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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组织开展“10·13”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通讯员 高素会） 10月 13
日，我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在市标工人文化宫游园开展

“10·13”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市领导武乐蒙出席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10月初以来，大峪镇
坚持以常态化整治为抓手，多措并举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在全镇形成“镇村互动、齐抓共管、全域整治、全民参与”的浓

厚氛围，一幅“生态美、环境优、百姓乐”的美丽乡村画卷正越来越

惊艳。

此次整治行动中，镇村干部发扬“不怕苦、不怕脏”的精神，在

治理“脏、乱、污”上下功夫，在抓“绿化、亮化、美化”上求突破，在

加强“源头、过程、长效”管理上做文章，在宣传教育引导上求实

效，以镇区周边、村部内外、公路沿线、村庄街巷、农户庭院、田间

地头等区域为重点，对路面树叶、杂草、房前屋后乱堆乱放进行彻

底清理，对沿线树木进行修剪，对辖区公厕进行改造，对坑洼道路

进行硬化，对文化墙进行修复绘制，确保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有

序。

在党员干部带头下，群众也纷纷参与到整治活动中来。在村

主干道、房前屋后等区域，大家纷纷拿着扫把、铲子等工具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有的清扫道路、捡白色垃圾、清理边沟，有的铲除杂

草，每个人都干劲十足。

“近两年，我们村的卫生环境越来越好了，村子每天都有人清

扫，主干道每周都有洒水车洒水，以前脏乱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干净整洁的道路、美丽的庭院，这些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

啊。”袁窑村一群众激动地说道。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

战 通讯员 牛向涛） 铺路机轰鸣着

将搅拌好的滚烫的沥青料一层层平铺在

路面上，碾压机紧随其后，压出平整光鲜

的路面，工人们手推小型抛光机将边角

进一步修复。背后，一条新嘎嘎的柏油

路，引来一街两行的村民们的欢笑声和

赞叹声。

“俺们这些街道都是以前修的水泥

路，时间长了，路面坏了很多，再加上车

碾水泡，坑坑洼洼，走起来很不得劲，特

别是下雨下雪天，更是影响通行，这路

一修，真是看着心里都畅快。”10月 13
日上午，正在家门口帮着修复边角的一

名村民笑着说。

说到村里 3 年来人居环境的巨大
变化，村民们如数家珍。2020年 10 月
以来，临北村新的两委会班子组建后，

在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情况下，发动在外

经商创业的人士、爱心村民捐款，多方

筹措资金 100余万元，实施了一系列改
善人居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后硬化

9条村街 1500余米，建设砂石路面的
生产道路 5条、村北游园 1个，安装路
灯 200余盏，建设吃水井 3眼，架设高
音喇叭 12处，植树 1300余棵。村容村
貌一年一个样，村民们的幸福指数节节

攀升。

“这一次我们又争取到市交通局专

项资金对 3 条村街 1.8 公里的水泥路
面提升改造，铺设沥青路面，预计两天

之内即可完工，将进一步改善村民的人

居环境，此次改造后可实现全村村街整

体提升。”驻村第一书记连红强告诉记

者。

“咱村集体没有啥收入，干这些事的

资金有发动大伙捐助的，也有争取上级

各项扶持资金建设的。我们的想法是，干

一任村干部，就得对得起村干部这个称

呼，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点好事。”村党

支部书记刘占胜话不多，却说得很诚恳。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

然 通讯员 于俊鸽） 看现场学经验，

听汇报找差距，精点评促提升。10月 13
日，紫云路街道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逐村

