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瑞芳（左一）

荫创业创新故事会

为进一步传承、保护地方优

秀传统文化，培育我市传统品牌

企业，促进老字号保护与发展工

作，经研究，决定开展我市第一批

“汝州老字号”申报认定工作。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申报

此次评选本着公开、公正、公

平的原则，各企业要积极参加

“汝州老字号”的申报工作。“汝

州老字号”认定评审委员会对申

报材料进行评审后，择优筛选并

在新闻媒体上公示结果。对通过

的第一批“汝州老字号”，将推荐

申报“河南老字号”“中华老字

号”。

二、申报资料
（一）《汝州老字号申报表》。

（二）企业综合情况说明材

料。包括：企业目前规模,近三年经

营情况；品牌（字号）创始人、创立

时间以及发展历程；企业历代传

承的特色产品、技艺、服务和企业

文化等。并附创始人、传承人情况

及历史考证材料（含地方志记录、

历史档案记录、当时出版的报纸、

杂志记录以及可考证的历史照片

等）；

（三）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税

务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或者新的三证合一证照）；商标

注册证复印件；专利（专有技术）

证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企业获得的社会荣誉、

牌匾、证书以及相关证明材料；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企业要认真、清晰、

准确填写《汝州老字号申报表》，

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二）申报文件一式 3份；申

报材料第（二）至第（六）项统一以

A4纸尺寸装订成册，一式 2份。

于 2019年 4月 26日前报评审委

员会办公室（市商务局 310 室）

（同时报送材料电子版）。

联系人：李晓玉

电话（传真）：0375-3331779
邮箱：swjqmk@163.com
汝州市商务局
汝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
2019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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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三三两两的酒客开始光顾郭瑞芳的“摔碗

酒”酒店。等酒客用微信或支付宝“扫”出 5元钱，郭瑞芳就

会起身走到深红的大酒坛前，取掉红布盖子，用瓢舀出一瓢

粮食酒熟练地倒入乌红色的瓷碗中，顿时，甘洌的酒香飘满

了整个店铺。

“好酒，还是这样的酒喝着得劲！”酒客们大声喝彩。端

起斗笠状敞开的撇拉子酒碗，“咕咚”一下，一饮而尽，挥起

臂膀，瓷碗飞入木栅栏内，咣当之后化作片片溅玉。

“当初选择在这里开店，相中的就是这里古色古香的古街

环境。”经营“摔碗酒”一年多的郭瑞芳对这里的环境赞不绝口。

从不饮酒的她第一次喝了两斤多
2012年，在山西太原打工 13年的郭瑞芳回到汝州，决

定自己创业，“我带着孩子到武汉汉正街开服装店，干了 5

年，孩子没照顾好，也没挣到钱，所以又回到了汝州。”

2017年 10月，她经朋友推荐到西安考察“摔碗酒”。顾

客花上 5元钱买一碗正宗的粮食酒，喝完后还可以摔碎酒

碗一展大汉豪情，这种带有复古情调的销售方式一下子吸

引了郭瑞芳。

正好当时中大街一期改造已经完工，古色古香的明清

古街风貌与“摔碗酒”的售卖风格十分吻合。很快，古色古香

的“摔碗酒”酒店出现在钟楼西侧的中大街上。

“当时，我去街上发传单，人家都问我啥是‘摔碗酒’，我

说正月初六正式开业你们可以去免费喝酒。没想到那一天

开业，电视台的都来采访了，场面火爆得很，汝州喝酒的人

太多了。”

2018年春天，市区滨河路小学附近举行了一次大型的

划拳比赛，当时有 200多名酒客参与。主办方慕名找到郭瑞

芳，一次拉走了 40公斤白酒、20多公斤果酒。从来没有尝过

酒的郭瑞芳因为酒老板的身份，被邀请去和大家见面。“现

场摆了一溜很长的桌子，200多个人都在桌子两旁坐着，我

去跟人家敬酒。人太多了，四五个人碰一次酒，就这也招架

不住，大概喝了有两斤多。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自己酒量有那

么大，不过这第一次喝酒，我才感到粮食酒的好处，喝了那

么多也没吐，这让我对经营散装的粮食酒有了信心。”

