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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中午，太阳火辣辣的，汝州市

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驻临汝镇菜园村

第一书记何晓品，和往常一样在村民家走

访后，匆匆返回村部，准备做午饭。

“何书记，还没吃饭吧？我家中午捞面

条，别嫌赖，来我家吃吧。”“上俺家去吧。”

一路上，三三两两的村民热情地招呼着。

“来村里快一年了，算算也没有给老

百姓办什么大事，但他们都把我当一家人

看，让我心里非常感动。”何晓品说。

2021年8月，组织上选派驻村第一书

记，何晓品主动报名并获批准，从医院办

公室来到菜园村担任了驻村第一书记。

“我老家是城区的，没有一点农村生

活经验，同事们都笑我是银环下乡插队的

现代版。”何晓品说，刚到村里那阵子，感

觉“四面黑”，“好在村里的干部很支持我

的工作，让我慢慢找到了感觉”。

菜园村外出务工人员比较多，留在村

里的多是妇女、儿童、老人。

何晓品进村时，正逢疫情形势紧张，

当地又遭遇连续强降雨。在排查危房时，

何晓品和村干部发现有位子女在外务工

的老大娘家里有一面墙出现了裂缝，立即

冒雨把老人转移到村部。

为了鼓励孩子们多读书，用知识改变

命运，何晓品倡议村里表彰考上大学的学

生，2021年9月，菜园村第一届大学生表

彰会隆重举行，20多名即将迈进大学校门

的学生受到了奖励。何晓品还协调汝州

市教师进修学校，为菜园村小学捐助了

100多套课桌椅。

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党委

也时刻关注关心着驻村第一书记的思想

动态、工作情况，在疫情防控形势趋紧的

情况下，先后为菜园村捐赠了一批口罩、

消毒液等物资，同时组织医护人员进村开

展免费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

老百姓的信任，组织上的关怀，给何

晓品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工作中她

总是跑在前。

何晓品说：“做好农村工作，既要熟悉

国家的各项政策，又要用真心真情做事，

刚来的时候我还有顾虑，现在大家都和我

这么近、这么亲，觉得做啥事都有底气，也

容易多了。驻村工作让我对农村有了深

刻的认识，只要扑下身子干，乡村振兴真

的大有希望。”

□本报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丹涛文/图

6月11日，恰逢2022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这天仍是端午假期，汝州茶马古

城·中大街火得不得了。沿街一溜儿色

彩装饰风格统一的流动便民服务车，为

摩肩接踵、流连忘返的游客，提供了大快

朵颐的机会。

这些流动便民服务车，是有组织的

流动摊贩队伍，哪里有活动去哪里，哪里

有需要哪里去。这是汝州市城市管理执

法局根据民情、市情，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所办的实事。

摊贩
自愿参加百分制考核

长久以来，流动摊贩与占道经营、堵

塞交通、扰乱城市秩序，或者脏乱差，联

系在一起的，常被人诟病。

然而，不能不引起重视的是，每一个

流动摊点、每一个流动摊贩，其背后极有

可能是一个家庭，是这一家几口赖以生

存的经济来源。因此，怎样解决流动摊

贩问题，就成为一道考题，扎扎实实地摆

在了城市管理者面前。

为解决流动摊贩违规占道经营问

题，努力提升城市服务管理水平，汝州市

城市管理执法局换位思考，走出去请进

来与流动摊贩、群众交流沟通，经公开招

商，在市区主次干道、住宅区等不影响交

通的区域划定橙色便民车服务点，流动

摊贩自愿报名，按执法部门要求装饰车

辆，加入统一编号即可参加服务。遇有

假日或大中型商演活动等有集中供餐需

求时，按照自愿参加的原则统一组织集

中服务，按百分制考核管理。

车辆
式样统一美观又方便

在中大街沿线，记者看到一款新式

的流动便民服务车。在设计上，以白色

为基调，贯通流畅的蓝色线条体现了便

民服务的快捷全面，“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口号体现了劳动致富、劳动光荣的思

想和精神。内部空间由摊贩自主设计分

隔，更为合理地解决了大件物品不易收

纳的问题。在车体大小、材质上，较之前

的流动便民服务车，均有大的改观和提

升，车辆通体干干净净、赏心悦目。

据介绍，今年以来，汝州市城市管理

执法局在总结2021年布点实施便民服

务车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瑕疵，通过摸

底调查、征求商户意见，对流动便民服务

车外观样式等作了相应修改，并按照“微

服务+便民”的管理模式，新增流动便民

服务点12处，新增流动便民服务车15

台（计划新增30台）。

心愿
让流动摊贩光明正大提供服务

今年5月，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已完成市区38处便民车服务点的规范

经营划线工作，并与点位上的经营者签

订了《便民服务点自我管理承诺书》，要

求经营者按批准位置经营，不改变业态、

不改变用途，不得在车体上和车体外摆

放物品，确保车体整洁完好；不得擅自转

让服务点经营权，保持车体周边良好卫

生环境等，对于多次违反管理规定的取

消经营资格。

自愿报名参加服务的首批流动便民

服务车商户韩新轻说：“之前，在医院门

口摆地摊卖饭，

生意难做，还担

心城管来赶，现

在有了这辆车，

在划定的地点摆

摊，再也不用担

惊受怕了。”