观摩活动，全体班子成员、驻村第一书记

20余人参加观摩。
此次活动旨在抓牢抓实“生态宜居

星”创建工作，促进各村之间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激发各村比学赶超的良好氛

围，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做实、

做细、做出成效，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

生活指数。当天上午，街道主要负责人

带领观摩组人员深入各村，对照市人居

环境考评细则逐街查看，了解各村在环

境治理、村容村貌及道路交通等基础建

设等方面的成绩效果和短板弱项，找出

问题、查明原因、指出需要整改的地方。

街道领导现场听取各村党支部书记对

下步工作规划的汇报，详细听取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对所

发现问题立即指出，对不完善的地方提

出整改意见，力求各村在观摩比拼中取

长补短、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并召开人

居环境等当前重点工作推进会，对各村

人居环境整治开展情况进行点评，落实

奖补。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街道党工委书

记薛栋杰从思想上、行动上、效果上等三

个方面提出要求，各村要继续以人居环

境整治为抓手，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村

“颜值”，全力推进街道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再上新台阶。

“妈，这面汤里掺的有碎鸡蛋，还放有

芝麻盐，又香又有营养，我喂你喝，喝了你

的身体会更好，明天就是你的 96岁大寿，
到时候有精神劲，多好！”

说话的是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妈，正弯

着腰左手端着一碗面汤，右手舀了一小勺

慢慢给坐在椅子上的一位 90多岁的老人
喂饭。

老人慢慢张开嘴，喝了一口，嘴里说了

一声“中”，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

这是发生在温泉镇丁庄村一个普通

院落的一幕场景。大妈名叫张苗玲，今年

60岁了，椅子上坐着的是她的婆婆韩如
娃。

“俺妈 30多年前的夏天，得了脑溢血，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回来后身体恢复得

还不错。10年前，旧病复发，又得了脑梗，
开始需要人伺候。6年前，又不小心摔了一
跤，左胯骨骨折，生活不能自理，身边更是

离不开人专职伺候。”张苗玲说。

张苗玲的丈夫弟兄两个，婆婆生活不

能自理后，兄弟两家争着伺候婆婆，在村里

成为孝敬老人的模范。“俺哥和嫂子对老人

也很孝顺，两家轮着伺候半月，一到时间，

哥和嫂子都争着来接老人，街坊邻居都羡

慕俺两家。”说到伺候老人的事儿，张苗玲

显得很自豪。

“俺为啥对老人好，我觉得受俺婆婆影

响很大，孝顺老人的家风从俺婆婆起都树

立得很好。俺婆婆那时候嫁到丁庄后，作为

孙媳，很孝顺她的爷爷奶奶，一直把两位老

人养老送终，在村里都是有名的孝顺媳妇。

后来，我嫁到丁庄后，也耳闻目睹了婆婆的

孝顺事情。俺公公是村里的能人，在处理邻

里关系方面很得体，婆婆性格温和，对我也

很好。”张苗玲说到孝敬老人的家风，最看

重的是言传身教，“婆婆对我好，我也得对

婆婆好，而且对自己的儿媳也要好，这就是

人心换人心。”

张苗玲的婆婆随着年龄的增大，不仅

生活不能自理，而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有

时清醒有时糊涂。“她脑子清醒时还认识

我，还会说简单的话，脑子糊涂时谁也不认

识，我给她喂饭，她歪着头不喝，还骂我要

害她，这时候我就像哄孩子一样慢慢哄着

她一勺一勺给她喂饭。大小便更是需要随

时伺候在身边。”

让张苗玲欣慰的是，婆婆虽然生活不

能自理，但身体各项指标还算平稳，而且一

直保持饭量大的习惯，“俺婆婆年轻时就是

大饭量人，现在 90多了，每天早晨还能喝
一大碗饭，吃两个鸡蛋，再吃一小块馒头，

中午汤面条还能喝一碗，晚上又是一碗面

汤，还能吃一个软和的蛋黄派。”

老人喜欢吃红烧肉，张苗玲总是隔三

岔五给老人从附近的饭店做一些带回来，

“有时候出去吃家宴，我总要给她捎回来一

些红烧肉，人家做得挺软和。”