从不懂酒到闻香识酒
每天与酒打交道，一个完全不懂酒、不喝酒的女人，渐

渐变成了“酒中豪杰”。

如今，她的“摔碗酒”酒店经营有高中低档坛装散酒 30

多个品种，她还学会了泡制对治疗风湿病、益精养血、润肠

等颇有效果的各类药酒，同时兼卖茶叶、茶具。

闭上眼睛，随便打开一坛酒，一闻酒香，她就能判断出这坛

酒的品种、度数，对酒的特性更是如数家珍：“汝州人喜欢喝浓香

型的酒，浓香型酒需要发酵 3年以上，顺口、好咽；我这坛里的

酒，便宜的 5元钱一斤，特点是酒很清澈、黏度低、味直；价格三

四十元一斤的酒看着稠，喝到嘴里护嘴，高粱酒度数高的烧刀子

一般用来泡药酒，喝着冲劲大，一般人受不了。”

作为一名女老板，郭瑞芳很看重酒店的声誉，她经营的

酒全部从山东的总经销处购进。去年有一次，一位销售散酒

的推销员来到她的店里，向她推销价格低的散装酒，“我一

尝他的酒，味道很差，绝对不正宗，虽然价格很低，利润更

高，我一口回绝了他。咱是坐庄生意，酒的质量比自己的命

还珍贵，不能坑顾客。”

随着“摔碗酒”知名度的日渐提高，许多顾客越来越认

可这位看起来柔柔弱弱、骨子里却有几分豪情的女老板。除

了平常没事来喝一碗的顾客外，一次买上二三十斤的常客

越来越多。

做女人难，做女老板更难
“酒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营‘摔碗酒’一年多，也遇到

了很多之前想不到的麻烦。”4月 17日上午，面对记者的镜

头，喝了一口黑枸杞茶的郭瑞芳说道。

为了宣传推介自己的产品，她之前举办过品酒活动，每

月 25日晚上 7点到 8点在店面后的大房间里举办免费品

酒活动，虽然吸引了很多顾客前来品尝，但也给她惹了不少

麻烦，“一些人喝到 8点不愿走，要么喝醉吐一地，要么耍酒

疯，后来这项活动干脆取消了。除了这些，一些人在店里喝

点酒装醉，说一些过分的话，甚至躺在店里不走。除了好言

相劝，个别实在过分的，我只好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把他们

带走。做一个女人难，做女老板更难。”

有时候处理完一些难缠的主儿，郭瑞芳真想放弃这个

生意不做了，“可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把店经营起来，也有那

么多顾客支持我，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每一次又劝自己把

店继续经营下去。”

她的“摔碗酒”顾客群如今已从中大街附近扩大到更远

的地方，就连周边的郏县、宝丰、汝阳甚至驻马店、许昌的顾

客都闻着酒香而来。

一碗甘洌的“摔碗酒”吸引着更多真心品酒的顾客，也

撑起了一个女人的创业梦想。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实习生 郭跃磊

中大街“女酒王”郭瑞芳 我市 13个新开工项目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小亚） 4月 22日，副市长姚军

柱主持召开百灵药业等 13个新开工项目第四次推进会，听取各首

席服务官和服务专员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项目推进、环保督查、安全

生产、投融资等工作。市领导汪聚涛、陈振军出席会议。

娲皇始祖祭拜典礼举行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4月 22日，我市社会各

界知名人士在大峪镇天熊山山腰女娲宫女娲巨型雕塑前举行娲皇始

祖祭拜大典，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市领导孙国正出席祭拜仪

式。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视频培训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实习记者 陈雨 通讯员 张红利） 4

月 22日，我市组织收听收看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视频培训会。与会人员学习厦门市谋划“一张蓝图”、依托“一

个平台”、运行“一张表”形成的“一套运行机制”先进经验。市领导李

应席收听收看会议。

“医生，我这里疼了好长时间了，你瞅瞅咋回事？”

南关社区居民王爱民着急地向医生询问。4月 22日，

在南关社区的托老中心里，骨科医院的医生们免费上

门服务，为居民们诊断病情，并为老年人贴减缓疼痛

的膏药。 梁杨子 摄

米庙镇枣树庙村位于美丽的石榴嘴寨

脚下，距市区 15公里。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里住着一户贫困户，户主张留柱，家中 3口

