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博，男，汉族，34
岁，中共党员，市第二实验
小学教师，漯河五四青年奖
章获得者。

教学期间，刘博始终致
力于推广中华经典诵读，努
力打造“书香班级”，将中华
经典诵读与语文课程及班级
管理完美结合，曾被《教育
时报》头版报道。他成立公
益性质的课余诵读小组，目
前已举行900多期活动，近5
万人受益。从2015年开始，
他利用节假日积极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足迹遍布全
国21个省，授课讲学逾400
场。

2020年疫情期间，刘博
利用线上教学平台，以中华
传统文化为主题，讲了80多
节网课，内容覆盖古代诗
文、经典名著、说文解字等
方面，让广大学子在疫情期
间“停课不停学”，学有所
得。 团市委供稿

刘博：博学乐教育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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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8月18日，市委统战部携手

漯河立业快运有限公司到顺河街街
道建西社区，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工
作人员，并送上方便面、纯净水、
口罩等物资。 梁三阁

●近期，郾城区人防办党员
干部下沉一线，帮扶分包社区协
调解决疫情防控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

鲍文卉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实 习 生 柏柯羽

“回来啦！来，测一下温度。”8月
18日下午1点，在源汇区马路街街道八
一路社区工务段二号院门口，丁春香、
潘巧花正顶着烈日为进入小区的居民测
温登记。

62岁的丁春香是工务段二号院业委
会主任。从7月底开始，她组织小区内
12名居民参与疫情防控值勤。值勤志愿
者大部分为60岁以上退休职工。他们两
人一班，从早上7点半值到晚上10点，
中间轮换吃饭。

“大家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正式排班值勤的有 12 个人，其他人

没事儿就来值勤。”丁春香说，参
与值勤的居民中，有的老伴偏瘫在
床，有的家中有小孙子需要照顾，
但大家都积极参与，一有空闲时间
就来帮忙。

“以前，我们这儿是‘三无’小
区。创文以来，街道办事处帮我们安
了自动门禁，配备了运动器材，整修
了道路。大家的居住环境改善了，参
与值勤的劲头儿更足了。”前来替班
的64岁老党员王桂菊说。

“小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虽然我
们年纪大了，但很愿意为这个大家庭发
挥余热。只要我们的家人安全，自己辛
苦点儿没啥。”丁春香说。

工务段二号院

居民齐心防疫情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实 习 生 柏柯羽

“你们先回去吃饭吧，我们在这儿看
着。”8月18日中午，在源汇区马路街街
道交通路社区体委家属院疫情防控值勤
点，两位退休老教师前来接替自己以前
的学生。

44岁的张玉宝是市体育运动学校篮
球队教练，8月18日是他第三次值勤。
临近饭点，家属院的几位老党员自发到
值勤点帮忙。“老师除了为我们送水果、
矿泉水、方便面以及花露水等物品，还
坚持过来值勤，高温天气也是如此。这
让我们很受鼓舞，我们必须认真站好每
一岗。”张玉宝说。

78岁的夏兰玉是市体育运动学校的
一名退休人员，也是有55年党龄的老党
员。听到社区开展疫情防控的消息后，
他每天都到值勤点转转，看有没有能够
帮上忙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只要能
为群众服务，我就要行动起来。在关键

时刻，我更要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为年
轻党员树立榜样。”夏兰玉说。

82岁的高文增是市体育运动学校的
退休数学老师，有40年党龄。“我虽然
年纪大了，但平时的值勤、守门工作都
没有落下。为体委家属院负责，为防控
疫情做贡献，我们党员不能落后。”高文
增说。

记者了解到，体委家属院共有16名
党员，年龄都在70岁以上。除了两名党
员身体条件不允许外，其余14名老党员
均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记者采访时，63岁的黄兰花正在向
接班的志愿者认真交代值勤注意事项。
她是市体育运动学校的一名退休教练，
疫情防控开始以来便主动加入值勤队
伍。不管是下雨天还是高温天，她都坚
守在值勤岗位。“守护家园，人人有责。
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一直以党员的标
准要求自己。我准备写入党申请书，尽
早加入党组织。”黄兰花告诉记者。

体委家属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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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丽娟 张玲玲
“以前的露天厕所——两块砖、一个

坑，蛆蝇孳生臭烘烘。现在不一样了！
上完厕所后，用水一冲，特别干净。”
提到自家的新厕所，召陵区召陵镇柿园
王村村民李付成连连称赞。改厕后，他
家的新卫生间地面和墙壁都贴上了瓷
砖，洗手盆等新式洁具一应俱全。无害
化环保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让李付成
充满了喜悦。

