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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路与京华路交叉口向西约 60 米路北，
下水道堵塞，污水外溢。

香山路与湘北支路交叉口向北约 20 米路
西，道边石倾倒。

湘江西路与五一路交叉口向东约 50 米路
南，临街门店装修无围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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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红
12月11日，记者在西溪花

园看到，小区南、西、北门进
出口均装有智能门禁设备、智
能AI摄像头、高空抛物监控摄
像头、电梯电动车阻车摄像头
等。其中，智能门禁设备可以
减少门岗保安的工作量，降本
增效，整体实现了少人化管
理；智能 AI 摄像头+智能播
报，自动识别检测行人是否佩
戴口罩，对未戴口罩者进行抓
拍并提醒，助力小区高效管
理；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以

视频的形式实时监控高层建筑
抛掷物品行为，通过智能识别
追踪到抛掷楼层；电梯电动车
阻车摄像头通过智能识别，发
挥智能报警、控制电梯等作用。

据了解，西溪花园共计13
栋楼，入住率为29.9%。目前，
西溪花园已完成同智慧社区平
台的数据对接，通过对前端设
备感知数据信息的采集，实现
信息智能感知、异常智能发现
等。

根据今年市定民生实事智
慧小区建设计划，西溪花园成

为30个试点小区之一。市政务
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围绕智能
门禁、人脸抓拍、高空抛物、
电梯阻车等进行了一系列前端
建设，通过对接智慧社区平
台，有效应用于社区党建、疫
情防控和综合治理等工作中。

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30
个智慧小区，其中郾城区 14
个、源汇区6个、召陵区6个、
西城区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2
个。

据了解，为了把智慧小区
建设好，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高度重视民生实事项目
的落实，把民生实事项目推进
工作摆在全局重要位置，对照
2022年市定民生实事及责任分
工，对局里承担的民生实事项
目进行细化分解，制订实施方
案、工作台账，明确建设任
务、建设目标、时间节点等，
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强化
调研指导，局领导和分管领导
多次深入有关单位、社区调研
移动政务服务能力提升、智慧
小区建设等民生实事项目实施
情况，并在项目建设、运营、

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同
时对有关部门提出的相关意见
建议立行立改，确保惠民事项
落地落实落细。

■本报记者 杨 旭
临颍县皇帝庙乡吴集村曾

是省级贫困村，但在短短数年
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蜕变成村强民富的典范，这其
中离不开驻村第一书记刘乐等
人的付出。日前，记者走进荣
获漯河市 2021 年度“文明家
庭”的刘乐家里。

2020年 3月，刘乐被市纪
委监委派驻到吴集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在驻村的近三年时
间里，刘乐和妻子、女儿聚少
离多。“我的妻子既要照顾年
幼的女儿，又要照顾年迈的老
人，很辛苦。但她总说，家里
有她，让我安心工作。”说起
妻子朱昭蕾，刘乐的愧疚之情

溢于言表。夫妻两人每晚都会
在电话里相互倾诉工作及家庭琐
事，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朱昭
蕾不会因为丈夫工作忙碌而抱
怨。刘乐也会在周末回家的时
候，为家人包饺子、烙菜馍。

没有后顾之忧的刘乐，全
身心投入驻村工作中。他先后
经历了脱贫攻坚收官和乡村振
兴开局，争取项目资金700余
万元，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
改善村内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
条件。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45 户 142 人全部实现稳定脱
贫。

“如何在驻村期间为村里
留下一些可持续增收的项目，
增强村级自主健康发展的能

力，才是最需要考虑和谋划的
事情。”刘乐说，大蒜种植是
吴集村的传统优势产业。2021
年，大蒜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
工程项目落户吴集村。项目投
资300余万元，以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为主体，对流转的 280
亩地进行高标准改造，配备拖
拉机、耕地机、种蒜机、收蒜
机、无人机等农机设备 8 台，
建设大蒜展示馆1座，并对管
理和种植人员进行系统化培
训。如今，大蒜种植已成为吴
集村一张亮丽的名片。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达到21万元。相比
2020 年，村民年均增收 1000
元。

采访时，谈起吴集村的大

小事，刘乐都有一句口头语：
“我们村……”村民告诉记者，
刘书记以村为家，以民为亲。
2020 年 10 月，刘乐的左脚出
现明显肿胀。经检查，确诊为
踝关节软骨坏死。尽管医生和
单位领导建议刘乐在家休息，
但他考虑的是，村“两委”班
子刚组建一个多月，且年底各
项考核验收、观摩评比和各级
慰问活动集中，于是决定一边

在村内修养，一边兼顾工作，
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妻子对此
没有怨言，只是时常在电话里
叮嘱丈夫工作时多注意身体。

