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完善绿化灌溉用水

官网，汝州市城市园林管理中心

克服困难，自行铺设管网，现已

完成宏翔大道至建设路段中水

浇灌主管网1300米、建设路中

水连接管道400米，绿化带浇灌

支管网1000米。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郭
鑫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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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工程是市重点项目，建成

后的出水水质由一级A提升至

准四类，将极大地改善污水处理

效果和流域水环境质量。预计

提标改造工程6月底建成投用。

本报记者 张鸿飞通讯员

户红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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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汝州市实验小学、汝

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开展“垃圾

分类，从我做起，争做文明小市

民”活动，女子综合执法队队员

为同学们讲课。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王
丹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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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汝州市区道路旁、公

园内，梅花、玉兰、樱花相继开

放，一些赏花人在踏青拍照时，

随意摘花折枝、踩踏绿地，为此，

汝州市城市园林管理中心温馨

提醒，请爱护绿地，文明赏花。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郭
鑫鑫摄

爱
护
绿
地
文
明
赏
花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武奕晗

3月17日，春风和煦，汝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一体化全民健康中心赶赴临汝镇白土

泉村，为村民送上“健康套餐”。

“少放油，少吃盐，多吃蔬菜身体棒！”

健康科普情景剧《甜蜜的伤害》引来候检村

民开心鼓掌，笑声一片

“能免费体检，还能学到很多健康保健

知识，这项服务真中，附近村民一大早就

来到现场排队了。”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派驻白土泉村第一书记赵世民介绍说，

白土泉村在汝州最西端，年轻人大多外

出务工，留守的老年人身体不适时大多

是在硬抗，不想麻烦孩子们赶回来送他

们进城治疗，久而久之小病拖成了大病，

花钱多还遭罪。

据了解，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送来

的“健康套餐”包括生命体格检查、血常

规、尿常规、血糖、肝功、肾功、心电以及颈

部血管、甲状腺乳腺、肝胆胰脾肾、前列腺

等彩超检查。

体检结束后，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专家团队会根据体检报告，为村民提供个

性化健康指导及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努力使广大乡亲不生病、少生病，拥有健

康体魄。
出台《汝州市关于建立一村

（格）一（民辅）警、一村（居）一法律

顾问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动联

调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

实施方案》，完善“警调对接”“警法

联调”“诉调对接”“访调对接”机制，

以“五老人员”、乡贤人物为主体，选

聘专职兼职人民调解员，以“老贺调

解室”为引领，打造一批叫得响的个

人调解品牌，形成“纵到村（居）、横

到行业、四调对接、交叉辐射”的调

解体系，依托村居法律顾问的专业

力量，把矛盾纠纷导入法治轨道，实

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

不上交”的乡村治理模式，为法治乡

村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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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司法局

“四化”赋能法治乡村建设

□本报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
通讯员梁亚波文/图

说来很难让人相信，修建于1968年的

提灌站、人工暗河、渡槽，在当地村基层组

织的管护修缮下，历经54载沧桑却水流不

断，现如今，滋润农田超过5000亩。

这项水利工程位于汝州市温泉镇，去

年，西唐村又投资29万余元对这项水利工

程进行了大规模修缮。

3月16日，西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孙学仁站在水流滚滚的渡槽上，讲起了故

事。

西唐村与涧山口水库为邻，水库扩容时

淹没了这个村800多亩农田。为了将村子周

围的丘陵坡地改造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

1968年，西唐村在当时的704机械厂和驻军

的支持下，组织村民在水库南岸坡地下，开挖

了一条300多米长的人工地下暗河，经提灌

站把水库里的水引入新修建的两条1000多

米长的渡槽。这一下，西唐村以前望天收的

2700多亩薄田变成了水浇地。整个工程用

了4年多时间才完工。

提灌站投用时就在此开机器的村民

唐年和今年已72岁，说起这项水利工程给村里带来的巨大

变化时，他激动地说：“没有修渡槽前，俺村里的光棍很多，

村里的地都变成水浇地后，外村的姑娘都争着往俺村嫁。”

从那时起，西唐村历任

村“两委”每年都要安排修缮

这项水利工程。2021年 4

月，西唐村“两委”贷款19万

元，自筹资金10余万元，全

面整修了人工地下暗河，提

升改造了提灌站设施，变

二级提灌为一级提灌，每

小时可以节省电费二三

十元。

孙学仁说，经过这么

多年的持续维修，目前有

1000 多米渡槽总渠，

10000多米支渠，不仅

可以满足西唐村耕地浇

灌，而且可以为周边的

高水泉、连庄等村供水

灌溉，“因为水利条件

好，小麦亩产量在

1000斤以上，吸引了

5个种粮大户来我们

村承包土地。”

□本报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
通讯员梁亚波

3月18日，温泉镇丁庄村集体经济基

地，两台拖拉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把一粒粒

白术种子播撒到苏醒的土壤中。

忙个不停的种植能手郭保平说，今天

中午能把30亩白术种完，天气预报说这几

天持续有雨，不仅省下一笔浇地费用，还

能提高白术种子的出苗率，运气真不赖

啊。

据资料记载，白术是一种中医临床

常用的益补中药，有“南术北参”之美称，

以根茎入药，有健脾、燥湿、行水、安胎等

作用。

丁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水

彬说，这两年种植中药材前景很好，近期

中药材价格持续上涨，村里通过多方考

察，确定了种植白术发展村集体经济这

条路。白术每亩产量能达400公斤左

右，按现在市场价格每公斤30元计算，

每亩净利润可达5000元以上。

据介绍，近年来，丁庄村“两委”在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过程中，先后种植了西

瓜、富硒玉米、大白菜等，取得了较好的

效益。

温泉镇西唐村这项水利工程真牛

54年水流不断 滋润5000多亩农田

村民在家门口免费体检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为白土泉村村民送来“健康套餐”

