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 夏 伏 天 ，高 温 酷

暑，既能读书充电，又能

避 暑 纳 凉 的 诸 葛 书 屋 ，

成为城区居民闲暇之时

的 好 去 处 。 图 为 近 日 ，

市民在卧龙区光武街道

中兴社区的诸葛书屋读

书。②5
全 媒 体 记 者 包荣

超 摄

书香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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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蔡

丹青）7月 30日，省交通运输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靳明一

行来宛调研方唐高速项目建

设情况。

靳 明 指 出，方唐高速项

目是省政府既定 2024年通车

项目，要及时、实时掌握施工

进展，围绕项目建设，营造良

好施工环境；市、县交通运输

部门要增强项目支持，集结力

量、统筹协作，做好机械及队

伍保障；市交投集团、项目公

司要全力以赴、卡紧时间节

点，强化雨季施工措施，进行

不间断作业，确保工程质量和

进度双达标。要继续细化施

工组织，逐项完善细节，确保

按照既定通车目标高质高效

完成项目建设。②5

全媒体记者 李 萍 杜燕伟

7 月 30 日上午，雨后初晴，天气高

湿闷热，在淅川县太子山林场郁郁葱

葱的山道上，单是行走便会汗流浃背，

但林场护林队队员们却挥动柴刀、握

着锯子，动手清理路两侧的灌木杂草，

以此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像这样的 事 儿 ，只 是 林 场 工 作 中

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作为河南省唯一

的水上护林队，林场日常的中心工作，

是消除火灾隐患，防止滥砍盗伐，预防

森林病害。所以，牵挂着一处有病虫

害迹象林木情况的护林队员们，很快

就 带 着 工 具 和 药 物 乘 坐 巡 逻 船 出 发

了。“因为昨晚大雨，所以今天不能跟

往常那样天刚亮就出发了。”场长陈人

范说。

巡逻船在丹江上划开一道优美的

弧 线 ，蓝 天 白 云 下 ，两 侧 青 山 苍 翠 欲

滴。年过花甲的陈人忠，80 后的刘浩，

00 后的张振淅……一眼望去，从船上

队员们的脸便能看出这支护林队的年

龄层级。“这里的树，是我们三代护林

员一棵一棵种下的。”说话间，陈人忠

一阵感慨，“想当年，这里就是光秃秃

的荒山啊。”

的确，太子山林场 22 平方公里的

绿意铺展，并非一蹴而就。2014 年 12
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地

处丹江口水库“小太平洋”南边险峰上

的太子山林场便成为丹江水流入主干

渠前的生态屏障。然而，49 年前，这里

只是荒山秃岭，首批护林员——一群

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背着帆布帐篷、

草垫来到这里，在没有田、没有路、不

通电、连吃水吃饭都是难题的情况下，

硬是靠一双腿一双手开始了他们的石

头山造林记。几十年里，靠着铁锹和

镐头，他们把荒山“绣”成了林海；几十

年里，他们行走青山，与树为伴，守护

着调水源头的这片青绿。

船在山脚停下，护林队员们带着

柴刀和药物跳下船，沿着崎岖陡峭的

山坡艰难攀爬。幸运的是，树木上，上

次发现的病虫害迹象不见了。陈人范

说，凡发现树木有病虫害迹象，他们都

做标记，再来时会带上治疗药物。每

次巡山，他们都要走 20多公里山路，长

年累月穿行在山林中，每棵树对他们

来说都是宝贝。“别看这树现在有脸盆

粗，刚种时只有手指这么粗。”陈人忠

说，“眼瞅着它们一天天长大，真跟自

己的孩子一样。”

80 后刘浩从小就跟着护林员父亲

上山栽树，帮着放树苗、扶树，父亲去

世了，了解并热爱这片青绿的他拿起

了接力棒；00 后张振淅走进太子山林

场后，也深深地爱上了这里：“我要向

老护林员学习，守护这片林，让丹江水

更清澈。”

