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卫进入攻坚阶段以来， 全市
机关工作人员积极行动， 在做好本
部门、本辖区卫生管理工作的同时，

对创卫攻坚责任路段进行摸底排
查，对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务求
实效。上图、左图为市环卫处等单位
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街头小广告。

本报记者苏鹏摄

为推进创卫工作深入
开展，连日来，平桥区平桥
办事处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建文明墙、粉刷旧
墙面，修补破损路面，悬挂
宣传标语，进一步美化城区
环境，提升城区形象。图为
该办事处在辖区内河电西
沟处设置的宣传标语。

本报记者杨柳摄

连日来， 市精神病医院医务人员全力投入到创卫工作
中，制定创卫攻坚方案，制作卫生知宣传板面，为职工和住
院病人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彻底清理院内的卫生死角，进一
步美化了医院环境。图为医务人员正在打扫卫生。

本报记者苏鹏摄

为了纪念第
21

个
“全国土地日”， 商城县
国土局汪岗国土所日前
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活
动，设立“全国土地日”

宣传咨询台， 接受群众
咨询， 发放宣传册

3000

本、宣传品
1000

个，受到
群众的广泛关注。 图为
宣传活动场景。

本报记者
赵锐摄

【凡人新事】

李定洲：见证信阳城市变迁

提起李定洲这个名字，相
信很多信阳老百姓都知道这
个没事喜欢给城市找毛病的
老人， 他用自己的一双脚、一
支笔， 走遍了信阳的大街小
巷， 记录下了信阳的城市变
迁。

6

月
22

日，记者见到李定
洲时， 距离他参加百花园开
园仪式已经过去一年的时
间。如今，老人的生活没有太
多的改变， 但喜欢给城市挑
毛病的爱好，还在持续着。李
定洲告诉记者：“我每天散步
都带着纸和笔， 看到什么问
题随时记录下来， 然后整理
上报。” 他的邻居告诉记者，

李定洲老人的这个爱好，已
经持续了多年了。这些年里，

李定洲用他手中的笔， 见证
了信阳城市一点一滴的变
化。而作为一位

82

岁的老人，

李定洲更是目睹了早年信阳
的落后与破旧。

在李定洲的眼中，信阳过
去是脏乱差。

1956

年， 河南日
报一名记者来信阳采访，写了
一篇文章《一座肮脏的城
市———信阳》， 让他心里很不
舒服， 但是报道的都是事实。

“信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乱
贴的小广告，一下雨路面上全

是泥巴，人行道上也到处是翘
起的砖块。”如今，已经退休的
李定洲，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观
察这座他生活了

50

多年的城
市，而存在于这个城市里的顽
症，也让这个老党员心头多了
一份忧虑。

2004

年，信阳市委、

市政府提出了“六城联创”的
目标，在随后的

6

年多时间里，

李定洲发现，信阳的城市正在
悄然发生着变化。 李定洲说：

“现在出门纸和笔基本上用不
上了，毛病不好找了。”

如今的信阳，历经了沧桑
巨变。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在全市党员干部和人
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城市面
貌焕然一新，先后荣获“中国
十佳宜居城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中国最具投资潜力
中小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等称号。 在李定洲的眼里，昔
日破旧落后的信阳城，已经脱
胎换骨，正在焕发着耀眼而夺
目的生机。

马上就要到党的
90

岁生
日了，回想起这座城市日新月
异的变化，这位有着

30

多年党
龄的老党员感慨万千。 他说：

“现在信阳的变化真是太大
了，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为此
专门写了一首歌，我想用自己
的歌声，祝福伟大的党、伟大
的祖国繁荣昌盛。”

夏

令

营

莫

忽

视

农

村

孩

子

编辑同志：

暑假即将来临，各种各样、

形形色色的夏令营又开始了。

它们中有科技夏令营， 有外语
夏令营，有野外拓展夏令营，有
语文写作夏令营……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 几乎所有的夏令
营都是侧重于城市， 都是倾向
于城里的孩子。 城里的孩子要
参加夏令营极为方便。 而农村
的孩子，尤其是山里的孩子，若
要参加夏令营， 实属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是
难之又难。

如今的农村， 较之昔日的
农村， 方方面面发生了很大变
化。 眼下农村年轻的家长也舍
得也乐意为自己上学的孩子购
置教学参考书， 购置各种各样
高质量的课外读物， 舍得智力
投资，而且还千方百计、想方设
法为他们的孩子寻找“再求
学”、“再学艺”的条条“渠道”，