“你这样做就侵害了他人的土
地使用权，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侵害
他人权利，是要依法赔偿的。”汝州
市司法局温泉司法所受理东唐沟
村关某、李某相邻权纠纷后，立即
派员现场调查，结合民法典等法律
条文有效化解了这起矛盾纠纷。

2021年以来，汝州市司法局紧
紧围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目标，
以“四化”建设为抓手，加强法治乡
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许艳芳

整合法律服务资源，丰富法律服

务载体，在市级层面建立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乡镇（街道）建立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站，村（社区）建立公共法律服

务室。目前，全市463个村（社区）均

有法律顾问入驻公共法律服务室，随

叫随到解决疑难杂症。同时结合司法

行政视频会议系统和12348热线电

话、12348法网、“掌上红鹰”远程视频

服务系统等，实现市、乡、村三级公共

法律服务“线上线下”互动互通，公共

法律服务“一站通、一线通、一网通”。

全面开展“三级同创、两级示

范”工作，完善“法治乡镇（街道）”

“法治村（社区）”创建体系，实施农

村“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开展

“志愿服务乡村行法治教育进万

家”主题活动和抗洪救灾、“防控疫

情法治同行”农村专项法治宣传活

动，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法治创

建格局。

近年来，小屯镇李湾村、杨楼镇

小程村、风穴街道塔寺社区等3个村

（社区）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钟楼街道闫庄社区获评河

南省“十佳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焦村

镇靳村等13个村（社区）被评为河南

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按照市、乡、村三个层面，单位、

企业、学校、社区、村街五种类型，打

造“一地一特色”法治文化阵地，遵

循“法德与民俗融合”的建设理念，

将德治新风、村规民约、法治条文等

内容，融入村民日常生活，提升乡村

群众法治素养。同时，创新推出法

治乡村建设“五个一”工程，即：每个

行政村建立一所法治大讲堂、一个

法治宣传栏、一个法治阵地、一个法

律书屋、一支法治宣传队，为农村法

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优化法律服务体系

亮化法治文化阵地

强化多元调解模式

深化法治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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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雨前抢种30亩白术
温泉镇丁庄村发展中药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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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峰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

去？……”周末偶读金代诗人元好问“高考路

上”的成名作《摸鱼儿·雁丘词》，不禁心潮澎

湃，感慨万千。少年英才，胸怀苍生，心念天

下，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千古动容。

“千山暮雪春潮涌”，有感于少年才子元

好问的家国情怀，忍不住写下这个看似不相

关联的“驻村日记”题目。

笔者所驻的千年山村，地处两县交界地

带，嵩山余脉与伏牛山系纵横交错，虽是浅山

丘陵，但也沟深岭瘠、交通闭塞，因为不是贫

困村，脱贫攻坚的政策总是“绕道”而去。虽

然与“千山暮雪”距离有点远，但我们这远近

闻名的“45里白沙沟”，也是群岭逶迤、沟壑

纵横。

“倒春寒”接连来袭之际，春分节气来临，

气温回升，山花开始了烂漫与绚丽，庙湾村的

发展步伐，也快速走进“新的春天”。

村集体发起的育肥羊场项目紧张施工

之际，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推进的生产用

水井“井井通用电项目”快速启动。从村里

到羊场、从羊场到乌鸡养殖基地、太空桑种

植基地，施工人员不顾 5℃左右的低温严

寒，投资四五十万元的高压线架设工程，于

周六下午完成埋杆、架线。在国网汝州市

供电公司总经理孙伟的亲自安排下，变压

器、配电箱也快速调拨到位，将于明日进场

施工。

“徐书记，请您放心，我们确保不耽误你

们的太空桑项目种植用水！”在百亩太空桑种

植项目推进阻力重重的背景下，孙总的话语

不多，却给了我莫大的温暖与支持！

去年夏初，汝州市水利局原局长王国强

克服重重困难协调资金，给村里安排了两眼

百米深井，一眼水井用于安全饮水和育肥羊

场等产业项目用水，另外一眼水井则协调到

山坡上，钻井深度达116米，水量不大，却是

庙湾村千百年来第一眼山坡水井，因为没有

高压电配套，一直没有投入使用。

如今高压线架设到位，附近两座山坡上

的200多亩地和产业项目用水、用电难题，

一夜之间解决了！这也是庙湾村千百年来

第一次把水电通到山上，这是农村产业项目

发展最核心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浅山丘陵地

区。

开年以来，类似的温暖，其实还有很多，

总是让人如沐春风。去年“7·20”之后，村里

的荆河恢复了径流，地下水位快速回升，同时

带来了“副产品”，就是上游和本村附近的地

表生活污水污染了水源，村委会大院附近的

潜水井（30~50米深度）水质不同程度变差。

春节前后，汝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张新宽、市水

利局局长刘清建多次安排部署，抽样检测饮

水点水质，在财政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安

排集中供水设施设备，化解老百姓吃水安全

隐患，让村委会大院附近的乡亲们吃上了百

米深井的优质地下水。

春分时节，桃红李白岸柳青，百鸟千花

醉，看似岁月静好、春和景明，其实那都是有

人早已在寒冷的冬天洒下了淋漓的汗水，昨

日千山暮雪，今已是春潮涌动！

所幸之处，不再是“只影向谁去？”反倒是

大河潮涌、不负韶光而砥砺前行……

又是一个春天，阳光布满千年古村，山花

烂漫时，你来吗？百亩桑林，也将在山谷绽放

出新的绿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