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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王中献史娟马文涛）“现

在有了临时摊位，终于能安心卖菜了。城管还帮咱推车、摆

菜。”7月6日，在邓州市人民公园南门早市上，正在卖菜的

摊贩汤贵斌说起这些天的变化，乐得合不拢嘴。

汤贵斌摆摊的人民公园南门距市幼儿园不到300米，

以前，早上接送学生的车辆和占道摆摊的菜贩一起挤在路

上，混乱不堪。6月28日，该市领导在“晨走街巷”活动中发

现这一问题后，立即下发整改通知，并提出指导意见：疏堵

结合。

该市城管局深入调研，借鉴外地经验，在路沿石上设立

临时便民摊点，每天早上6点至8点限时经营。“美里很！这

样一来，不堵车了。晨练完了顺便买些新鲜蔬菜，可方便

了。”在附近居住的王桂云手里拎着刚买的蔬菜，赞不绝口。

为深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今年6月份以来，

该市开展县处级领导“晨走街巷——察民情找问题办实事”

实践活动。全市副处级以上干部分为13个小组，每周至少

到分包街道（河道、学校）晨走两次，不乘车不扰民，下沉到

所分包区域，深入背街小巷。在用脚步“丈量”问题的同时，

拉近了和群众的感情，全面了解群众所思所盼，解决了不少

实际问题。

“垃圾山不见了，小摊贩不堵门了，新修的沥青路走着

特别美。”现在，该市湍河二初中学生家长杜小聪接送孩子

时，都会忍不住在校门前四处看看。而就在前不久，她还在

抱怨学校周边脏乱差。6月11日，该市领导在“晨走街巷”

过程中，来到该校门前察看校内外环境，并向师生和周边居

民详细了解存在的问题。随即，问题清单交办给了湍河街

道办事处。最终，校门前的小商小贩被引导到合理位置摆

摊，僵尸车和建筑垃圾也被清运走了。6月30日，学校门

前路面重新铺设。记者看到，校门外的沥青路面光滑平整，

新画的停车位、禁停线等交通标识清晰醒目，减速带、防冲

撞设施一应俱全。

目前，该市“晨走街巷”活动已走访排查出各类问题

400余件，全部建立了问题整改台账。为切实保障“晨走街

巷”活动成效，该市及时分析查找城市管理中存在的共性问

题和深层次原因，立足长远，着眼全局，督导相关部门建立

制度规范管理，推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大提升。

“市领导要切实带好头、树标杆，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街巷环境突出问题和关键小事，有序开展市容环境专

项整治，列清单、建台账，压实责任、用心用力，用‘关键少

数’的实际行动为群众创造更加优美、和谐、文明、宜居的生

活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邓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宋朝
实习生于涛荣峻弛安子逸

“返贫？不可能！”远少坤、王社普、叶

占芳说。

远少坤是伊川县吕店镇王村党支部

书记，王社普是建设银行洛阳分行派驻王

村的第一书记，叶占芳是吕店镇党委书

记，7月12日，在回答王村有无可能返贫

时，三位书记“三口一词”。

王村是革命老区村，过去是省级贫困

村，全村1648口人，有1000多口人生活

在村里。

王社普说：全村470户，最早确定贫

困户119户；2018年精准识别后，全村共

有贫困户63户；2020年王村退出贫困

村，脱贫户年人均纯收入是6237元。

“最后脱贫的6户21人，其中两户都

有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不存在返贫；另外

4户，根本没有致富能力，靠兜底保障

了！”远少坤说。

为了确保不返贫，王村把压线脱贫户

都纳入了动态监测范围。叶占芳说：本来

全村只需要监测6户，现在我们实时监测

了36户。

除了脱贫不脱政策继续帮扶外，三

位书记的底气来自王村近年的产业发

展。

谷子种植、小米加工、艾草种植加工、

花椒产业发展、旱地小杂粮生产，种植有

销路、就近务工有门路，只要不偷懒，去给

农业种植合作社锄一天地就能有70块钱

的收入。

72岁的张彬子上个月去洛阳干了10

天装修活：“弄了2000块钱装兜里了，能

花一阵子呢！”

