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讯（记者 朱 红 于文博） 1
月 13日，漯河日报社“暖冬行动”
小组和漯河日报社党员代表来到舞
阳县马村乡华店村，看望慰问该村8
户困难家庭，为他们送去物资和冬
日的问候。

华店村8户困难家庭对志愿者的
到来十分欢迎。村民华永欣的儿
子、儿媳患有残疾，孙子和孙女正
在上学。接过志愿者送来的物资，
老人连声道谢。村民华金保和妻子
都是残疾人，生活不易。村民华松
业患病，日常医药不断。对于志愿
者的帮助，他们都表示感激。

据了解，“暖冬行动”小组不仅
给他们送去米、面、油、牛奶、水
果等，还送去了暖和的棉衣。

“‘暖冬行动’不仅给困难群
众带来了物资，还让他们感受到了
融融暖意。我们十分感谢。”华店村
驻村第一书记李永辉说。

■本报记者 孙 震
1月8日凌晨4点30分，夜幕

沉沉，寒气逼人。当人们还在熟
睡的时候，家住市区五一路南段
的白付芳就起床了。他简单洗
漱之后，穿上厚厚的棉衣，戴上
手套下楼。4点45分，他骑着电
动车出小区大门。从事环卫工作
这6年来，他每天都是在这个时
刻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年61岁的白付芳是源汇区
马路街街道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马路街环卫中心）的一
名环卫工人，凌晨5点10分开始
清扫道路已成为他的习惯。

白付芳负责的路段虽只有
150多米，但因地处市区繁华地
段，产生的垃圾并不少。只见他
双手握紧扫帚，将路面上的灰尘
和垃圾清扫成一个个小堆，再将
它们一一铲到垃圾桶里。

7点30分，白付芳完成了责
任区域的清扫工作。这仅仅只是
一天的开始，接下来，他还要对
责任区域进行巡回保洁，确保路
面全天整洁。

“天亮前都是借着路灯清扫垃
圾，一些烟头和零碎的垃圾，只
有天亮后才能看清。此外，地砖
缝里、马路牙子缝里的垃圾也不
容易发现和清理。”白付芳告诉记
者，他把环卫工作当作自己的使
命，一定会把它做好。

中午12点，白付芳经过短暂
休息又开始工作。2个小时内，白
付芳在责任区域来回走了不下十
趟。他说，看到路面有垃圾，他
就感觉没尽到责任。白付芳一手
拿着扫帚，一手拿着垃圾篓，时
不时清理着路面上的垃圾，一直
忙到晚上 6 点才结束一天的工
作，踏上回家的路。

马路街环卫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白付芳是一位有着29年党龄

的老党员，2015年到环卫中心工
作。白付芳像一头老黄牛，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连续多年获得
源汇区、马路街街道“环卫标
兵”称号。2021年11月7日下起
了小雨雪，道路上落满了树叶，
为了把路面清扫干净，他工作到
深夜1点才回家。搬运辖区内楼
道杂物，修补街道、楼道破损墙
面，清理卫生死角……马路街环
卫中心的其他工作，白付芳也是
随叫随到，冲锋在前。

“虽然天冷，捡垃圾很累，但
路面干净了，我心里就有一种说
不出来的舒服。”白付芳说，在他
打扫路面时，市民都非常配合，
还有很多人帮他捡垃圾、推垃圾
桶。这让他非常感动，也让他对
工作更加热爱。

有一种奉献叫作坚守。严冬
季节寒风凛冽，当我们在温暖的
屋内时，寒风中仍有劳动者在坚
守。他们或工作于露天高台之
上，或穿行于尘土飞扬之中，或
奔波于街头巷尾之间……为城市
建设发展付出辛勤劳动。城市因
他们变得越来越美丽。让我们向
他们深深地致以敬意，道一声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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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江路与鹤云山路交叉口向西约50米路南，
窨井盖破损。

汉江路与翠华山路交叉口东北角，中国移
动通信交接箱门敞开，存安全隐患。

黄河路与黄山路交叉口西南角，垃圾随处可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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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慰问困难家庭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44岁的胡军娜是源汇区水产技术推

广站渔业科技推广员、农业推广硕士、
高级水产师、农业部水产病害防治员。
从事淡水渔业技术推广工作23年来，她
不辞劳苦，坚持深入基层，包村入户为
养殖户开展技术指导、提供信息服务，
扎实推进科技扶贫帮扶工作。

