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除恶，民心所向。黑恶团伙为逃避打击，采取恐吓、滋扰、跟

踪、堵锁眼、泼粪喷漆等软暴力手段，比传统暴力手段危害更大。汝州

市公安局将依法惩处“软暴力”犯罪，持续保持对黑恶犯罪高压态势，

强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举报电话：110 0375-6799110 13937519887。

—————汝州市扫黑办、汝州市公安局 宣

年近知命之时，竟爱上“学习强国”。爱

到何种程度呢？可谓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暖意盈怀，境界升腾。

爱“学习强国”，称得上爱得“火热”，恰

似“学习强国”APP火红的背景底色。5月 12

日，“成长总积分”19762 分，全国排在

2894933名，“十年磨剑”段位字迹旁标注的

两个数字，折射着近 400个温暖的日子里，

我与“学习强国”同成长共相伴的时光旅程。

从初识时，觉得她包罗万象、精彩纷呈，折服

于她的“秀外慧中”。到熟知后，发现她思想

深邃、博大精深，又陶醉于她的纯美厚重。

每每清晨时光，打开“学习强国”APP，

伴随着清脆悦耳的滴水音，一串水滴垂落，

涟漪徐徐荡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论语”，竖写的两行文字渐次清晰，似

两串珍珠朗润呈现。一天的美丽心情悄然

开启，学习之窗欣然打开。

“学习强国”是我静心阅读的同伴

平生爱读书，阅读早已成为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展开书卷感受书香，使

心灵找到宁静的港湾，精神获得陶冶与升

华，生命也更充实

丰盈。“真正把读

书学习当成一种

生活态度、一种工

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习总书记的教诲

时刻萦绕在耳旁。

自从结识了“学习强国”，发现她内容

齐全、排版新颖，无论是时政新闻、综合经

济、教育体育，还是科技技能、旅游文化、党

史纪实；抑或是众多媒体最新最典型最接

地气的图文精粹，还是各“强国号”带着生

活温度的短视频、撼人心魄的经典音乐、大

片巨制都是琳琅满目、层出不穷。这些无不

让我的阅读更加如鱼得水，不知不觉间走

近了诗和远方，掉进了知识的海洋，大快朵

颐，尽情徜徉。

“学习强国”是我潜心工作的助手

当下新时代，财政改革发展面临的环

境、对象、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更好发

挥财政职能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财政部门首先是政治机关，又是重要的宏

观经济管理部门，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强

国”平台设有“新思想”栏目，包含了重要活

动、重要会议、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学

习、指示批示、习近平文汇、学习金句等内

容，是我们财政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档案馆”“资料

室”，是我们提升政治修为、准确把握思想

工作学习方向的准绳。作为一名基层财政

党员干部，有了“学习强国”的滋育，我的政

治素养加速提升。

工作中，通过“学习强国”的“经济”栏

目，第一时间学习掌握国家的财税金融最

新政策，比如《稳中求进 砥砺前行———从

“六稳”到“六保”发出的信号》《把实体经济

做优做强》《收支平衡压力巨大，财政如何

保运转、促民生》……一篇篇一则则结合时

情、指导性强的政策剖析文章，为我们做好

工作提供了正确参考，发挥了很好的政策

引导作用。另外，从“实践”“法纪”栏目当

中，我了解到各地在相关领域的经验作法，

使自身在准确地落实经济财政政策、创造

性地履行相关职责等方面，更加得心应手、

游刃有余。

“学习强国”是我舒心生活的浪花

如今，“学习强国”成了我全家共享的

幸福乐园。爱人在她的单位也是“学习强

国”学习达人，长期保持在第一名位置。在

家长的影响下，疫情宅家学习的女儿，也成

了“学习强国”的忠实读者。看新闻、听慕

课，乐此不疲。遇到好的文章或视频，我们

会共享到“一家亲”群，一起学习，共同提

升。每天爱人做饭时，会自然播放上戏曲名

段，或是经典音乐。晚上或是周末的休闲时

光，全家会坐下来一起聆听“学习强国”上

的名家朗诵、诗文欣赏，然后举办个有趣的

国学问答、诗词大会、成语接龙……是她，

是“学习强国”，不仅让我们收获了丰富的

文化知识，也增进家庭生活的和谐，收获了

共同进步的快乐和幸福。

“学习强国”是我明心指路的灯塔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郭继承教授所说：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标识，对中华崛起复兴

