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4月25日，召陵区翟庄街道

冯庄村举办百家宴活动，村民齐聚
一堂，共话邻里情。

酸辣土豆丝、凉拌腐竹、油
炸小鱼……当天中午，冯庄村村
头的空地上菜香四溢，村民围坐
在一张张桌前，边吃边聊，一派
热闹欢快的景象（如图）。这是冯
庄村举办的第四届百家宴活动，
饭桌上的菜部分由村民自己制
作，部分由村委会请人制作，每
道菜都色、香、味俱全。

冯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万永立告诉记者，这次活动得到
了村民的支持，活动时间定在11
点，但是很多村民一早就赶到现
场帮忙。据了解，近年来，冯庄
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村集体经

济收入突破120万元，村民们的
生活日渐富裕。为了提升村庄文
明程度，打造和谐大家庭，冯庄
村每年都会举办各种活动，丰富
村民的文化生活。

“大伙儿能聚这么齐的机会不
多，我们每年都盼着百家宴活动
呢。”采访中，村民万社成高兴地
说，百家宴给村民提供了一个在
一起说心里话的平台，大家都很
开心。

乡村百家宴 增进邻里情

4月26日，源汇区马路街街道友爱街社区联合爱心企业，为环卫工
人送上运动鞋和手套。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4月24日至25日，漯河市2021年钓鱼邀请赛在郾城区美锦农庄垂
钓基地举行，100多名钓鱼爱好者参加。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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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河路西段，机动车乱停乱放。 受降路西段，机动车逆行。 漯河医专东门，机动车乱停乱放。泰山路天地顺超市门前有污水，臭味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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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

入活力。正是依靠敬业奉献，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敬业乐业的民族，
必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33年默默奉献的张爱英就是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张爱英，现任市住建局村镇科科

长。从1988年参加工作至今，她在我市
住建行业默默奉献了33年。

1994年，张爱英花费大量时间，查
阅国内外绿化资料，冒着酷暑严寒，勘
察沙河、澧河沿河地形，在多次考察先
进地区沿河绿化的基础上，利用4个月
的时间，独立完成了漯河市沙澧河游览
区规划图。

2003年至 2005年是我市城市道路
提升攻坚年，作为当时市市政管理处
总工程师，张爱英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严把图纸设计质量关，为人民东路、
金山北路、滨河路立交桥等市区12条
主干道的新建、修复提供技术保障。
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料，张爱
英走遍建成区所有的道路、桥涵，逐
一排查路灯、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
主持绘制了我市首部 《市政基础设施
现状图》，为城市建设决策、市政设施
维修养护等工作提供了第一手精准资
料。她坚持科技引领市政建设，利用
两年时间，对城市道路铺设、建材使
用、施工要点等多个关键节点深入研
究分析，科学制订管控措施，并主持

开展科研项目攻关，两项科研项目荣
获漯河市科研成果奖。

33年来，张爱英赤诚奉献，岗位在
变，初心不变。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她负责市区40条道路的扬尘治理，
每周督查、通报，紧盯问题抓整改，每
条道路都达到了“以克论净”标准。寒
冬腊月，她和同事披星戴月，开展渣土
车违规运输和工地违规施工夜查。脱贫
攻坚战中，她两年内走访贫困户140余
户，三次下乡慰问贫困家庭9户。她曾
冒着38℃高温，驻村多日，紧急组织图
纸设计、现场施工，确保6个贫困村的9
条道路、300盏路灯的施工在一个月内
完成。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她

带头坚守12319城建热线工作岗位，坚
持全年节假日无休，保证热线时刻畅
通，三年内累计受理群众投诉件15万多
件，接待群众来访300多次，回访群众
260余次，投诉件受理率达到100%，确
保政府联系群众的通道畅通。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张爱英先后
荣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和勘察设计先
进个人、省农村垃圾治理先进个人、
漯河市劳动模范、漯河市巾帼建功标
兵、漯河市“三八”红旗手、漯河市
服务“三农”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同时，她所带领的科室先后获得“河
南省五一巾帼标兵岗”、漯河市“工人
先锋号”等称号。

张爱英：33年默默奉献

拖拉机侧翻 六旬老人被困

救援人员托举20分钟救出

我市开展不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朱 红）“根
据《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禁止饲养大型
犬、烈性犬及其他具有危险性的
犬只，对违法饲养的由公安机关
责令整改，并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请在遛犬时携带

‘一绳’（束犬绳）、‘一证’（防疫
证）、‘一袋’（犬粪收集器），束
犬绳长度不超过1.5米，并注意避
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

童，及时收集清理犬只排泄物。
违反者，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据
《漯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进行处罚。”这是记者4月
25日从漯河市不文明养犬专项整
治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的。