人，8 年前儿子张超伟招亲到米庙镇曹庄

村，家里 2孔窑洞 10年前塌陷无法入住，张

留柱和妻子常飘常年借住在亲戚或邻居家

里。多年来，盖新房成了张留柱一桩心事，工

作队也没少为此事费心。

2018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年，也是枣树

庙村计划全村脱贫的关键年，驻村工作队想

方设法解决张留柱的住房问题，给镇里递交

了 2018年危房改造申请书。村两委会张罗

着给他找地方盖房子，找了两处宅子，可张

留柱都不满意。

多次入户商量的市农业农村局驻枣树

庙村第一书记陈亚楠也焦虑起来，村党支部

书记何令杰也多次与张留柱沟通，均以失败

而告终。眼看着村里其他几户危房改造户主

体都要盖起来了，他家还是迟迟无法动工。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且年事已高，憨厚

老实寡言少语又固执的张留柱不能外出务

工，只能以少量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维持生

活。妻子常飘腿脚行动不便，患有长期慢性

病，需要长期吃药。张留柱看着别人领的残

疾补贴，也想给自己老伴办个残疾证，希望

政府给予解决。就在张留柱一筹莫展的时

候，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积极联系市残

联和镇民政所，全程帮助常飘申请办理肢体

三级残疾证，享受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 80

元 /月，拿到证后张留柱终于落下了心中的

“石头”。同时，驻村工作队员又为其申请残

疾人辅具，并送至常飘手中。也因此事，让张

留柱对工作队有了最初的信任。

信任归信任，固执又迷信的张留柱就认

一个死理：“风水不好，盖了我也不住。”

最后实在是没招，正当工作队和村两委

会要放弃的时候。陈亚楠突发奇想，“咱能不

能找个风水先生给张留柱看看宅子？”

没想到这招果然见效，没过几天，张留

柱就同意，在他原来的窑洞右前方盖新房。

时间不等人，张留柱同意后，枣树庙村很快

找来了挖掘机，将他家窑洞前面的场地平整

夯实，将周围的环境整理得宽敞又明亮，张

留柱家的新房子终于开始建了。

看着自己的新房子，再加上“六改一增”

增加的厨房和卫生间，张留柱开心地说：“谢

谢陈书记、何书记，感谢共产党，要是没有你

们的帮助，还真不敢想自己的住房这么快就

解决了。”

“我这几年一直在外面借住，现在还住

在邻居刘国立家，他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

年时才回来几天。他过年回来时我就得找

地方住几天，等他走了我再回来。”张留柱

说，刘国立都知道他家的难处，刘国立的家

人都不说啥，可他自己总觉得这事情很尴

尬。如今，新房弄好了，随时都能回去住。

2017年，张留柱家庭人均纯收入较低不

到 3000元。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会、帮扶干

部共同研究，分析出他家经济来源单一，没

有致富产业，要想脱贫致富，还是要从产业

发展上想办法。驻村第一书记、村两委会干

部和包户干部来到他家，和他仔细聊起了未

来的打算，并向他介绍全市扶贫的各项政

策，听到陈亚楠的讲解，张留柱感到党和政

府提出的精准施策，精准到户到人，就是自

己扭转困境的绝佳机遇，他下定决心要在驻

村工作队、村两委会干部和帮扶干部的帮助

下，利用市里农业奖补政策，大力发展小杂

粮、油料作物种植，由 2017年的油料作物 0

亩到 2018年种植小杂粮 8.5亩，仅此一项，

家庭年收入增加 4250元。

两年来，张留柱得到了实惠，也信任了

工作队，时时处处都想和工作队的干部谈谈

心、交流交流今后的发展方向。

2018年 12月，张留柱在扶贫户各项奖

补和分红中拿出 13500 元买了一头带 5 个

月牛犊的母牛，并于 4月 18日顺利产下一

头牛仔。

“农村养牛每天吃饭刷碗汤汤水水的都

喂它，再说了山上到处是青草，养牛的成本

也高不到哪里去。”张留柱高兴地说，别看这

头牛仔，一年后也能卖个一万多块钱。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会的帮助下，张

留柱干劲十足，“目前我种了 2亩花椒、1亩

核桃，今年打算再种 5亩红薯、2亩甜瓜，再

把新房子边上收拾收拾喂些鸡子，这样下来

天天都能看到收益。”张留柱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张留柱：工作队让俺住上新房子！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苏博文） 夜

