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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县唐庄乡官营村88岁脱贫户吴炳须

“云”游直播间“抖”出精气神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姬

卫强）“以前，俺家的厕所粪污满了，

要到处打听哪儿有抽粪车，现在只需

要拿起手机点一点，服务队、抽粪车

一会儿就来了，俺家的厕所有了‘智

能管家’！”2021年12月28日，林州

市姚村镇定角村村民李爱学说。

近年来，林州市大力实施农村

“厕所革命”，农村改厕取得了明显成

效，但随之而来的厕所维修、粪污清

掏等一系列后期管护问题成为一个

“老大难”。

为解决这一难点，姚村镇依托

专门的科技公司在全市率先建成了

农村无害化厕所智能管护平台，为

全镇1.83万户农村厕所定制了“智

能管家”，农户只需拿起手机轻轻一

点，就能随时随地反映厕所使用中

出现的问题，足不出户解决厕所粪

污清理和后期维修问题，用信息化

手段，解决长效管护难题。

群众还可以通过手机点一点，

以文字、语音、照片多种方式对抽粪

或维修服务进行评价或投诉建议，

评价结果可实时生成满意度，乡镇

负责、县（市）级督导，第一时间为群

众诉求作出回复和处理，群众参与

感和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

林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昊阳

介绍，“智能管家”远程监控化粪池

的运行动态和意外情况，实时感知

化粪池粪污盈亏情况，自动统计每

辆车运送次数，为加强抽粪运输车

辆管理，杜绝出现粪污乱倒乱排行

为，每辆抽粪车上安装了GPS定位

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液位传感系

统，实现了从抽粪、到运输、到排污

的全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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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马立国 赵洪宇）2021 年 12 月 29

日一大早，郸城县张完乡邵堂行政

村的老李和街坊邻居就各自扛起

铁锨、拉着架子车陆续上工了，开

启忙碌充实的一天，村里渐渐热闹

起来。

近年来，张完乡所有村庄都通

了自来水，修了水泥路，群众的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和提升，

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不良陋习，村内

的杂物乱堆、垃圾乱扔、污水乱排现

象随处可见。郸城县委巡察办结合

张完乡实际，向张完乡党委下发了

整改建议书。根据全省农村人居环

境集中整治工作精神，张完乡立即

在全乡范围内深入开展治理“六

乱”、开展“六清”，彻底扭转了“脏乱

差”现象，营造了干净整洁、安居乐

业的农村人居环境。

如今，在张完乡，党员干部带头

上阵，群众义务出工，推掉村里的破

院墙、整理荒废的空闲地、捐出不用

的旧砖瓦……原本又脏又乱的村庄

慢慢洁净起来。看到张完乡翻天覆

地的变化，前来进行督查巡察整改工

作的县委巡察办王宁宁打心眼里赞

叹：“变化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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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有了“智能管家”

“脏乱差”变“净齐好”

卢氏县东虎岭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辉

爱在心间 花好月圆

我省启动“全民反恐 共创平安”
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申鸿皓张举王心一

“新朋友老朋友，来到直播间都是好朋

友；大家好，欢迎进入吴大爷的直播间……”

冬日上午，阳光明媚，社旗县唐庄乡潘庄村

吴明春家的小院里，准时传来了88岁吴炳

须老人铿锵纯正的“直播乡音”，直播屏幕前

的小桌上，粉条、花生、芝麻叶、红薯、面条、

小磨油等众多土特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吴炳须是唐庄乡官营村的脱贫户，女

儿吴明春是他50多岁时养育的唯一孩

子，女儿出嫁后，吴炳须和患偏瘫的老伴

儿一起生活。为了方便照顾两位老人，吴

明春后来把父母接到自己家中，让他们享

受天伦之乐。

“吴大爷今年高寿啊？”“八十八了，

1934年出生，那年是丙戌年，我的名字就

叫吴炳须，哈哈哈。”

“河南戏好听，大爷唱一段？”“曲剧

《卷席筒》张口就来，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

县……”

在直播间里，吴炳须侃侃而谈、妙语

连珠：“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黄车里去看

看，谢谢啦！”

