粥。”不知腊八为何物的郭瑞
霞问个不停，最后父亲给出了答
案：“腊八”古称“腊日”，是人
们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
吉祥的日子。一碗腊八粥竟然有
如此久远的来历和神奇作用，郭
瑞霞肃然起敬。从此，郭瑞霞就
记住了腊八。成年后，每年的腊
八，郭瑞霞都会给家人熬一锅腊
八粥。

王予（左二）一家。 受访者供图

郾城区食品安全主题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