晚是违法建设巡查的真空期、薄弱期，私搭乱建行为多在夜间发生，

次日执法队员巡查发现的时候，往往违建已经成型，治理难度大。为

有效管控违建，维护良好的市容秩序，近期，市城管局持续开展违建

夜查行动，还群众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

为提高治违效率，该局综合执法二大队切实将违建管控关口前

移，实施了违法建设夜间巡查制度，组建违建治理夜间巡查小组，24

小时不间断交叉巡查，全面压实巡查人员工作责任。发现违法建设

时，迅速组织执法队伍，坚持“露头就打、动工就拆、违建必查、有查

必果”的原则，坚决将违法建设遏制在萌芽状态。

4月 18日夜，巡查队员像往常一样执行巡查任务，当巡查到城

垣路北段时，巡查队员发现一户居民正在搭建钢架。巡查队员立刻

上前调查，发现这户人家正趁着夜色搭建阳光房，目前正处于搭建

钢架阶段。调查清楚后，巡查队员立即对其违建行为进行制止。

自夜间巡查工作开展以来，该局及时制止苗头性乱搭乱建 12

起。

城管局夜查违建高压严管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焦玉昌） 今年以来，焦村镇采

取系列措施，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把功夫用在了平时，把隐患消

灭在萌芽之中，收到了良好效果。

狠抓制度建设，规范档卡管理。该镇从制度建设入手，要求各单

位不但要完善各项制度，而且要抓好落实，使干部职工工作起来，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坚持镇主要领导每月至少带队深入基层检

查一次制度。镇安监办将各种档卡分门别类摆放保管，要求各村各

企业平时检查台账，会议记录、各种图片也规范整理，妥善保管，作

为年终考核依据。

层层部署把关，严格日常监管。要求各村各企业每周召开 1次

安全生产专题会，并将会议图片上传镇工作群，要求各单位安全生

产协管员每周至少在本辖区内排查 1次安全隐患，每次检查要有翔

实的台账记录和图片。对排查出的隐患整改情况要跟踪复查验收。

镇经济办每周要对各单位抽查督导，实地对基层安全协管员的履职

情况进行核查，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突出重点督查，确保取得实效。在各村各企业安全协管员的常

态监管下，安全生产稳步推进。镇安监办每周至少深入基层排查督

导 2次，重点督查非煤矿山、建筑工地、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电

力、道路交通、人员密集场所等行业领域。通过镇、村两级上下联动，

齐抓共管，大大降低了安全风险，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从 1月份至今，全镇共排查出隐患 36起，均已整改到位，同时

取缔 1处非法采捡铝矿石点和 1个非法开采青石点。

焦村镇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韩恒超） 4月 15日，市公安

局反恐大队在市工人文化宫游园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时，

一名老人上前求助，此时这位老人神色慌张，表述不清。反恐队员一

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耐心地与老人交谈，在交谈之中了解到，这位

老人是到医院看病，家在煤山公园附近，要乘坐公交车回家，但不知

道该怎么回家。

反恐队员郭亚楠、李帅旗考虑到老人年纪大，并且此时车辆较

多，老人不知道公交站牌在哪里，为了老人安全着想，两人搀扶着老

人，把其送到公交车站点。两位队员向老人叮嘱，下次出行，一定要

有家人陪同，单独出来很危险，并陪同老人等车，直至公交车到站。

郭亚楠把老人搀扶上车，同时告知公交车司机目的地，请司机到站

后主动提示、帮助老人下车。

又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韩恒超） 4 月 15 日下午 6 时

许，巡特警大队接到 110指挥中心指令：专业户一街有一名 2岁男

孩找不到家，请求救助。接到指令后，巡防队员李闯、彭旭阳迅速赶

到现场，看到小孩在路边大哭，赶紧上前询问：“小朋友，你家在哪，

警察叔叔送你回家吧？”面对民警的询问，年幼的孩子只是点头摇

头。李闯、彭旭阳只好把男孩带上警车，沿路一边寻找一边询问有没

有路人认识孩子。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小男孩的家，把孩子交

给他奶奶。

4月 17日，男孩的父母将一面写有“警民一家亲 遇难见真

情”的锦旗送至巡逻民警手中，以表感激之情。

群众有困难 民警保安全
老人街头遭迷路 反恐队员热心帮
迷路孩子终回家 家长感谢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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