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24日 星期一编辑：张静静 校对：贺心海 组版：中辉
洛阳·社会 07

近日，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发《全
国爱卫会关于命名2017—2019周期国家卫生
乡镇（县城）的决定》，新命名全国2299个乡镇

（县城）为“国家卫生乡镇（县城）”。其中，汝阳
县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县城”，王坪乡、付店镇
被命名为“国家卫生乡镇”。

这是该县广大干群经3年多不懈努力，致
力于“四城联创”收获的累累硕果，也是继被
命名为“全国平安县城”“国家园林县城”“河
南省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之后该县的又一殊
荣。全县城市品位再次提升，人民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明显增强，创建成效尤为明显。

建立长效机制 更好惠及民生
近年，汝阳县委、县政府提出创建“国家卫

生县城、园林县城、平安县城、文明县城”的“四
城联创”活动，多举措改善汝阳人民群众的工
作、生活环境，推进全县城市管理工作再上新
台阶，树立汝阳新形象。

组织机构不断健全。及时调整充实由
县长任主任，常务副县长、主管副县长任副
主任，县政府办、卫健委、教育局、公安局等
30 多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县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成立由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
指挥长，县相关领导任副指挥长，县委办、
爱卫办、城管办等 20 多个部门为成员单位
的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指挥部。将爱国卫生
运动及创建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年度目
标考评和绩效考核体系，为创建工作提供
可靠的组织保障。

全面进行创新，提升创卫成效。不断创
新措施、创新形式、创新方法，落实分包责
任，完善长效机制，推进工作开展。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将县城划分
为 11 个卫生责任区，由 11 个副县级单位牵
头、县直 121 个单位分包，统一组织开展以

“爱我汝阳、清洁家园”为主题的周末大扫除
活动。每周五各单位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
到分包的责任区内参加义务劳动，打扫卫
生、清运垃圾、整治环境，形成了人人参与创
建的良好局面。县委、县政府两办督查室联
合创建指挥部定期进行明察暗访，每周对全
县 121 个单位、10 个社区和 14 个乡镇环境

卫生情况进行统一排名，排序结果在县新闻
媒体上公布，排末位的由其主要负责人在电
视上做表态发言，并对发现的问题下发整改
通知书，限期整改。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城市
长效管理的新思路、新途径，不断创新城市
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社区管理组织，实行
县、镇、社区三级管理负责制，实施县领导分
包社区责任制，同时推行门前“六包”责任
制、垃圾上门收集制，使县城管理工作步入
规范化、常态化。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创卫氛围。该县将
卫生县城创建纳入城市提升战略目标，与园
林县城、平安县城、文明县城创建有机结合起
来，实施“四城联创”。充分利用汝阳电视台、
汝阳在线、今日汝阳等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增
强全县人民群众共创意识，提升参与积极性，
做到广泛宣传，造势到位。各单位、社区设置
健康教育宣传栏 800 多块，在高速引线和街
口设置大型创卫广告牌 70 多个，印发宣传标
语 2 万余份。开展“创国卫、你举报——市民
随手拍”活动，印发市民随手拍通告 1.5 万余
份，所有出租车、县直单位、店铺的电子屏幕
对创卫标语进行滚动播放，使创卫工作深入
人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城市意识、文明意识和
卫生意识不断增强。

加大投入力度 营造宜居环境
汝阳县严抓公共场所卫生，强化“五小”

行业、食品安全管理。一是强化公共场所安
全，积极推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制度和水质
定期检测制度。加强对旅店、歌舞厅、理发
店、公共浴室等场所的监督管理，避免传染病
的传播和流行。二是强化“五小”行业管理，
定期对“五小”行业等特殊行业从业人员进行
岗前培训和健康检查，严格从业单位卫生许
可证的发放，把好消毒保洁、“四防”设施等关
口。三是强化传染病防治，强化食品安全整
治，实行疫情县、乡网上直报，村级按规定上
报，杜绝传染病的漏报、迟报、瞒报现象，确保
无重大传染病暴发和流行。坚持将食品安全
工作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内容和县城社会经济
发展规划，县政府与食品安全各相关部门、各
乡镇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细化分解食品安
全种植养殖、生产加工、现场流通、餐饮服务

等方面工作。
全面开展健康教育，采取病媒生物防治措

施，保障群众身心健康。该县建立健全各级健
康教育组织，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健全县、
乡、村三级健康教育网络，做到人员、经费、任
务三落实。在县城主次街道、公园、广场等人
们主要活动场所设置固定健康教育宣传标牌，
在县城主要街道、社区、小区醒目位置设健康
教育宣传栏，针对不同人群开展重点教育。深
入开展社区健康教育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健康
教育培训，使县城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和行为
形成率明显提高。全面推进全民健身，建设滨
河体育公园，在广场、公园、游园、小区等100
余处设置健身器材，大力倡导和推广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扎实开展健康检查，落实亿万农
民健康促进行动工作，全面启动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行动，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有声有色开展，广大群众的防病意识和防病能
力明显增强。