“要绿水青山，守森林平安。”太子

山 林 场 办 公 处 ，这 条 横 幅 引 人 注 目 。

一代代护林人，把青春化作碧波荡漾

的林海，用葱茏的青绿护送一渠清水

北去……②5

守 望 渠 首 一 片 绿
高质量建设方唐高速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杨

东梅 通讯员刘鹏飞）8月 1日，

主 题 为“ 翰 墨 丹 青 颂 军 魂 情

系老兵惠军行”的庆“八一”系

列 活 动 在 市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中

心举行，活动旨在体现党和政

府 以 及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对 退 役

老兵的关心关爱。

此 次 活 动 由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市 文 联 主 办 ，市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中 心 、市 书 画 院 、市

军休中心承办，南阳广播电视

台 、市 第 十 人 民 医 院 、市 红 色

文 化 促 进 会 、京 东 集 团 协 办 ，

相关单位负责人、退役军人代

表共计 100 余人参加活动。活

动现场，模范退役军人代表作

了感人至深的先进事迹宣讲，

参 会 的 退 役 老 兵 献 上 了 铿 锵

有 力 的 红 歌 联 唱 。 来 自 南 阳

市书画院、市红色文化促进会

的书画家泼墨挥毫，一幅幅精

彩的翰墨献给老兵；第十人民

医 院 的 医 护 人 员 开 展 义 诊 活

动 ，为 老 兵 认 真 检 查 身 体 ，根

据 个 人 状 况 给 予 针 对 性 的 养

生建议；京东集团为退役军人

提供价格优惠的电器商品，并

现场进行招聘，吸引众多退役

军 人 前 来 咨 询 。 整 个 活 动 现

场氛围热烈，充满拥军崇军的

热情。②5

庆“八一”系列活动举行

情 系 老 兵 送 关 爱

全媒体记者 秦会娟

镇平县物业管理工作以督导考评

为抓手、以规范服务为目的、以业主满

意为目标，创新工作方法，用“督、评、

点、促”推进工作，物业服务质量得到较

大提升，业主的幸福感、满意度得到较

大提高。

镇平县现有物业管理小区 82 家，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44 家 ，行 业 从 业 人 员

1631 人。全县物业小区已实现业委会

（物管会）全覆盖，其中共成立业委会

14 个，物管会 68 个。创建红色物业小

区 50 个。在全县 82 个物业小区中，依

据小区建设年限、物业进驻时间、整体

形象、物业服务质量、信访投诉、业主满

意度等进行划分，一类小区 22个，二类

小区 33个，三类小区 27个。

物业管理作为服务居民的“最后

一公里”，既是镇平县城市管理的“面

子”，也是事关每个家庭安居乐业的

“里子”。近年来，镇平县坚持健全物

业管理体制机制，强化物业行业服务

监管，提高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

水平。

实施网格化管理。实施“一核三

化”网格化物业管理模式，细化县级—

乡镇（街道）—村（社区）—单元网格—

楼栋长（网格员）五级网格管理体系，网

格员按照“发现—上报—接单—派遣—

处置—办结”形成工作闭环流程，做到

接诉即办、未诉先办。实行分片包联管

理。将全县 82 个物业小区划分为 8 个

片区，住管办每人分包 10～11 个小区

和 3～5个社区，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

账，分类交办。实施交叉互查。除日常

对物业小区进行督导检查外，住管办不

定期对乡镇（街道）、村（社区）和各物业

企业进行督导检查，随机抽查、交叉互

查。

建立健全工作考评机制。每月定

期将 12345 政务热线反映情况进行分

类汇总、分类通报。制订《镇平县住宅

物业管理工作督查考核工作方案》，县

住管办每月不定期对乡镇（街道）、村

（社区）物业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

查评比。制订印发《镇平县住宅小区

2024 年度物业管理考核办法》，由县住

管办不定时对全县各物业小区服务水

平进行考评。实施正向激励反向惩戒

措施。优化月考评奖惩办法，充分运用

月考评结果。连续三个月排在前三名

的物业企业，在评先创优、新小区物业

推荐入驻、三星级以上企业招投标加分

等方面予以支持。对于月考评连续三

个月排在后三名的，列入黑名单，建议

退出镇平市场。绩效挂钩促评比。根

据年度物业企业考评情况以及物业从

业人员工作情况，设立“物业管理共享

共建先进社区”“物业管理优秀企业”