吴炳须赶时髦、开直播，当“网红”、带

商品，乡亲们对他赞誉有加、羡慕不已：

“这老汉儿真不简单，光粉丝就有21.7万

人，点赞量200多万……”

“实际上，俺爹开直播纯属偶然。”说

起父亲直播带货当“网红”，吴明春既惊喜

又“意外”。吴明春介绍，2021年年初，自

己开始尝试着通过抖音直播带货，但直播

间人数一直没有起色，有一次着急接孩子

放学，她把直播间交给了自告奋勇的老父

亲，没承想，老父亲每天直播“上了瘾”，直

播间成了他离不开的“开心果”；4月份，吴

明春就为父亲申请了一个抖音账号，并取

名“吴大爷是农民”。

“您一个农民，这么大年纪还能识文

断字，真不简单！”“我小时候上过三年私

塾，虽然认不全，但回答起来没问题。”

“大爷，您耳不聋眼不花，身体硬朗，反

应敏捷，有啥秘诀？”“家常饭、粗布衣，常干

活、少生气，遇事不发愁、与人不记仇，孬事

不记心里头，保你活到九十九……”

温暖的小院里，内外频繁互动，彼此

乐意融融，网友们纷纷被吴炳须乐观豁达

的生活态度折服。

固定直播时间，每天8个小时，凭借

自然诙谐的妙趣播讲，与粉丝从容淡定的

幽默互动，以及饱含满满正能量的人生感

悟，吴炳须直播间的人气一路上涨。短短

七八个月时间，吴炳须的粉丝就达到了

21.7万人，在线人数最高时有8000多人，

吴炳须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

“开直播就是消磨时间图个乐，带货权

当是副业，多少挣点儿贴补家用，也能给俺

妮儿减轻点儿负担，怪好！”吴大爷“出名”

后，很多人慕名而来请他带货，他却常常

“挑三拣四”，并且认准了一个理儿：干啥都

得凭良心，货真价实最重要。像花生、粉

条、小磨油等这些农民群众自家生产的土

特产，成了他带货的“最爱”。

“帮忙点个赞就中，别送礼物了，买点

儿俺社旗的土特产就妥了。”面对粉丝，吴

炳须谦逊有加，他说：“不等不靠才有好生

活，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罗林王
慧慧）“现在政府办事效率真高，没有想

到这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也能安心

回家过年了，真心感谢邓州劳动仲裁。”

2021年12月25日，在邓州务工的湖北

籍徐某感慨地说。

徐某在邓州某工地从事水电安装工

作，前不久，徐某因家中有事不能继续干

活，建筑工地以其没有完成工作任务为

由，拒发放当月工资，双方发生了争议。

徐某向邓州市仲裁院提出申请，邓州市

仲裁院联合劳动监察，成立工作专班，到

工地进行政策宣讲，释明欠薪的法律后

果，组织双方进行现场调解，最终，工地

劳务负责人现场结清了徐某的工资。

近年来，邓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着力推进调解“四化”建设，即调解全

程化，坚持一案一策，制订调解方案，实

行案前、案中、案后调解；调解联合化，整

合劳动仲裁、劳动监察等科室，成立调解

专班；调解便捷化，推广“互联网+调解仲

裁”，提高基层调解组织劳动人事政策水

平、调解技巧和规范工作流程；调解网格

化，在各乡镇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劳动争

议联络站，建立繁简分流制度，有效维护

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海军

残雪皑皑，山风料峭，丝毫没有影响

卢氏县双龙湾镇东虎岭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辉和群众的生产干劲。连日来，东虎岭

村150多名群众集中时间对村里的8400

亩连翘进行修枝、放盘、除草、施肥，男女

老少交流管理技术、致富信息，一派热火

朝天的生产景象。

“到三月中旬漫山遍野连翘花开，东

虎岭就进入了最美季节。看花旅游的人

熙熙攘攘，30多户搬迁户，家家办起农家

乐，一户一年收入10万多元不成问题。”

东虎岭村益生连翘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韩建武指着山下搬迁小区一排排整洁

有序、白墙灰瓦的二层别墅楼群说，“连翘

可是个金产业，春上花开，村里旅游服务、

拓展培训，采摘连翘嫩叶制茶，中蜂养殖、

直播带货，都忙起来了。”