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碧水蓝天
汝阳县高标准完成县城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心商务区规划、紫罗新区城市设计和城
市绿地系统规划。棚户区改造步伐加快、“县
城提质”工程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
善、精细化水平不断提升、市场管理逐步规
范、垃圾处理厂管理日益严格、道路通行更加
顺畅。

投资 7.9 亿元，完成 280 余项创模暨碧
水蓝天工作任务，PM2.5 等污染物实现实时
监测；着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大力实施蓝
天、碧水、林业生态、乡村清洁、生态修复“五
大行动计划”，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总投资 5.1 亿元的全境绿化工程全面
开工，加快推进北部通道绿化、汝河水道
绿化建设，完成造林 29.77 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 54.2%，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
严格实施污染集中控制，重点工业污染废
水、废气达标排放率达 100%；切实加强各
类污染源监控，县城集中饮用水源地取水水
质达标率为 100%；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超过 315 天；重点工业污染源废水排放达标
率达到 100%。

（丁霄毅）

汝阳县荣膺“国家卫生县城”称号

城市品位再提升 殊荣又添“国字号”

灵芝，在人们的印象中大都生长在
深山老林，数量稀少，还自带“神秘”光
环。不过，近些年，灵芝培植技术已经成
熟，种植灵芝已成为农民致富的又一途
径。汝阳县三屯镇武沟村就有一家专门
种植灵芝的合作社——武沟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

眼下正是木灵芝生长的关键期。
昨日，在武沟村的田地里，10 座大棚
四周都围上了遮阳网，遮盖得严严实
实。走进大棚，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里
面一朵朵瓷盆般的灵芝，宛如一把把
撑开的小雨伞。每朵灵芝直径约 20
厘米，工人正忙着给它们“穿”纸框，以
保护表面褐色的粉。这个粉就是灵芝
孢子粉，既是灵芝的种子也是灵芝的
精华，具有抑制肿瘤生长、降血糖、降
血脂等功效。

灵芝属于高温型菌类，适宜生长
温度为 25℃~30℃，每年 7 月底至 9 月

是采集孢子粉的最佳时期。孢子粉可
以直接泡水食用，不过经过深加工破
壁处理的孢子粉，营养更容易被人体
吸收。

“今年受疫情影响，菌种拉回来得
晚，所以今年收获也会晚一点，可能延
迟到 9 月底了。”武沟村相关负责人杨
天立说。

种植灵芝虽然收益高，但“伺候”
起来相当麻烦，对土壤、温湿度等条件
要求非常高，还需要精心看护。

“我来这里种木灵芝，一天能挣七八
十块钱，还离家近，只要村里有需要我就
会过来。”正在干活的村民王见合说。

据介绍，武沟村下一步将对灵芝进
行深加工，开发灵芝片、灵芝孢子粉胶囊
等产品，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拉长灵
芝产业发展链条，使灵芝真正成为武沟
村脱贫致富的希望和“灵药”。

（张静雅 张晨）

昨日，记者在栾川县白土镇马庵村
看到，村干部开车在村里行驶，总是开
着车窗，行驶很慢，还不时与村民打招
呼。跟村民交谈得知：村干部开车在村
里行驶，从来不关车窗。

“这是俺村不成文的规定。”马庵
村文书杨红波证实了此事，他说，这是
村党支部的倡议，如今已经成为大家
的习惯。

之前，马庵村在距离白土镇镇区
10多公里的深山里，面积14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 1300 米以上，全村只有 150
余户500多口人，是出了名的穷村。自
2006 年起，马庵村响应整村易地扶贫
搬迁号召，历时6年，分3批搬到了镇上
的新社区。

搬出深山，目的是过上好日子。“村
里要发展，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很重要，
这样才能拧成一股绳。”马庵村党支部
书记牛鸿儒说，只有拉近和群众之间的

距离，才能汇聚起磅礴的发展力量。
让党群、干群关系更融洽，马庵村

党支部把突破口放在了“服务”二字上，
坚持村民有求，支部必应。

有一年，村民韩家同生病住院，出院
结算时发现自己无法用新农合报销费
用，就把此事告诉了牛鸿儒。牛鸿儒一
天之内打了47个电话，找到了问题症结
所在，最终让韩家同的医疗费得以报销。

在牛鸿儒的影响下，马庵村的党员
干部为民服务意识不断增强。这些年，
村里通过流转土地、发展核桃种植、引
进电子加工厂、开办就业培训班等措
施，使得村民的增收渠道越来越宽，腰