不仅对婆婆孝顺，对自己唯一的儿媳

也是疼爱有加，“俺当家的十几年来一直身

体不好，俺儿子常年在新疆的建设工地工

作，下边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去年儿

媳为了照顾这一大家子，也辞去了工作，专

门留在家里。所以我知道她也很辛苦的，说

实在话，我总是对自己说，对待儿媳要比对

自己的亲闺女还要亲。”

“儿媳妇刚来到俺家，刚怀上孕，有一

天，她妈妈遭遇车祸突然去世了。那天，我

抱着儿媳妇失声痛哭，哭过之后，我就想，

孩子那么年轻就没有妈了，我一定要对儿

媳好，就当是她的亲妈。从她怀孕到生下孩

子，我一直和她睡一张床，时时刻刻照顾

她，就从那儿起，我们婆媳之间就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

张苗玲的言行，也深深地感染着她的

儿子、儿媳及孙子、孙女。远在新疆的儿子

每次打电话总是叮嘱她，让她照顾好奶奶，

别怕花钱。“儿媳每次出去，总不忘给她的

奶奶捎些好吃的东西，还经常悄悄给我买

好看的衣服。孙子、孙女们放学回家了，也

会跑去看看他们的老奶奶。看到一家人这

么和睦，四世同堂，我也很知足了。”张苗玲

说。
2022年 8月，张苗玲被平顶山市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平顶山市‘乡村

光荣榜’好公婆”荣誉称号。

2023年 10月 12日上午，温泉镇党委
委员、宣统委员杨晓利专程来到张苗玲的

家里，为她颁发荣誉牌匾。

佩戴大红花，手拿沉甸甸的牌匾，张苗

玲笑意融融，“我们家的生活很一般，但一

家人和睦幸福，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感谢

政府对我的表彰，我会把这好的家风一直

传下去。”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梁亚波

● 为进一步提高检察工作质效，提升基层检察院办案质量，10月 11
日，平顶山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薛万庆，第一检察部主任库宇

宁一行莅临汝州市检察院，调研指导刑事检察工作。汝州市检察院班子

成员、刑检部门员额检察官及助理参加座谈。 李浩然 郭慧利
● 10月 13日，平顶山市工商联主席（会长）轮值活动走进汝州济仁

糖尿病医院，大家通过参观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彼此感情。平顶山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平顶山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高宏勋，平顶山市工商联

主席、总商会会长胡万涛，当月执行主席、平顶山市工商联副主席、汝州

济仁糖尿病医院院长杨楠一行参加活动，汝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

商联党组书记王耀辉陪同。 李浩然 宁艳
● 日前，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了业务学习大讲堂活动。产一科主治医

师朱姿燕就《复发性流产的全孕期管理》和《复发性流产的病因与治疗》

两个内容进行授课，相关科室人员积极参加学习，营造了浓厚的学习风

气和学术氛围。 李浩然 范鸽子
● 连日来，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组织施工人员，对向阳安居小区内

破损的道路进行修整，并重新规划小区内的部分车位以及电动车车棚，

规范了公租房小区管理秩序，美化了小区环境，赢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

李浩然 郭艳霞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临汝镇临北村

村街全部铺上柏油路 村民越走心里越敞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赵延峰）
记者日前从市物价办获悉，据该办价格监测人员 10月 7日至
13日对我市市场粮油副食品价格监测情况显示，我市粮油副
食品价格运行平稳，供应充足。

粮油价格运行平稳。东北大米平均价格为 2.50元（500克，
下同），与上月同期基本持平；小麦平均价格 1.30元，较上月同期
上涨 3.84%；玉米收购价格 1.35元，与上月同期基本持平。

食用油价格基本平稳。金龙鱼一级 5升桶装花生油平均
价格为 129.9元 / 桶，与上月同期基本持平；金龙鱼一级 5升
桶装菜籽油平均价格为 75.68元 / 桶，与上月同期基本持平；
金龙鱼一级 5升桶装大豆油平均价格为 69.90元 / 桶，与上月
同期基本持平；金龙鱼一级 5升桶装食用调和油平均价格为
74.90元 / 桶，与上月同期基本持平。

