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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雪峰李海

郝堂美景的守护人

———记首届“河南最美环保人物”胡静

“胡支书获奖实至名归，没有她，咱郝堂
的变化哪有这么大！”

5

月
30

日，平桥区五里
店办事处郝堂村村民张厚健在自家开办的
农家乐里，兴奋地跟记者分享这一喜讯，“没
有她的支持，我可能还在外地打工呢！ ”

张厚健所说的喜讯，是郝堂村党支部书
记胡静荣获了首届“河南最美环保人物”称
号。

5

月
27

日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环保厅等单位联合开展的首届“河南最美
环保人物”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举行，胡静与
其他

9

位来自我省各行各业的环保突出贡
献者获此殊荣，胡静也是本届获奖者中唯一
的信阳人。

如今提起郝堂村，信阳市民几乎无人不
晓，每逢节假日，以豫

A

、豫
Q

、鄂
A

等开头
的车牌号汽车在这里也随处可见，美丽乡村

的古朴村落、秀美山色、地道菜肴也时常被
记录在省内外乃至中央媒体的镜头和笔下。

但说起这美丽乡村的“掌门人”胡静，却鲜有
人知晓。

现年
62

岁的胡静
17

岁嫁到郝堂，当了
30

多年的村干部， 去年接任村党支部书记。

“

2009

年以前， 我们村和周围的村庄并没有
什么区别，甚至还要落后些。 ”回忆过往，胡
静颇有感慨，“受山区地形的影响，村里交通
不便，大量的经济作物运出去成本高，导致
村委会账面上很少有盈余。村庄受经济条件
的限制，在基础设施上也很难有大的提升。 ”

2009

年是郝堂村发展的分水岭，那年平
桥区正在与相关专家研讨策划选取一个村
庄作为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当专家来到郝堂
时，时任村主任的胡静暗下决心，一定要为
郝堂的未来抓住这次机遇。 经过充分准备，

胡静和同事们耐心、诚恳地向专家介绍郝堂
的各项发展优势。 通过实地走访和多次座
谈，专家最终选定郝堂村作为信阳市农村可
持续发展项目试点村。

“从那时起，我们就决定用最自然、最环
保的方式来建设和改造村庄。 ”在郝堂村大
片的荷塘旁， 胡静指着周边的房屋告诉记
者，眼前的房屋都是以改造为主，不大拆大

建，改造材料都取自本村的沙石、砖瓦和木
料，一家一户一张图纸，规划设计由政府聘
请的专家负责，在改造过程中始终把生态环
境保护放在首位。

各具特色的农家小院吸引着八方游客。

有人曾担心： 郝堂村越来越多的农家乐餐馆
产生的生活垃圾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 这
一点，胡静和村民们早就预见到了。 “无论是
生活垃圾还是生产垃圾， 我们都采用干湿分
类的处理方法：干的多是塑料、橡胶和金属制
品，可以回收；湿的作为有机肥，家家户户有
菜园，可以把有机肥消化掉。 ”胡静如是说。

谈及污水处理，郝堂村也有妙招。 在胡
静的带领下，如今家家户户都已完成污水处
理改造， 每家院子里都有一个长方形池子，

池子分成三层，底下一层是大鹅卵石，中间
是稍小的鹅卵石， 上层是最小的鹅卵石，鹅
卵石上面是水泥板，板上有小孔，板面上覆
盖

50

厘米厚的泥土， 再栽一些根系发达的
水生植物，用植物的根系来分解污水，之后
再排至村里统一修建的雨污分流排水管道。

这样既提高了污水处理效率，又为农家小院
增添了一处景致。

有了干净整洁的院落和街道， 胡静发
现，村民们的环保意识也在悄然提升。 “在郝

堂，村民自扫门前屋后垃圾。 反倒是城里来
开店的人不习惯，说门外不归自己管。 沿路
丢垃圾，下塘折莲花的，往往是外来的游客，

村里保洁老太太跟着一路捡。 ” 胡静打趣
说：“省里选我当‘河南最美环保人物’，依
我看呐，俺村还有好多‘环保卫士’！ 他们
跟游客接触的更多，我也希望游客来郝堂
带走的不仅是照片中的美景， 也要把环保
好习惯带回去。 ”

时下，乡村风光正美，郝堂游人如织。一
幢幢青砖碧瓦的农家小院散落在村庄的各
个角落，树木、青草和野花陪伴在穿村而过
的清澈溪水左右，相映成趣，组合成一幅美
丽画卷。

见证了郝堂村
40

多年发展变迁的胡静
深知，古朴民居也好，荷塘田园也罢，如果不
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郝堂的自
然生态环境，如今的盛景不过是昙花一现。

“既然上级领导信任我，乡亲们支持我，

那我就一辈子守护着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
一木， 让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风光永驻郝
堂。 ”胡静坦言，希望有更多的乡村用生态环
保的理念来改造建设家园，这样才能走上集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等于一体的
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三夏”农忙期间，记者来到息县田间
地头，记录下“三夏”期间火热的劳动场面
和农民丰收的喜悦。 图为日前八里岔乡农
民正在机收小麦。