“物业管理先进工作者”“物业服务之

星”等奖项，给予表彰和奖励。

面对物业管理信访投诉多、物业管

理人员缺乏理论知识和管理水平、物业

企业存在服务不到位情况、物管会（业

委会）履职尽责能力不强、物业矛盾调

处能力较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补

短板强弱项工作。

紧盯问题不放松。在督查过程中，

坚持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盯着问

题看，聚焦薄弱环节、隐患部位，做到即

知即改、立行立改、限期整改、长期坚持

并重。分析原因找症结。每周适时召

开周调度会议，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分

析问题原因，找出问题症结、制订整改

措施。解决问题补短板。属于个性的

问题，因地制宜、一事一策、分类施治。

属于共性的问题，建章立制、综合施治，

全面补短板，强弱项。

物业管理正常化。持续开展“大排

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由县住管办

牵头，相关单位配合，针对工作重点、目

标任务，共同发力。物业服务规范化。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么，

弱什么、强什么”的工作要求，提升服务

质量和水平。目标任务清单化。针对

排查出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乡镇

（街道）、逐村（社区）、逐小区、逐问题进

行跟踪督查。创先争优常态化。建立

日督查、周调度、月考评、半年评价、年

终综合考评机制，促进创先争优常态

化、规范化、制度化。②5

镇平县督评一体推进物业服务质量升级—

小 区 好 管 家 为 居 民 幸 福 加 码

百 名 记 者 走 基 层本报讯 （记者李 辉）8
月 1 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范勇一行走进市 12345 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就我

市统战工作、退役军人事务、

社保等相关事宜，现场接听

市民来电，回应群众关切。

范 勇 与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局、市人社局等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一起，耐心接听每

一通来电，解答了关于退役

军人安置、退役军人享受相

关 优 惠 政 策 、抚 恤 金 发 放 、

养 老 保 险 跨 省 转 移 等 问

题。范勇指出，承办单位要

进 一 步 与 反 映 人 进 行 沟 通

核 实 ，给 群 众 一 个 满 意 答

复 。 要 举 一 反 三 、主 动 治

理，更好更高效地保障改善

民生。②5

倾听心声回应关切

本报讯 （通讯员李 敏）8
月 1 日，中国一冶河南公司南

阳项目党支部走访南阳市城乡

一 体 化 示 范 区 新 店 乡 退 役 军

人、军属，为他们送去节日祝贺

和慰问物资，并召开“八一”建

军节座谈会，聆听老兵故事，立

根铸魂、镌刻初心。

南阳项目党支部邀请抗美

援朝老兵，并组织项目部在岗

退役军人、党员及职工代表召

开“八一”建军节座谈会。此次

座谈会搭建了 退 役 军 人 之 间

的沟通交流平台，进一步弘扬

了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赓续

了“八一精神”，增强了项目部

凝 聚 力 和 向 心 力 ，催 人 奋 进 ，

激 励 在 岗 退 役 军 人 及 广 大 职

工主动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

难 ，锐 意 开 拓 创 新 ，奋 力 攀 登

高峰，积极担负起新的历史使

命。②5

中国一冶南阳项目党支部

走访慰问退役军人

三 代 人

破除破除陈规陋习陈规陋习 推进推进移风易俗移风易俗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杨东梅 通 讯 员李照耀）日

