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河路与岷山路交叉口向西约120米，交
通护栏损坏。

梁山路与牡丹江路交叉口向北约40米路东，
垃圾堆积。

太白山路与月湾湖东路交叉口向北约 10
米路东，雨水井盖移位。

如 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维码下载
漯河发布
APP 进行
报料。

天柱山路与黄河东路交叉口向南约300米路
东，围挡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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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10月 30日，记者在召陵区东城街

道谢庄村看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创
意十足的墙绘，农家小院掩映在绿树
红花中，干净笔直的道路通到各家各
户，村民在文化广场上悠闲娱乐……
一幅景新、村美、人和、宜居的和美
乡村新画卷跃然眼前。

“俺村现在不仅居住环境好，乡风也
好。”提起村里的变化，村民谢德安竖起
大拇指。

谢庄村党支部书记谢海顶告诉记
者，2016年以来，村里通过坑塘回填、
招商引资、打造“一村一品”租赁特色
产业等方式，让农户和村集体实现双增
收。

“村里筹资610万元用于建设集体产
业园。”谢海顶说，经过规划和建设，村
里建了两个8000余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
厂房，先后引进漯河市五星鞋业有限公
司、漯河惠彩纸箱包装有限公司、河南
淘气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入驻。

记者了解到，集体产业园不仅为村
民提供120个就业岗位，还使村集体每
年增收51万元。村集体有了收入，村
里的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

经的臭水坑回填后建成产业园变成了
“聚宝盆”，泥泞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整

修后的排水系统更加畅通。
记者在谢庄村看到，一幅幅色彩绚

丽、通俗易懂的墙绘让人目不暇接，有
谢庄记忆、农耕文化、移风易俗等不同
主题，让原本单调的墙体变得妙趣横
生。

在美化村内环境和发展村集体经
济的同时，谢庄村还围绕文明乡风开
展了一系列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村民
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得到了显著提
升。

谢海顶说，村里还成立了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
赌会，将理事会章程纳入村规民约，通
过“四会”协同工作，让群众在参与中
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今年以来，村民议事会对村里5项
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策，充分保障
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道德评议会对村民的行为进行评议，
对好人好事进行表扬，对不文明行为
进行批评教育，提升了村民的道德水
平。红白理事会指导村民办理红白事6
场，积极推动移风易俗，简化流程，
有效遏制了铺张浪费和攀比之风。禁
毒禁赌会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3 次，加
强对村民的宣传教育，加大巡查力
度，确保村庄和谐稳定。

谢庄村：培育文明乡风 建设和美乡村

■文/图 见习记者 张 赢
10月 28日下午，记者在沙澧河风景

区看到，不少市民或单人，或三五好友
结队骑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记
者走访发现，城市骑行已逐渐成为一种

健康的生活方式，吸引各个年龄段的市
民参与。

“骑行的最初目的是健身和减肥。
今年 6 月，我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
后来，我加入了骑行圈。这几个月的

骑行，我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骑行
过程中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更加热爱
这项户外运动了。”今年 28 岁的蔡先
生告诉记者。

王先生是一名骑行爱好者，在线上组
建了骑行队伍。他介绍，他每周会与骑友
外出骑行，制订合适的路线，享受运动带
来的自由与快乐。“骑行的受众很广，我们
的骑友年龄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有十几
岁的孩子。”

此外，记者注意到，不少家长带着
孩子沿着河堤一起骑行，享受欢乐、休
闲的亲子时光。市六院骨科、疼痛科主
任赵广俊表示，骑行对骨骼健康有帮
助。他建议，每次骑行约10公里较为合
适。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城市骑行队
伍，自行车及相关行业也迎来了新一轮的
消费热潮。近日，记者对自行车销售市场
进行了走访。

多家自行车商行负责人表示，年初以
来，前来选购自行车的年轻人增多，自行
车销售额比之前上涨不少。如今，市场上
的自行车种类繁多，有不同材质和款式，
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价位从1000元到1
万元不等。

“目前，比较热门的是公路自行车与山
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又分为直把和弯把

两种，到店的顾客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心仪的车辆。”市区泰山南路一家自行车商
行工作人员说。

除了自行车本身，骑行相关用品
的销量也显著增加。湘江路一家自行
车商行负责人王先生告诉记者：“骑行
一直是热门的户外运动。人们越来越
重视健康，加上社交媒体对骑行的推
广，近两年相比之前更加火爆。骑行
用品如骑行服、骑行水壶、骑行头盔
等销量也随之增加。”

