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移风易推进移风易俗俗 倡倡树文明新风树文明新风

南阳民生
20242024年年 77月月 3030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责任责任编辑编辑：：王平王平//视觉设计视觉设计：：翟倩翟倩//审读审读：：李谱李谱 02

““办好民生实事办好民生实事 托起百姓幸福托起百姓幸福””系列报道系列报道④④

盛夏时节，南阳中心城区 13
个排水防涝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如火如荼。

7 月 28 日，申伯大道与建设

路交叉口排水防涝项目施工现

场 机 械 轰 鸣 ，项 目 奋 战 正 酣 。

20 余台大型机械正进行施工，

工人们配合默契、争分夺秒抢

工期，当天上午开挖沟槽百余

米，一辆辆运输渣土车及时清

运废弃渣土，铺下新的雨水管

道。新入的排水管道直径 0.8米，

是原有污水管道的近两倍。该项

目可应对 30 年一遇洪水带来的

内涝灾害，建成后雨水管道与污

水管道“各行其道”，实现雨水入

河、污水进厂。

在市中心城区明山路（医圣

祠路至新华路段）排水防涝施工

现场，施工人员采取前面设备开

挖、中间铺管、后面紧跟着回填，

三种作业紧密配合，既缩短了施

工工期，又改善了现场管理，优化

了资源供应。“这是一种新的尝

试。”施工人员表示，不仅要将民

生实事办实办好，还要将施工的

影响降到最低。

今年以来，我市贯彻落实中

心城区 2024年城市建设提质“八

大行动”实施方案，计划对中心城

区 29 个路段的排水管网升级改

造，为了抢工期，市市政工程总公

司出动施工人员 700 多人，各类

机械 260台，分两班轮流施工、快

速推进。为早日还路于民、造福

于民，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不断优

化施工方案，加大人员、机械投

入，加班加点，轮班作业，采取分

段分半幅等形式施工，开挖、铺

管、回填、浇筑接续进行，做到完

工一段，放行一段。

一个个项目相继完工，深埋

于城市地下的“毛细血管”逐渐

发达。目前，我市已完成七一路

（车站路至文化路段）、建设路

（人民路至明山路段）等 8 个路

段的排水防涝施工改造。正在

对北京大道、武侯路、工业路、车

站路等 13 个路段进行施工，这

13 个路段全部为雨污水未分流

路段。通过本次施工改造，将进

一步优化排水系统，有效提升中

心城区排水防涝能力，减轻雨天

污水处理厂压力。

项目好不好，群众的评价最

有说服力。不久前，南阳刚刚经

历了强降雨天气，新修建好的排

水系统出色地通过了此次考验，

在排水防涝工程完工区域，在各

个排水防涝建设现场，居民都对

排水防涝项目交口称赞。

“实施排水防涝工程，雨污分

流，既能增强城市防洪能力，又能

减少污水处理厂运行成本，减少

灾害对城市的影响，保障城市的

正常运转和市民的生活安全。”市

市政工程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王振表示，市委、市政府想群

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中心

城区排水防涝项目作为建设“宜

居城市”、畅通城市“微循环”的重

要民生工程，城市韧性不断增强，

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群众幸福感

不断提升。③5

城市“血管”畅通 群众安心乐居
—中心城区道路排水防涝项目加速推进

本报记者 吕文杰

正值盛夏，万物荣华，走进方城县博望镇皮庄村，但见宽敞的水
泥路干净整洁，独门独户的小院周围种满鲜花绿树，红色文化广场
与红色村史馆遥相呼应。正在捡拾白色垃圾的退休干部李大爷告
诉记者：“不但皮庄村的变化大，你到小罗庄、东风等村里转转，那儿
更有风景哩。”皮庄村处处透露着文明气息的原因何在？文明乡风
建设背后有哪些做法？记者一探究竟。

人民路排水防涝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张峰 张兰 摄

文明乡风促振兴
本报记者 李辉 通讯员 李善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村规民

约是村民集体意愿和智慧的结晶，

约束着村民的一言一行，是村民自

治的基础和依据。在皮庄村，村支

部委员兼村委会干部王德钦更愿意

将“村规民约”叫作“家规”。提起当

时“家规”的制订过程，王德钦说：

“先是村‘两委’讨论，再拿出基本方

案在村民大会上讨论，村‘两委’再

反复商量细节，经过数轮讨论修改

最终确定。”

“皮庄村是一个 2000多人的大

家庭，制订村规民约不是单纯为了

约束，更多的是激发村民广泛参与，

就拿环境整治来说，正是多次商量，

大家共同定下了规矩，才保证了人

人遵守……”该村原党支部书记皮

明周说。

立“家规”增强主人翁意识

产业发展是村民走上共同富

裕的重要载体。2021年，皮庄、小

罗庄等村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引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发展

黄金梨、良种葡萄、温棚蔬菜等特

色产业。争取的项目到位后，两个

村都制订了让群众省心的计划，由

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流转工地，

统一购买种子种苗，建设新型塑料

大棚，让农户承包种植。

在面向群众招标承包中，小罗

庄村一些村民缺本钱、没技术，面

对这种情况，村委当即动员，村民

裴金帅、张林林等 4名有经验的科

技能手立即表态：采取互惠互利的

方式，先贷款、成立专业合作社，他

们负责技术。这种方式一下子解

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到年底算

账，每亩大棚蔬菜收入都在 2万元

以上，群众喜得合不拢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俺村群

众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经过党

员帮带、科技能手指导，互帮互助

式发展，不但种菜者受益，其他的

闲散劳动力也到蔬菜园区打工挣

钱，受益农户占 70%，共同富裕的

路越走越宽。”小罗庄村党支部书

记刘荣凤说。③5

“家人”互助观念深入人心

“来，带你看看我们村有红色

历史的‘家’。”在皮庄村红色村史

馆，村党支部书记刘荣军对记者

说，这里面的一幅幅旧照片背后都

有着动人的故事。原来，该红色村

史馆体现的是以革命战争年代皮庄

这个大家庭的“家里人”，为争取民

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无私支援前

线的故事为原型，将村庄发展的重

要节点融入“家”中。“南阳大会战”

期间，解放军著名将领陈赓将军在

皮庄村村民家里设立了指挥部，

“家人”们抬担架、救伤员、送粮食、

传情报，支援前线将士英勇奋战，留

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刘荣军说，通过追忆先辈们的

英雄故事，将村子变成“家庭”，将

“治村”变成“治家”，人人都是家庭

成员，在推动乡风文明治理的同

时，也在整个村子里营造浓浓的

“家庭”氛围，极大提高了村民的参

与感和幸福感。

“过去人员不好组织，有了村史

馆后，村民们看看红色历史、比比老

前辈的付出，只要村里一动员，人人

都成了志愿者，清理垃圾、打扫庭院

比着干，才有了如今的美丽乡村。”

老党员刘付朝深有感触地说。

“家文化”营造文明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