“放心了，生

意也比以前好

了。”这是首批15

名流动便民服务

车商户的心声。

消费者在每

辆车的醒目位置

都可以看到如下

信息，经营人员

信息和健康证明

（体检内容为“乙

肝五项、丙肝、艾

滋病和梅毒三

项”等，体检合格

者方可入市经营）。商户还要签订《市容

环境卫生责任书》，落实市容环境秩序责

任要求。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工作

人员还要协助商户拓宽经营渠道，增加

商户经营收入，激励商户更加重视食品

安全和服务质量。

据介绍，目前，汝州市有流动便民服

务车69台，其中“小白”流动便民服务车

30台，“小蓝”流动便民服务车39台。

下一步，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将

继续完善流动摊贩管理措施，做好管理与

服务两篇文章，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理

念，让流动摊贩不再躲闪，让文明城市更

加温暖，从而达到交通更顺畅、秩序更规

范、食品更卫生、贩卖更大胆、车辆更好

看看、、生意更兴隆生意更兴隆、、群众更满意的社会效果群众更满意的社会效果。。

□徐云峰

“即使没有早晨熬好的粥，没有夜晚留着的

灯，你也要努力在星光下奔跑，因为你是孩子的榜

样和支撑！”偶然在直播平台上浏览到的一个小视

频，竟一下子直击心底最柔弱的部分，不禁感到酸

楚，这是人到中年的宿命与担当。

其实，这也是我、我们这一大批驻村干部，甚

或是全国56万驻村干部的真实写照：远离家小和

熟悉的城市，散居乡野村落或山村小镇，在一个

人的村部大院，与星光做伴、和暗夜相濡以沫。

村干部会开到深夜、早晨或是临近中午，你

刚刚端起饭碗、有人却在厨房外排队等候；处理

家长里短和邻里纠纷，你是大家长，需要你去深

度参与、评判是非；天灾人祸和急难险重工作，需

要你冲锋在前，担纲主心骨；经济项目和产业发

展，需要你变身农业专家、运营高手，这些都是驻

村生活与工作的常态。

作为驻村干部，是乡亲们眼里的亲人和主心

骨，乡亲们在生活与生产中所遭遇的麻烦与困惑，

都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与使

命，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奔跑。

我清楚记得，在刚驻村两三个月的一个晚上，

8点多钟，刚想起身去厨房吃点东西，一位年届七

旬的老人推门而入，“徐书记这会有空吗？”我知道

老人已经连续等了我三个晚上了，都因为我开干

部会等原因，没能和我说上几句。我没有拒绝，从

容坐下，耐心聆听她的“唠叨”：从家庭琐事到孩子

身患重疾，从大病医保、低保覆盖到危房改造，有

不平、有委屈、有愤懑，伤心处忍不住洒泪。从晚

上8点多，一直说到10点半左右。

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是村里的资深上访户，

她所有的上访信息，其实都已全部给我表露：所谓

上访，也就是这些应该给老百姓正常处理的日常

村务，没有正常处理，有些与当事人利益攸关，有

些有违公平、甚而以权谋私，老百姓所要求的不过

是政策公平、信息公开、处理公正而已，简单得不

能再简单了！

通过两个多小时的深入沟通，她了解了曾经

不清楚的相关政策，也理解了村里工作的难处，她

的难题随后也解决了——为她重病的孩子办理了

慢性病医保和低保覆盖，她也就彻底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同样的，几位资深上访户，后来也都全部