“说起连翘，可别忘了第一书记王辉

的功劳。”村民刘金叶说。

2020年3月王辉作为省人防办选派

的第三任驻村第一书记来到东虎岭村。

谈起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的“落差”，王辉

说，用心用力用情帮扶，只要心里爱群众，

一切都能克服，一切都觉美好。

东虎岭村是卢氏县最早人工种植连翘

的村，但存在技术落后、管理粗放、产量效益

不稳等问题。王辉利用帮扶单位优势，聘请

省市县20余名科技特派员到村开展技术服

务，动员群众加入村里的两家连翘专业合作

社，通过土地流转、劳务雇佣、要素入股、分

红收益等多种模式获得更多收入。他指导

村里连翘专业合作社培育的“伏牛山连翘1

号”，被鉴定为河南省中药材新品种。2021

年11月，东虎岭村连翘规范化管理产业基

地通过验收，获得县里产业奖补资金26.57

万元；同时，争取的连翘观光步道项目280

万元资金也已落实到位。

王辉明确了“连翘+”的发展思路，拓

展了“连翘+系列产品”“连翘+旅游”“连

翘+康养保健”“连翘+就业”四条发展路

径，引进了河南梦马实业有限公司连翘茶

加工项目，开发加工连翘果茶、芽茶、叶

茶；举办了卢氏县第二届赏花美食节、乡

村旅游大集等系列活动；建成了丝瓜种植

基地和丝瓜鞋垫加工车间，全村500余人

通过“挣薪金”“收租金”“分股金”等模式

实现增收致富。

东虎岭村全村272户988口人，贫困

发生率曾高达51.6%。三年前整体脱贫

的东虎岭村，原来的123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2021年人均收入达14338元。“发展巩

固连翘产业，群众由脱贫到致富，最典型

的变化是村里20多个单身汉找到了媳

妇，脱贫又脱单，花好月也圆。”王辉说。

本报讯（记者李海旭通讯员

张琪）近日，光山县十里镇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以各党支部为

单位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和“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活动，利用“组组

通”无线大喇叭、村民微信群等方

式广泛宣传，将人居环境整治和

群众热切期盼的家门口硬化、绿

化、美化需求相结合，充分调动群

众的积极性，涌现出全民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的热潮。

在宣传动员下，十里镇姚寨村

袁店孜组全体村民有钱捐钱、有物

捐物，人人参与，筹集资金23万元，

除将断壁残垣、土坯房屋、陈年旱

厕、猪圈鸡圈全部拆除清理外，完成

了村民组循环路硬化、整体绿化、文

体小广场建设、乡风文明村规民约

上墙，更是安装了50盏太阳能路

灯，一直延伸到村主干道。

徐寺村的老党员们站出来，第

一时间响应党委政府号召，带头拆

掉自家鸡圈和旱厕，并利用自身影

响力带动全民参与。

在省道光潢路十里村路段，环

卫工人王德琴每天带领4名保洁员，

和十里村的党员志愿者等人一起清

扫道路卫生，配合政府对沿途住户、

商户进行宣传引导，将工作中发现

的问题随时发到村民微信群里，群

众看到后第一时间认领问题，并处

理到位，共同维护人居环境，打造十

里形象。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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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群齐心扮靓家园

本报讯（记者李殿华通讯员孙雅
琼）2021年12月28日，记者从省公安厅

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公布6周年之际，当天上午9时，河南省

“全民反恐 共创平安”暨《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恐怖主义法》颁布6周年宣传教育

