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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洛阳】 上半年推进不力的
20 件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公之于
众。之所以推进不力，或许确实因为是
些“难啃的硬骨头”，但这绝不代表“情有
可原”。请想一想：脱贫攻坚、项目建设、
环境治理……哪个不是“难啃的硬骨
头”，又有哪个不是必须拿下的“死任
务”？“以干事创业、造福百姓为最大快
乐”，就会有“背石头上山”的劲头！

已完成新增供热面积
629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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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
实施意见
▶▶ 04版

中共洛阳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

炎炎夏日午后，采访车沿S247向
伏牛山腹地疾驰，一座写着“手绘小
镇”的牌坊迎面而来。

这里是嵩县黄庄乡三合村。在村
里新建的写生亭下，该村贫困户冯孟立
告诉记者，他厨艺不错，常年在各村奔波
做流水席，可收入不稳定，现在他给本村
的农家宾馆做饭，每天收入150元。

说起村里的变化，附近的村民都
凑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最多的
一个词是“翻天覆地”。

三合村原是豫西一个普通的贫困
山村，人均不足7分耕地，全村352户
人口中近1/3是贫困户。近年，一些深

山里的贫困户搬迁到S247沿线，可贫
困的生活依然没有改变。

直到去年，宁静的小山村因为一批
批前来写生的大学生热闹起来。这些
学生是村民冯建国的两个儿子冯亚珂、
冯亚博带来的，他俩都学过绘画，冯亚
珂还在郑州开办过画室。在外打拼多
年，眼界开了，兄弟俩商量回村创业。
他们把家里的老房子改建成农家宾馆，
在村里找了6个适合写生的地点。

“有山有水有民居，越是原生态的
山村面貌，越是笔下的亮点。”冯亚博
说，去年7月农家宾馆建成后，陆陆续
续来了1300多人的写生团队。这些人

少则待一个星期，多则住十天半月。
外地人多了，处处有商机。冯建

国不仅聘请冯孟立等 3 名厨师，还雇
佣了十几个贫困户来洗衣叠被、打扫
卫生等。患有眼疾的贫困户张章年过
花甲，几乎没有劳动能力，被推荐给学
生当模特，坐上俩小时就能领20元工
钱或米面等粮食。村民冯五现在村里
卖煮玉米，最多时一天挣了200多元。

“有很多团队想来，但我们没有那
么大的接待能力，很遗憾。”冯亚博
说。兄弟俩找到乡、村干部，说出了建
设“手绘小镇”的想法。考虑到这个项
目具有带动脱贫的潜力，黄庄乡专门

成立了建设指挥部，要把三合村打造
成一个3A级的伏牛山写生基地景区。

沿街建设农家宾馆，新建写生广
场、写生亭、写生展示墙，修复明清旧宅
和做豆腐、织布等传统手工作坊……从
去年年底开始，一幅伏牛山写生基地的
美丽画卷逐渐在三合村铺开。

“新建的21户农家宾馆已基本建
成，近期还要开工建设集中餐厅、活动
中心，建好就能大规模接待写生团队
了。下一步，我们村将按照‘党建+扶
贫+美丽乡村+旅游’四位一体工作方
法，以党建为引领，采取党支部带基地、
党员带贫困户的‘双带’模式，使贫困村
变旅游村，实现贫困群众就地脱贫、就地
就业、就地致富……”村委会主任高红生
滔滔不绝地讲起三合村的发展蓝图。

本报记者 朱艳艳 特约通讯员
罗孝民 黄盈盈

手绘小镇“绘出”致富画卷

近日，走进汝阳县靳村乡鱼山村艾
叶种植基地，一股清香扑面而来，成片
的艾草在烈日下长势喜人，满眼绿色。

一大早，贫困户王红亮撂下饭碗
就扛着锄头来到地里，给自家种植的
艾草清除杂草。

王红亮今年43岁，妻子和儿子都
有智力障碍，老父亲 70 多岁，长年患
病。他家里的几亩地一直种的是小
麦、玉米，靠天吃饭，仅能糊口。

如今，王红亮家一半的耕地种上
了艾草，收割一茬后，没过几天就有人
按每公斤6.4元的价格上门收购艾叶。

“种这比种庄稼强多了。以前种
庄稼我这一亩地多说能挣 600 块，现
在种艾草一年能割三茬，第一茬就卖
了800多块。”王红亮越说越高兴，“我
得感谢我们村的合作社，要不是他们
一次又一次动员，我也下不了决心。”

王红亮所说的合作社，是村里几
个年轻人去年7月成立的兴业种植专
业合作社。当年年底，合作社投资30
余万元，种植艾草200亩作为基地，并
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投资11万元扶
持62户贫困户种植艾草110亩。

该合作社法人代表王树强介绍，
鱼山村的坡地较多，传统作物产量低，
种果树也不适宜。为改变村里落后的
面貌，他们和帮扶单位多方考察，最后
把目光瞄准了路旁、坡地边的艾草。

“艾草全身都是宝，可全草入药，不仅
能制作艾条供艾灸用，还能制作农药、
艾茶、艾香皂、空气清新剂等，市场前

景十分广阔。”王树强介绍。
为消除村民的顾虑，汝阳县住建

局作为该村的帮扶单位拿出了启动资
金，按照一亩地1000元标准补贴贫困
户。同时，该局还派出专人和合作社人
员一行到南阳考察，最终签订300亩艾
草种植项目，采取“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今年端午节，艾草割了第一
茬，62户贫困户收获了满满的信心。

