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解决农民和企业职工的后顾之忧

本报讯（记者高晶晶）在产业集聚
区迅速发展的情况下， 大量青壮年农村
劳动力进城务工， 部分老弱人员因各种
原因，生存生活无法保障。淮滨县产业集
聚区多措并举，通过发放生活补助、推广
社会保险、整合服务资源等，有力地解决
了农民和企业职工的后顾之忧。

据了解，截至目前，淮滨县产业集聚
区内有

7382

名人均不足
0.3

亩土地的农
民，

2.8

万名企业职工。在对产业集聚区内
人均不足

0.3

亩土地的农民保障上：对

1836

名
16

周岁以下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
活补助

80

元，并就近安排他们在城区内入
学， 与城区市民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对男满
60

周岁、 女满
55

周岁的
713

名退休
人员，在享受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基础上每
人每月补助

100

元； 对
4833

名其他年龄段
人员，鼓励他们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
保险，凡按规定参保缴费的每人每年补贴
1000

元，现已有
483

人参保。

在集聚区内
2.8

万名企业职工保障
上： 鼓励引导他们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或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县财
政给予首次参保人员每人一次性补贴
2000

元； 帮助职工子女在城区自主选择
学校， 与城区市民子女享有同等受教育
的权利；建设整合服务资源，将桂花、立
城、 和顺三个服务区新建的

3312

套保障
性住房，以集体房每人每月

30

元、夫妻房
每月

60

元的优惠价格出租给企业职工。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位于县城东北部，

已入驻企业
71

家。今年上半年，集聚区内
吸纳就业

2.87

万人，同比增长
21.7%

。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征兵任务

（上接
01

版）搞好对口指导，加强协调
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形成“党委统征、

政府主导、军地协同、分工负责”的工
作格局。 要全程督导落实，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 加强
对征兵工作的全程监督指导， 及时查
找和协调解决征兵工作中出现的困
难、矛盾和问题；对完不成征集任务或
在征兵工作中弄虚作假、失职失责、造
成恶劣影响的单位和部门， 要严格按
照上级要求坚决问责， 逐级写出问责
报告。

乔新江强调，做好今年征兵工作任
务艰巨、 责任重大。 要坚决落实征兵命
令，确保征兵工作走在全省前列，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今年征兵任务， 为国防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老区信阳增光。

尚邦君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提出要求。夏世富全面部署了今
年征兵工作。

会议还传达了上级征兵工作有关
精神，宣读了我市征兵命令。 各县区军
地领导分别向军分区和市政府递交了
目标责任书。

积极主动作为 确保供电安全

（上接
01

版）

科学编制实施用电方案， 夯实电网安全
运行基础。市发改委、信阳供电公司认真分析
2014

年夏季信阳电网负荷特点及存在问题，

突出对民生和重点工业用户的电力需求保
障，充分考虑最不利情况下的应急措施，详细
编制《

2014

年信阳供电区有序用电方案》、《信
阳电网

2014

年迎峰度夏工作方案》， 制订
22

条电网度夏措施，确保电网设备安全运行。根
据市发改委和信阳供电公司近期对产业聚集
区夏季供用电情况调研分析，今年度夏期间，

各产业聚集区电力供应充足、供电设施安全可

靠，企业用电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因供电紧张
对企业拉闸限电的情况将不复存在。

加快实施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满足农村用电
需求。市发改委、信阳供电公司积极争取国家农网
改造资金对我市予以倾斜， 近年来投资额度逐年
增加，位居全省前列。

2010

至
2013

年农村电网总
投资

7.2

亿元，新建
110

千伏变电站
8

座、扩建
1

座，新建线路
74.31

千米；

35

千伏变电站
28

座，新
建线路

406.6

千米； 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
1002

千米， 新建配电台区
658

个，

2014

年农网项目总
投资

2.76

亿元，通过农网改造项目实施，我市农
村电网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质量明显提高。

