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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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身油污换来万家洁的陈
松华就是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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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路与巴山路交叉口向东约 50 米路北，
污水盖板缺失。

交通南路与银江路交叉口向北约 50 米路
东，污水盖板移位。

柳江路与交通南路交叉口向东约 100 米路
北，污水盖板移位。

柳江路蓝湖北区南门门面房前，地砖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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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峰顺利通过我市
乡村采莲曲

本报讯（记者 张玲玲） 9月6日，
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在9月3日和4
日我市遭遇强降雨过程中，沙澧连通工
程澧河节制闸成功分流澧河洪水，确保
市区段澧河行洪安全。这也是澧河节制
闸首次完成行洪。

受9月3日和4日强降雨影响，澧
河上游燕山水库泄洪流量逐步增大至每
秒900立方米。为确保澧河市区段安全
行洪，市水利局立即安排启闭澧河节制
闸闸门准备工作，研究确定开启方案，
对所有线路、设备进行统一排查。同
时，坚持多部门联动，由漯河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全程监测过闸流量，为澧河节
制闸第一次开闸行洪提供有力保障。随
后，7孔闸门逐渐开启，提前将洪水引
入沙河，有效减轻我市澧河自然河道压
力，确保澧河行洪安全。截至9月5日
上午10点，燕山水库下泄流量减至每

秒150立方米。
为减轻汛期澧河河道城区段的防汛

压力，我市实施了沙澧连通工程，在
西城区大楼魏村开挖了1.6公里导流河
道，初设批复总投资5.5亿元，拟建水
闸 5座，设计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
相应沙河防洪流量为每秒 3000 立方
米，澧河防洪流量为每秒 1900 立方
米。节制闸通过调节、控制水位，可
在汛期将澧河洪水提前分流入沙河，
减轻澧河城区段防洪压力，保障西城
区和南部老城区的防洪安全。非汛期
澧河来水仍经原河道穿市区汇入沙
河，增加拦蓄水量，提高水厂供水保
证率。同时，营造两岸滨河景观，改
善自然、生态和居民生活环境。目
前，澧河节制闸和2座排涝闸已建设完
成并移交市水利局管理，进水闸8月底
已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艳彬 通讯员 吴刚
华） 9月6日，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此
次强降雨形成的洪峰已经顺利通过我
市，市区段沙澧河水位逐渐下降。

受9月3日、4日强降雨影响，我市
沙澧河上游水库同时开闸泄洪，下泄流
量分别是：沙河上游白龟山水库下泄流
量每秒200立方米，沙河支流北汝河大

陈闸下泄流量每秒400立方米，澧河上
游燕山水库下泄流量每秒900立方米，
孤石滩水库下泄流量每秒200立方米，
沙澧河上游合计来水流量达到每秒1700
立方米。9月4日14时30分，白龟山水
库下泄流量增大至每秒400立方米，加
上唐河、马子河等中小河流区间汇流预
估每秒200立方米，如果不加以调控干

预，9月5日，市区段过境水量预测最大
将达到每秒2100立方米。

面对严峻的防洪形势，市水利局主
动沟通、统筹协调、精准调度，使孤石
滩水库下泄流量由每秒200立方米减至
每秒100立方米，燕山水库下泄流量由
每秒900立方米逐步减至每秒500立方
米，沙河支流北汝河大陈闸下泄流量由

每秒400立方米减至每秒246立方米。9
月5日14时，本次最大洪峰到达市区，
沙河市区段最大流量达到了每秒1640立
方米。

目前，市区沙澧河流量逐步减小，
水位趋于正常，整体河道防洪安全可
控，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河道决堤等情
况。

澧河节制闸首次完成行洪

9月6日，洪峰过境后，沙澧河风景区组织人员清理景区的淤泥。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实 习 生 葛啸宇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田。”这句耳熟能详的汉代民
歌，描述的是江南采莲的景象。
这一景象如今在我市也能见到。
在舞阳县北舞渡镇杜庄村一片50
多亩的藕田里，一朵朵饱满的莲
蓬高高擎在枝头，呈现一派丰收
的景象。58岁的种植户吕春喜介
绍，这些莲藕是他儿子吕伟增引
进的。吕伟增是河南农大农学院
博士，希望通过在家乡种植莲藕
的方式，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
村振兴。

9月3日上午，吕春喜拿着
袋子，赤脚走在水塘内，扒开密
密的荷叶，抬头寻找成熟的莲
蓬。翠绿的莲蓬上，一个个青褐
色的莲子籽粒饱满，在莲蓬内露
出一个个“小脑袋”，仿佛在等
待被人采摘。

