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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1月 5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周口、商丘调研引江

济淮（河南段）工程建设工作，现场研

究解决工程推进中的问题。

武国定先后来到周口市鹿邑县第

三水厂、后陈楼调蓄水库和抽水泵站，

商丘市柘城县七里桥调蓄水库、抽水

泵站和睢阳区新城调蓄水库等地，实

地察看工程建设情况，听取沿线市县

政府和工程建设部门汇报，现场研究

解决工程推进中的问题。

武国定强调，引江济淮（河南段）

工程是我省实施的十大水利工程之

一，是我省现代水网体系的骨干工程，

对解决豫东地区生活、生产用水意义

重大。要加快主体工程扫尾工作，确

保12月底试通水；要加强配套工程建

设，确保明年5月底前全部建成投用；

鹿邑、郸城两县要加强沿线治污工程

建设，确保水质安全；要加快水务改

革，创新运营机制，通过市场化、专业

化运营模式，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要

加强地方水网规划建设，逐步形成互

联互通的现代水网体系。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樊翠
华）11月 5日，记者在内乡县领略了默

河之美：河畅、水清、堤固、景美。默河

“容颜”之巨变令人惊艳：四年前绵延

百里的“臭水河”嬗变为水清岸绿的

“碧玉”带，总投资12亿元的默河综合

治理工程使原本浑浊腥臭的“臭水河”

华丽变身为景观河，特别是多年未见

的白鹭、大雁等珍稀鸟类再度“回归”，

成为“网红”打卡点。

主河道长55公里的默河是内乡县

境内的第二大河流，润泽沿河两岸居民

9万余人。多年来，百里河道黑水臭水

泛滥，没有鸟、没有鱼，被群众戏称为

“墨水河”；两岸边坡崩塌严重，生活垃

圾堆积；河道中阻水建筑、障碍多，行洪

能力差，水流不畅；沿线生产生活污水

直排入河，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连

接河道两岸桥梁少且建设标准低，给周

边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对默河实施高标准综合治理是生

态建设的需要，更是民心所盼。为此，

内乡县从四年前开始高位谋划默河水

环境“四水同治”综合整治工程。该工

程总投资12.13亿元，统筹考虑河道行

洪安全、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和沿

岸乡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内容

包括河道治理、两岸堤防及道路建设、

桥梁、液压坝、污水处理厂和配套污水

管网及游园等。河道综合整治措施之

全、标准之高、投资之大为内乡历史上

河道之最，被列为省“四水同治”重点

项目。

在工程建设上，该县采取疏浚与

调蓄相结合、边坡治理与基础设施建

设相结合、源头治理与回收利用相结

合的模式，对河道内积累数十年的淤

泥、垃圾进行清理，河道平均宽度由原

来的15米增加至35米；在多个位置建

坝蓄水，为周边农村居民灌溉提供了

很大便利；在合适处修建桥梁24座，方

便两岸居民出行。同时在4个流经乡

镇建设污水处理厂并铺设污水管网，

对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并净化处理；在

河道外合适位置建游园，安装健身器

材、建设生活广场、打造绿化景观，形

成一条兼具城市防汛与生态保护、休

闲游憩、展现文化的郊野滨河绿廊。

如今的默河水清岸绿、波光倒影、

桥梁飞架、夜景璀璨。这桩民生工程

被评为南阳市“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

民生实事之一。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化红
军 康晓灿）11月 4日早上，家住禹州

市鸿畅镇李金寨村的孙桂玲提着两个

垃圾袋出门，走到村里定点摆放的垃

圾桶旁边，将不同的垃圾分别投放到

不同的垃圾桶内。

孙桂玲说：“过去村里基础设施

差，大家随手丢垃圾，现在道路旁每隔

50米就有分类垃圾桶，每天都有保洁

员打扫、清运，村子到处干干净净，环

境一点儿不比城里差！”