包越来越鼓，不少人还买了小轿车。
小轿车多了，问题也随之而来。有人

钻进车内，轻踩油门，呼啸而过，往日里见
面打声招呼问声好的情形少了许多。有
村民议论：“日子好了，关系远了。”

党员干部身上有没有这样的问
题？“我们要带头摈弃这样的陋习，不能
让群众戳咱的脊梁骨。”牛鸿儒说，在一
次会议上，他号召党员干部开车在村里
行驶，要慢行、开窗、问好。

“以前咱都是这么做的，现在开车
照样能做到。”杨红波说，一声问候，能
让彼此笑逐颜开，党群、干群关系自然
也就更加密切。

“遇见老人喊声叔、叫声婶，让人心
里热乎。”村民杨进县说，村里的党员干
部开车路过，打声招呼问声好，让大家觉
得党员也在群众中、干部也是自己人。

如今，在马庵村，村干部开车不关
窗已然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本报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侯豫
炯 罗代彬

这个村，村干部开车不关窗

22日，洛阳市首届少儿篮球联赛暨第四届“琳达宝贝
杯”幼儿篮球联赛在涧西区琳达宝贝运动俱乐部开幕。

本届联赛由洛阳市体育总会、洛阳市篮球协会、洛阳琳
达东方教育集团主办，洛阳市篮球协会幼儿篮球分会承办，
主题为“小篮球，大梦想”，设U6和U8两个年龄组，每个年
龄组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22日至29日，全市
19支少儿篮球代表队的150余名小选手将进行小组单循
环赛、交叉淘汰赛及冠亚军决赛等。 本报记者 孟山

我市首届少儿篮球联赛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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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
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扇不关的车
窗，能增进党群、干群之间的感情，也
能成为党群、干群密切关系的桥梁和
纽带。“慢行、开窗、问好”，是一件再
简单不过的事，却能让群众笑逐颜
开、心中温暖。让我们为马庵村的

“开车不关窗”点赞。（李三旺）

灵芝“走出”山林 成为脱贫“灵药”

22日，秋雨绵绵，汝阳县纪委监委
党员干部利用休息日带着家人走进城
关 镇 云 梦 村 家 风 家 训 馆 进 行 参 观 。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
进党员干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汝阳县纪委监委决定自7月下旬起，在
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展“带着家人到家
风馆报到”主题活动。连日来，13 个乡
镇 15 个家风馆累计接待参观者 2 万余
人次。 康红军 摄

带着家人到家风馆报到

强大的DJ阵容、魔幻的巨型舞台、巅峰的音乐享受……22日、23日，在老城区天心文化产业园
内，“古都夜八点 古都新生活 IMF live 电音节”为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人们带来一场电音盛
宴。电音文化与古都文化碰撞，引爆了洛阳的夜生活。

此次电音节由老城区委、区政府主办，两天共吸引超万名音乐爱好者参与。近年，老城区立足
厚重的隋唐文化，通过创新夜游产品打响“古都夜八点”文旅消费品牌，多项特色主题活动和多个夜
间文旅消费集聚地让文旅资源穿珠成链。 记者 李冰 张光辉 通讯员 石智卫 摄影报道

电音文化引爆
古都 夜生活

电音盛宴

手机直播 热情观众

本报讯（记者 智慧 实习生 王奕菲）二里头考古遗址
公园再次被央视关注！22日16时55分，央视新闻频道《新
闻直播间》栏目以《湿地生态美 白鹭翩翩飞》为题，报道了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因生态环境优美而吸引大量白鹭等水
鸟栖息的景象。

“一走进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记者就看到白鹭翩翩、
碧水潺潺、芦苇丰茂，河面不时有水鸟掠过，宛如一幅山水
画……”随着镜头的推移，一处处湿地美景展现在观众面
前，在解说员的详细介绍下，让人不由得心生向往。

这片湿地东西长约1公里，南北宽40米至50米，按照
遗址公园设计方案，在建设之初就精挑细选种植了大量的
水生植物。随着湿地环境日益改善，如今，在这里安家的水
鸟越来越多。

在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
赵海涛介绍，目前，湿地美景已经成为遗址公园的一大
亮点。

遗址公园内为啥要规划一处湿地景观？赵海涛解释：
“根据研究，当时的二里头夏都位于古伊洛河北岸的一处高
地上，所以在建设遗址公园的时候，就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
情况，复原了一部分水面，并尽可能复原出当时的环境，让
观众理解当时建都选址的条件。”

二里头文化及其以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
和石峁文化等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正是从这些灿若群
星的远古文化中，诞生了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和中
国人的精、气、神。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至今
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

“华夏第一王都”、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中
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自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二里
头考古遗址公园开放至今，《人
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各大
媒体多次聚焦二里头遗址，以
文、图、视频等方式集中呈现，
引发热烈关注。

湿地美景成为该遗址公园一大亮点

央视再度关注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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