寻找“求学求艺”的良好契机，

让自己的孩子在课外之余学到
更多的知识和技艺技能。然而，

让农村的家长有点遗憾的是，

很少有为农村的孩子们专门开
办的电脑培训班、英语培训班、

舞蹈训练班、声乐训练班、书法
书画班、 科技创新班及其他各
种各样适合孩子学习的课外辅
导中心……而一到暑假、 寒假
这样的假期， 一些渴求知识学
习， 渴求技能技艺学习的农村

孩子，只好望“班”兴叹，望“师”兴叹，只能眼巴巴
地“看”着城里的孩子“远走高飞”。

其实，暑假期间有关部门如能像城里一样，在
农村多开办一些诸如科技夏令营、英语夏令营、写
作夏令营等的生动活泼的夏令营， 既能激发农村
孩子的学习兴趣，开拓知识视野，满足不同孩子学
习钻研的实际需求， 又能让农村孩子充分调剂暑
假生活，陶冶情操，使暑假生活过得更富有意义，

过得更加欢乐。此外，

还能让农村孩子在各
种各样的夏令营里，

学会、 掌握更多更广
的知识和技能。

读者：闻杰
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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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创卫———记者眼中的六城联创”系列报道之六

创卫： 让信阳火车站变靓了

近期， 细心的旅客及市民们都会发现，信
阳火车站区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车
辆停车场美观规范，出租车在港湾式通道内有
序运营，火车站广场内无任何机动车辆乱停乱
放、无任何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秩序一派井然，

彻底改变了以前的“脏乱差”局面。记者通过采
访得知，这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车站区域
管理办公室实施创卫综合治理的结果。

信阳火车站是我市的一个重要窗口，每天
有
2

万多名乘客从这里进出信阳。然而，长期以
来，信阳火车站区域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现象严
重，营运三轮车、摩托车、电动车“自由”进出广
场，出租车及其他社会客车无序进出、乱停乱
放，流浪乞讨人员“泛滥”，严重影响了市容、有

碍观瞻。

为了彻底改变信阳火车站的混乱状况，管
理好火车站区域秩序，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成立了车站区域管理办公室， 就广场布局、出
租车管理、社会车辆停车场设置等问题进行科
学论证， 力求实现广场区域布局科学合理、管
理规范有序、市容整洁美观。很快，制订了《信
阳火车站广场布局调整方案》和《信阳火车站
广场管理方案》，并全力推动方案的实施。

为了美化火车站区域环境，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对广场布局调整高度重视、 大力支
持，先后斥资

100

余万元投入工程建设。该局局
长胡亚才主持召开火车站广场布局调整协调
会，为火车站区域“会诊”。会后，在该局及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各部门赶工期，抢天夺时
抓工程进度，全力投入火车站广场的改建调整

工程建设。

通过改建调整和整合资源，火车站社会车
辆停车场规模逐渐扩大，目前停车泊位有

50

多
个。同时，车站区域管理办公室还对广场的停
车场、绿化带、下水道、隔离带、地坪路面、各种
标识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美化，火车站广场
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规范火车站区域管理，车站区域管理
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 将工作人员分成

3

个中
队，对火车站区域实施

24

小时监控管理。一是
规范管理进入火车站广场的出租车及社会车
辆，引导规范停放、有序进出；二是严把广场入
出口关，有效地控制人力三轮车、机动三轮车
及摩托车进入广场从事营运活动，有效地控制
其他车辆随意进出广场及乱停乱放；三是积极
与市公交公司对接，要求设置在火车站广场内

的公交公司停车场加强内部管理，引导车辆规
范停放、有序进出，维护该区域的市容整洁、畅
通有序；四是严格管理火车站广场区域占道经
营、乱停乱放等违规行为。结合综合治理，每天
坚持定点蹲守与不间断巡查相结合，认真开展
排查、整治活动；五是真情做好服务，营造安全
和谐、畅通有序的广场环境。结合广场布局调
整， 每天安排

2

名队员定点在火车站广场进口
处，引导旅客到规定地点买票、安检及检票进
站。在出口处，引导旅客乘坐出租车及分流到
汽车站乘车等，及时疏散人流车流，受到广大
过往旅客的普遍好评。

创卫，让信阳火车站变靓了。广大旅客及
市民对火车站区域的创卫治理成果赞不绝口。

从广东东莞返家的小伙子王国伟说：“火车站
没有强行拉客的了， 没有流动商贩了， 很干
净，很敞亮……”市民张宏芳说：“火车站广场
改观太大了， 从脏乱差变成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出租车司机老王说：“出租车在环型通
道内运行，社会车辆在停车场内规范停放，美
观、科学，很有大城市的味道。”许多过往的旅
客在匆忙赶路
之余，都不忘回
过头来对城管
队员竖起大拇
指……