孙桂玲眼里的可喜变化是禹州市

开展生活垃圾治理新模式的真实缩

影。

近年来，禹州市以建设“五有”长

效机制为目标，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营、

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治理新模式，

实现生活垃圾“扫干净、转运走、处理

好、保持住”，持续推动人居环境不断

提升。该市先后荣获“全国首批 100

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

范县（市）”“农村垃圾治理省级达标

市”等称号。

禹州市成立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办

公室，实行“日督导通报、月考核排

名”，加强对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

监管考核；成立以各乡镇创建办为主

的生活垃圾治理监管机构，负责本乡

镇生活垃圾治理和垃圾分类的推进；

在每个行政村成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为

组长的村级监管小组，负责本村环境

卫生保洁、垃圾收集转运的日常监管，

并组织保洁员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

治，形成了市级管面、镇村管片、层层

落实的长效监管机制。

禹州市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由禹

州市森源智慧环卫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禹州市 22个乡镇 625个行政村环境

卫生清扫保洁、生活垃圾收集转运、18

座中转站和 44座公厕的管理维护等

服务；由禹州市美城再生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中心城区试点小区生活垃

圾分类运营服务、全市可回收物资源

化利用和有害垃圾的分类暂存。

禹州市还谋划建设了可回收物再

生资源循环产业园项目，对可回收物

进行分拣利用，有害垃圾分类暂存。

据悉，该项目一期总投资1亿元，目前

已建成的废纸、废塑料分拣打包生产

线已投入运营，日分拣、打包可回收物

300吨，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生

活垃圾治理新模式已初见成效。

□本报记者 张莹

10月10日，毛艳艳走出竹园沟村村

委会大院，大院的旁边就是新郑小学，红

砖校舍依山而建，黄鸭河缓缓流过……

“新郑小学秋季刚启用，是南召县

唯一一所现代化的六轨公办寄宿制小

学。”毛艳艳向记者介绍说。

39岁的毛艳艳是竹园沟村人，小

时候在村小学上学，当过村里的信息

员，2021年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现

在还在村里住，每天都能看到新学校。”

紧挨新郑小学的是一所新建中学，

中学对面是刚刚落地的南召县新规划

占地1200亩的产教融合示范园区。

“10 年来村里最大的变化是什

么？”毛艳艳脱口而出：“最大的变化是

教育，可以说翻天覆地！”竹园沟村的教

育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是如何

一步步实现的？

竹园沟村在南召县城郊乡，村子不

大，有 299户 1095人，紧邻南召县城，

依伏牛山脉青峰山，占尽地理位置优

势。

在村委会，毛艳艳回忆说：“10年

前，竹园沟曾是省级贫困村，村子穷教

育也穷，全村只有一所村小学——竹园

沟小学。小学有一座三层楼高的教学

楼，校园面积约3600平方米，教师用的

是手写黑板，学生用的是旱厕，教学设

施非常简陋；村里还没有中学，孩子们

上中学要到几公里外的城郊乡中，不少

孩子上完初中就不上了。”

让毛艳艳印象深刻的，是竹园沟小

学的地面：“学校地势低洼，沙土地上摆

着砖，地面坑坑洼洼，一下雨泥泞不堪，

到了汛期下雨多，校门口积水没过膝

盖，孩子们上学非常难。”

