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龙山路与长江路交叉口向南约 60 米路
西，人行道上搭建有棚子。

芙蓉里巷与交通北路交叉口向东约100米
至160米，路南有人私自安装地锁。

赣江路与桐柏山路交叉口向东约 10 米至
90米路北，围墙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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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北路与人民东路交叉口向北约 15 米
路西，绿地内通信交接箱门锁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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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俺村的环境越来越好，家门口就

是游园，每天晚上吃完饭出来转转，可
美！”“俺村这几年变化大，环境越来越
好，生活越来越舒心。”1月3日，在郾
城区淞江街道小王庄村，提及村里的环
境，村民赞不绝口。

道路平坦，房前屋后皆是风景，道
路两侧色彩鲜艳的墙绘令人赏心悦
目……记者走进小王庄村，映入眼帘的

是一幅美丽宜居的乡村画卷。“2011
年，我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里垃
圾乱堆、污水乱排。”村党支部书记赵
文辉说，十多年来，他积极协调资金，
修路、铺设下水管道、开通天然气等，
使村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

为改善人居环境，小王庄村多次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将垃圾积存点、
乱搭乱建、老旧废弃点整治到位。“环
境好了，大家都是受益者。现在大家都

很自觉，村里的卫生保持得非常好。”
赵文辉说。

在小王庄村，房前屋后看不到任何
杂物，取而代之的是井井有条的小花
园、小菜园、小果园、小公园。“村内
所有的荒片都被打造成‘四小园’，并
指定绿化养护责任人，实现了‘推窗见
绿、开门见园’。你看，这片菜园由周
边的几户村民打理，管理得很好。”赵
文辉说。

位于村子西的银杏游园里，凉亭、
长椅、篮球场、摇椅等设施齐全，是村
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谁能想到，这个
游园以前是一个废弃的坑塘。“过去，
这里杂草丛生，垃圾成堆，一到夏天气
味难闻，大家都绕着走。”67岁的村民
王红欣说，村里组织人员清理垃圾，把
坑填平，搞绿化，花了14万元，建了
一个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游
园。

银杏游园在小王庄村并非个例。
“我们村一共治理了3个坑塘，建了3个
游园，同时还将村内空闲地改造成民
居，对环线墙体进行改造。”赵文辉
说，他们还协调郾城区文化旅游局，在
村东文化广场建了标准化足球场和文化
长廊。

除了优美的环境，小王庄村道路两
侧及游园走廊的光荣榜格外引人注目。
记者注意到，光荣榜上有“好婆婆”

“好媳妇”“优秀党员”等。“这些都是
大家评选出的。我们要发挥榜样带动作

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
风，激励大家向上向善。”赵文辉说。

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小王庄
村集体经济也在逐步发展壮大。“目
前，我们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近 25 万
元。”赵文辉说，他们积极盘活村集体
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空房等资产，充分
挖掘存量价值，采取“双绑”模式，
探索发展租赁经济，通过出租等模
式，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2022
年，小王庄村成立经济联合社，101
户农户和漯河市阳光禽业有限公司签
订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土地 180 亩，
每年产生租金收益22.85万元，每户农
民每年分红 2000 余元。采取“村集
体+劳务公司”模式，成立漯河瑞众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并与3家企业签订
用工合同，既解决了村民就业问题，
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在小王庄村，一幢两层小楼正在施
工。“这里原来是一家废弃的食品厂，
我们拆除后改建成20间门面房，高标
准打造成水果展厅。同时，谋划了冷链
仓储项目，有关手续正在办理。”赵文
辉说，虽然门窗还未安装，但是凭借优
越的地理位置，20间门面房已经全部
租出去了。

“只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才能
让‘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为乡村的生动
图景。”赵文辉说，相信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小王庄村会越来越好。

郾城区小王庄村

人居环境底色美 幸福生活成色足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1月6日，记者
从漯河火车站了解到，1月5日零时起，全
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后，漯河西站新
增了4趟高铁。

漯河西站新增的4趟高铁是：G457青
岛北—桂林北、G458 桂林北—青岛北、
G532荆门西—北京西、G567郑州东—广
州白云。

据了解，2025年春运自1月14日开始
至2月22日结束，共40天。根据目前火车
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2025年1月
14日的春运首日火车票已开始发售。

铁路部门提醒，列车运行图调整变化
后，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官网、客户端等
渠道进行查询，或者关注车站公告，以便合
理安排行程。

1月5日零时起

漯河西站
新增4趟高铁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1月6
日，家住泰山路金地翠园小区的
一位居民拨打119报警电话，称
他家窗户外有一个蜂巢。接警
后，郾城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
迅速赶到现场处理。