活动启动仪式在省公安厅举行。

在启动仪式上，相关负责人强调，要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颁

布实施6周年为契机，深入组织开展好

“全民反恐 共创平安”宣传教育活动，充

分运用新闻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向社

会各界和广大群众解读宣传《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进一步凝聚

反对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社

会共识，扎实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人民

防线。要将反恐怖工作放到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局中

谋划推动，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和新业态安

全管理，严格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

强化应急处突能力建设和实战化演练，

进一步巩固全省反恐怖斗争持续向好的

良好态势。

此次宣传教育活动自2021年12月

28日至2022年1月10日在全省范围同

时展开。

邓州市
强化劳动仲裁
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员

曹良刚 金雪）日前，中国气象局正式发

布2021年度中国天然氧吧评价结果，商

城县成功入选。

商城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

和，舒爽宜人，年平均气温在15.1℃至

16.8℃之间，年降水量在 652.2 毫米至

1816.9毫米之间，年日照时数在1527.2

小时至1979.8小时之间，负氧离子含量

高，年平均浓度近3000个/立方米，年无

霜期为321天。先后获得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中国生态氧吧旅游最佳目的地

等诸多国家荣誉。

据悉，“中国天然氧吧”是中国气象

局国家气候标志首批品牌之一，通过挖

掘高质量的生态旅游气候资源开展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是贯彻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国务院关于建

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一项创

新举措。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2021年12月

28日，记者从南阳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2022年1月1日起，《南阳市居民

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正式施行，居民住宅区内电动车

违规停放、充电等行为处罚将有法可依。

《条例》明确了“住宿与生产、储存、经

营”合用场所应达到的消防安全条件，供水、

供电、供气单位在各自领域内促进住宅区消

防安全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规定了单位和个

人在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中的各项禁

止性行为。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

门在消防安全检查、督促隐患整改方面的

责任；明确了部门间的协作机制；明确了存

在火灾隐患的单位和个人的相关责任。

《条例》规定了居民住宅区公共消防

设施建设、改造原则；重点对电动车停放

场所和充电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消防车

通道保障、共用消防设施维修改造等问

题进行规范。《条例》实施后，在建筑的公

共走道、楼梯间、门厅、安全出口及居住

场所内停放电动车或者对其充电的，由

消防救援机构或者公安机关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罚款。

（上接第一版）“规划相对滞后”“规模化

程度不高”……会上，委员们根据前期调

研的情况，直击该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方面存在

的短板和不足。接着，参会的委员们又

提出了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意见建议。“要构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规划网’”“要

成立高规格的衔接工作专班”“要深化

‘6+8+4’特色产业体系建设”……

“所提建议请做好梳理和采纳”“报

告指出了脱贫攻坚巩固、促进乡村振兴

的一些问题，很精准，对下一步工作建

议有思路、有措施，很有针对性。”协商

成果报市委、市政府后，市委书记刘尚

进、市长秦保强先后作出批示，就如何

落实成果提出明确要求；分管市领导多

次召开工作推进会，加大工作力度。市

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将《报告》建议分

解为30项工作责任清单，明确责任单位

和完成时限，逐项抓好落实。至此，该

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的有效衔接工作驶入了更快车道……

“延续好政策，日子更红火。”漯河市

政协主席吕岩说，下一步，要在抓好协商

成果转化落实的同时，组织委员深入农

村，开展寻找致富项目、搭建合作平台、

农业技术培训等活动，做给乡亲看，领着

乡亲干，带着乡亲赚，用实际行动为全市

乡村振兴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

延续好政策 日子更红火

2021年12月30日，渑池县果园乡苏庄村群众在冬日暖阳下采摘干辣椒。近年来，该乡积极响应渑池县“双椒一药”主

导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政策，引导农民发展种植高辣度新品种辣椒1.2万亩，亩均纯收入4000元，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古俊锋 摄

中原粮仓更充盈更稳固
（上接第一版）

粮食应急供应城乡全覆盖

河南保障粮食安全的优势不仅在于

“多”，更在于“全”。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处处长李

刚介绍说，目前，全省已建立省、市、县三级

原粮储备，粮食储备部门还调整优化了省

级储备粮布局和品种。除政府储备外，我

省还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库存和为数不少的

城乡居民存粮，社会储粮层次丰富，库存结

构均衡，保安全防风险能力较强。

经历过疫情和洪水，粮食应急供应

是群众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发生紧急情

况，粮食该如何实现有效供给？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省入统各类应

急供应企业3618个，实现了粮食应急网

络城乡全覆盖，新确定了省军粮供应中

心等21家单位和企业为省级粮食应急

保障单位，建立了原粮储备与商品粮面

粉库存协同应急机制，保证在应急情况

下，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和各级政府储备

依次响应、无缝对接，保障粮食有序供应

根基稳固、底气十足。

《南阳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
2022年1月1日施行

商城县
入选“中国天然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