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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张成山）近日，社旗县兴隆
镇政府大礼堂内座无虚席，人人静心听讲，认真
做笔记。从省会郑州赶来的育婴专家高艳君一
手板书，一手抱着娃娃玩具，形象地讲解如何当
好一名月嫂，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课堂上，老师月嫂知识技能讲得细，月嫂培
训学员听得认真。据兴隆镇有关负责人介绍，
全镇九个行政村的贫困户，一直翘首期盼早日
脱贫，实现全面小康。为此，兴隆镇负责同志多
次深入贫困户家中，摸清底子，制定精确扶贫计
划。

连日来，他们分别在当地政府会议室、兴隆
镇中心校培训学校等地举办培训班。贫困户踊
跃参加培训，学习效果显著，目前已成功培训
480人。他们计划用一周时间让近四千名贫困
户学员培训毕业、发放结业合格证，让贫困户可
以走出去，在外面多彩的世界里多挣钱。累累累1

镇政府礼堂里
办“月嫂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董希峰 丰
兴汉 左 力）正值汛期，在唐
河县鑫淼砂石有限公司监控中
心，监控员刘芳正密切关注监控
平台，她每天的重要任务就是对
辖区河水流域砂场进行 24小时
全方位监控。

唐 河 县 境 内 有 3条 主 要 河
流，河砂可采段 151公里，年开
采 总 量 在 130万 立 方 米 左 右 。
长期以来，河砂管理工作因机制
不畅，管理手段滞后，非法采砂、
乱 采 滥 挖 愈 演 愈 烈 ，部 分 河 道

“千疮百孔”，直接影响了排涝行
洪 ，生 态 安 全 环 境 面 临 严 重 威
胁。

随着 2017年“费改税”的推
进，原有的河砂管理体制已不适
应形势需要。唐河县委、县政府

果断决策，迅速启动河砂管理体
制改革，以改革破难题谋出路。
他们开创河南省第一家“智能河
砂监管系统”平台，对总控制中
心及管理区域内 15个采砂管理
站进行信息化建设，运用“互联
网+”技术加强河砂开采管理；
成立国有全资的唐河县鑫淼砂
石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依法取
得全县河道采砂经营权。目前，
所有管理站均部署“智能河砂监
管系统”，可对砂场所有工作流
程进行 24小时全方位监控和自
动预警。先进的总控中心，可对
辖区内所有管理站、采砂场及管
理业务进行监控，既规范了管理
站运行管理，又为相关执法活动
提供依据。

该县充实加强水政执法力

量，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重拳打
击，查处违法作业 40余起，清除
采砂码头 2处、取缔非法采砂场
16处；明确禁采区域和时限，制
定河道采砂规划，科学划定禁采
区 ，禁 采 期 内 停 止 一 切 采 砂 行
为，确保有序开采、总量可控。
他们严格落实“河长制”，开展重
点流域、重点行业治理，实现了
全域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和上下游、点面源、干支流协调
治理，呈现出一幅“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美丽画卷。累累累1

唐河铁腕治砂重塑全域生态

本报讯（通讯员贾 景）“感
谢 驻 村 工 作 队 帮 我 家 拆 除 危
房！这次驻村干部不仅给我们
家拆除旧房屋,又送来 500元的
救济款，还把现在住的房屋列入
危房改造计划进行维护，真是太
好了，你们真是党的好干部。”近
日社旗县李店镇半坡村贫困户
张阿姨激动地说。

社旗县委巡察办驻李店镇
半坡村第一书记日前在入户走访
中发现,该村村民张玲家中前后
有两处房屋，位于后面老宅的一
间砖坯房因年久失修又没人居
住,已经成为残垣断壁,仅用几根
木柱支撑早已倾斜的墙体，摇摇
欲坠破烂不堪,不仅影响了全村
的村容村貌，又存在着极大的安
全隐患，如不尽快拆除，将危及周

边两户老人的生命安全。扶贫干
部经了解得知，多年来，周围邻居
曾多次商议调解拆除，户主张玲
因有顾虑没同意拆除。

今年 76岁的张阿姨是个低
保贫困户，与身患长期慢性病的
儿子相依为命，家里根本没有劳
动力。她家的新房建好后，一直
没对房屋进行粉刷，以前的老旧
房屋一直无人居住。因害怕邻居
占用，她思想上有顾虑,就一直拖
延至今,荒废在那儿，变成了危
房。