市污水处理公司

用实际行动践行创卫诺言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

6

月
29

日，市污水
处理公司

43

名员工，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来到
市中心城区的黑泥沟污水截污口，穿着防水衣，

跳进齐腰深的污水汇集处， 打捞截污口的漂浮
物和水下沉淀的污泥。面对难闻的气味、炎热的
高温，员工们说：“创卫攻坚、责无旁贷，我们就
是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创卫诺言。”

市污水处理公司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的一个下属机构， 担负着市中心城区的污水处
理工作，公司共有

58

人，单位不大，但却是创卫
的必检单位，在创卫中所占的分值高达

30

分。为
了力争在创卫检查中不扣分、不拖创卫的后腿，

按照局联创办重新明确的任务， 及时成立创卫
领导小组，公司一把手当组长，并指定一名副总
经理亲自抓。与此同时，公司领导每周都要对责
任路段进行检查， 并对责任路段花坛内缺少的
树苗，公司出资全部进行了补栽。

污水截污口是一个片区内的污水汇集处，

通过此处将污水导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市
中心城区污水截污口共有

11

处。 截污口污水的
流淌速度决定着进入污水管网的水量的多少，

如不定时清除漂浮物，污水入口就会堵塞，污水
就有可能排入河，给河带来污染。由于此处
是污水污物的汇集处，作业环境恶劣，过去找民
工来清除，往往清理不彻底，而且费用也很高。

自创卫工作开展以来，该公司自我加压，号召公
司员工到一线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每周由一
名公司领导带一个班组清理污水截污口。 记者
在现场了解到，参加这次清理的

43

名员工中，有
刚刚上完夜班的员工，有年轻的女职工，他们轮
流作业，有的用铁锹在污水中打捞，有的甚至用
手打捞起臭味难忍的编织袋、破衣服等。从上午
9

时到中午
12

时
30

分，打捞出的各类污物装满了
2

卡车。从污水截污口明显看到，进入管网的污
水流量不断增大。

记者从市污水处理厂了解到，该厂的污水
处理运行情况，直接通过网络视频被省环保厅
24

小时监控，平均每月来自中央、省、市的各类
检查不低于

2

次，来不得半点马虎。因为处理后
的污水要直接流入淮河，途经我市东部多个县
区， 稍有不慎就会给下游的水质带来不良影
响。为了保障设备正常运行，保障全天候安全
生产，工作人员采取

4

班倒工作制，化验室每天
做
15

项水质项目检查， 每隔
2

小时要对设备进
行一次巡视。在炎热天气里，为防止因高温天
气影响设备正常运转， 更要加大巡视力度。今
年以来，市污水处理厂已累计处理污水

1531

万
吨，污泥

10680

吨，

COD

削减量
3895

吨，氨氮削
减量

424

吨，出水合格率达
100%

，未发生一起安
全生产事故。

□

本报记者周海燕

图为员工们正在清理污水截污口的漂浮物和污泥。 本报记者周海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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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解决农民“看书难”问
题，全面推动农村思想文化建设，国
家从

2007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农家书屋工程”， 从而使农家书屋
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道亮丽风
景， 成为农民生产之余学习的好场
所。 然而， 目前一些村里的农家书
屋， 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没有真正发
挥其应有作用的问题， 在建设与管
理上都还存在着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思想认识错位。有的村已
建成的农家书屋只是停留在形式
上，成为一种摆设，完全是为了应付
上级的检查。二是书刊配置不当。存
在着书刊数量不多、类别不全、用途
不大、知识不新等现象。三是缺乏专
人管理。存在想看进不了门、想借找
不到人等问题，还有的一直是“铁将
军”把门。

“农家书屋工程”不仅是社会主
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更是一项惠及农民群众、 受到农民
欢迎的德政工程和民生工程。 各地
理应重视农家书屋的“硬件”与“软
件”建设，使其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在今后农
家书屋的书刊配置上， 要切合农村
需要、合乎农民口味，在品种上应当
体现多样性、广泛性，让不同知识层
次、不同兴趣爱好的农民群众，都能
看到适合自己的书籍； 在内容上也
要考虑指导价值、实用价值，全面把握农民的所需、所盼；

在形式上应当突出图文并茂、 易学好记， 确保农民看得
懂、学得会、用得上、记得牢。乡村干部可以考虑在村内公
选一两名文化基础好、责任心强、热心公益事业的村民担
任农家书屋的管理人员，定期向村民开放，并规范、完善
农家书屋的图书管理和借阅使用制度， 有效利用好农家
书屋的科技文化资
源， 充分发挥好农家
书屋的服务功能，真
正使农家书屋成为广
大农民需要的“营养
屋”、“致富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