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和谐稳定大文章
本报讯（万心亮）今年以

来，河区柳林乡紧扣“平安、

和谐、发展”主题，积极落实
“齐抓共管、部门协作，群众参
与，上下联动”的维稳措施，

为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和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
环境。

提高认识，在统一思想上
下功夫。该乡始终把平安建设

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每月召开
专题例会研究部署平安建设
工作，将维稳作为日常中心工
作常抓不懈。主动落实，在排查
化解上求实效。 该乡坚持每月
组织一次社会矛盾纠纷排查，

对排查出的矛盾不回避、 不拖
延，切实做到“事事有结果，件
件有落实”。 该乡连续

5

年被评
为全市信访“四无”乡镇。

淮滨县
栏杆

好作风催生新气象
本报讯（范冬松）为彻底

治理“四风”，整顿“庸懒散
软”，日前，罗山县莽张镇不
断加大内部督查力度， 扩大
督查范围，改进督查机制，推
动了全镇工作和整体形象的
大提升和大改善。

在观念上，该镇改变过去
只督查领导干部的做法，坚持
从实际出发， 做到有事必督，

督则必办，办则必果。在思路
上，该镇在积极配合上级纪检
部门，大力推进查办案件工作
的同时， 将监督关口前移，促
进和扩大党内民主和党务公
开。在制度上，该镇对竞争上
岗、资金管理、物资采购以及
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
题，规定督办时限

,

确保督查
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建设生态蔬菜基地
本报讯（邢永画李婷婷）

今年以来，淮滨县栏杆街道办
事处全力推进千亩生态蔬菜
基地建设， 积极带动农民增
收。

该办事处按照“一个重点
产业，一套工作班子”的思路，

成立特色产业服务办公室，利
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生态蔬
菜种植效益，动员群众参与生
态蔬菜种植。该办事处在以王
湾村为中心的生态蔬菜种植

基础上，辐射带动周边两个行
政村， 种植面积由最初的

800

亩扩大到
1200

亩， 年销量达
500

万斤， 帮助群众增收
1500

多万元。该办事处积极邀请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地开
展科技培训活动。已开展各类
技术培训

50

余次，发放技术资
料
2000

多份，培训农民
1000

多
人次。该办事处成立了豫皖大
葱和绿叶种植

2

个专业合作
社，蔬菜年销量达

200

万斤。

积极防治麦稻病虫害
本报讯（刘彤斌王薇）

当前正值小麦水稻病虫害防
控关键期，光山县寨河镇强化
措施， 切实抓好防治工作，全
力确保粮食增收。

强化领导， 责任落实到
人。 该镇采取划片管理模式，

实行镇干部包村、 村干部包
组、 组干部包户的责任制，责
任明确到人， 层层抓好落实。

科学防控， 实地指导到户。该

镇立足今年实际，针对小麦中
后期、水稻苗期病虫害发生趋
势及特点，重点抓好赤霉病等
病虫害防治。加强监测，防控
预警到点。根据“政府主导，属
地负责，联防联控”原则，做好
监控预警，将测报预警制度落
实到点，确保疫情消灭在萌芽
状态。同时，加强农资市场监
管，为小麦、水稻病虫害防治
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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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垃圾不除 何谈美丽乡村

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马保群

农技推广

淮滨县
邓湾乡

明察暗访看人居环境

河区河港镇：垃圾“点缀”山水间
河区河港镇位于南湾湖上游，是信

阳毛尖主产区。十几年前，这里峰峦叠嶂，溪
流清澈，美丽的风景成为游人向往的世外挑
源。然而，近年来，茶乡逐渐富裕起来，但是
垃圾也“富裕”起来了，各种生活垃圾点缀在
山水间，成为如画风景的硬伤。

5

月
8

日上午，记者驱车沿环湖路进入
河港镇辖区。车行进当中，记者看到路两边
的沟渠中、 河道旁散落着各种生活垃圾，有
些塑料袋浸泡在溪流中，很抢眼。

“你们这里既产好茶，又是南湾湖水源地，

为啥这么多的垃圾无人清理呢？” 在路边碰上
一名茶农， 记者和他攀谈。“现在也确实没办
法，农村垃圾太多。以往赶集，农民都是提篮掂
袋。现在卖茶叶、买菜都用塑料袋，超市里的商
品大多都是用塑料袋包装的，这些塑料袋也没
法处理，还不都是乱扔了。”这位茶农说。

最让这位茶农伤脑筋的还是像玻璃瓶
这样的垃圾。“以前，像白酒瓶、啤酒瓶、酱油
瓶等这些玻璃瓶， 还有收废品的前来收购，

现在也没人收购了，老百姓就把这些瓶子扔
在房前屋后、茶山上、沟渠边。有些摔碎的瓶

子的碎玻璃散落在路边、溪水中，一不小心
就容易伤到人。”

