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治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落实防疫措施 筑牢坚固防线

“今天，我们非过去不可！”“疫情期
间，我坚决不能让你们过！”……4 月 17
日，在宁陵县孔集乡小孔集村口卡点
上，几个村民穿着孝服和卡点值守人员
争吵了起来。正在村里宣传防疫知识的
宁陵县委统战部驻村第一书记李松连忙
跑到卡点。

经了解，原来是一位村民的父亲去
世，按照习俗要到舅舅家报丧，村干部
拒绝他们通行。为此，双方发生争执，僵
持不下。

见此情景，李松首先对卡点值守村
干部粗暴的作风进行了批评，然后安慰
几位村民说：“老乡，我先对老人家的
去世表示哀悼。按理说，慈父去世，你
们兄弟应该亲自去舅舅家报丧，这也是

人之常情。”李松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继续劝说：“但是，现在是非常时
期，疫情防控丝毫不能马虎，生命安全
重于泰山。再说，通讯这么方便，你们
不如打个电话向舅舅报丧，并解释原
因，相信他们一定能理解。”

在李松的耐心劝导下，他们成功地
化干戈为玉帛。

一只口罩、一把测温仪、一个小喇
叭、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这就是李松
的战“疫”利器。此外，陪伴他的还有子
夜的灯光和脚下蜿蜒的小路。疫情防控
期间，李松和村“两委”班子成员既当
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连续多日开启

“白+黑”“5+2”的工作模式，从曙光初现
到万籁俱寂，他的足迹踏遍了全村的各

个角落。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李松和在县市场监管局工作的父亲
李洋一起，共同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被
大家亲切地称为战“疫”父子兵。

“大娘，您可以使用一次性手套、夹
子或塑料袋套在手上进行挑选……”4月
18日，在宁陵县恒兴百货商场，李洋在
检查商超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提醒正
在购物的群众避免徒手接触食品及包
装，自觉不购买无相关证明的进口冷链
食品。

从新冠疫情开始，李洋就全身心地
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从关闭活禽集
贸市场到除生活必需品场所之外的所有
商户关门停业，从疫情防控宣传到居民

保供，从物价稳控到劝阻农村集体聚
餐，他和同事们每天在全县大大小小的
药店、诊所循环检查。他常说：“作为市
场监管人，我们一定要把好老百姓的入
口安全关。”

“一直以来，爸爸就是我的榜样。他
经常告诉我，戴上党员徽章就要扛起责
任、冲锋在前。”李松说，2020 年疫情，
他们父子就一起做志愿者，今年又一起
并肩战“疫”，自己感到非常自豪。

有一种延续，叫薪火相传；有一种
力量，叫言传身教。在梨乡宁陵抗疫一
线，近万名像李洋、李松父子一样的党
员干部逆行而上、冲锋在前，他们舍小
家为大家，诠释着一名普通党员的忠诚
和担当。

宁陵父子兵 齐心共战“疫”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马 敏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近日，宁
陵县刘楼乡一边紧锣密鼓抓好疫情
防控，一边有条不紊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把人居环境整治同疫情防控
工作紧密结合，通过积极引导群众
开展自我整治，从而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筑牢卫生防线，助力疫情
防控。

及早安排， 认 真 落 实 见 实
效。刘楼乡多次召开疫情防控专
题会，明确要求乡村干部下沉到一
线，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持
续深入抓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乡

里还成立了督导组，就环境整治与
疫情防控开展不定期督导检查，对
工作成效显著的及时总结经验进行
推广，对工作不尽责、不担当的及
时通报问题，确保整改落实。

广泛宣传 ， 营 造 氛 围 看 行
动。刘楼乡以疫情防控为切入
点，充分利用村广播、微信群等形
式，强化疫情防控与环境整治知识
宣传，动员群众加强自身防护，注
重个人、家庭环境卫生。通过大力
开展人居环境卫生整治运动，督促
群众以良好自我卫生习惯推动疫情

