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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

早上
7

时，淮滨县环卫工人之家爱心食堂准点开门，环卫
工人排队就餐。该县环卫工人之家自今年

5

月
1

日正式启用，食堂按照每
人
5

元钱的标准，免费为全县
300

多名环卫工人提供早餐，受到了工人普
遍欢迎，成为环卫工人温馨之家。 吴晓睿吴锋摄

信阳分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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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和谐美丽家园

□

本报记者常征曹新俊

强化服务 严格标准 着重督查

———市人防办一以贯之确保人防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得知我们小区人防设施被侵
占后，市人防办立即组织执法人员
封存了违章设施，帮我们解决了小
区的安全隐患。”昨日，家住中心城
区某小区的吴先生对市人防办及
时周到的服务给予了高度称赞。

“市民的称赞是对我们工作的
鼓励和支持。” 市人防办负责人介
绍，市人防办始终高度重视人防工
程建设质量安全， 特别是今年

9

月
份以来，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
召，在全市人防系统开展了“争先
进、比贡献”安全生产竞赛活动，进
一步加强了人防工程建设领域安
全生产的监管， 认真落实安全措
施，有效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遏制
了我市人防工程建设领域各类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较好地保护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抓服务，主动解决“办证难”

在“争先进、比贡献”安全生产
竞赛活动中，市人防办着力服务产
业集聚区发展，深入平桥产业集聚
区等地开展调研，详细了解建设中
涉及到的人防审批事项，实地察看
相关在建工程，解答了企业提出的
相关问题， 宣讲了人防法律法规，

并郑重承诺：凡涉及到人防审批事
项，市人防办将依法依规及时办理
相关手续，以优质的服务和高效的
办事效率支持平桥产业集聚区建
设。着力服务重点项目建设，推荐
实力雄厚的人防工程设计单位供
城市综合体项目部参考，尽可能使
综合体项目在人防工程设计上做
到结构优化、科学合理、经济实用。

着力服务工业企业发展，积极支持
信阳国际家居小镇和工业城电子
产业园建设。着力服务房地产企业
发展，积极落实市政府关于房地产
行业“百日攻坚活动”的要求，为房
地产企业排忧解难，在规定的最短
时间内为企业办理商品房预售或
房产登记人防审核手续，得到了企
业的认可。

严标准，保障工程高质量
人防工程安全是人防工作的

重中之重。按照“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求，市人防
办要求各人防工程有关单位切实
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要
求，严格细致，重点检查事故易发
的重要场所、要害部位、关键环节，

排查出的隐患、问题要制表列出清

单，建立台账，制订整改方案，落实
整改措施， 接受职工群众监督，认
真填报信阳市人防工程安全大检
查情况自查自纠表，报人防主管部
门备查。同时，强措施，确保安全无
事故。活动中，市人防办首先把安
全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按
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经常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有关
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精神，牢固树
立安全管理意识。其次，强化宣传，

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营造了良
好的人防工程“除火患、保平安”、

“防大汛、保平安”、“重安全、保平
安”的社会氛围。再次，做好“三统
四抓”，即对于安全工作，思想认识
统一、组织领导统管、各项工作统
筹，把安全工作作为基础性工作经
常抓、把安全工作作为人防工程建
设质量的根本反复抓、把安全工作
作为人防机关“准军事化”建设的任
务重点抓、把安全工作作为推进人
防建设事业的全局性科学抓。

重督查，消除隐患为安全
按照《信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关于对全市人防工程建设进行安
全检查和督查的通知》（信人防工
[2015]9

号）要求，市人防办组成
3

个督查组， 对市本级人防工程进
行督查，发现安全隐患

14

处，并全
部下发整改通知书， 明确了整改
时间。

9

月中下旬，市人防办又组织
3

个督查组，对罗山县、光山县、淮滨
县、潢川县、息县、商城县、新县人
防工程安全大检查专项行动工作
进行了督查，在各建设单位自查的
基础上，重点对基坑支护、土方开
挖、脚手架、模板支撑体系、起重机
机械安装吊装及拆卸、用电安全等
方面是否有经批准的施工方案、是
否有安全技术交底、是否按施工方
案施工等进行逐项逐条进行督查，

共查出安全隐患
65

条，逐条提出了
整改意见，明确了整改期限和整改
责任人。

“这样以来， 我们及时解决了
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隐患，

实现了人防工程建设安全、 正常、

稳定的生产秩序，确保人防工程建
设安全无事故。”该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市人防办将围绕市委、市政
府重点工作， 按照上级有关要求，

持续开展“争先进、比贡献”竞赛活
动，加大市本级和各县人防工程建
设检查、督查力度，确保全市人防
工程建设安全无事故，为建设魅力
信阳作出更大贡献。

郭瑞民调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胡瑜珊张诗琦）

11

月
14

日，

市委书记郭瑞民先后前往羊山新区治安视频
监控大厅、恒大名都物业服务中心，河区金
牛山办事处社会服务管理中心、金牛山派出所、

三五八小区，光山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十里派
出所等地，实地调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郭瑞民强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
项重要的基础民生工作。 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人民群众
满意为根本标准，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主
要任务，深入推进“双基双治双安”建设。要