意义深远”，学习强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

想文化强国、精神智慧强国。通过“学习强

国”，让我春风化雨、入脑入心、明心见性、信

仰坚定；更使我增加自信、汲取力量、境界提

升。她激励着我进一步担当创新、开拓进取，

为财政发展献出更多的光和热。我更愿意让

更多的人爱上“学习强国”，“学而时习之，不

亦乐乎”，通过学习的提升，加上拼搏的汗

水，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共同奔向民族复

兴、国家富强的强国梦。

人生旅途漫漫, 生活是一幅多彩的画

卷,勾勒了生命的枯荣苦乐，墨染了路途的

曲折回环。但惟有学习让我们的青春更加

永恒，惟有成长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厚重,

惟有奋发让我们的岁月更加精彩。感谢“学

习强国”一路陪伴,也让我对她的爱一如既

往，一往情深，一世不变。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毕国强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郭
永涛 闫钊辉）“看，这里路面有石块！”近日，市农村公

路管理所大峪养护工区养护工赵金立在道路养护巡查至

靳马线许窑桥头时，发现道路交叉口路面散落有大石块，

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马上采取措施，在大石块两侧设

立临时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路人，并将情况上报至所养护

科。

接到通报后，养护科立即组织附近养护人员到现场

清障保畅，同时，路政人员也赶到现场疏导交通秩序，维

护安全。截至中午 12：00，该线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据了解，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多雨季节来临，道路面

临考验。特别是农村公路多是山区公路，多条道路临山，

遇到雨季，再加上暴晒，会出现山体滑坡、石块下落、路

面“鼓包”、断板塌陷等现象。为确保群众安全出行，市交

通运输局制定了《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行动的实施方案》，组织公路管理单位对全市道路开展

为期三个月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专

项行动。

截至 6月 4日，农村公路所出动安全、养护、工程、通村等相关人员

累计 160余人次，悬挂消防及防灾减灾横幅 20余副，发送天气预警信息

30余条，发现并消除大北线与时宝线交叉口标志牌被遮挡、靳马线许窑

桥桥头散落大石块等隐患 8处，均已按照安全隐患整改闭环管理规定整

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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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知道干，光指扶贫发的钱那

可不中。谁都知道歇着老美，想过好日

子，不搁住劲咋弄哩。”6月 1日，在夏店

镇夏东村建筑工地上，王延强一边麻溜

地往瓷片上抹着灰膏，一边对走访的夏

店镇黄沟村第一书记李青建说道。

今年 50 岁的王延强是夏店镇黄沟

村四组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06年二儿

子王跃凯的出生本应是全家的喜事，可

出生不久就被查出患有脑瘫，这对王延

强和王密夫妻俩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为

了给儿子治病，王延强变卖家产，四处求

医，负债累累，也没能让儿子的病有所好

转。谁知行船又遇打头风，2013年孙女王

怡帆一出生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聋哑，

这两个重度残疾人掏空了家底不说，日

常生活起居还得大人照顾。村民们说起

王延强一家的情况，都不自觉地摇头叹

息：“哎，这个家可咋整呀。”