骑行虽然受到市民喜爱，但安全应始
终放在首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
人员提醒广大骑行者，骑行时尽量佩戴头
盔。同时，骑行时应注意避让行人和车
辆，确保自身安全。

骑行持续升温 成为健身新风尚

■李小将
天 气 逐 渐 转 冷 ， 供 暖 成

为 市 民 关 注 的 热 点 。 连 日
来，不断有网友在本报 《市
民建言》 栏目留言，咨询自
己所住小区今年能否实现集
中供暖。同时，供暖问题也
引 起 相 关 部 门 的 高 度 重 视 。
10 月 22 日，市政协组织部分
政协委员视察集中供暖工作
并 召 开 座 谈 会 。 座 谈 会 上 ，
市政协委员对我市近年来在
集中供暖方面取得的成效给
予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当前
集中供暖工作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
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根根供暖管道，一头连
着千家万户，另一头连着供热
企业。根据往年经验，每年供
暖季，总会出现各种问题。如
管道漏水、暖气不热等。这要
求供热企业总结经验教训，早

谋划、早安排，扎实做好供热
前各项准备工作，全面提升供
热保障能力。同时，供热企业
要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及时高
效解决供热过程中群众遇到的
各种问题。

市 城 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大部
分居民小区集中供暖设施建
设已完工，其他居民小区集
中供暖设施建设正在有序推
进，预计供暖季到来前能全
部建成。希望有关部门和供
热企业切实担负起责任，在
确 保 安 全 和 质 量 的 前 提下，
全力以赴推进供暖配套设施建
设安装工作，确保广大群众温
暖过冬。

让群众温暖过冬

本报讯 （记者 郝河庆）
10月24日，记者从漯河医专获
悉，省教育厅日前公布了河南
省2024年高等学校精准帮扶典
型项目评选结果，该校推荐的
《打造两张名片 助力乡村振
兴》项目成功入选河南省高等
学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并荣
获三等奖。

据介绍，漯河医专帮助源
汇区大刘镇蔡庄村通过打造
红 色 “ 英 耀 蔡 庄 ” 和 绿 色

“蔡庄采摘”两张名片，成功
实现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近三年，蔡庄村接待各类参

观、游学团队 632 批共 8000
余人，带动蔡庄特色种植基
地羊肚菌、吊瓜、葡萄、无
花果、水蜜桃、水果洋葱等
销售收入超300万元，提供就
业岗位 60 余个，带动集体经
济每年增收20万元。

在漯河医专的帮扶下，蔡
庄村党支部成功创建河南省

“五星”党支部，集体经济收入
两年翻了一番，实现由脱贫村
到美丽乡村的蝶变。漯河医专
派驻蔡庄村第一书记周凯连续
三年被市委组织部评选为“驻
村之星”。

河南省2024年高等学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评选结果公布

漯河医专推荐项目获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 10
月30日，漯河五中的几名教师
代表将6.4万元送到患病学生小
明（化名）家中。据了解，这
笔钱来自全校师生和一位社会
爱心人士的捐助。

小明患有白血病，进行骨
髓移植手术后出现了排异反
应，目前在父母的陪同下在郑
州接受治疗。当日，教师代表
将捐款交给了小明的外婆。“这
次捐助活动，老师和孩子们积
极参加，大家都希望小明早日
康复。”漯河五中有关负责人徐

亚兵告诉记者。
“捐款人大部分是学校的

老师和同学，还有一位陌生
人。”徐亚兵说。原来，该校
一名学生的家长谭先生经营一
家饭店，一名前来吃饭的顾客
结账时，无意间看到谭先生手
机上为小明捐款的信息，便向
他询问此事。“这名顾客听完
小明的情况后，当即表示也要
捐款，结账时多转了 500 元
钱，请我帮忙转交。”谭先生
说，他把钱送到学校，并向老
师说明了情况。

爱心接力筹善款
救助患病学生

10月31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戏楼后街社区开展秋冬季消防
安全大排查。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10月31日，源汇区老街街道滨西社区举行消防演练。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10 月 31 日上午，源汇区文化旅游局主办的“全民健身 燃动秋季”
系列活动暨源汇区社区运动会交通路社区站在双汇广场举行。马路街街道
数百名居民积极参与，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图为投壶比赛现
场。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风景如画的谢庄村。

沙澧河风景区成为市民骑行健身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