这位茶农无奈地说，在集镇上，还有一
些保洁员清理垃圾，而离集镇稍微远一点的
村落，垃圾就更是无人清理了。

结束了和这位茶农的交谈，记者来到
河港镇郝家冲。记者发现路边一棵大树下一
堆垃圾无人清理。 紧邻路边的小河沟河坡
上，塑料袋、酒瓶子、饮料盒、破衣服等生活
垃圾应有尽有， 有些垃圾被河水冲刷到下
游，挂在树杈上。

既然集镇上有保洁员，那么，集镇的环
境卫生状况又是如何？当日上午

10

时
30

分左
右，记者来到集镇街道进行暗访。

在镇政府门口， 记者发现街面还算干
净。但是，顺着镇政府大门前一条老街往北
走大约

300

米，在一个下坡处，记者看见路东
边有一个破旧的垃圾池，像是很长时间没有
清理了。垃圾池里堆满了垃圾，垃圾池周围
成了垃圾场，气味难闻。垃圾池旁一小水沟
正向毗邻的水库中排放污水。

目前， 我市正积极打造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生态信阳。而河港镇在南湾湖上
游，垃圾缘何这么多？本报将继续关注。

在采访中， 记者感叹河港的峰峦入
云，茶园翠绿，民居古朴。同时也遗憾垃圾遍
地对自然美景的“伤害”。

白色垃圾不除，何谈美丽乡村？近年来，

我市各县区都在倾力打造美丽乡村。 然而，

记者发现， 雷同的是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大
手笔是房屋的仿古，路灯的高档，景观树的
栽种，路边坑塘的整修。然而这些相映成趣
的风景中， 垃圾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再

美的风景，垃圾不除，还能叫风景吗？

相比大兴土木的工程建设，清理乡镇垃
圾就这么难吗？其实，真正的美丽乡村，就是
空气清新、溪流清澈、鱼虾嬉戏、阡陌交通，

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愿景。那么，实现这样
的愿景，乡镇党委政府应首先从环境卫生治
理做起，把小垃圾看成大问题，把治理小环
境看成是建设生态信阳的大环境， 唯如此，

美丽乡村才能够真正展现。

路边大树下堆放的垃圾。 本报记者 张勇摄

该镇街道边的大片垃圾。

本报记者 张勇摄
小河河坡上散落的各种垃圾。

本报记者 张勇摄

四 十 一 载 为 民 情

———访商城县汪桥镇河铺村党支部书记肖德银

【村官语录】

“既然当支书，就要为老百姓办事。”

———肖德银
从

1974

年当上村支书至今已经
41

年，为
老百姓办的实事不计其数。村里的老百姓说，

有了支书，我们就有了主心骨，有了他，我们
村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村民说的支书，就是
商城县汪桥镇河铺村党支部书记肖德银。

与肖德银交往始于
2001

年， 那时我是信
阳日报社“三个代表”驻村工作队员，在商城
县汪桥镇潘湾村驻村。当时刚五十出头的他，

给我的印象是年富力强，有魄力。记得在全镇
冬季大兴农田水利时， 第一天我们村干活的
进度就被他们村远远抛在后面。为此，我还专
程登门拜访取经。

5

月
8

日，冒着大雨，记者又走进阔别
14

年
的汪桥镇河铺村。说起“美丽乡村”建设，河铺
村小洼村民组长李光照好像有说不完的
话。李光照告诉记者：“自

2013

年县里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后，一贯不愿当‘后进’的老支
书，就率先在长岭、石洼等村民组开展了轰轰
烈烈的‘美丽乡村’建设。当时，我心里还有顾
虑，认为搞‘美丽乡村’建设是县里乡里的事，

与自己无关。 然而， 当看到长岭组道路硬化

了，大塘修好了，村里变整洁了，我才恍然大
悟。”站在一旁的肖德银告诉记者，小村民
组群众看到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好处后，在
李光照的组织动员下，全村民组

90

人，每人自
发拿出

2000

元钱，共筹集
18

万元作为“美丽乡
村”建设资金。如今，组里

5

米宽的水泥路基已
经完成，万方大塘硬化及村民组环境美化、硬
化已现雏形。李光照说，这一切，如果没有老

支书的组织动员，没有老支书带头搞“美丽乡
村”建设，没有村里的典型带动，就没有小
村民组的今天。 长岭组

74

岁的村民肖祖传一
脸喜悦地说：“自打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

修好我家大门口的‘臭塘’，硬化了门前道路，

美化组容组貌后， 我这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
病也好了！”

谈起美丽乡村建设计划， 肖德银信心满

满。他告诉记者，按照村里规划，再奋斗
3

年，

到他
70

岁时，全村
22

个村民组都将成为“美丽
乡村”示范点。

从
18

岁进入村部， 肖德银先后当过村团
支部书记、村民兵营教导员、村第一副支书。

自
1974

年担任村支部书记至今， 已经整整
41

年。他告诉记者，既然当这个支书，就要为群
众办实事，办成事，办好事。如果不当这个支
书，也要做甘愿奉献的人民群众中的一员。

肖德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3

年，当时，汪桥镇上正在接通县乡“长明电”。

他得知后， 立即组织发动全村群众自愿捐款
出资，率先在全镇第一个点上了“长明灯”。改
革开放后，全村在他的带领下，不仅实现了组
组道路通畅，组组大塘硬化，组组渠道联网，