2012年，竹园沟村教育开始发生

变化。

这一年，河南省教育厅开始定点帮

扶竹园沟村。河南省教育厅先后派出

刘禹佳、张晖、方治强等三任驻村第一

书记，对口帮扶竹园沟村。

利用教育资源优势，省教育厅先后

累计投入350多万元资金，将竹园沟小

学打造为书香校园。低洼地势被垫高

了，硬化了地面修了透水地坪，旱厕改

为水冲式厕所，购置更新了办公设备，

校门口盖起了门卫室，校园里修建了小

花坛……

“村小学改造之后，看着像个小花

园一样，省教育厅给学校捐赠了办公桌

椅、校服、电脑、图书……办学条件得到

了极大改善。”毛艳艳说。

2019年，竹园沟村教育开始实现

第一次跨越。

利用省教育厅争取的农村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资金2700万元、

城郊乡政府配套相关资金，城郊乡中在

竹园沟村征地78亩建设建筑面积3万

平方米的城郊乡中学，它是南召县唯一

一个公办寄宿制初中。2021年 9月，

城郊乡中学新校园建成启用，实现大跨

越。

10月 10日，记者随驻村第一书记

方治强走进城郊乡中学，五层的教学楼

有多媒体教室、图书阅览室、科学实验

室、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偌大的绿色操

场上，红色的塑胶跑道富有现代感；标

准宿舍楼，24小时热水供应等，教育设

施一应俱全。

“像这样的办学硬件，比城里的中

学还先进！村里每个孩子都能来这里

上学。”城郊乡中学校长齐向东说。

2020年，竹园沟村教育开始实现

第二次跨越。

新郑市与南召县“结亲”帮扶。由

新郑市出资3200万元援建的新郑小学

于2020年开建。

“秋季刚迎来新生，因为是新郑市

出资援建，县里将小学定名为新郑小

学。”新郑小学校长王亚丽说。

新郑小学是南召县唯一一所六轨

36 班公办寄宿制小学。学校占地

16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21000 平

方米，可同时容纳1600余人就餐学习。

安静的教学楼里，老师们正在教室

里智慧黑板前授课。“学校所有教室都

用上了功能强大的智慧黑板，可进行多

媒体教学。”王亚丽说。

（下转第二版）

加快配套和治污项目建设
确保引江济淮工程12月底试通水

小山村新变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
杨琳琳）“作为一个农民党代表，党的

二十大报告让我干事创业更有底气

了。我把自己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

神，结合身边的摸得着、看得见的变化

讲给大家听后，乡亲们个个备受鼓

舞。他们说，党的二十大已经为我们

绘就了美好蓝图，只要大家共同撸起

袖子加油干，一起创业，共同致富，咱

农民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11月 8日，谈起连日来给当地党员干

部群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感受，

二十大党代表王霞信心百倍。

“把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关于农业

农村、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给俺们讲讲

吧”“咱现在的好日子你跟领导讲了

吗？”10月24日，刚从北京回到新蔡县

练村镇甘湾村的家，王霞就被闻讯而

来的乡亲们围了起来，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迫不及待地让王霞分享在党的

二十大上的所见所闻。

王霞从行李箱中拿出笔记本、照

片、报纸，给大家讲起自己作为一个基

层农民代表参加党的二十大的经历和

感受，并向父老乡亲们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

“这十年，咱农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环境越来越好，乡亲们腰

包越来越鼓。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

到‘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字字

句句都是真金白银，咱们农民今后更

有福了！”10月 25日，王霞来到村委

会把自己参加盛会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想，用大爷大娘们都能听懂的大

白话分享给前来聆听的村民。

“报告还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

关于农业农村的内容，王霞读了一遍

又一遍。向乡亲们宣讲时，她的脸上

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987 年出生的大学生王霞在脱

贫攻坚期间，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从最初不要彩礼、家徒四壁的“傻媳

妇”，到发展生猪养殖创办养殖合作

社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已然成长为

自信大方的“新农民”、返乡创业的领

头雁。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11月 8日，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东移低槽和