从 简 陋 、 脏 乱 的 旱 厕 到 如 今 整
洁、方便的无害化环保厕所，一场

“厕所革命”改变了召陵镇农民的卫
生观念。

小厕所，大民生。召陵镇的变化只
是召陵区农村改厕工作成效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召陵区委、区政府把农村

户厕改造工作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强化领
导，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
成效，增强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截至目前，全区共完成无害化卫生
户厕改造 30743 户。今年 3月份，召陵
区获得“河南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三年
行动户厕改造工作先进县 （区） ”荣誉
称号。

加大宣传指导，营造浓厚氛围。把
《河南省农村改厕问题摸排操作手册》《召
陵区户厕改造实施方案》等汇编成小册
子，发放到每一个村。逐镇召开由村“两
委”干部、施工人员参加的技术培训会，
让他们明白改厕政策、技术标准、问题摸
排整改流程，在做好技术指导的同时加强
施工监管。

严把改厕质量，确保改厕实效。以
整村推进村为重点，同步推进户厕情
况调查与问题摸排工作、户厕问题整
改与新改户厕施工工作。对已改户厕
逐户摸排，填写摸排调查表，制订整
改措施，及时整改。以村为单位，统
一施工队伍，统一施工标准，统一组
织施工，严把整改提升和新改户厕质
量关。目前，全区 2018 年至 2021 年农
村已改户厕问题摸排工作已基本结
束，共摸排出问题户厕 245 户，已完
成整改165户。

强化督导考核，落实奖励机制。区人
居办成立督导验收组，每周不间断开展
跟踪督导，发现问题及时纠偏。实行
督导情况周通报、月排名制度，制订
《召 陵 区 农 村 户 厕 改 造 工 作 奖 惩 办

法》，根据周通报、月排序结果严格兑
现奖惩。将摸排整改工作与改厕任务
一同部署、一并督导，形成以督导促
工作、以奖惩促落实、以整改促成效的
工作推动机制。

加强后期管护，巩固改造成果。按
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的原则明确长效管护机制，制订 《召陵
区户厕改造后期管护指导意见》。不适
宜建设“小三格”化粪池的，统一改造
成新型水冲式厕所，并配套建设“大三
格”化粪池。农户产生的粪污通过抽粪
车及时运送到指定的“大三格”化粪
池，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目前，该区
采购的 39 辆抽粪车已全部投入使用，
一个资源化利用、市场化管护的服务网
络逐步形成。

召陵区

户厕改造户厕改造让农村让农村环境有环境有““里里””有有““面面””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杨秀真是我市一家老年公寓的工作人

员。她把公寓的老人当做自己的家人，精
心照顾，真诚相待，用心把工作做到最
好。“人都有老的一天，照顾好老人是我
的工作职责。”这是她的口头禅。日前，
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杨秀真和另外一位同事负责照顾17
名老人。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餐厅照
顾老人吃饭。杨秀真告诉记者，她做
这份工作将近两年了。以前，她在外

地做家政工作多年，主要工作内容也
是照顾老人。“以前我的工作是照顾一
名老人，现在照顾的人比较多。”杨秀
真说。

由于长年与老人打交道，杨秀真十分
了解老人的心理。她不仅照顾老人的身
体，还细心呵护老人的心理健康。去年，
60多岁的王阿姨住进老年公寓。她患有多
种疾病，心理脆弱，常常怀疑别人说自己
的坏话。杨秀真了解她的情况后，常常宽
慰她，主动与她沟通，帮她疏导情绪，带

她锻炼身体。“她爱胡思乱想，别人在一
块儿说话，她就会怀疑人家在说自己坏
话，然后就不停哭。”杨秀真说，每到这
个时候，她就想办法转移王阿姨的注意
力。“她喜欢打麻将，我就故意问她麻将
咋玩儿，请她教教我。她就会忘记不开
心的事，心情转好了。”王阿姨自尊心
强，但因为患有疾病，常常穿错衣服、
鞋子。杨秀真劝说时会尽量委婉，从不
说王阿姨穿错了，只说这样穿不太好
看，怎么穿更好看。平日里，杨秀真会
故意请王阿姨做一些擦桌子、看管东西
之类的小事。“其实她不太会擦桌子。每
次她干完活，我还要再干一遍。我这样
做，是希望她感觉到自己被需要。”杨秀