消防员经过观察发现，蜂巢
位于客厅窗户外面的房檐下，数
百只蜜蜂围成一团，密密麻麻，
甚是恐怖。特勤班副班长马向田
穿好防护服，手持点燃的杀虫剂
喷火灭蜂。几分钟后，这个蜂巢
被顺利清理。为防止蜜蜂再次筑
巢，消防员又对房檐进行了清
理。

马向田介绍，冬天，蜜蜂、
马蜂等昆虫基本处于冬眠状态，

活动较少，他们处理蜂巢的情况
比较少见。

马向田提醒，居民如果遇到
家中或建筑物上有蜂巢的情况，
切勿自己动手驱赶，可以拨打
119报警电话求。

蜂巢暗藏居民楼
消防员紧急处置

■本报记者 于文博
“虽然我退休了，但是思想不能褪

色。我要尽己所能为社区建设出一份
力。”67岁的李放明作为一名党员，
退休后一直在源汇区马路街街道八一
路社区服务奉献。多年来，他积极参
与公益活动，时刻关注所在小区的公
共事务，是居民眼中的“热心肠”。

近日，在市区交通路汇鑫紫御家
园，记者见到李放明时，他正和其他
居民讨论小区修路的事。“小区的路面
有破损，大家商量如何修整。”李放明
告诉记者，他会将意见汇总，反映给
社区和小区物业。

记者跟着李放明在小区转了一
圈。一路上，居民见到他都主动打

招呼。
2023年，小区改造施工，李放明

守在施工现场，在帮助施工人员协调
问题的同时，还对施工质量进行监
督。小区蚊蝇较多，李放明买来药品
和药桶，每天对垃圾箱、下水道等进
行消毒，效果显著。每年冬天，李放
明的电话就成了供暖热线，有人问他
暖气温度不高该怎么办，有人请他帮
忙缴暖气费……李放明从不推辞，都
会热心相帮。

李放明的热心得到小区居民的认
可，大家有事都喜欢请他帮忙。前几
年，两户居民因为厕所漏水发生争
吵，其中一户居民找到李放明帮忙。
李放明多次协调，并请双方的亲朋好

友劝说。最终，两户居民达成一致意
见，解决了问题。

为更好服务居民，八一路社区每
周六开展“公益集市”活动，李放明
积极参与，帮忙搬运东西、清理垃
圾、维持现场秩序等。每逢节假日，
八一路社区都开展各类庆祝活动，李
放明作为志愿者每次都在现场。他的
奉献和付出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李
老师给社区帮了很多忙，非常感谢
他。”说起李放明，八一路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李佳佳赞赏道。

“我既是党员，又是志愿者。大家
需要我做啥，我就去做啥。能帮助大
家，我很高兴。只要身体允许，我就
会一直做下去。”李放明笑着说。

李放明

退休不褪色 余热暖民心

1月4日，市图书馆举办“豫出彩·一起来读书”文化志愿服务活
动，志愿者带领孩子们阅读绘本故事《守株待兔》。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1月5日，市新华书店马路街购书中心举办“小学霸大闯关——成
语”和手工制作雷达探测仪科学实验活动。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杨
旭） 1月6日，漯河日报社“暖冬
行动”工作小组联合市慈善总
会、爱心商家云衣定制，为源汇
区5户家庭送去爱心物资。

“辛苦你们了，带了这么多东
西来看俺。”泰山南路碧湖御苑小
区，李自来热情地招呼一行人上
楼。他和妻子都是残疾人，靠勤
劳的双手供养出两个大学生，日
子越过越好。志愿者将爱心物资
搬上楼后，详细了解了夫妻俩的
身体状况、生活状况，表示有困
难可以与他们联系。

除了米、面、油等物资，爱
心商家还为部分家庭准备了冲锋
衣。“叔，快穿上试试，可暖和

了。”在大刘镇湾王村，志愿者为
村民张玉申换上了新衣服，老人
喜笑颜开。

当天，一行人还慰问了源汇
区其他3户困难家庭，为他们送
去了冬日里的问候与关怀。

“暖冬行动”工作小组
慰问源汇区5户家庭

1月6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东大街社区联合漯河市康养投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开
展“‘浴’见温暖 情暖夕阳”老年人爱心助浴活动。图为老人洗浴前，志愿者为
其理发。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1月5日，市幸福沙澧社区服务中心志愿者在阳光世纪苑小区开展义剪、磨
刀、认知障碍筛查、量血压等便民公益服务活动。图为志愿者为居民作认知障
碍筛查。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色彩鲜艳的墙绘，为村庄增添了别样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