命运对王延强如此不公，生活的重担

压得王延强一度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了解到王延强家的困境，黄沟村“两

委”和驻村工作队积极联系多方部门，分

别给王跃凯和王怡帆办理了智力二级和

听力一级残疾证。村里组织的各种技术

培训和扶贫扶志教育培训班都邀请王延

强夫妇参加，一系列的帮扶措施不仅坚

定了他们克服困难的决心，也让他们对

以后的美好生活充满希望。

市畜牧局工作人员刘晓燕是王延强

的帮扶责任人，每次对接，她都会跟王延

强夫妻促膝长谈，不断鼓励他们靠自己

双手脱贫致富。时间长了，夫妻俩深受感

动，决定靠双手努力奋斗，摘掉“贫困户”

的帽子。

王延强过去经常在建筑队干活，是

远近有名的“泥水匠师傅”。开始跟着别

人干，后来因为人实在，干活口碑好，好

几个一起干的“泥水匠师傅”也愿意和他

组队，王延强逐渐组建了自己的工程队，

开始就近到处接活。大儿子王凯歌、儿媳

张六红带着女儿王怡帆到郑州一边打

工，一边为王怡帆治疗并接受特殊教育。

村里也为王跃凯联系了特殊教育学校送

教上门，王跃凯的自理能力逐渐有了提

升。这一家人的生活在他们不屈的意志

下慢慢有了起色。

王延强说：“不勤快，再好的政策也

没用，政府能帮我们到这样已经很不错

了，剩下的要靠自己干，才能让日子越过

越好。”

王延强一家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

收入增加了，腰杆子终于也挺直了。用王

延强的话说：“这个家又像个家了！”

贫穷并不可耻，也并不可怕，可耻的

是穷而不自知，可怕的是自甘堕落而没

有追求。只要不怕吃苦，坚韧必将战胜困

难，勤劳定会赶走贫穷。

“我这人弄啥老实在，不会偷懒耍

滑，上庄下邻都知道我干活啥样。好些人

哪怕等些时，活也等着我去干。年里头接

的活，今年一年都干不完。”提起自己干

的活，王延强颇为骄傲。

自己生活条件好了，王延强试着帮

助更贫困的乡亲们，也试着为哺育自己

的家乡贡献一份力量。2018年“六改一

增”扶贫政策实施时，王延强主动推掉了

在外承包的工程，率队承担了黄沟村三

个组贫困户的施工任务。在每家每户的

改造上，王延强竭尽全力，认真负责，比

干自己家的活还上心。不管哪个施工队

遇到难题，王延强都会像“及时雨”一样

出现，既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又解开了群

众的思想疙瘩。在“六改一增”项目验收

时，由王延强负责粉刷过的每一面墙、修

过的每一条路都通过了检查验收。

慢慢地，黄沟村一组李高兴夫妻等

多名贫困户也加入了王延强的“泥瓦匠”

大军。从早上天明开工，晚上看不见才回

家，虽疲惫但日子充实。汗水浇开幸福

花，劳动铸就中国梦。王延强家人均纯收

入从 2013 年 979.25 元到现在已经增到

2019年 20270.36元，增长近 20倍。

“今年四月份，村里又帮忙给我办了

3万元小额贷款，正好解决了我资金短缺

的难题。我用这 3万元钱新买了施工架

和搅拌罐，还买了 3只带羔母羊让妻子

养着。只要不怕吃苦，好日子就在前头等

着咱呢。”王延强说。

在王延强手里，一把瓦刀上下翻飞，

映出了王延强自信的笑脸，照亮了他坚

实的脱贫道路，更托起了他充满希望的

致富小康梦。王延强“一把瓦刀战贫困”

的奋斗事迹激励着黄沟村越来越多的贫

困户干了起来，他本人也被评选为 2019

年黄沟村“最美自强脱贫户”。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我们

有信心在党的政策和各级政府的精心帮

扶和关心支持下，让每一位贫困群众都

能够鼓起勇气，坚定信心，自强自立，用

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

活。”李青建对 2020年脱贫收官充满信

心。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王钊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
子）“如果不是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

