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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二十载，筑梦新征程。地处孟津区的洛
阳市环岭医疗废物集中处理有限公司（简称洛阳环
岭），是河南省首家医疗废物集中无害化处理的专
业性公司、洛阳市唯一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理企业，
公司董事长陈霞自2003年企业筹建之初就将保障
百姓健康、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初心镌刻进企业的基
因。截至目前，洛阳环岭日处理医疗废物17吨左
右，做到全市医疗废物日产日清，为洛阳市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洛阳有200多家医院、近3000家小型医疗卫
生机构，分布在全市各地，点多面广，有的处于偏
远地区。为破解及时集中收运、处置全市医疗废
物“老大难”问题，洛阳环岭积极兴建了洛阳市境
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嵩县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基
地），形成了“一南一北”医疗废物处置格局，先后
购入国内先进的医疗废物处理设备、医疗废物专
用运输车辆，扩大辐射范围；积极配合行政主管部
门，成功打造了医疗废物“小箱进大箱”的“洛阳模
式”，确保了全市医疗废物集中安全处置。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洛阳环岭全体员工
坚守岗位，协同作战，在保证全市常规医疗废物
无害化处置的同时，还保证了疫情医疗废物和隔
离点废弃物的收运、处置，做到了“两专、两固定、
两个百分之百”（专人交接、专车运输，固定人员、
固定运输线路，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百分之百规
范化处置），实现了医疗废物处置零事故、医疗废
物零库存、人员零感染，为助力洛阳筑牢疫情防
控钢铁防线作出了“环岭贡献”！ （志刚）

洛阳市环岭医疗废物集中处理
有限公司：

日处理医疗废物17吨
全力守护好绿水青山

韩城镇：

人大代表履职尽责 智慧种业力促振兴
宜阳县韩城镇桃村耕地面积可观，但

近年来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耕地利
用率低，这成为县人大代表、韩城镇镇长
田振民的一块心病。

去年，韩城镇党政班子合力促成河南
鼎德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种业产

业园落户桃村。当时，在做土地流转工作
时，田镇民带领镇村干部扎根桃村田间地
头，将土地流转的预期收益和相关政策宣
传到各家各户。他耐心向镇村干部和群
众解释土地流转工作的重要性和项目前
景，取得干部群众的支持，并身体力行推

进河南鼎德智慧种业产业园项目启动。
河南鼎德智慧种业产业园总投资2亿

元。目前，已建成 3000 余亩小麦原种繁
育基地，共繁育6个小麦原种；建成4.5米
宽生产路15公里、蓄水池2座、机井5眼，
铺设灌溉地埋管2600亩；办公楼、晾晒场

和车间均已建成。每年可生产优质专用小
麦良种300万斤，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

在鼎德育种基地里，总能看到田振民的
身影。他说：“人大代表就要实实在在为人
民谋利益，我要竭尽全力把各项工作干好，
决不能辜负乡亲们的信任。”正如田振民在
产业园揭幕仪式上所说：桃村这块“好布”终
于遇上了“好绣娘”！作为县人大代表的田振
民忠实践行了为民谋福祉的初心，成为推动
智慧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先锋。（邢艺馨）

为进一步提升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
理水平，近年来，洛龙区学府街道党工委
始终坚持以红色物业为抓手，引领社企
联建，夯实基础、扎实推进，有力推动城
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规范化和精细化。

一是注重党建引领。按照组织共
建、活动共联、资源共享模式，打造集党
支部、物业服务于一体的红色平台，实现
社区党支部、居委会、物业服务公司、党
员志愿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彼此合作、
协同运行。截至目前，辖区共创建“红色
物业”7家。

二是创新融合模式。按照“双向进

入、交叉任职”要求，积极推动建立“三方
联动”机制，选派社区优秀党务骨干为物
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党建指导员，吸收物
业公司党组织负责人到社区党组织兼
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双向监督
作用。

三是推动共建共治。整合各类服务
资源，把“为群众办实事”融入红色物业
工作站和红色物业党建联盟，汇集居民
诉求，定期交流工作推进情况，组建群众
自治组织60余个，发动物业服务人员、党
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各项服务活动100
余次。 （张静 任芳芳）

学府街道：

党建引领聚合力 红色物业暖民心
为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机关党员干部群众诚信教育，营造
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12 月 18 日，洛龙
区龙门石窟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