前，卧龙区武侯街道孔明社

区移风易俗研讨会上，10 多

名社区群众共同签下“爱的

链接承诺书”，郑重承诺：在

别人需要帮助时，竭尽所能

帮助他们，同时要求被帮助

人 也 做 出 这 种“ 爱 的 承

诺”。目前，社区已经有近

百人自愿签订承诺。

近年来，武侯街道紧盯

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厚葬

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

等陋习，持续探索更多移风

易俗新办法，引导广大群众

争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践

行 者 。 除 了 孔 明 社 区 的 移

风易俗大讨论之外，其他社

区也都根据辖区特点，通过

红白理事会、邻里中心、村

规民约、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文艺演出等方式，全面

加 强 居 民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 朴 民 风 。 如 毛 庄 社 区 的

移风易俗文艺汇演，小品、

戏 曲 、快 板 等 不 同 形 式 的

文 艺 汇 演 ，营 造 浓 厚 的 移

风 易 俗 宣 传 氛 围 ；北 京 路

社 区 则 与 联 建 单 位 联 合 ，

在 清 明 节 前 夕 发 放 倡 议

书 ，提 倡 文 明 祭 扫 。 在 元

宵、端午等传统节日前夕，

多 数 社 区 都 会 组 织 开 展 活

动，学习传统文化，倡导尊

老 爱 幼 。 持 续 的 宣 传 引

导，社区群众尊老爱幼、互

帮 互 助 、喜 事 简 办 的 风 气

越 来 越 浓 厚 ，处 处 焕 发 着

讲 文 明 树 新 风 的 向 善 向 美

新风尚。②5

卧龙区武侯街道创新活动载体

弘扬向善向美新风尚

抓好灾后重建抓好灾后重建 恢复生产生活恢复生产生活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付任贤 王

浩）眼下，在宛城区汉冢乡夏庄村，补

种的作物已破土而出，一片生机勃勃

的景象，处处孕育着希望。

刚走进种粮大户杜道运的水肥一

体化试验田边，一片繁忙的景象便映

入眼帘。农业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正在

有序地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管道，一

排排黑色的滴灌带逐一铺设开来，如

同黑色长龙横亘田间。杜道运告诉记

者：“只需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能

轻松实现智能施肥、灌溉，保苗正常生

长，只要后期管护到位，玉米高产不成

问题。”

据了解，水肥一体化滴灌种植技

术是一种灌溉技术和配方施肥技术有

机结合的农业技术，可以实现水肥的

同步管理和合理利用，其借助压力灌

溉系统，可将肥液与灌溉水均匀、准确

地输送到作物根部土壤。既可以节约

水资源，又能提高肥料利用率，做到精

准灌溉和施肥。

待滴灌带铺设完毕，宛城区农业

技 术 推 广 中 心 高 级 农 艺 师 袁 延 乐 对

设 备 运 行 情 况 及 管 带 滴 灌 情 况 进 行

仔细检查，并叮嘱农户要在作物生长

的 各 个 时 期 做 好 田 间 管 理 工 作 。 袁

延乐表示，根据当前天气和秋作物生

产 情 况 来 看 ，秋 作 物 应 做 到 因 地 制

宜 ，分 类 管 理 。 对 于 已 经 出 苗 的 田

块 ，及 时 开 展 查 苗 补 种 和 科 学 追 肥 。

已 经 出 苗 ，墒 情 不 足 的 田 块 ，要 抓 紧

抗 旱 浇 水 ，做 到 能 浇 尽 浇 ，促 苗 早 发

快 长 。 同 时 ，要 做 好 病 虫 害 防 控 ，选

准 对 路 农 药 ，适 时 开 展 防 治 ，突 出 抓

好草地贪叶蛾等突发性、暴食性害虫

监测防控，做到早发现，早扑灭，防止

扩展蔓延。及时做好化学除草，选择

适 宜 的 化 学 除 草 剂 ，做 到 科 学 除 草 ，

促秋粮丰产。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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