防控工作。
全民动员，群防群治重细节。

防控期间，万福保洁公司全体员
工、公益岗坚守岗位，常态化开展
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工作，做到日
产日清日结，对容易滋生病菌、传
播疾病的垃圾和卫生死角进行集中
整治，确保全乡环境卫生干净整
洁。各村委会组织值守人员定时对
卡点开展卫生消杀，对值守人员用
的口罩、手套等医疗垃圾进行集中
收集清理，通过齐抓共管，营造一
个安全、干净、整洁的大环境。

加强环境整治 筑牢防控防线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太感
谢了，这真帮我们企业解了燃眉之
急。”日前，路老大食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在电话中对宁陵县石桥镇干
部感激地说。连日来，石桥镇在抓
实抓细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以能
力作风建设攻坚为抓手，统筹开展

“万人助万企”活动，精准助力企
业纾困解难。

路老大食品位于石桥镇黄兰芝
村，是一家“公司+农户”经营模

式的蛋鸭养殖、农副产品深加工企
业，带动该村 50 多家养殖户增
收。其生产销售的咸鸭蛋出油率
高、口感好，在市场上很受消费者
欢迎。但今年受疫情影响，该公司
生产的咸鸭蛋运输成本增加，企业
销售遇到了困难。石桥镇党委政府
了解到企业困难后，充分发挥商会
的桥梁纽带作用，号召在外务工人
士和本地企业想办法、找渠道，帮
助企业拓宽销路。同时，全镇党员

干部纷纷伸出援手，以购代扶，帮
助企业销售了千余斤咸鸭蛋。

“尽心尽力为企业做好各项服
务，是我们所有党员干部的职责和
义务。”石桥镇党委书记吕海涛表
示，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和销
售难题，是该镇深入贯彻能力作风
建设攻坚的具体实践，他们将以

“万人助万企”活动为契机，深入
走访辖区企业，切实解决他们的实
际困难。

疫情影响销路 政府帮助解难
“我是第一书记我

带头，疫情防控我先
上！”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宁陵县委统战部派
驻逻岗镇刘赵庄村第一
书记侯喆闻令而动，以

“疫情处置必有我”的
强 烈 使 命 感 ， 牢 牢

“ 插 ” 在 了 乡 村 的 战
“疫”主阵地。

刘赵庄村是逻岗镇
的大村，人口多任务
重，疫情防控存在一定
难度。关键时刻，侯喆
牢牢扛起第一责任，带
头24小时轮班值守，做
好人员登记、体温检
测、车辆核查、消毒消
杀，构筑起群防群治抵
御疫情的严密防线。

疫情发生以来，侯
喆始终坚守在抗疫一
线；村里需要时，他总是
第一时间出现。对他来
说“第一书记”不仅是一
种称呼，更代表着责任
与担当。

抗击疫情之初，群
众对疫情的严重性认识
不足，也有不理解不配

合的现象，侯喆便和村干部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
作。在他和村干部的带动下，村民们转变思想、积极
响应，形成了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大学生王李梦、
王鑫宇和饭店老板冯智峰等热心群众主动要求加入
抗击疫情的队伍。

脱贫户黄海船、李自兰等一直是侯喆照顾的对
象。侯喆主动为他们送上酒精、消毒液、口罩和一
些生活物资，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做好返
乡人员的居家管控，侯喆协助村委整理居家隔离台
账、返乡人员台账、外出务工人员台账、核酸检测人
员台账，建立疫情应急管理预案，并与每家每户电话
沟通核实具体信息，遍访 25个居家隔离人员，严格
落实各项隔离举措，充分做好人文关怀和后勤保障。

刘赵庄村与民权县接壤，流动人员较多。面对
疫情严峻复杂的形势，为及时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侯喆吃住在村，念好“扫、宣、测、记、禁”
五字歌，采取“一扫、二宣、三测、四记、五禁”
的管控方式严把入口关，确保管理到位。