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为民、立足管用、立足
长效， 与落实完善基层四项基础制度相结
合， 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
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要重视推广“互联网
+

”经验，运用现代化
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加

快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大力提
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乐新，信阳市
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示范区管委会主任陈延
虎和市公安局、河区、光山县等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先后参加调研。

王艳丽：带着叔叔嫁人

11

月
13

日，天空下起了小雨，气温骤降，

刚上完课的教师王艳丽水都没顾得喝一口
就匆匆忙忙一路小跑回家，“我怕我叔冷，

回家再给他盖盖被子。”这样每天奔波在家
与学校之间数十趟的日子王艳丽早已习以
为常。

今年
32

岁的王艳丽是息县杨店乡时大
庄小学的一名普通乡村教师，性格开朗热情
善良的她却自幼历经坎坷。

“我
3

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突发脑溢血
去世了，母亲不辞而别，我和患病年迈的爷
爷奶奶以及双腿瘫痪的叔叔一起生活，村里
人都说我们一家是典型的‘老弱病残’。”面
对过去的苦难，今天的艳丽平静而淡然，“但
我永远记得， 家里哪怕剩最后一口吃的，他
们都会先给我，再困难也竭尽全力给我最好

的照顾。”

“小艳丽考上了漯河艺术师范， 当时通
知书下来，俺一家人哭成一团。”现在想起当
年的难处，

54

岁的叔叔梁永华眼眶红了起
来，“小妮就说她不上了，上不起，俺和她爷
奶就觉得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前程。” 犹豫
再三，叔叔梁永华毅然决定：出去要饭，砸锅
卖铁也要把家里唯一的苗儿供出来。

就这样， 两腿都不能动的叔叔一直在
广州乞讨了

6

年。

6

年间，因为路费太贵叔叔
没回过一次家；

6

年间， 王艳丽对叔叔的思
念也从未停歇过，“每到过年想起我叔就吃
不下饭， 他对我的恩情我今生今世都报答
不完。”

2002

年师范毕业后，王艳丽主动申请在
自己家乡的龙庙村小学任教。几年里，年老
体弱的爷爷奶奶相继生病，都是王艳丽一直
照顾到他们安详地闭上眼睛，之后，她也更

加珍惜和叔叔在一起生活的日子。

一个大姑娘照顾一位卧床不起的叔叔
本来就有太多尴尬，比如说洗个澡，叔叔都
会“拧”上半天。但王艳丽从未觉得有啥尴
尬，“在我心里， 我叔就是我爸， 我是他闺
女。”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文静秀美的王艳
丽追求者络绎不绝， 但她说：“我不要彩礼，

不看家境，只有一个要求，不能撇下我叔，我
要带着我叔进男方家门。”

她的“嫁妆”传遍了十里八乡，叔叔怕
耽误她的婚姻， 一再要求还出门去乞讨，

但王艳丽哭喊着死活都不同意，“我叔为
了我吃了那么多苦，我宁可不嫁，也绝不
会不管他！”

同样是教师的小伙时佳听说了她的故
事后，感动的同时怜爱之情油然而生，“孝敬
父母是应该的， 就看她有这种善良的想法，

就知道她是一个好女孩。”时佳朴实的话语，

打开了王艳丽纠结的心门。

2006

年， 王艳丽
终于带着她最贵重的“嫁妆”嫁入了时家。

“结婚后我爱人就把照顾我叔的‘好差
事’抢跑了。”王艳丽幸福地说，“他比我还要
心细，经常和我叔聊天，每天晚上打水给我
叔洗脚，爷俩儿能聊好长时间，我叔现在对
他比对我都亲。”

小两口每天起早贪黑，轮流给叔叔端水
洗脸、端茶送饭，从不嫌烦。

2007

年孩子的出
生，又为这个家庭增添了温馨和幸福。“我现
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叔叔能长命百岁，可以让
我们陪着他慢慢变老……”

又值杭白菊收获的季节，记者昨
日在新县田铺乡看到家家户户忙着采
摘和晾晒菊花。近年来，新县从浙江桐
乡市引进杭白菊， 大力发展杭白菊等
特色种植业，农民增收效果明显。尤其
是青壮劳力纷纷外出打工， 这也为当
地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等当地农村剩
余劳动力提供了在家门口打工赚钱的
机会。 图

①

为
67

岁的张大娘在家门口
的菊花田里采摘菊花。 图

②

为采菊归
来。图

③

为这位老大爷虽然年近八十，

还能独立完成翻晒菊花的工作。

本报记者郝光摄

又 值 菊 花 收 获 时

□

本报记者裴娅晖通讯员余江

②

③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