本报记者马童摄

留守娃圆梦

“我想要个字帖”“我想要个洋娃娃”“我想
要本格林童话故事”……

5

月
31

日，珍藏在淮
滨县邓湾乡罗营村留守儿童心中多年的愿望变
成了现实，成为他们“六一”最开心的事。

罗营村位于淮滨县淮河行洪滩上， 是省公
安厅重点帮扶点， 全村贫困人口有

187

户
791

人，留守儿童
120

多人。自去年省公安厅驻村队
员驻村后， 第一书记李胜利坚持精准扶贫与智
力扶贫相结合，扶贫从娃娃抓起，积极联系郑州
大学教育学院， 对罗营村小贫困留守儿童开展
“一对一”帮扶活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点亮儿
童心灵之灯。

去年暑假，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大学生志愿
者来到罗营小学， 对在校贫困留守儿童进行了
暑期培训和兴趣培养， 并一一记录下留守儿童
的心愿。志愿者回校后，在学校开展了“一对一”

智力帮扶倡议活动。 他们根据罗营村儿童的特
点，选择自己的帮扶对象，并按照孩子们的愿望
购买了礼物。

5

月
31

日，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师生代表一
行来到罗营村，给孩子们带来了儿童节特殊的
礼物。

36

名贫困留守儿童在“六一”前收到了礼
物，圆了心愿，个个脸上洋溢着开心而幸福的
笑容。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礼物，洋娃娃是我从电
视上看到的，一直想拥有，今天梦想成真，真是
太兴奋啦！ ”留守儿童罗玉娟兴奋地说。

河区强化安全生产督导工作
本报讯（操江曙）

6

月
1

日，

河区组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
重点乡镇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检
查督导。

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该区游
河乡、吴家店镇、董家河镇、河
港镇等乡镇， 对部分水库的安全
度汛、 中小学校师生的衣食住行
安全和危房改造、 农村陆路交通
3

年整治效果和水上营运安全及
乡镇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
设、企业“五落实五到位规定”执
行、 农村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信
息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了突
击检查。检查组每到一处，都要对
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的组织、

制度、部署、措施、带班值守、信息
畅通等各环节进行全面细查；对
工作开展较好的，现场给予肯定，

对工作落实不力的， 责令立即整
改，务求实效。

检查组要求，当前，要严防死
守，确保安全度汛；切实常抓农村
道路运输安全，巩固

3

年整治成
果；迅速配齐配强基层安全监管
办专、兼职人员，确保安全生产
工作的连续性；按照区委、区政
府的决策部署，以我为主、积极
作为，下大工夫开展安全生产领
域“争先进、比贡献”竞赛活动，

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形势稳
中有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淮滨县秸秆综合利用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韩浩通讯员
吴晓睿）

5

月
31

日， 记者在淮滨
县淮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门前看
到， 十几辆满载秸秆的农用拖拉
机排起了长龙。

“十里八村的农民都把秸秆
卖给我们， 公司一天能收秸秆三
四十吨，一吨

200

多块，群众积极
性很高。”该公司董事长黄超告诉
记者。

像淮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
样，在淮滨县，夏收一开始，就有
4

家秸秆生物质制肥企业、

5

家秸
秆固化和颗粒燃料企业大量收储
秸秆。 近年来，为解决秸秆禁烧
难题， 该县坚持疏堵结合

,

打好
“组合拳”，在建立起县、乡

(

镇
)

、

村、 户四级防控工作网络
,

实施
“网格化”防控的同时，积极发挥
财政杠杆作用，财政列支专项资
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开展秸秆
禁烧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对收购
本县秸秆，并实施资源化利用的
单位和个人， 按实际秸秆收购
量，给予

50

元
/

吨资金补贴；对实
施兴建秸秆资源化利用项目，给

予固定资产
10%

的资金补贴。 对
农户购置秸秆回收机械的， 中央
财政补贴

30%

，县财政按购置价
的

10%

给予补贴；对购置秸秆粉
碎还田机的， 按照中央补贴标准
的

50%

， 县财政进行累加补贴，

积极培育和扶持秸秆资源化利用
项目。

同时， 该县还加大科技创新
力度，推进秸秆青储、气化、还田
等综合利用，对实施粉碎还田的，

每亩补贴
10

元，让农民看到实际
效益，鼓励农民进行饲料加工，培
养种植秸秆蘑菇菌种， 发展秸秆
沼气等产业， 加快秸秆综合利用
产业化进程，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双丰收。

“将废弃秸秆转化为生物肥
料、饲料和固体燃料，是这些年我
们解决秸秆禁烧困局努力的方
向。”该县秸秆禁烧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王波说，“目前， 全县秸秆综
合利用企业年处理秸秆

9000

多
吨， 占小麦种植面积所产秸秆量
的四分之一， 有效解决了秸秆禁
烧的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