息访撤诉，村里“信访村”的帽子短短三个多月时

间就“摘掉了”。

驻村第一年10月中旬，村里小麦出芽很好，

却成片枯黄，蔓延有一二百亩地，乡亲们心急如

焚，那一刻我也成了农业专家——第一时间和市

农业农村局、河南农业大学专家联系，走进田间寻

找原因、拟定整治方案：浇透水、施肥，并布置村干

部现场督查处理。

驻村两年多，才知道所有的“乱村”“落后村”，

都有一个基本的共性——经济落后，发展经济是

唯一的出路。没有经济支撑，改善基础设施、培养

干部、发展党员、扶贫济困，所有的努力，都只是

“昙花一现”。

2020年5月8日，我慕名带领村干部去考察

大棚香菇种植项目，5月28日确定香菇种植立项、

开始流转土地，12月中旬40个大棚拔地而起，到

2022年种植规模达18万袋、产量40多万斤、预期

产值将近200万元！建棚、喷淋配置、养袋、注水、

摘菇、销售等，几十个环节，请进来走出去，以及无

数次组团交流学习，硬是把我也逼成了香菇专

家！最艰难的时刻，是土地流转了，却没有资金周

转建棚、部分大棚租赁还没有完成，累计60多万

元投入，近乎全是民间负债，第一茬香菇都开卖

了，财政资金才拨付到位！种植户脸上的“大卖香

菇数钱”时的笑容，是我唯一的安慰，尤其是今年

的种植季。

今年以来，是驻村后最忙碌的时段，村干部

们或忙于人居环境提升，既有上级部署，也有村

里的“雨污水管网入地”扫尾工作；或忙于香菇

大棚技术管理、香菇生产和销售；或忙于育肥羊

场配套建设，以及乡镇布置的各项垂直工作，包

括防疫、秸秆禁烧……还有不断引进的各个高效

农业项目，太空桑种植、乌鸡养殖、高产饲料玉

米、富硒超吨小麦，以及香菇烘干车间、小杂粮分

装生产线、育肥羊场料库及其配套设备，更艰难的

是各项目的资金支持！仅仅外部私人借款和投

资，已经高达40多万元，各项目累计筹集资金100

多万元。

我虽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经常是一个人

去面对最艰难的场景！这是我驻村最常态化的感

受，但我们不能停下奔跑的脚步，哪怕是迎着闪烁

的星光！因为，我们肩负着乡亲们太多的希望与

梦想。

以菜园村为家的驻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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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文/图

何晓品（中）联系捐课桌椅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丁乐
艺 靳志涛）6月15日，张锋杰在中国工

商银行汝州支行市标营业部领取了刚打

印好的营业执照。

“没想到在银行不仅可以开户，还能

申领营业执照、领取税控盘和免费刻制

公章的大礼包，真是太方便了。”张锋杰

说，他为了创业办了营业执照，但没想到

在银行就把所有手续一次搞定了。

据了解，为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不断提升商事登记便利化水平，拓宽服务

渠道，为企业提供全面优质的注册登记和

金融服务，汝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中国

工商银行汝州支行深化合作，开启“政银

合作”新模式，将“企业开办”从政务大厅

延伸到工商银行营业网点，实现了企业开

办“就近办、多点办、一次办”。

“政银合作”是银行在指定的网点，

通过“河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服务

平台”将市场监管登记注册窗口，延伸到

银行的企业开办帮办服务专区，由银行

代办员为市民免费提供企业的名称申

报、开业登记、营业执照打印、企业开户

等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极大程度为企业提供

便利。

据悉，中国工商银行汝州支行市标

营业部专门设置了企业开办银行帮办专

区，不到两个小时，张锋杰就拿到了所有

手续。

汝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范强立说：“下一步，我们将与工行进

一步合作，继续扩大、优化商事登记网点

布局，继续挖掘合作潜力，发挥协作优势，

为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商事登记服务，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马鹏亮）

读大学的大女儿和读高中的二女儿、儿子

每年读书和食宿等费用，要花去20000

元以上。这个开支，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可

能不算大，但对于身在农村的单身母亲史

小荣来说，无疑是一笔巨额开支。

尽管汝州市煤监局驻村第一书记张

万杰和驻村工作队、村“两委”为史小荣

安排了公益性岗位，史小荣还有一份在

姐姐的建筑队打零工的收入，但她仍然

感到供三个孩子读书很吃力。

6月15日，记者拨通电话，传出了张

万杰的声音：“我们通过多个渠道帮助史

小荣免除了两个读高中的孩子的食宿

费，解决了学费问题后，她的精神状况好

多了。”

史小荣是蟒川镇娘庙村人，今年46

岁。5年前，史小荣的丈夫去世，两个女

儿和一个儿子跟着她生活，后来，大女儿

考上了新疆的一所大学，二女儿和儿子

分别考入汝州知名高中就读。

张万杰说，2021年11月份，驻村工

作队在走访中把史小荣家识别为监测

户，为了解决她家的困难，先后通过蟒川

镇中心校和市教体局，与史小荣二女儿

和儿子就读的学校协商，免除了两人的

食宿费，解决了学费问题。

吃住全免 学费全包

蟒川镇爱心助学情暖监测户

汝州市开启“政银合作”新模式

在银行也能领取营业执照

流动便民服务车上街提供餐饮服务

流动便民服务车上街提供餐饮服务流动便民服务车上街提供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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