“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家
人相互理解和包容。我很幸运
拥有一个正能量满满的家庭，
让我能在基层岗位上安心地坚
守。”刘乐说，夫妻间的感情
也在彼此信任、依赖中越发深
厚。

夫妻相互扶持 共筑幸福之家

■本报记者 尹晓玉
通 讯 员 王利生

“妈，你喝点水吧……”12月
5日中午，黄晓彩端着一碗温开水
来到婆婆床前，一勺一勺地喂给
她。黄晓彩的婆婆今年84岁，患
病20多年，生活不能自理4年，
曾被医院下病危通知。但黄晓彩
从不放弃，日夜陪护，悉心照料
婆婆。

今年50岁的黄晓彩是临颍县
新城街道温馨苑小区居民。2000
年，黄晓彩和爱人在广州打工
时，突然接到家里电话，称婆婆
得了重病，夫妻俩立即买车票回
家。“当时，婆婆的胳膊和腿都无
法动弹，需要喂饭，端屎端尿。”
黄晓彩说，回到家后，他们开始
带婆婆四处求医。经过两年多的
治疗，婆婆的情况稍有好转，可
以拄拐行走，能自己吃饭。公公
一个人就能照顾她。后来，黄晓
彩再次踏上南下打工之路。

人在广州干活，但黄晓彩始
终放心不下婆婆。加之公公年事
已高，身体越来越不好，2015
年，她再次辞工回家。从此，黄
晓彩开始了边在附近工厂打工边
照顾公婆的生活。2018年，黄晓
彩的公公去世，婆婆的病情加
重。收到医院的病危通知后，黄
晓彩仍不放弃，她跑前跑后，寻
医问药，细心照料，耐心地给婆
婆喂饭、喂药……在她的精心照
料下，婆婆的病情逐渐好转。但
因全身肌肉萎缩，婆婆从此卧床
不起。黄晓彩只好辞掉工作，专
心在家伺候婆婆。

今年 2 月份，婆婆再次病

重，进入重症监护室抢救。“当
时，医生说婆婆多个器官已经出
现衰竭迹象，加上年事已高，建
议不再抢救，接回家观察。”黄晓
彩说，“接婆婆回家后，看到她躺
在那儿不能动，全身浮肿，吃不
下饭，我很心疼，就一勺一勺地
喂她葡萄糖水。两三天后，婆婆
身上的浮肿竟然下去了，也能吃
点东西了。”

后来，婆婆的情况越来越
好。平日里，黄晓彩每天最重要
的事就是给婆婆喂饭、翻身、擦
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最
近，婆婆每天早上能吃一小碗炖
鸡蛋，喝一杯葛根山药玉米糊；
中午能喝一杯奶粉，再泡个鸡蛋
糕吃……“婆婆卧床不起，不能
吃太硬的东西，也不能吃太多。
我经常通过手机学习做营养餐，
想办法让她吃。”黄晓彩说。

在黄晓彩的悉心照料下，婆
婆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她的
孝心，得到了亲戚和邻居的称
赞。“今年俺妈病重后，医生说不
抢救了。想不到回来后，经过俺
弟媳妇精心照顾，俺妈又挺了过
来。”黄晓彩的大姑姐王小娜告诉
记者，母亲全身不能动，卧床已
经四五年时间，一直是晓彩在照
顾，每天喂吃喂喝，端屎端尿，
她看了非常感动。

“晓彩特别有孝心，自己舍不
得吃喝，给婆婆买营养品可舍
得。”提及黄晓彩，多名邻居连连
夸赞。

“婆婆也是妈，她病倒了，我
必须照顾她，再苦再累都值得。”
黄晓彩说。

漯河发布APP

《市民建言》 栏目是漯河
日报社重点打造的一个网络民
情栏目，已经创办了11年。创
办这个栏目是为了适应互联网
时代舆论引导的需要，在党和
政府与网民之间架起一座有效
沟通的桥梁，把一些民意民
情、真知灼见收集起来，为市
委、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提
供决策参考。市委、市政府还
专门下文要求各职能部门认真
听取网民意见和建议，积极回
应网民关切，广泛凝聚社会共
识，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