“艾草的适应力强，成本小、见效
快、市场大，一亩地一年净收入能达到
3000 元。”该县住建局派驻该村的第
一书记樊鹏飞如今也成了专家。

看到种艾草挣了钱，今年不用号

召，村民们热情高涨。目前,鱼山村又
有30户村民报名种植。

如今，兴业种植合作社发展规模
日益壮大，正在申请市级示范合作社，
准备购买设备做艾草深加工。

今年 5 月，村里派种植大户参加
在义乌举办的来料加工经纪人培训
时，与当地企业家“结缘”，对方有意在
鱼山村设点加工小商品，目前双方正
在商谈合作。

“如果这个项目能谈成，樊书记，
咱明年还愁不脱贫吗？”看着青青的艾
草，王树强和樊鹏飞信心十足。

本报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丁霄毅

艾草清香“充溢”脱贫之路

本报讯（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黄
亚文 王德军）记者昨日从市水务局获
悉，《洛阳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近日印发，今年年底
前，我市将全面建立河长制体系，各级
河长和工作人员全部上岗到位，以河长
制实现河长治。

我国将在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
河长制。我省、我市主动加压，将任务提
前至今年完成。《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
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正式启动，将围
绕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主要
任务，呵护我市流域绿水长流。

《方案》明确，在全市流域面积 3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流域面积 30 平
方公里以下但对当地生产生活有重要
影响的河流，以及城市区主要渠道水系
设立河长，统一竖立河长制公示牌。

《方案》按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年和2030年分阶段设置了工
作目标。其中，2017 年年底前全面建
立河长制，构建市、县、乡、村四级河长
体系。到2018年，伊河、洛河汇合处断

面水质指标由Ⅳ类提高到Ⅲ类，市、县
两级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
Ⅲ类标准，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任
务总体完成。到 2030 年，全市水环境
质量全面好转，水生态系统功能较好恢
复，河流生态环境整体改善，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在95%以上。

如何构建四级河长体系，河长都由
谁来担任？《方案》明确，市级设立市第一
总河长、总河长、副总河长，分别由市委
主要负责同志、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担任。他们负责组
织领导全市河长制工作，重点协调解决
河长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除了总河长，市域内主要河、湖、渠
设市级河长，由其他市级领导同志分别

担任。他们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
渠（含河流上所建水库）的建设、管理、
保护工作，包括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
治、水生态修复等；牵头组织对侵占河
道、围垦湖泊、超标排污、非法采砂等突
出问题依法进行整治；对跨行政区域的
河、湖、渠明晰管理责任；对相关部门和
下一级河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导、考核。

县、乡两级设总河长，由同级党委
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各河、湖、渠
所在县、乡分级分段设立河长，由同级党
委或政府负责同志担任。各河、湖、渠
所经行政村设立村级河长，由村支部
书记或村委会主任担任，打通了治河

“最后一公里”。
（下转03版）

年底前，我市将全面建立河长制体系

河长治河，呵护绿水长流

本报讯（记者 赵佳 苏楠 实习生 樊亚茹）日前，中宣部、
民政部发布10名全国“最美拥军人物”，乔文娟名列其中。（相
关报道见08版）

今年62岁的乔文娟是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退
休职工，中国拥军网站长。1976年，她因一起交通事故生命
垂危，两位不知姓名的解放军战士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并为她
献血，从此，她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拥军道路。多年来，她照顾
陈永龙、蒋友清等身患绝症的“兵儿子”，和家人一起把10多
万元捐给了子弟兵，还积极创新拥军方式，创办中国拥军网、
中国拥军网心连心艺术团，在军地之间搭建起桥梁。

多年来，她的拥军故事闻名全国。“兵儿子”陈永龙不幸患
上了白血病，乔文娟在病床前没日没夜照顾。陈永龙去世后，
乔文娟抱着陈永龙的遗体放声大哭，随后又不远千里将其骨
灰送回广东老家。

除了照顾“兵儿子”，1999年，她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战士
心理咨询辅导站”，开通了“心理咨询热线”，被11个营、连聘为

“营外教导员”“编外指导员”，先后与1000多名战士当面或电
话谈心，与2000多名战士进行书信交流。2004年，她创办了
第一个专业拥军网站——中国拥军网，面向社会大力宣传和推
动拥军工作，帮助300多名退伍战士找到了称心工作，让50多
名军人喜结良缘。

然而，她对自己要求异常严格、近乎苛刻。她多年未买过
一件新外衣，家常饭经常是白水煮面条、馒头就咸菜；在指导
中国拥军网心连心艺术团的成员排练节目时，早年车祸落下
的病根让她的右腹部总是隐隐作痛，她只是轻轻揉揉，忍住疼
痛继续指导大家排练。

今年5月，在前往边防哨所慰问的途中，她突然获悉母亲
去世的消息，毅然决定继续拥军，完成拥军活动后回到洛阳，
在殡仪馆里长跪不起：“妈，闺女没有送您最后一程，我得看我
的‘兵儿子’啊！” （下转02版）

乔文娟入选
全国“最美拥军人物”

昨日，在国机重工（洛阳）有限公司里，推土机事业部
产品开发技术科的党员攻关组正在改进产品工艺。

该科六成以上员工为中共党员，其中的党员技术骨
干组成了党员攻关组，被员工们亲切地称为“党员突击
队”。在产品改进升级、开发全球最大功率新型电传动推
土机等工作中，党员攻关组冲锋在前。他们主持开发的

“用于履带推土机六向铲的液压系统”等获得了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肖丽明 摄

国机重工（洛阳）公司：

党员突击队 攻关冲在前

我市今年将新增供热面积1000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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