在长期的基层生产实践中，胡军娜手
把手带出了一批新型乡土渔业实用人才，
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及智
力支撑。她先后被评为漯河市科技兴农先
进个人、漯河市科技扶贫工作先进个人、
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农业科技工作先
进个人等。2020年11月，她被农业农村
部评为全国“最美渔技员”。

蹲守鱼塘 解渔民困扰

“胡军娜就是我们鱼塘的守护神，有
困惑一个电话，她就会到现场解决。”1
月9日，记者在源汇区问十乡曹店村采访
时，养殖户曹四兴告诉记者。

曹四兴说，去年开春升温后，不少养
殖户因没有及时巡塘查看水质情况，导致
鱼病暴发。一些鱼出现“趴边”现象，还
有不少鱼体溃烂、长白毛。陆陆续续有
420亩池塘的鱼体发病，养殖户心急如
焚。

胡军娜听说后，立即赶往养殖场，通
过水质检测、鱼体采样、镜检，比对分析
后得出结论：发病池塘鱼体患上病毒出血
性烂鳃病，俗称“鱼瘟”。如不马上用药
治疗，会导致多个鱼塘的鱼在短时间内感
染上疫病死亡。

随后，胡军娜连续7天蹲守在鱼塘边
上，和养殖户一起调控水质、添加微生物
制剂、解毒及开展应激处理，待鱼体稳定
后又进行了杀虫处理，最终为养殖户挽回
经济损失160多万元。

渔民的问解决了，胡军娜的嗓子却

哑了，脚也累得抬不动了。像这种情形，
对于奔波在乡村鱼塘间已有23年的胡军
娜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试水养殖 引渔业繁盛

2010年之前，由于遇到技术问题不
能及时解决，渔民养殖不赚钱，多外出打
工，全区65%的鱼塘被抛荒弃养。胡军娜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胡军娜求导师、找校友，跑遍国内主
要水产市场和精养基地。了解到青虾、大
口黑鲈等名优水产品市场行情较好，人工
养殖前景广阔，她便回乡宣传发动，组织
渔民开展养殖。然而，“怕”技术难学、

“怕”产品难销、“怕”亏本，让当时的渔
民无人敢试水。

为打消渔民心头顾虑，胡军娜选择了

问题比较突出的问十乡曹店村，蹲点示范
推广新技术，重点推广养殖成本相对较低
的青虾。她自费近3万元建设一栋水产温
室大棚用于青虾培育，同时选用基础设施
较好的5亩鱼池进行商品虾的试验。为掌
握第一手资料，胡军娜白天搞培训、晚上
蹲守在池塘。2016年夏季，为观察虾苗
生长发育情况，她带着3岁多的女儿住在
池塘边，每两个小时起来观察一次，连续
30多天没有睡一个安稳觉。

此外，胡军娜积极与省水产科学研究
院沟通协调，为曹位伍等3位养殖户无偿

提供青虾苗种，并手把手教他们操作。仅
仅一年，3位养殖户一跃成为村里的富裕
户。在曹位伍等的示范带动下，青虾养殖
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据统计，我市
养虾面积由当年的不足10亩一跃发展到
现在的近1万亩，年产量达9000吨，纯
利润近5000万元。

科技创新 让养殖户受益

2013 年，胡军娜主动请辞行政职
务，专心开展学术交流，培养专业技术人
才，带出了一批乡土新型农村渔业实用人
才。“我是因为喜欢和热爱，才有了潜心
研究的动力。看到养殖户脱贫致富，我很
开心。”胡军娜说。

针对种鱼孵化率低的问题，胡军娜发
明了一种淡水渔业杂交用孵化器，均衡平
稳供氧，避免了鱼卵相互碰撞，提高了孵
化率；针对同一孵化环道设施容易出现水
过滤装置堵塞、不方便清洗、滤网寿命短
等问题，胡军娜发明了一种淡水养殖孵化
用过滤装置……她还相继申报“一种用于
物联网现代农业养殖鱼塘的智能除冰设备
及自动碎冰方法”“一种加州鲈鱼的养殖
方法”等13个专利，获得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6项专利
技术在全省示范推广。

在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胡军娜主持编
写了《漯河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发表
论文 27 篇，发布 5 个行业操作标准规
范，获得河南省农牧渔业丰收合作一等奖
1项、范蠡科学技术推广二等奖1项、河
南省重大科技攻关2项、漯河市科技进步
奖4项。

胡军娜：甘当渔业“守护神”