冷空气共同影响，11月 11日至 13日，

我省将有明显降水、大风及降温天气，

北中部部分县市将出现寒潮，需防范对

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等带来的不利影

响。

预计11月 11日下午至11月 12日

是此轮降水主要降水时段，其间全省大

部有小到中雨，中西部部分县市有中到

大雨，西部高海拔山区局部有雨夹雪或

小到中雪。中西部累计降水量 20~40

毫米，其他县市10~15毫米。

同时，受较强冷空气影响，11月11

日夜里至11月 12日，全省西北风或偏

北风4到 5级，阵风6到 7级，中西部局

部阵风8到 9级，全省自西北向东南气

温较前期明显下降。

气象专家分析，此轮降水过程将有

利于增墒蓄墒、水库蓄水、降低森林火

险等级和改善空气质量，但需防范降

水、大风、降温天气对交通运输、生产生

活等不利影响。建议各地各部门密切

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

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

示，及时做好防范工作。

本报讯 11月 6日晚，满载 1.4 万

只食用菌菌棒的冷链物流集装箱货

车，从光山县十里镇正和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菌业基地发车，将通过青岛港

黄岛港区出口西班牙。这是该基地继

11月 1日菌棒装车出口澳大利亚后，

一周内发出的第二批出口菌棒。

据了解，光山县正和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食用菌基地包括该县十里镇一

期、二期、三期生产基地和槐店乡、文

殊乡等种植基地，总面积1000余亩。

其中正和食用菌三期基地占地480余

亩，投资约2.2亿元，于2021年 5月开

工建设，至 2021年 12月底该基地菌

棒厂、养菌室、包装厂、冷库、展示大

厅、种植标准大棚等均建成投产，是豫

南地区规模较大、技术先进、产能较

强、产业链条完整的食用菌产业基地。

目前，正和食用菌基地已形成年

产3000万棒香菇菌棒的生产能力，该

公司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辐射带动

周边农户、合作社进行食用菌生产种

植，一方面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

今年 3月 30日，该基地首批 5万

棒食用菌菌棒出口美国、日本后，众多

外商慕名而来，正和食用菌菌棒不断

漂洋过海，出口的国家已达13个。与

此同时，该公司还在日本和印尼建立

食用菌栽培基地，开启了正和农业“国

内发菌、国外出菇”的出口新模式。

近年来，光山县不断加大对农业

产业的支持和发展，大胆探索、积极尝

试，食用菌产业形成以香菇为主，菌棒、

花菇、羊肚菌等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

已经成为该县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

新增长点。（李振阳 梅曙贤 向宣垣）

党代表王霞回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咱们农民今后更有福

我省中西部将迎中到大雨
有利于增墒蓄墒

光山菌棒一周出口俩国家

内乡 白鹭归来“点赞”默河
禹州 垃圾“安家”美景入眼

习近平在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
中心时强调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这十年这十年中原乡村 9911

本报讯“种小青菜这事儿真中，

你看现在菜价多高，我们真是挣着钱

了！”11月 7日，在杞县沙沃乡尚庄村

的蔬菜大棚里，看着青翠欲滴的小青

菜，村民尚传方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

尚传方口中所说的“小青菜”，正

是尚庄村近几年积极推动建设蔬菜大

棚产业中的一环。

2018年以前，尚庄村村民主要种

植大蒜、小麦、玉米、花生等传统农作

物，附加值不高，群众的生活不富裕，

村集体经济更是一片空白。

2018年，在外经商多年的边玉生

回到尚庄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通过

考察和村“两委”研究后，边玉生决定

在村里发展种植高附加农业——大棚

蔬菜。说干就干，边玉生和村“两委”

成员筹资50万元，带头干，领着干，村

民们要么承包大棚，要么自己掏钱建

大棚，尚庄村的大棚蔬菜产业轰轰烈

烈地干了起来。

目前，该村已建成蔬菜大棚 220

余亩63座，种植的上海青和奶油小白

菜已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年产值达

35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实现了

从 0到 50万元的飞跃。蔬菜基地每

天用工 100余人，前来务工的村民年

收入1.6万余元，“菜篮子”真正让尚庄

村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同群众一起，培育壮大特

色蔬菜产业，推进农业向规模化、绿色

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乡亲通过

‘菜篮子’过上‘好日子’！”杞县副县

长、沙沃乡党委书记崔敏信心满满地

说。 （焦莫寒 焦宏昌）

杞县尚庄村

抓好“菜篮子”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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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柘城县起台镇许陈村村民在忙着给小麦抗旱浇水，促进小麦根粗苗壮多分蘖，为明年粮食丰收打基础。张子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