真说。
老年公寓的张叔患有抑郁症，刚来的

时候，不管谁和他说话他都不理。杨秀真
坚持和他沟通，动员他参加各种活动。知
道张叔擅长唱歌，杨秀真就请他在各类节
庆活动中为大家唱歌、教大家唱歌。经过
杨秀真和同事的努力，张叔不仅融入老年
公寓这个大家庭，还主动帮忙照顾其他老
人。

“秀真把我们照顾得特别好，她跟我
们的亲闺女一样。”86岁的刘惠耕说，她
对杨秀真十分满意。听到老人的夸奖，杨
秀真说：“我和老人们相处时间越久，感
情就越深。我愿意为他们多想一些、多做
一些。 ”

杨秀真：老人的贴心小棉袄

敬业就是人们在某集体的工作当中，严格遵守职业道德的工作态度。
具体来说，敬业就是在职业活动领域，树立主人翁责任感、事业心，追求崇高的
职业理想，培养认真踏实、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杨秀真就是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上接01版）会议指出，要把加大科技
研发投入作为加快科技创新的突破点，
按照“政府引导、部门推动、精准发
力、提升总量”的总体思路，紧盯目
标、持续发力，不断加大全社会研发投
入力度，为打造创新型城市提供有力科

技支撑。要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工
作专班、细化任务措施，强化督导、严
格奖惩，以实际成果检验工作成效。要
在全社会传递支持创新的强烈信号，引
导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重视创
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培育研发

投入新的增长点，以创新引领推动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研究并原则通过了 《漯河市
火灾调查处理规定 （试行）》。会议
指出，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
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意识，以零

容忍的态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改
工作，确保本质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高 喜 东 、 余 伟 、 栗 社 臣 、 徐 汇

川、乔彦强、周剑、徐光华出席会
议。胡新保列席会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上级会议精神
研究现代化食品名城建设工业倍增工程提速科技创新投入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晨阳） 8
月 19日，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高喜东主持召开市政府
第 110 次重点项目建设周例
会。

会议研究解决了在“万人助
万企”活动中搜集的关于漯河利
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粮
面业（漯河）有限公司、河南维
立特化工有限公司等企业的问
题，源汇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项
目、“十三五”能源消耗总量和
强度“双控”及煤炭消费减量替
代考核等有关问题。

在听取了市直有关部门、
各县区及相关企业的情况汇报

后，高喜东对源汇区群众文化
活动中心项目推进过程中涉及
的问题逐一研究，并逐项明确
原则思路、工作要求和部门责
任。

高喜东要求，各县区政府、
各功能区管委会要切实加强组织
协调、督促落实。市直各有关部
门要主动服务、密切配合，加快
推进源汇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项
目前期手续办理工作，确保尽早
开工。各相关部门要对标对表，
定性定量，按指标完成任务。市
发改委要成立工作专班，指导各
有关部门做好“双控”及煤炭消
费减量替代考核工作。

市政府第110次重点
项目建设周例会召开
高喜东主持

本报讯（记者 蒿中刚） 8
月18日至19日，市委常委、市
委政法委书记常英敏一行先后
到临颍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
大袁村警务室、南关派出所和
源汇区老街街道受降路社区、
马路街街道综治中心，实地调
研平安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
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常英敏指出，省委提出的
“三零”（零上访、零事故、零案
件）创建工作是当前基层社会治
理和平安建设的有效载体和抓

手。要对标对表，高起点谋划，
不断创新治理理念、思路和方
式；要典型带动，高标准推进，
重点围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共安全法律
服务等，总结经验，以点带面，
创新开展工作；要高质量治理，
坚持“五治”（政治、法治、德
治、自治、智治）融合发展，进
一步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通过创建实现

“三零”目标，切实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围绕创建目标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常英敏到临颍县源汇区调研平安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晨阳） 8
月 19日上午，副市长周剑到漯
河卷烟厂调研疫情防控和技改项
目建设。周剑先后到生产车间、
烟厂易地技改项目现场，详细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听取企
业汇报。

周剑指出，漯河卷烟厂是漯
河市重点企业、“倍增工程”企
业，市政府高度重视企业易地技
改项目建设，坚定不移地支持企
业发展。

周剑要求，要统筹疫情防
控、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坚决
把疫情防控放在首要位置，落实
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要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在确保质量和安全
的前提下，抢工期、赶进度，力
争项目早日投产；要加强项目谋
划，以“万人助万企”活动为契
机，在谋划新项目、解决问题上
发力，加快实现“倍增工程”发
展目标，为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领导调研工业企业
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