吕春喜用剪刀将一个个翠绿
的莲蓬齐根剪下，装入袋子中。

“莲蓬从7月开始采摘，能采摘到
9月。采摘的时候需要从根部剪
下，要不然茎内进水会腐烂，影
响长藕。”吕春喜说，夏天采
莲，冬天挖藕，他已经习惯了这
种劳作方式。

“我家从2013年就开始种植
莲藕，品种都是我儿子引进的，
有的用来赏花，有的产莲子、莲
藕和育苗。”吕春喜告诉记者，
看到种莲藕的效益后，一些村民
也都跟着种。如今，村里已经形
成了50多亩的莲藕种植区。

吕伟增主要从事浅水莲藕种
植技术服务和新产品研发，多次
参与河南省科技扶贫，被称为

“泥坑博士”。吕伟增的老家杜庄
村地处泥河洼滞洪区，地势低
洼，容易内涝。为了让乡亲们增
收，吕伟增和团队不断努力，多
次研究，最后敲定了种莲藕的方
案。他的妻子刘新亚也从郑州回
到家乡，为村里发展特色种植探
路。

“每亩田产莲蓬6000至8000
朵，可以卖新鲜莲蓬和干莲子；
莲藕亩产4000斤左右，除了批发
零售，还能制作纯天然藕粉，一
年收入比种地强多了。”刘新亚
说，这些莲藕生产出来的产品新
鲜又美味，口碑好，不愁卖。同
时，莲藕能够美化环境，产生的
经济效益也比较好。通过他们这
些年的不断引导，周边村的乡亲
们也都尝试着种植，取得了不错
的经济效益。■本报记者 杨 旭

一个人为事业打拼时，受累在所难
免，而温暖的家庭就是他最大的支撑。市
民王杰便是如此。因家风良好，王杰家庭
被评为2021年第二季度河南省“最美家
庭”。日前，记者走进王杰家，探访荣誉
背后的故事。

王杰和妻子孙晓芳都是安阳人，因工
作原因来到漯河。王杰是市纪委监委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孙晓芳是漯河职业技术学
院教师。在单位，王杰负责纪检监察信息
的收集、编辑、上报和下发工作，常常早
上7点多出门，晚上9点多才回到家。4
岁的大儿子王习宇早晨醒来见不到爸爸，
总是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

孙晓芳对王杰说起此事，没有丝毫
埋怨，反而劝他安心工作，不要有太大
压力。王杰听了心里很愧疚，但他别无
选择，初心和使命鞭策着他加倍努力。
被单位选派到省纪委学习时，他表现突
出，获得一致好评。功夫不负有心人。
王杰所负责的市纪检监察信息工作连续三
年在全省保持第一方阵。他本人也连年被
评为省纪检监察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市纪
委监委先进工作者。

大儿子出生后，王杰的父母从老家
来到漯河帮忙照顾。和公婆在一个屋檐
下生活，孙晓芳感觉很幸福。“我们夫妻
俩在漯河没有亲戚。公公婆婆的到来，
让我们真正有了家的感觉，也减轻了我
们的负担。如果不是婆婆起早贪黑地打
理家务，我们的日子不会像现在这样幸
福。”孙晓芳说。

2019年，正在外地出差的王杰接到
母亲的电话：父亲突发疾病住院。听着
电话里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王杰急得
不知所措，直到听到电话那头孙晓芳语
气坚定的一句“你放心，家里一切有
我”，才稳住了情绪。

从那时起，王杰在单位更加努力
地工作，只为尽早完成任务，腾出时
间陪父亲看病。在母亲和妻子的陪伴
下，他们不断到北京、上海、郑州寻
医问药。每次背着父亲上下车时，他
都为父亲逐渐减轻的体重揪心。尽管

全力治疗，可是父亲还是在去年年底
离开了他。

“我的父亲王录生是一名农村教
师。”王杰回忆起父亲，眼角泛起泪花，

“小时候，奶奶和姥姥先后瘫痪在床，他
和我母亲二十多年如一日地精心照顾。
那时候家里生活艰难，本可以向学校申
请一些照顾，但他没有那样做，反而从
家里拿钱补贴学生。他用实际行动教我
做一个坦荡、正直的人。”

走上纪检监察工作岗位，王杰受了
父亲很大的影响。婚后，他和妻子廉洁
治家，保持着互吹廉洁枕边风的习惯。
两年前，孙晓芳怀上二胎，频繁孕检让
她不堪劳累。王杰实在心疼，提出找熟
人提前安排检查，孙晓芳断然拒绝：“作
为纪检干部，你一向以身作则，不能为
我破例。”妻子的一次次提醒深深地烙在
了他的心里，也构筑起一道家庭助廉的
坚固防线。