帮我们解决浇水难问题，我们地里的菜还

不知道咋办！”王寨乡尹冲村贫困户王勇

看着地里水井快要施工建成，喜不自胜。

近日，王寨乡尹冲村“两委”和帮扶

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协调资金 2

万余元为村内打 3口水井，用于村内耕

地的水利灌溉。水井一经搭建完工，立

即投入使用。

由于该村地处丘陵地带，80%耕地

靠天收，种植庄稼产量低、地质差。近期

由于干旱少雨，地里菜都打了卷，3口水

井的投入使用，将为周边近 110亩耕地

引流取水带来便利，极大地缓解了耕地

取水难的问题。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张应霞） 6 月

4日，在大峪镇下焦村党员群众综

合服务中心出现了感人的一幕，村

民秦群、秦群营两兄弟将一面印有

“驻村帮扶结深情 无私奉献为百

姓”的锦旗送到了市公路局驻下焦

村第一书记魏金跃的手中，感激地

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

市公路局，感谢驻村工作队帮扶干

部的关心照顾，让俺家走上了脱贫

致富的好路子。”

据了解，秦群是大峪镇下焦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自精准扶贫

工作开展以来，市公路局驻村工

作队多次到其家中，详细了解生

产生活情况，分析致贫原因。为确

保精准下“药”，驻村第一书记魏

金跃经常与其拉家常、话生活，在

充分掌握其因贫穷丧失生活斗志

与希望时，巧用“扶贫先扶志”的

激将法，激发其内生动力，鼓励他

勇敢创业发展养殖业，积极为其

申请到户增收资金 5000 元，帮助

他购买了一头母牛犊。在驻村工

作队的帮助下，如今，秦群从最初

的一头牛已发展至 5 头牛，价值

近 7 万元，成了村里有名的牛

“模”王，现已成功脱贫。

接过锦旗后，魏金跃表示：“感

谢大家对公路局驻村工作队工作

的认可，你们的肯定既是荣誉也是

鼓励。带领全村群众脱贫致富是我

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会一如既往

全力以赴为大家提供支持和帮助，

尽快实现下焦村全村脱贫目标。”

6月 6日，市人民医院在市标游园开展心肺复苏公益活动。医护

人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方法，并为市民答疑解惑。 梁杨子 摄

近日，“地摊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在拉动经济、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