□

本报记者曹政

有感而发

乘

电

梯

莫

忘

讲

文

明

近日， 笔者去一高层住宅小
区会友，由于朋友住在

7

楼，笔者
便乘坐电梯上去。 但万万没有想
到，笔者一走进电梯，就看见一位
年约

20

多岁的小青年牵着一条大
狼狗也跟着进入了电梯。 这条狼
狗一副凶巴巴的模样， 还不时张
开大嘴往笔者身上靠。

无独有偶。前些天，笔者在一
家商场乘坐电梯时，竟发现一位中
年男子，一边吸着香烟，一边把痰
吐在电梯里，一副很正常的样子。

近些年来，在医院、商场、宾
馆、酒店、高层住宅小区等地，电
梯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
缺的工具。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审
视一下就不难发现， 在这些乘坐
电梯上上下下的人群中， 不时有
人暴露出一些不文明的陋习，着
实让人有些生厌。

据某小区的一位电梯管理人
员相告，她每天几乎至少要打扫、清理电梯四五
遍，电梯里不但有烟蒂、口痰和各种食品袋等垃
圾，还有一些宠物的尿和粪便，有的时候，电梯
的四壁上还粘有口香糖。

笔者以为，电梯也是一个文明窗口，也能反
映一个人的素质和文明程度。一个讲文明、有素
养的人，应该懂得如何文明乘坐电梯，比如：在等
候电梯时，要主动排队；电梯超载鸣叫时，靠近门
口或最后上电梯的人要主动退出；站在电梯按钮
旁边的人，有义务为其他同乘者服务，可主动询
问他人想要前往的楼层并按钮。千万不要在电梯
内吸烟、乱扔垃圾、高声接打手机等不文明的行
为， 更不应该
带狗、 猫等宠
物进入电梯。

河区吴家
店镇出山店茶果
庄园是在流转当
地
7000

亩荒山上
建立起来的新型
农业庄园， 园内
开发有茶叶、水
产养殖、 瓜果种
植、 花木培育等
农作方式， 发展
成集观光、休闲、

垂钓、 农家乐于
一体的庄园农
业。 图为信阳市
农科院指导该庄
园种植的新品种
梨今年已挂果并
进入采摘期。

李树政摄

光山县：飞机喷药防虫害

本报讯（李玲唐坤）

7

月
29

日，光山县官渡河两岸上空马达轰
鸣，设在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的杨树
食叶害虫防治飞机临时起降点上，

三架飞机依次降落、加油、装药、起
飞， 飞行作业紧张有序地进行。上
午
11

时许，随着最后一架执行喷药
任务的飞机平稳落地，该县

2014

年
杨树食叶害虫飞机防治工作顺利
完成。

杨树是光山县平原绿化、速生
丰产林的主栽树种，面积已达

28

万
亩， 由于去冬今春无有效低温天
气，以杨小舟蛾、杨扇舟蛾为主的
杨树食叶害虫发生面积逐步扩散，

当前，已是杨树食叶害虫危害的高
峰期，如不及时防治，随时都有可
能爆发成灾， 严重影响树木生长，

给广大林农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
将严重影响该县的林业生态环境
建设。

为了有效遏制杨树食叶害虫
灾害， 确保林农利益不受损失，巩
固全县造林成果，该县按照统一安
排， 及时制定了防治工作方案，完
成了作业计划，确保防治作业顺利
开展。此次飞机防治作业调用的是
河南蓝翔飞机防治公司的专业防
治林木病虫害飞机， 共起飞

50

架
次，喷洒防治药物

2

吨，防治重点主
要是大广、沪陕高速公路两边以及
312

国道、城际周围的片林，主要涉
及该县弦山、紫水、官渡河产业集
聚区和孙铁铺、仙居、寨河、十里、

仙居等杨树成片林面积较大的乡
镇，共防治杨树面积

5

万多亩。

罗山县倾力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本报讯（韩勇）自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罗山县紧紧围绕
为民务实清廉这条主线， 倾力打通联系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群众
得到更多实惠。

该县抓好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提高联系服务群众水平，努力实现党的
组织全覆盖。今年，重点抓好全县

78

个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试点建设和

33

个“软

弱涣散”基层组织的整改工作。认真落
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引导党员运用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审议村（社区）计
划生育、社会保障、征地拆迁、村级公益
事业等重大事务，全县运用“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解决各类问题