大家有什么烦心事、麻烦
事，可扫描二维码下载漯河发
布 APP，打开 《市民建言》 栏
目即可留言。

【建言回复】
一、地砖破损
漯 河 发 布 网 友

“215727”说：祁山路与淮河
路交叉口附近，人行道多处地
砖破损。

郾城区回复：已列入明年
整修计划。

二、路面破损
漯 河 发 布 网 友

“212245”说：沙北路与崂山
路交叉口向西约20米，路面破
损。

郾城区创文办回复：路面
破损面积较大，已列入明年整
修计划。

三、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

漯 河 发 布 网 友
“175243”说：樟江东路与衡
山路交叉口，没有交通信号灯。

市公安局回复：因施工原
因，暂时将交通信号灯拆除，
待施工结束后予以恢复。

四、排水管道堵塞
漯 河 发 布 网 友

“174208”说：金江路与泰山
南路交叉口向西约 80 米路
北，大未来购物中心广场排水
管道堵塞，污水外溢，影响通
行。

源汇区创文办回复：开源
大未来购物中心现已整体转
租。目前正处于交接期，预计
明年1月开始维修。

见习记者 王聪聪 整理

慰问困难家庭
■本报记者 刘净旖

“谢谢阿姨。我们一定会
好好学习。”12月13日，临颍
县固厢乡城顶村的小雨 （化
名）和小远（化名）姐弟俩对
临颍县固厢乡社工站社工杨赛
和黄莉果说。

杨赛告诉记者，小雨和小

远的母亲意外去世，父亲为了
维持生计长期在外务工，他们
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临颍县固厢乡社工站社工
在走访中了解到，小雨和小远
上网课遇到困难。杨赛和黄莉
果为姐弟俩送去了学习用品，
并在闲暇时帮姐弟俩补课。

■本报记者 朱 红
漯河日报社联合团市委、

市慈善总会、和谐家庭幸福基
金会、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举办
的“暖冬行动”目前正在紧张
分送物资。12月13日，“暖冬
行动”小组和漯河市幸福家园
社区老年大学、漯河市文润艺
术培训学校志愿者慰问了7户

困难家庭。
83岁的张秀清住在短工市

街，她的儿子和儿媳均在住
院。看到志愿者来看望她，张
秀清很高兴。

46岁的杨书贞住在泰山路
南段碧湖御苑小区，夫妻二人
均残疾。他们的一双儿女很争
气，学习特别好。

高秀玲住在市一建公司家
属院，心脏不好，孙子残疾。
志愿者给她送去了米、面、油
等。

关爱留守儿童 传递温暖真情

电网改造点亮城乡生活 好媳妇多年照顾患病婆婆

创业路与柳江路交叉口向北约150米路东，
道路破损。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净旖
推进城乡电网改造升级是

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今年以
来，国网漯河供电公司高度重
视民生实事办理工作，全力克
难攻坚、精心组织实施，全力
推进城乡电网改造升级，提高
城乡供电能力，满足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用电需求。2022年，
我市城乡电网完成50个配电台
区升级改造，新建、改造10千
伏及以下的线路52.41千米。截
至9月底，城乡电网改造升级工
程全部完工，提前并超额完成
目标任务。

12月 6日，记者走进舞阳
县辛安镇大尹村。村民尹建亭
告诉记者：“以前，俺村基础
设施落后，变压器容量小，电
线细，天热时经常跳闸。电网
改造后，变压器、电线都换成
新的了，再也不用担心停电
了。”

记者了解到，2022年，在
新一轮电网改造升级工作中，
国网漯河供电公司共投资1.06
亿元，受益群众达156759户。
改造后，城乡低电压和用电

“卡脖子”问题彻底解决。
有了充足的电能，村里的

养殖一年一个样。12 月 7日，
在临颍县巨陵镇李庄村，鱼塘

养殖大户赵小毛对记者说：
“没有电气化改造工程，咱不

可能这么快脱贫致富，没有新
一轮电网升级改造，养殖用电

很难得到保障。”赵小毛算了
一笔账，他的12亩鱼塘，大约
有 5 台增氧泵，用电量很大。
电网升级改造，让鱼农用电无
后顾之忧。

为了电网改造升级顺利推
进，国网漯河供电公司的员工
付出了巨大心血。国网漯河供
电公司配网管理部员工李鹏鸣
回忆，今年夏天，他们在郾城
区商桥镇王湾村烤烟房进行电
网配套工程改造时进展不顺
利。他们协同多部门组成攻坚
小组，积极联系有关部门工作
人员，会同当地镇政府和村委
会现场会商研判。为寻找最佳
路径，他们认真勘察每一个点
位，讨论立杆的可行性。经过
努力，王湾村烤烟房线路通道
问题全部解决。

为加快农村电网改造升
级，打通农网升级改造“最后
一公里”，国网漯河供电公司
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让群众
感受到电力部门周到、细致的
服务，使农村用电更加可靠、
便捷、智能化，提高了四区两
县 278 个行政村城乡供电能
力，改善了居民生产生活用电
条件。

国网漯河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架设线路。

智慧小区建设 让百姓安全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