“弘扬诚信文化 共建信用石窟”主题活
动（如图）。

活动中，宣讲员向党员干部群众讲
解了什么是诚信及诚信建设的重要意
义，对《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进行了系
统的介绍和详细的解读，要求党员干部
群众结合实际，倡导诚实守信的行为规
范，将条例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
中。通过此次主题活动，大家对诚信文

化有了新的认识，纷纷表示要从身边小
事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积极投身诚信
实践，争做诚信表率。 （李明菲）

龙门石窟街道：

开展“弘扬诚信文化 共建信用石窟”主题活动

甘肃加油，洛阳来了！18日23时59分，甘肃临夏州积
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人员伤
亡，部分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昨日，包含洛
阳神鹰救援队、洛阳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洛阳兄弟连红十
字应急救援中心、洛阳应急救援协会直属大队、洛阳见义勇
为义务救援队等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携带专业救援设备
和相关救灾物资，陆续启程前往甘肃积石山县进行救援。

“我们预计19日晚上11点多到达目的地。”洛阳神鹰救
援队相关负责人说，面对突发事件，他们就要拿出“特殊速
度”。据悉，昨日凌晨，在地震发生几分钟后，洛阳神鹰救援
队就开始筹划这次“紧急驰援”，不少队员主动接龙报名。

该负责人称，除洛阳神鹰救援队外，还有多支洛阳神
鹰救援队分队从新乡、郑州等地出发前往甘肃参与救
援。救援队员们自备有生命探测仪、破拆装备、无人机等
救援装备。

昨日上午，在洛阳应急救援协会直属大队，队员们正抓
紧整理装备，出发救援。得到地震发生的消息后，洛阳应急
救援协会立即对接甘肃省应急管理厅，明确救援任务。“我们
首批有10余名队员赶赴甘肃，接下来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
步派遣救援力量。”洛阳应急救援协会会长康望标表示。

洛阳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也在第一时间紧急集结14
名队员，筹集灾区紧缺的担架、汽油发电机、破拆工具、帐篷
等物品，装满3辆车赶往受灾地区。“考虑到灾区气温较低，
我们还特意多带了棉服，分发给有需要的群众。”昨日 15
时，洛阳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负责人说，他们的先遣队已到
达陕西宝鸡，将于20日凌晨1时抵达甘肃灾区，后方还有
集结人员可随时出发。

昨日下午，由洛阳兄弟连红十字应急救援中心12名队
员组成的救援队伍也启程赶赴甘肃，预计20日凌晨5时到
达目的地。“考虑到地震灾区环境复杂，12名救援队员驾驶
3辆车、携带3套专业破拆工具驰援。”该救援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抵达现场后，他们将在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回洛阳，后
续若有需要，还将派出更多救援队员驰援甘肃。

在关林市场，洛阳见义勇为义务救援队的队员们也清
点物资，准备出发。得知灾区缺少物资，他们决定出资购买
并携带棉衣、棉被各500件赶赴甘肃。

在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地震灾区的同时，洛阳多支志愿
者队伍在后方以自己的方式默默为甘肃加油。昨日上午，
在洛阳与爱同行公益组织洛龙工作站前，捐赠爱心物资的
市民络绎不绝。“一大早，我们就在各个志愿者微信群中发
了消息：甘肃气温低，受灾群众需要保暖物资，我们要赶紧
行动起来。”与爱同行公益组织负责人白英平说，消息发出
后不久，就有志愿者和爱心市民前来捐赠物资，有人一次捐
出10箱鸡蛋。“天灾无情人有情，做公益这么多年，我时常
被朴实的洛阳人感动。”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王若馨 洛报融媒记者 王博东 吕
百营 文/图

洛阳多支救援力量昨日启程

甘肃加油，洛阳来了！

记者日前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该
局联合市教育局率先在迁建高中建设
洛阳市中小学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中心，
对学校食堂实行24小时智能化管理，为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学校治
理体系提供基础保障。

记者在现场看到，巨型液晶监控屏
显示有入网学校的名称和具体位置，多
角度逐一显示各个学校的后厨、操作
间、餐厅等重点部位的实时情况。通过
AI智能识别技术，安装在各个学校食堂
的智能监控设备可以远程自动识别食
堂从业人员的各种违规行为并进行智
能抓拍记录，比如未按要求穿戴工作衣
帽、不规范着装、未戴口罩、工作期间接
打电话、在工作区域吸烟吐痰、体温异
常上岗等。与此同时，智能报警系统会
第一时间进行报警信息备案登记和信
息反馈，并通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处理
和处罚。