1269

个，征求
党员意见

1239

条。大力实施领导干部定
点联系基层制度、“党员活动日”制度和
机关党员联系服务社区群众制度，不断

丰富党员干部服务基层形式、充实服务
内容。

目前， 该县共有
845

名科级以上领
导干部与全县

303

个村（社区），

41

个企
业，

63

个基层单位建立了联系点，与
2551

户困难家庭结对帮扶，有
3780

名在
职党员到社区报到， 开展服务活动

470

多次，利用党员活动日解决信访疑难问
题

220

余个。

商城县坚持问题导向立行立改服务群众
本报讯（花维）商城县教育实践活动

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以“大宣
传、大走访、大排解”活动为载体，坚持问题导
向，到群众中发现问题，到群众中解决问题，

真抓实改，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三到三查”听民声。该县党员干部进
村组、入社区、到企业宣传政策精神、问社
情民意、听群众心声，到“双薄弱村”查发展
“瓶颈”，到贫困群众家中查致贫原因，到村
情复杂的地方查矛盾原由。 广泛听取群众
对干部作风、经济发展、社会治安、民生实
事、 文明创建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并梳理分
类建立台账。目前，已重点走访

37

个双薄弱
村，

4000

余户，

20

万余人。

“三助三送”解民忧。该县以贫困户、困
难党员、 空巢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

积极开展“助贫、助残、助老”的“三助”活动，

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以贫
困村、双薄弱村、偏远村为重点，大力开展
“送技术、送信息、送健康”的“三送”活动，坚
持帮扶工作“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加快脱

贫步伐。目前，全县各级干部已为群众协调
致富项目

53

个、资金
728.6

万元，提供技术指
导
590

余人次，办理惠民实事
262

件。

“三建三化”化民怨。该县分别建立民
生诉求、困难群众和稳定工作“三本台账”，

实现台账一户一页、一村
(

社区
)

一册，做到
村情社情、户情民情、期盼愿望、问题困难
“四个知晓”。组织

980

名机关干部深入干群
关系紧张、各类矛盾复杂、信访上访频繁的
地方，积极化解群众心结、化解矛盾纠纷、

化解信访积案， 确保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到
位，不合理诉求解释到位，重点信访对象稳
控到位。目前，全县共排查矛盾纠纷、信访
积案和安全隐患

112

件，化解
78

件，有效维
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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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正在喷洒农药。

打造老百姓信任的平价科室

记第一五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忠义

7

月
16

日， 家住平桥区平昌镇的王锡枝
老人从解放军第一五四中心医院出院了。出
院时，她的老伴拉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陈忠
义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

当回忆起一个月前住院时的情景，心存
感激的王锡枝的老伴仍很后怕。

那天早上， 老伴叫王锡枝起床吃早饭，

叫了几遍都没人答应，遂进屋查看。这一看，

让他吓呆了， 发现王锡枝已经意识模糊、言
语不清， 请当地医生测血压， 高压
170mmHg

、低压
100mmHg

，当地医生建议，

紧急求助一五四医院
120

救护车接诊入院。

看罢病人的
CT

片子， 陈忠义果断地得
出结论：脑室出血，肺部还可能有吸入性肺
炎。“赶紧安排手术。” 陈忠义对旁边的年轻
医生说。 随即施行侧脑室穿刺引流手术。从
2009

年接任科室主任以来，类似这种穿刺引
流手术，陈忠义施行近百例，病人全部康复

出院。

术后的王锡枝，病情一天天好转，在医
院住院一个月后，康复出院。

陈忠义说， 微创治疗脑出血技术有两
种，颅内血肿穿刺引流术和侧脑室穿刺引流
术，这种治疗方法创伤小，神经功能恢复快、

费用低、安全系数高，现已被神经外科医生
广泛接受。“我们科室也是在豫南地区医院
中率先开展的微创治疗脑出血及脑室出血
的，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挽救了诸多重
症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的生命。”