■本报记者 孙 震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你们坚守一

线无私奉献，筑起了安全的防护网，保护
了我们的健康和安全……”9月2日，市区
邙山路中州佳苑业主代表高女士和王女士
来到市委党校，向他们赠送锦旗表达感激
之情。

8月初，市委党校组建了5支疫情防控
志愿工作队，进驻对口帮扶的“三无”楼
院中州佳苑小区。各志愿工作队严格落实
上级疫情防控要求，协助社区做好人员和
车辆进出询问、测温验码、信息核实、返
漯人员登记等工作，得到了居民的肯定。

疫情防控显担当
志愿服务暖民心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实习
生 葛啸宇） 9月5日，记者从市
体育局了解到，在8月27日陕西
西安结束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
赛事活动广播体操展演决赛中，
代表河南省参加比赛的郾城区龙
塔街道代表队获得最佳人气奖。

据了解，在本次广播体操展

演决赛中，我省有七支队伍表现
出色，取得了两个三等奖和四个
最佳人气奖的好成绩。

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
动展演项目分为广场舞、广播体
操、健身气功、太极拳四大项。
本次比赛为线上赛事，参赛队通
过上传视频在线上参赛。

严于律己 廉洁治家

第十四届全运会广播体操展演

我市代表队获最佳人气奖

■本报记者 姚晓晓
“谢谢你们解开了我心中这个结，也

挽回了我的经济损失。”9月3日上午，在
市消费者协会的调解下，消费者赵女士就
美容纠纷和商家达成和解。

赵女士告诉记者，今年6月份，她在
郾城区一家美容养生馆花费15000元使用
美容产品，随后出现双眼浮肿、面部僵硬
等一系列的症状。经多家医院诊疗后，她
需要吃药和理疗才能恢复。不良症状发生
后，赵女士与商家多次协商，要求退还全
部美容费用并支付后期治疗费用，但商家
只退还了10000元的美容费。无奈之下，
赵女士将此事投诉到市消费者协会。

接诉后，市消费者协会对事件进行了
核查，并多次组织调解员进行调解，但双
方就赔偿费陷入僵局。9月3日，市消费者
协会组织现场公开调解，从情、理、法不
同角度和双方进行沟通。最终，经过调解
员和律师的劝说，双方达成和解。商家同
意退还剩余的5000元美容费用，并支付
赵女士3000元后期治疗费。

■本报记者 朱 红
9月4日13点20分，市城管局

综合执法支队郾城大队大队长董黎
明带领防汛人员在解放路防汛时，
发现有几个人焦急地站在路边。

董黎明上前询问后得知，他
们家中有位老人急需到市六院做

透析，可是解放路南段积水较
深，他们的车过不去。

了解情况后，董黎明立即把
老人搀扶到执法车上赶往医院。
由于医院附近水深到膝盖，城管
队员靳朋远赶紧背起老人，走了
40多米将老人送到门诊部。

深水中 城管背老人就医

9 月 3 日，2021 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电视争霸赛
（河南赛区）漯河棋王选拔赛，在市区双汇路与光明南路交叉口附近
举行。经过激烈角逐，王新生、刘跃磊和潘国峰分别获得冠军、亚
军和季军。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美容起纠纷
消协来调解

陈松华：满身油污换来万家洁

■本报记者 朱 红
垃圾中转站是全市生活垃圾中转

的枢纽，承担着垃圾的收集处理和转
运任务。垃圾中转站的正常运转，离
不开默默无闻坚守工作岗位的维修工
人。他们长期忍受刺鼻难闻的气味
儿，用满身油污换来万家洁。陈松华
就是其中一位。

夏季高温，垃圾增多，垃圾中转站
任务加重，又因转运设备长期与垃圾、
污水接触，故障发生的频率也随之升
高。为确保垃圾中转站夏季安全运行，
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维修班人员只
要接到通知，就会立即前往故障地点加
班加点进行抢修。

前段时间，由于油丝断裂、滑轮
不转动影响设备升降，导致万大庙垃
圾中转站设备发生故障；交通南路垃
圾中转站中门变形、污水泵出现故
障；由于箱门破损、横梁断裂，太行
山北路垃圾中转站急需抢修……抢修
过程中，陈松华的手脚被锐物刺伤。
垃圾中转站管理人员劝他先处理伤
口，可他摇摇头说：“不碍事，先把设

备修理好了再说。”
垃圾中转站一台设备的主要支撑

部件少则几十斤，重则上百斤，无论
哪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要靠人力拆
卸，维修工序危险复杂。经过2天2夜
的抢修，3 个垃圾中转站恢复正常运
行。

据介绍，维修工人们每天跟油污、
垃圾“亲密”接触，处理设备故障、检
修垃圾箱、处理液压油管在操作中出现
的漏油爆管等问题……一天工作下来，
经常是满身油污。

“哪里有故障，哪里就是我们维修班
的战场。为市民创造一个洁净、舒适的
生活环境，是我们分内的事。”陈松华
说。

吕春喜在采摘莲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