除此之外，智慧监管系统还可以对
食堂后厨内的环境卫生和餐厨垃圾存

放情况进行智能分析，对食品存储的环
境进行温湿度调控，消除食品安全隐
患。按照“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要
求，监控数据、图像和视频将长期存储，
相当于一份完整的“档案”，便于监管部

门的执法人员随时调用查看。
学校食堂使用的食材是否安全，通

过智慧监管系统就能实现“云”监测。
目前，入网学校已经配备了与智慧监管
系统联网的可视化电子秤，配送入校的

食品原材料要经过智能抽检和称重，并
进行农药残留数据智能分析，系统确认
合格后才能进入仓库。相关结果实时
上传，杜绝数据被人为改变。学校采购
食材后要上传相关票据，平台系统会记
录提供食材的供应商名单，后期可为查
找食材购买的渠道、供应商资质和经营
情况等提供溯源凭证。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食品
安全智慧监管方式通过利用远程视频、
大数据、智能分析等新技术，实现了对餐
饮单位远程线上全时段监管和实时智能
预警，通过系统各功能模块实现食品安
全的闭环管理。从公众角度来看，食品
安全信息可查看、监督评价可参与；对监
管部门而言，有助于提高监管精准度和
有效性，实现了教育主管部门、市场监管
部门之间信息互通、监管互动，进一步提
高食堂信息化管理水平，用高科技手段
守护学校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洛报融媒记者 李岚 通讯员 孙怀
真 杨峰 文/图

智慧监管，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在瀍河区白马寺镇喜柿多采
摘园的温室大棚里，工作人员正在管理
草莓、番茄。该采摘园建设有日光温室
4座、冬暖大棚3座、智能温室1座，配备
分拣车间、冷库、水肥一体化、农业物联
网等配套设施。园内种植的 15 个番茄
品种、3个草莓品种目前已经开始挂果，
预计明年1月初成熟上市。近年来，白
马寺镇着力打造集种植、采摘、旅游于一
体的农业生态观光采摘园，进一步推进
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洛报融媒记者 潘郁 摄

温室大棚孕育希望

“我为了养蚯蚓才承包这个果园，
没想到果子的口感更好了。”日前，在孟
津区白鹤镇崔窑村洛阳地之源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志鑫轻轻翻动车
厘子树中间的蚯蚓床，能看到一条条红
色的蚯蚓密布其间。

蚯蚓又称地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多种氨基酸，不仅是传统的中药材，
也是提取西药“蚓激酶”的重要原料。
今年45 岁的王志鑫介绍，蚓激酶临床
上主要用于治疗血栓性疾病，近年来需
求量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带热了蚯蚓

养殖。正是看准了蚯蚓养殖的前景，
2022 年王志鑫辞去工作，开始转行养
蚯蚓。

经过多方考察，王志鑫最终选择了
孟津区白鹤镇崔窑村。他说，这里地势
平坦、土壤疏松、用水方便，适合蚯蚓养
殖。更重要的是，蚯蚓喜食粪便，而附
近正好有一家养牛场。养殖品种选定
为“大平二号”，这种蚯蚓体表红亮、生
长快、繁殖率高，适合高密度养殖。

所谓蚯蚓床，其实就是牛粪，它不
仅能为蚯蚓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也是

蚯蚓的最佳饲料。“将牛粪按照80厘米
宽、20厘米厚的规格铺好后，需要先用
水反复冲淋，直到清水流出才适合放入
蚯蚓苗。”王志鑫介绍。

地上种车厘子，地下养蚯蚓，车厘
子可以为蚯蚓遮阳，蚯蚓则为车厘子提
供了肥料。蚯蚓吞食牛粪后排出的蚯
蚓粪富含氮磷钾及大量的有机质和菌
群，能够帮助土壤重建生态系统，促进
作物生长，是上好的有机肥。车厘子、
蚯蚓套种套养本是无心之举，实际效果
却出人意料，不仅实现了生态循环发

展，而且收益可观。
王志鑫介绍，目前公司蚯蚓年产量

达25万斤，蚯蚓粪年产量达3000吨，年
收入在160万元左右。蚯蚓除销往外地
药厂外，还向洛阳周边的渔具店供货。
蚯蚓粪则主要销往洛阳市内各大果园。

小小蚯蚓全身是宝。王志鑫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促进种养
一体化发展，用小蚯蚓“串”起循环农业
产业链，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郑
占波 吕云鹏

小蚯蚓“钻”出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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