肉类价格运行平稳。仔猪平均价格为 11.00元，较上月同
期下降 21.42%；生猪收购平均价格为 7.40元，较上月同期下降
8.64%；五花肉平均价格为 13.00元，较上月同期上涨 4.00%；精
瘦肉平均价格为 13.00元，较上月同期下降 3.70%；牛肉平均价
格为 36.00元，与上月同期基本持平；羊肉平均价格为 33.00
元，与上月同期基本持平；

鸡蛋价格运行平稳。钟楼农贸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 4.70
元，较上月同期下降 18.96%。从所监测超市情况看，10月 12日
鸡蛋最高价格为 4.98元，最低价格为 5.58元。

蔬菜价格运行平稳。从钟楼农贸市场情况来看，监测 25
个蔬菜品种平均零售价格 2.71元，较上月同期上涨 20.98%。从
所监测超市情况来看，监测 25个蔬菜品种平均零售价格为
2.91元，较上月同期上涨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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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通讯员 张亚楠） 10月 13
日，市残联为进一步做实做细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基

本康复服务开展“回头看”，积极提高康复服务工作质量，提升残疾人满

意度。

检查中，工作人员主要采取电话回访的方式，对近年来享受基本康

复服务残疾人进行回访，全面检查工作完成情况。询问基本康复服务工

作开展情况，了解他们享受政策情况、康复效果和服务满意度等情况，听

取他们对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回访过程中，对电话打不通的残疾人，进行入户核实，每到一户，

随行的相关康复医生都耐心询问残疾人的病史及致残原因，并开展血压

测量、心肺听诊、针灸、推拿按摩等多种康复服务。同时，针对每名残疾人

的不同情况，提供居家康复训练和指导。

“下一步，市残联将继续加大对成人康复机构的督查工作力度，真抓

实干、稳中求进，对照目标找差距，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进一步提升成人

康复机构的康复服务质量和水平。”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说。

市残联开展成人康复服务工作“回头看”

“好儿媳 +好公婆”张苗玲：传承好家风 赢得众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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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路街道

逐村观摩促提升 擦亮“生态宜居星”

10 月 12 日，汝州外国语小学在烈

士陵园举行少先队入队暨红色爱国研

学行活动，还邀请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为

现场人员讲解了烈士陵园的历史和英

烈们的悲壮事迹，讲述了为解放汝州及

周边县市，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的故

事。图为新入队的少先队员擦拭墓碑，

缅怀先烈。 张亚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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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为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

防、治疗、保健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保健需

求，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在集团总院门诊四楼开设国医馆，并

于近日试运行。

走进该院中医馆，安静舒适、温馨典雅的室内环境，浓郁的中医药文

化元素，让人耳目一新，随处可见的中医药知识宣传内容，吸引了不少前

来就诊的群众。该院国医馆现设有中医专家门诊、中医康复理疗门诊、中

医乳腺治疗门诊、睡眠门诊等多个特色专病门诊，可为群众提供集预防、

保健、养生、治疗为一体的高质量特色中医药服务。

中医药需要传承精华，更需要跟上时代的脚步。该院将始终秉承“一

家负责任的医院”总体定位，传承发展、守正创新，开创集团中医药事业

发展新格局。将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多元投入力度，对上，常态化邀请省

级中医专家定期到该院坐诊，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中医专家的

诊疗服务；对下，积极发挥集团总院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加强与各分院的

人才交流，形成浓厚的中医带教培训氛围；对内，加大中医学科建设和人

才的培养力度，牵头名、老中医主任，到临床科室进行中医宣传讲学、会

诊，逐步形成全院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模式。

此外，该院还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技术，陆续开展中药妇科调经、中药

减肥、中药肾病、中药肿瘤等方面特色治疗，不断深入发掘中医药这座宝

库中的精华，谱写汝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市一院：弘扬中医国粹 呵护百姓健康

碾压机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