革命老区王村看点多多：村容村貌

好、党史展馆内容丰富、英烈故居多、革命

后代觉悟高，来村里参观的人多，村民一

个个都很自豪、自信。

“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精神状态好

着呢，不笑不说话、一笑一朵花！”叶占芳

说。

脱贫后的王村，没有返贫，只有小康。

□实习生荣峻弛

锄禾日当午！禾，谷子；日，时候。

6月12日下午4点，吕店镇万亩谷

子种植方里，王村以及周边村子里的六

七十个农民正在谷子地里锄草，当时的

气温是36℃。

“锄禾日当午，这唐诗真像是写我们

吕店的！”吕店镇党委书记叶占芳说。

为什么要在“当午”“锄禾”？

66岁的王村村民张呼兰说：正热的

时候锄掉的草，很快就晒死了；阴雨天锄

草，等于给草挪窝，不会死。

谷子去壳是小米，伊川县是全国富

硒小米主产区，吕店镇每年谷子种植面

积超过3万亩。

“前一段一直旱，春谷、夏谷出苗都

不好；前几天下了几场雨，谷莠子、抓地

龙这些谷子地里的草一个劲儿疯长，不

锄，这些草非把谷子苗吃了不可！”王村

党支部书记远少坤说。

两个小时后，太阳不毒了，东南方向

的天上了云，一阵东南风刮来，凉凉的。

“工头”当日分给任金玲的地锄完

了。看没锄过的地草多而密，她对身边

的几个姐妹们说：趁凉快咱再多锄会

吧，万一明天下雨锄不成，谷子苗该受

罪了！

任金玲们受雇于一家种植合作社，

一天干8个小时、报酬70元。

谷子地里间苗的村民。 安子逸摄

□实习生安子逸

7月12日是初伏的第二天，吕店镇

的乡间小路被35℃的热浪晒得滚烫。

敲开王村村民张占平家的大门，迎面而

来一阵清凉。

正午，张占平和妻子李勤勤在准备

午餐。厨房里，去年新购置的冷冻柜和

冰箱被张占平一大早从镇集市采购的十

来种蔬果肉蛋填得满满当当。

见人来，李勤勤连忙挑出冷冻柜里

个头最大的西瓜，麻利地切开、装盘。

“你先在这儿歇一会儿，晌午饭马上

好。”打开空调后，张占平搬来椅子热情地

招待客人坐下，转身走向厨房。不多时，

从厨房飘来的香味在空中弥漫开来。李

勤勤微笑着端来热腾腾的番茄鸡蛋捞面：

“尝尝味儿咋样，淡了再浇点菜。”

不聊不知道，一年前，张占平家还是

村里的贫困户。张占平有三个上学的孩

子，年迈的父亲已丧失劳动力。

渴望脱贫的张占平在打工时接触到

了特色产业。回家后，他先把自家六七

亩闲置地利用起来，随后又流转了附近

村民近300亩地发展特色种植业，种玉

米、种红薯、种谷子等。现在，他家一年

能收入十多万元。脱贫了但不脱政策，

现在张占平家的孩子上学都还有补贴。

空调屋里的西瓜、鸡蛋捞面条，这就

是脱贫户张占平家一顿最平常的午饭。

锄禾日当午

张占平家的午饭

□实习生于涛

今年“七一”前夕，72岁的张彬子

领到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吕店镇王村共有35名党员，获得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只有两人。

7月12日中午12点半，张彬子坐

在自家屋里和身边的人闲聊。头顶

的吊扇吹散了室内的炎热，屋子里显

得格外凉爽。

“党发给我的呀。”

“奖章拿回来，儿子孙子整个大

家庭都抢着看。老大带着媳妇和孩

子专门从洛阳回来看。”张彬子一家

十七口人对于这份荣誉都格外看

重。

张彬子说：“我生于 1949 年，

1969年年初当兵，当年12月，就在部

队入了党。我一入伍，责任心强，进

步快，入党早。入伍第二年我就开始

接新兵，连续接了三年新兵。”

1974年张彬子退伍回乡以后，带

着部队的工作作风开始为乡亲服

务。“我当过民兵营长、保卫股长。40

岁开始当村党支部书记，连续当了15

年。”张彬子说，他当村支书期间，给

乡亲们办了好多事，引了自来水、修

了道路、盖了学校。

“作为党员，我觉得这些都是我

应该干的。没想到我那么大年龄了，

党还一直记着我呢。”除了今年7月1

日发的荣誉奖章，张彬子每个月还能

领703元的补助：当兵补贴一个月

300元，当村党支部书记补贴一个月

300 元，再加上养老金一个月 103

元。

张彬子说：“你看我的身体还挺

好，我出去打工还能挣钱。国家给我

发的钱基本上用不着。我每一年只

去取一次，春节的时候请大家吃吃

饭，给孙子孙女们发发红包。”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亲切会见庆祝活动筹办工作各方面代表
会议传达习近平关于庆祝活动的重要讲话
对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作出部署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
强 马松昭）“老板，还有饭吗？”“有有

有，进来看看，想吃啥自己盛。”7月11

日傍晚，在鲁山县城花园路南头路东

一家小饭馆前，摆放着几张简易的小

桌凳。农民工朋友陆陆续续走进小饭

馆，挨个盛上一大碗稀饭，拿起几个馒

头，挖上一大碗豆腐炒青菜或者有几

片肉的冬瓜粉条菜，然后放到小桌子

上，埋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虽然是家常饭菜，可吃出家的味

道来了。再说了，干活的人饭量都大，

吃得格外多。现在哪里有这8块钱随

便吃的饭店哪，所以我们工地上的人

经常过来吃。”当天，一位来自叶县的

农民工李大辉由衷地说。

当被问起为什么想到开一家“8元

自助管饱”的饭馆时，今年40岁的饭馆

老板齐雁飞打开了话匣子。原来，齐雁

飞是尧山镇人，以前在外当过厨师。两

年前，为了能抽出时间多陪伴孩子们读

书成长，他决定回到鲁山县城创业。

作为一个曾在外打拼过的农村

人，齐雁飞深知在外打工农民工朋友

生活的艰辛，特别是近年来饭菜价格

一路走高，农民工想在外边吃上物美

价廉的饭菜很不容易。思来想去，齐

雁飞决定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开一

个主要面向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人

群、价格低廉的小饭馆，主要做中午和

晚上两顿饭。中午以卤面、鸡蛋汤、捞

面条为主，晚上以馍菜汤为主，8元管

饱随便吃。

鲁山县花园路南头一带是鲁山县

目前正在强力开发的商住区，这里新

建楼盘林立，建筑工地多，农民工也

多。“平时一顿饭会有60多个人吧，大

都是附近工地上的。虽然饭菜价格便

宜，但仍然有利润，生意还算可以。”齐

雁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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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贫？不可能！

共产党对我真好！

鲁山齐雁飞为农民工开低价饭馆

8元钱，管饱！

伊川县吕店镇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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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