而且全村
98%

以上的群众都参加了新农保。

2013

年，为了解除村里
101

个鳏寡孤独五保老
人的后顾之忧， 他又组织群众自愿捐款

12

万
元，率先在全市建起了“村级慈善基金”，并成
立慈善办公室。如今，村里的孤寡老人及五保
户不仅有了低保，而且，每年春节，村里都要
派人带着

50

斤大米，

20

斤面粉，

10

斤植物油，

10

斤猪肉去慰问他们。 石洼村民组
80

多岁的
何老太太，每当说起这事，就唠叨个不停。她
告诉记者：“我们乡里有句俗语，叫娘有爷有，

不如自己有。我们村啊，能发展到今天，就因
为有了老肖这样的支书啊！”

近期茶园主要病虫害

防治要点

近期，春茶采摘工作接近尾声，茶园管理工
作提上日程。充分合理利用好农艺措施，控制病
虫害发生，是实现茶园绿色防控的重要内容。

一、病虫发生概况
黑刺粉虱：根据病虫测报结果，今年黑刺粉

虱虫口已由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是当前
河港镇茶园发生最普遍的病虫害。 据

4

月
28

日白
龙潭茶园观测点观测，平均虫量达

92.12

头
/

百叶。

假眼小绿叶蝉：今年田间调查显示，一部分
偏施氮肥、茶园郁蔽、通风不良的茶园虫口基数
明显偏高，达

5.8

头
/

百叶。

茶尺蠖：调查显示，今年茶尺蠖第一代幼虫
发生量比去年低，但温度高，茶尺蠖发育期短、

繁育系数极高。 预测我市第一代茶尺蠖成虫发
生期高峰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

二、防治技术
1.

加强茶园管理，促进通风透光，增施有机肥，

增强树势。

2.

及时开展春茶采后修剪，恶化害虫营养
条件，抑制虫害发生。

3.

药剂防治，根据茶园病虫害发生情况，必
要时使用药剂防治，应优先选择生物农药。

领跑者

□

市农科院赵丰华 城镇化建设特色鲜明
本报讯（钟业永黄清勇）

今年以来， 淮滨县邓湾乡以
“两个服务， 一个转移” 为主
线，以工业为主导，全面推动
城镇化建设。

服务好传统农业，加快农
业产业化进程。该乡重点围绕
弱筋小麦、花生、水稻、茶叶和
生猪五大传统农业， 做好服
务。服务好群众，助推农村经
济发展。该乡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解决道路不畅，电力

不足，环境不好等问题。该乡
通过土地流转，组建农业专业
合作社，促进就业等各种渠道
和手段，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
转移。该乡一是抓好县工业园
区招工工作。二是完善集镇功
能，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
商”的新集镇，吸引农村人口
向集镇迁移。三是加强劳动力
技能培训，引导农村劳动力由
体力型向智力型、 技能型转
变，提高就业率。

专项清查涉农资金
本报讯

(

曾楠
)

为切实加
强涉农资金管理， 确保国家
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

近
日， 罗山县东铺镇在全镇范
围内组织开展涉农资金专项
清查。

该镇成立了涉农资金专
项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
作方案， 对惠农补贴资金、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及其他

重点专项资金进行全面细致
检查。重点检查各种惠农补贴
资金是否足额发放到位、管理
制度是否完善、是否存在虚报
冒领、套取资金等情况。该镇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

对工作机制、内部管理、资金
发放方面存在的问题加以纠
正，真正把政府的强农惠农政
策落到实处

,

使群众受益。

罗山县
东铺镇

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
本报讯（李正刚）今年以

来，平桥区胡店乡党委始终坚
持做到在抓常、抓细、抓长方
面狠下功夫，时刻把作风建设
摆在重要位置，与日常工作相
结合， 推动作风建设的常态
化、长效化发展。

以学习教育加强党性修
养。结合机关学习制度，该乡坚
持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

为党员干部持续“补钙”，进一

步增强基层党员干部的党性修
养和宗旨意识。 激励党员干部
坚定树立在基层一线艰苦环境
中真抓实干的理想信念。 以制
度建设推进作风转变。 该乡党
委多次召开会议， 修定完善以
公务接待、 公务采购和日常管
理为主要内容的机关管理制
度， 坚持考核与群众监督评议
相结合，促进整体作风转变，打
造勤政务实的基层干部队伍。

平桥区
胡店乡

近期，我市雨水充足，光照适宜，正是插栽秧苗的好时节。图为商城县李集乡农民正在抓紧插栽秧苗。

本报记者孟磊摄

光山县
寨河镇

河区
柳林乡

罗山县
莽张镇

□

本报记者张勇马保群

□

本报记者周海燕

工作中的肖德银。 孟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