尽管如此，每年信阳地区都会有大部分
脑出血患者去郑州、武汉、合肥等地就诊，舍
近求远。“这不是距离远近的问题，或许是好
多病人还对信阳本地医院没有信心吧。”陈
忠义认为。如今，每年春夏两季，一五四医院
神经内科的病房内人满为患。陈忠义说：“病
人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宣传。你把病人的病治
好了，一传十，十传百，比做广告宣传更实
在。”

脑颅被称为“生命禁区”，颅内疾病是死
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从医

20

多年来，无论
是作为青年医生还是现在的科室主任，陈忠
义一直对工作保持敬畏之感， 因为他知道，

人的大脑内细如发丝的神经和血管像蜘蛛
网，手术刀容不得

0.1

毫米的误差。因此，颅
内手术除要求医生对大脑生理结构烂熟于
心外， 还必须具备在高倍显微镜下大胆、精
细、准确、稳重操作的基本功。为此，他在数
百只老鼠尾巴细如发丝的血管上，进行了上
千次的动脉血管吻合技术训练，练就了在显
微镜下手握手术刀丝毫不差的硬功夫。

在技术上，陈忠义精益求精；在科室管
理上，他提出要打造让老百姓信任的平价科
室的口号。用他的话讲就是两点：一是技术
过硬，二是真心服务。做好这两个基本功，患
者就认可医生，认可医院。

药价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在陈忠义给
病人开的处方中， 有些药物只要几毛钱，让
病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有一次，一个患者来

门诊看病， 患者向陈忠义叙述完症状后，陈
忠义判断此人是患有轻度抑郁症，在给患者
讲述平时要注意的事项后他又开了两种药。

患者拿着处方去交钱取药时，发现一共才四
块多钱。患者有点迟疑了，拿完药又上来找
到他，“陈主任，这药真的有效吗？咋这么便
宜？”陈忠义笑着对他说，并不是所有的药都
贵，也并不是只有贵药才能治好病。一个月
后，患者来医院复诊，专程找到陈忠义，连声
感谢。他也常常叮嘱年轻医生，能给患者用
便宜药治好病的，为什么要用其他昂贵的药
物呢？白白增加患者的负担。只有你把病人
装进心里，病人才能拿你当朋友。

由于脑出血、脑梗塞等神经系统类疾病
的特殊性，要求护理工作也和常规疾病有所
不同。陈忠义要求每一名护士都要及时和患
者沟通，多和他们聊聊天，让他们心情保持
舒畅，每周都必须给病人及家属上一堂神经
系统健康知识课， 提高预防此类疾病的意
识。

一五四医院神经内科队伍在主任陈忠
义的带领下，已形成具有良好医德、专业技
能强、服务意识强、人才梯队合理的神经内
科专业力量。 科室也充分利用

1.5T

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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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螺旋
CT

、视频脑电图、经颅多普勒等先
进设备，为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诊治提供更
有力的保证。

□

廖卫芳

罗延银:姑苏城里“清肠人”

（上接
01

版）污水道堵塞了，也总
是他下去清理。

1997

年，罗延银正
式被排水公司吸收为“编外”管道
疏通养护工。

24

小时开机，热线电话，随叫
随到。 这是罗延银坚守的定律。

2004

年夏季，一拆迁户在规
定时间内仍未搬出，施工方封死
了污水管封头，导致公厕污水回
灌至居民家中。 接到求助电话，

罗延银立即赶到现场。 室内狭
小，无法用疏通设备，只能人工
排污。 难以忍受的气味，连户主
都捂着鼻子站得远远的。 整整

3

个小时，他站在污水中，用水勺
将混有粪便的污水舀到桶里。 管
道打通了，他来不及歇息，又赶往
下一个作业点。

越是逢年过节，管道疏通养护
的任务越是艰巨。

2006

年中秋节，

古胥门广场边窨井污水漫溢，而
“姑胥盛世逢佳节， 正月十五闹元
宵”活动正在广场举行。 此时已不
允许全面养护， 只能调来疏通车，

用高压水枪暂时疏通。别人在闹元
宵，罗延银和工友们在“通阴沟”。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又来到广场，