考虑到进入 7月份汛期后暴
风雨频繁,拆除危房刻不容缓,半
坡村驻村脱贫责任组立即商议，
由包村干部张兆和、李双江和帮
扶责任人宋阳一起做户主思想工
作，同时，村两委及时与镇村建中

心联系，协调尽快为张阿姨现在
的房子进行维修加固，解决其后
顾之忧。经过说服商议，张阿姨
同意拆除。7月 3日下午，在暴风
雨来临之前，村干部组织左邻右
舍帮忙，花了近两个小时为张玲
老人拆除了这间破旧的房屋，为
邻居们拆除了安全隐患。

据了解，村两委已为张阿姨
办理了低保，把其儿子聘为公益
岗位，还将其纳入企业捐赠对象
名单。这次驻村干部又为其清
除 危 房,解 决 了 张 阿 姨 一 大 难
题,让她非常高兴。“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要切
实为困难群众办实事、做好事、
解难事，真正把党的关怀温暖带
给困难群众。”半坡村扶贫书记
李文峰如实说。累累累1

排查隐患解民忧 拆除危房赢赞誉

近日，南召县太山庙乡梁沟村贫困户张
纪波成了名人，自从荣获“五星级致富标兵”
后，来取经的和采访的络绎不绝。从他家的
养牛大院里不时传出张纪波爽朗的笑声。在
张纪波看来，天空是晴朗的，生活前景是美好
的。

今年 48岁的张纪波回忆起过去，心里充
满了苦涩。他说:“想起过去，不知日子是咋
过的，想都不敢想”。他本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 ，一 家 3口 人 ，说 不 上 富 裕 ，光 景 倒 也 不
错。那时夫妻在家务农之余，张纪波开着三
轮 车 ，拉 着 饲 料 粉 碎 机 在 乡 下 粉 碎 饲 料 挣
钱。2014年，张纪波在工作时，左手被绞，经
多次治疗也没有保住左手，张纪波成了本村
有名的“一把手”。因残致贫，妻子外出打工，
他在家照料女儿。“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
时各自飞”在张纪波夫妇身上应验，妻子不堪
贫困，离婚而去。

“那时候，真是感觉天要塌了，家里一穷
二白，生活没滋没味的。也想破罐子破摔，但
人总得有个精气神儿吧。”张纪波说。经过短
暂的彷徨后，张纪波振作了精神，决定发展养
牛。2016年，是张纪波难忘的一年，那年女儿
出嫁了，他家被纳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利
用乡到户增收项目资金和 5万元小额贷款，开
始发展养牛。在村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帮扶
下，到 2017年，他已经拥有 11头母牛进行育
肥和繁殖，今年他又喜获 8头牛犊。张纪波人
穷志不穷，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乡邻，
别人养牛遇到技术上困难，他总是乐于助人，
贷款到期后，他主动按期还贷。因征信好，信
用社今年又向他放贷 3万元，助力他发展养殖
业。

如今，张纪波已从一个“白板”变成一个
拥有 19头黄牛的农场小老板。去年 10月份
以来，他养牛总收入 83000元。今年 6月份，
太山庙乡开展星级能手评选工作，他被评为
五星级致富能手，按照收入总额 5%的奖励标
准获得创业致富奖金 4150元。张纪波网站上
有名，电视上有声，一下子成为南召县身残志
坚的致富名人。累累累1 （徐 培）

从“白板”到老板

近日，西峡县紫金街道武装部走进第三高中开展征兵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宣传站、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
传展板和散发宣传页等形式，向广大适龄青年学生宣传征兵政策，鼓励他们踊跃参军入伍，报效祖国。宣传
现场气氛活跃，吸引了许多学生前来询问，征兵工作人员细心为大家解读相关政策以及解答问题，现场提供
了征兵相关政策咨询解答，并向师生们发放征兵宣传彩页1000余份。累累累1 通讯员 马春歌 摄

来吧，军营也是大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