据了解，我市专门成立了不
文明养犬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自
4月1日至8月 31日，在城市建
成区范围内整治不文明养犬行
为。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4月26日上午9点，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型现代戏《将军情》在
郾城区裴城镇裴城村文化广场首演（如
图）。

苏进将军老家在裴城村，《将军
情》讲述了苏进将军戎马一生的家国情
怀。《将军情》 剧本是村民自己编写，
演员也是本村村民。村民把苏进将军的
事迹搬上舞台，表达对将军深深的敬
意。

《将军情》从1922年苏进告别父母
参军讲起，讲述了一个农家子弟走上
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故
事。

提起苏进将军，裴城村的乡亲们
无不露出自豪的神情。“苏进将军是我
们村的骄傲，他虽然在村里生活时间
不长，但他的事迹我们都知道。”村民
彭华民说，苏进将军是裴城村的名
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人记忆更加
深刻。

记者了解到，《将军情》里有20多个
角色，这次演出只有10名演员，大家都

是身兼多职，最多的一名演员同时扮演
四个角色。

“从剧本创作到今天演出，用了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将军情》 编
剧杨合兴告诉记者，通过查找资料，
采访苏进将军的后人，最终写了一个
8000 多字的剧本。接着，他们又请
苏进将军的后人对剧本进行修改、把
关。剧本确定后，他们从清明节开始
排练。

扮演苏进将军的演员杨毛孩已经69
岁，他告诉记者，为了能把角色演好，
他每天都在揣摩，研究人物的唱腔、表
情、动作。

“苏进将军是我们身边的人物，大
家对他比较熟悉，通过这次演出，也加
深了我们对苏进将军的了解。”杨毛孩
说。

演出结束后，观看演出的郾城区委
组织部、郾城区委宣传部、郾城区文明
办、郾城区文化旅游局和裴城镇政府等
单位负责人和剧本创作团队一起研讨，
对剧本进行打磨改进，为接下来的演出
做准备。

村民自编自演《将军情》

■文/本报记者 姚晓晓
见习记者 陈 迪

图/本报记者 范子恒
4月23日下午，舞阳县马村乡任桥

村菊花种植基地里，村民正忙着为菊花
苗修剪侧枝（如图）。

“这里之前是俺村的老寨沟，早就
废弃了，荒草丛生，不仅影响美观，

还制约了村子的发展。”村党支部书记
辛少平说，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
2018 年 6 月，他们对荒沟进行了整
治，平整出了 96 亩土地。平整好后，
如何将这些土地利用起来成了大家关
心的问题。辛少平辗转开封、湖南等
地进行考察，确定将一部分土地用来
种植菊花。

2019 年春，任桥村开始种植菊
花。为了把菊花种好，辛少平专门从湖
南请来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并引进设备
在村里的扶贫车间对菊花进行深加工。

“我们种的既有观赏菊，又有茶菊，
第一年收入将近40万元。”辛少平说，
有了好的开端，2020年6月，他们扩大
了菊花种植面积。2020年年底，任桥村
菊花种植收入达到60多万元。

有了菊花种植基地，任桥村的村
民不用外出就有活儿干、有钱挣。村
民任东安以前是村里的贫困户，由于
家里有病人需要照顾，平时不能外出
打工。现在村里有了挣钱的地方，他
格外高兴。

“现在只要菊花地里有活儿我就去，
既不耽误回家做饭，还能挣钱，日子过
得真是越来越好了。”任东安说。

菊花铺就致富路
■本报记者 朱 红
4月26日早上6点19分，市消

防救援支队舞阳县大队张家港路消
防站接到119指挥中心指令，一辆拖
拉机侧翻在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
附近路边的沟里，一名六旬老人被
困。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
现老人被困在拖拉机车头下方，情
况危急。为了便于救援，指挥员刘
晨立即用双手托举着老人。

经过20分钟的努力，消防救援
人员用铁锹把车头下方的土铲出
来，然后把老人解救出来。

据了解，事故的原因系雨后道
路湿滑，老人开着拖拉机不慎侧翻
到沟里。

4月23日下午5点30分，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城区大队副大
队长姜乐在丹江路与太白山路交叉
口执勤时，发现一名老人在道路中
间走走停停，十分危险。姜乐立即
上前指挥过往车辆避让，并把老人
搀扶到路边。

交流中，姜乐得知老人遛弯时
迷了路。老人言语不清，无法提供
有效信息，姜乐联系市公安局西城
区分局治安队队长常鹏维帮忙查找
老人的家庭住址。最后，常鹏维查
到了老人的家庭住址，姜乐将其送
回了家。 谢明明

送迷路老人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