方面表现优异。“地摊经济”的回归更是增添了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

味”，折射出了勃勃的“中国生机”，把人民的期盼与城市情怀交融，值得

点赞和鼓励。

但伴随而来的问题也不少：占道经营、环境污染、噪音扰民频现；假

冒伪劣、食品安全无法保障、消费纠纷维权艰难……这些问题若无法得

到规范，很可能成为掣肘地摊经济走远的命门。乱扔垃圾、乱排油渍，无

疑跟垃圾分类大势相悖，损害城市生活的环境。所以当下鼓励重启“地摊

经济”，绝不是要回到之前的粗放无序状态，而是要与我国经济转向高质

量发展的态势契合，打造“地摊经济”升级版，让其成为与“高大上”并存

的“小而精”业态。

这几天，有的地方明确鼓励摆摊后，就出现了些许问题。有媒体就报

道，某城市一夜市开放后，附近出现交通堵塞、卫生“一片狼藉”等情况。

当地因此下发通知，要求各类商业经营者必须随时清运垃圾，保持所经

营区域卫生整洁，做到垃圾即产即清，此外还提到，对管理不善的商业外

展外摆地段，经整改仍无效果的，将予以取缔。

这里面，食品安全卫生就是很多人最担心的问题。眼下已经进入盛

夏，食品腐烂变质的可能性更大。在此背景下，监管部门要加大巡查抽检

力度，让食品质量监管下沉。再者是交通占道问题，若占道纯粹是乱占，

也会让很多行人和车主苦恼。因此，城市管理者要划定摆摊区域，更要有

交通引导的预案，不能堵路；既要让地摊有地儿可摆，也要保障城市的正

常通行，特别是要确保消防通道等路段的安全畅通。

鼓励地摊经济的同时，政府也要制定地摊行业准入制度，明确哪些

行业属于鼓励地摊经营的，哪些行业属于限制地摊经营的，哪些属于准

许地摊经营的。同时，合理引导相关社会组织、专业公司参与地摊的统一

经营与管理。对于地摊经营与管理中表现好的给予奖励，表现不好的给

予惩罚。

在社会组织监督方面，可成立地摊行业协会，对地摊进行行业监管；

建立地摊经营行业准入制度，通过地摊经营者

的资格申请管控地摊经营，防止无序经营和恶

性竞争，并建立地摊经营者培训和业务学习交

流制度。

炎炎骄阳下，骑电动车的行人们“全副武装”，帽子、口罩、墨镜、防晒

衣……种种防晒物件一应俱全，而头盔却只作为点缀，零星地伴随着少数骑

行者出现。6月 1日起，我市正式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提倡市民骑

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佩戴安全头盔。行动已开启数日，而马路上按照

要求规范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骑行者却寥寥可数。

6月 4日，记者在道路上看到，只有少数市民骑电动车时佩戴了头盔，在

流量较大的红绿灯路口，等待绿灯的电动车约有 20辆，而佩戴有安全头盔的

车主不过一二，且多数为正在送货的外卖骑手。“我们的头盔是公司配发的，

一进公司就有了。”一名饿了么骑手说道，“公司有规定，送外卖的时候必须戴

头盔。”他提到，除了保证安全性以外，也考虑到了舒适性，骑手们夏冬配有不

同的头盔，夏天的更加轻便，冬天的更保暖一些。一位没有佩戴头盔的市民则

表示，“戴头盔太麻烦，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其他市民关于不戴头盔的原因，

也多为“不想买”“嫌麻烦”等。

“目前，我们针对骑电动车佩戴头盔的措施还是以引导教育为主。”一

名在红绿灯路口执勤的交警说。大量事例和数据表明，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能够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的伤亡风险，因此，养成戴盔出行的习惯是十分有

必要的。“我们之后还会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家

的安全出行意识，让交通环境变得更好。”该交警

说。

融媒体中心实习记者 陈欣然

王延强：一把瓦刀战贫困 托起致富小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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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者依然稀少

“学习强国”让我爱得深沉

我市召开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6月 8日，我市召开 2020

年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推进会，安排部署迎接国家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

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终期评估和省委督查工作。副市长焦

慧娟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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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底线，打造“地摊经济”升级版
□牛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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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科协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学习座谈会,专题学习讨论习近

平总书记给袁隆平、钟南山、叶培建等 25位科技工作者代表的回信精

神。大家纷纷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牢记

初心使命，团结动员科技工作者奋力开创全市科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 于俊鸽 陶宁怡
●6月 5日，市农村公路管理组织召开了关于“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学习先进人物专题会。学习先进人物迎难而上、冲锋在

前、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梁杨子 李苑豪

●6月 5日，柘城县住建局消防审查验收负责人杨学亮一行到我市

考察学习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就消防验收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与

住建局工作人员进行深入沟通和交流。 梁杨子 华丽霞

●6月 5日，市二高组织高三年级全体师生在学校书生广场举行了

高考 30天冲刺动员大会，旨在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高三全体

师生奋战 2020年高考的决心与信心。 张亚萍

●6月 6日，洗耳河街道党政主要领导来到辖区各个禁烧值班点，

慰问坚守在禁烧一线的办事处机关及村组干部，给大家送来了西瓜、矿

泉水、方便面等，并详细了解各村（居）的麦收情况。 李晓伟 丁亚伟

●6月 5日，我市饿了么外卖组织骑手们慰问一线执勤民警，为坚

守岗位的交警送上降温防暑物品，感谢全体交警的默默坚守与辛勤付

出。 张亚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