■本报记者 范子恒
从一次次不欢而散的争吵到拿起法

律武器维权，召陵区召陵镇的居民王某
终于找到了解决邻里间矛盾的有效办
法，而关键转折点在于法律顾问进基层。

2021 年，我市围绕“扩大村 （社
区）法律顾问服务面，完善农村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民生实事要求，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协调保障，创新工作机制，
狠抓推进落实，法律顾问进基层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市 1346 个村
（社区）配备法律顾问332名，实现全覆
盖。其中，专业律师307名，服务村（社
区） 1258个，占比达93.5%，超过了省
定80%和市定90%的目标。

市司法局积极探索村（社区）法律
顾问参与村级重要事务合法性审核工作
机制，对涉及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切
身利益、农村资源管理等17类事项以及
决策议事的6个环节进行审核，着力推动
村级“四议两公开”决策程序、决策事

项合法合规，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助
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发展
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

“过去有了宅基地纠纷、家庭纠纷、
劳动用工纠纷等，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找
说法。自从村里有了法律顾问，我们的
法律意识增强了。”舞阳县北舞渡镇东王
村居民王建辉告诉记者。冯磊自担任东
王村法律顾问以来，围绕解决纠纷、普
法宣传等开展工作，如今已经成为村民
最信赖的朋友。

针对临颍县、舞阳县专业律师资源
不足的情况，我市先后调配123名市直律
所律师担任两县的法律顾问，还设置村
（社区）法律顾问公示栏，对外公布法律
顾问的姓名、所在律所、联系方式等，
方便群众随时联系。为了方便工作交
流，我市组建市、县、乡、村四级村
（社区）法律顾问微信工作群，交流工作
经验，听取工作建议，实时解答群众法
律咨询，实现法律服务的“全天候、零

距离”。
去年以来，全市 332 名村 （社区）

法律顾问累计接受法律咨询 7500余人
次，为群众提供专业法律意见 2800多
条，代为起草法律文书258份，开展法
治讲座516场，参与诉讼活动27件，调
解矛盾 679 起，提供现场服务 1700 余
场，为村（社区）重大事项提供法律意
见370余条。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1月 12
日上午，漯河日报社“暖冬行动”
小组、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成
员，到临颍县巨陵镇齐庄村看望慰
问5户困难家庭。

村民齐俊芳患病，妻子是残疾
人。齐俊芳领到物资后，感动地
说：“多谢你们冒着严寒、带着米面
油来看望我们。”

村民谢书民是残疾人，妻子突
发脑梗，生活非常困难。“感谢爱心
人士帮我家渡过难关。”谢书民说。

村民王永娜的老公突然去世，
家里有两个孩子，生活陷入困境。
看到爱心人士送来了生活物资，她
连忙表达谢意。

法律顾问进基层 解决群众身边事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古人学问无余力，少壮功夫

老始成；铎程平日多勤奋，虎年
努力创新高。”“憨厚可爱小轩
轩，一手好字惊四座；若能奋进
超自我，金榜题名待佳音。”“文
质彬彬人中杰，俊才济济领头
雁；海纳百川成其大，海阔天空
凭鱼跃。”这一首首精彩小诗，竟
是一位老师给学生写的期末评语
（如图）。

老师的拳拳之心和切切之情
藏在字里行间，薄薄的一纸通知
书承载着浓浓的师生情……近
日，朋友圈中热传的老师期末评
语让人们大加赞赏，称赞老师太
暖心太有才，学生有这样的老师
很幸福。

1月13日上午，记者联系到
了写下这些评语的市第二实验中

学老师王越月。39岁的王越月是
英语老师，担任七（10）班的班
主任。

谈起给学生写的评语，王越
月说，每个学生的性格不一样、
学习程度也不一样，她每次写评
语会用心地提出不同的期望，帮
助他们提高自己。她会在评语中
挖掘闪光点表扬学生，激发他们
的自信心，同时也会指出他们的
不足和需要努力的方向，激励他
们超越自己。班里共54名学生，
她要写54个“量身定制”的期末
评语。虽然寥寥数语，却倾注着
老师的心血和对学生的热爱。

看到评语后，学生许兆惠的
妈妈感慨道：“感谢老师把真情注
入文字，给学生们留下如此特别
的纪念。孩子很开心，有了明确
的努力方向。”

寒冬中那抹橘色

期末评语 她写54首诗送学生

源汇区问十乡曹店村，胡军娜为养殖户讲解锦鲤冬季养护知识。

1月13日，湘江路涵洞，流动商贩占道经营。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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