对排污管道进行清挖，对窨井逐个
清理，一上午就清出

3

车
200

多袋
的油块。

2012

年
12

月， 东环路施工，

管道堵塞，零下几度的冬夜，罗延
银和工友一干就是一夜。

2013

年
国庆，台风“菲特”突袭苏州，他们
奋战两天两夜。 当年冬，西环路高
架桥路段清淤，他们连续夜间作战
42

天……

狂风暴雨的时候，罗延银在路
上；万家团圆的时候，罗延银在井
下；急难险重的时候，罗延银在前
面。 这些年来，罗延银和工友每年
下井作业

200

多次，累计疏通管道
50

多万米， 相当于从上海到南京
一个来回的距离，作业后市民回访
满意率一直保持在

100%

。

“我会一直干下去”

100

多年前， 法国作家维克
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下
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今天，下水道依然是城市的良
心。 它犹如城市的肠道，关乎城市
正常的循环、代谢和安全。 而罗延
银和工友们，正是治愈城市“肠梗
阻”的人。

“脏了我一人， 洁净千万家”。

这个英雄的集体留下了一串串闪
亮的足迹：

2010

年
11

月， 罗延银
班组成立，先后被评为“苏州市工
人先锋号”、“江苏省工人先锋号”、

苏州市“五一文明班组”；

2013

年
6

月，管网所支部被正式命名为罗延
银党支部，并荣获“苏州市先锋党
组织”称号。罗延银党支部

10

名共

产党员中，有多名苏州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 苏州市优秀共产党
员。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劳模
一个标杆。

过去人员流动很大的疏通班，

如今，更多的是干了几年、十几年
的老职工。 每个人初来，都是罗延
银手把手地教。 最脏最累的活，罗
延银总是抢着干。 大家“干得蛮开
心”，没人愿意离开。

罗延福， 罗延银的堂弟，

2000

年，被罗延银带到疏通班，一干就
是

14

年。对堂兄，他充满了感恩和
敬佩：“哥哥个子不到

1.60

米，但
有力气，懂技术，干活我们都比不
过他。遇到突发情况，他打眼一看，

伸手一摸， 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怎样解决。 ”

“罗延银还是污水管道里的
‘蛙人’，

2011

年，他主动要求学习
潜水，并取得了潜水员证。这样，在
主管道里作业时，一般故障就不用
抽干水了。 他潜到水下，最长能连
续干两个小时。 ”管网所所长秦福
军介绍说。

春节，外来工作人员纷纷回家
团圆去了。 罗延银总是主动留下
来，坚守岗位。 妻子吴绪华一个人
照顾三个孩子，种地养猪，甘苦自
知。

2002

年春节，不满一岁半的儿
子肺炎高烧不退，但罗延银仍然没
能回家，妻子哭了，杀掉了同样需
要照料的一头大猪。等到夏天回家
时，儿子哭闹着拒绝那个陌生的怀
抱。

在女儿罗小敏的记忆里，父亲
同样陌生。

2008

年，刚上初一的罗
小敏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父亲
工作时的场景， 她哭得难以自控。

她说，

2007

年，父亲把到北京领奖
时的奖品———一支钢笔送给了她，

她感到无比荣光和自豪，她哪里知
道，那奖品居然是父亲在地下管道
里，一勺勺舀、一锹锹挖出来的！

2010

年， 劳模罗延银成为苏
州排水公司管网所的一名正式职
工，有了“五金”，他的干劲更足了。

妻子着儿子来到了苏州，租住在不
足

20

平方米的小屋里， 一家人团
聚，让他特别满足。

在苏州城最热闹的百年老街
观前街上，有一座印着“十佳新苏
州人”手印的纪念墙。 抚摸着墙上
自己的“双手”， 罗延银说， 作为
2006

年度“上墙”的唯一一名农民
工，他只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工的代
表，是河南农民工的代表，也代表
了一座城市对农民兄弟的接纳、尊
重和认同。

45

岁，

22

年，罗延银用青春和
汗水，浇铸出一座丰碑。 他说，“我
会一直干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