“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守护村民的身体健
康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侯喆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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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郭 娜）“最近疫情又来到，出门记得
戴口罩，亲戚朋友先忘掉，电话信
息来问好……”4月 19日清晨，宁
陵县赵村乡桑庄村上空飘荡着优美
的旋律，该村疫情防控信息员张娟
创新形式，把疫情防控常识和政策
改编成流行歌曲，每天为村民唱歌
宣传疫情防控，受到村民欢迎。

疫情防控期间，宁陵县充分利

用村头“大喇叭”的优势实现宣传
全覆盖，并鼓励各乡村根据实际情
况，创新宣传形式和内容，以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疫情防控的
声音。

“因平时爱唱歌和拍抖音，我
就想着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创作歌
曲，这样父老乡亲比较容易接受，也
更利于他们记忆和传播。”桑庄村干
部张娟介绍说，她不仅仅改编疫情

防控政策知识，还把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逆行者”、志愿者的故
事进行改编创作，赞美他们的辛勤
付出。

“我不是医务人员，但我也想
用实际行动去参与抗疫，所以我报
名当了志愿者，去卡点值班。”村
民桑建臣说，他与其他村里的志愿
者一样，受到张娟歌声的鼓舞，站
出来、勇担当。

创作抗疫歌曲 传递暖心力量

本版新闻统筹 高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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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近日，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推进乡村振兴、协助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宁陵迅速行动部署，
采取“提站位、快启动、明职责、讲成效”等举措，深入开展
帮扶责任人下沉到村工作。

提高站位，迅速行动部署。按照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宁
陵进一步细化重点工作任务，下发了《关于帮扶责任人下沉到
村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县各单位帮扶责任人于每周六（全天）
到村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大排查、大起底”“危房住人”排查及
疫情防控等工作。

快速启动，抓实培训效果。全县各帮扶单位迅速开展本单
位帮扶责任人培训工作，通过集体培训、线上督促学习、观看
视频资料等多种形式，确保弄懂吃透“巩固脱贫成果大排查、
大起底”“危房住人”排查等工作要点。为进一步压实责任，提
升培训实效，县委组织部、县乡村振兴局联合对培训情况进行
电话核查。

明确职责，抓细任务分工。为推进帮扶责任人下沉到村工
作有序开展，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目标及任务。县委组织部
负责牵头帮扶责任人下沉到村工作，组织开展日常督查及相关信
息汇总工作；县乡村振兴局负责扶贫业务指导、业务培训、任务分
解及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落实问题整改；各帮扶单位每周六到村开
展“巩固脱贫成果大排查、大起底”“危房住人”排查及疫情防控等
工作，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入户走访任务及信息汇总工作。

讲究成效，抓好责任落实。为提高帮扶责任人下沉到村工作
开展成效，连日来，宁陵县委组织部会同县乡村振兴局组成6个督
查调研组，对帮扶单位“巩固脱贫成果大排查、大起底”“危房
住人”排查及疫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实地督查调研，通过

“核户表、看记录、查台账”，进一步压紧压实帮扶工作责任。

下沉到村 扶持到户

宁陵将帮扶力量落到实处

▶4月19日，宁
陵县程楼乡群众正在
为温棚黄瓜喷施生物
杀菌剂。去年以来，
温棚黄瓜价格持续走
高，程楼乡的 3000 多
座温棚黄瓜年产值约
3 亿元，鼓起了百姓
的钱袋子，成为当地
特色高效农业项目。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摄

◀4 月 18 日，聚
民肉鸡养殖场技术员
正在检查鸡苗成长状
态。近年来，宁陵县
稳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改革，培育壮大
了牧原集团、豫东牧
业、宁宝养殖、花麒奶
业、天明鸽业等一批
规模化养殖企业，成
为当地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重要抓手。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摄

“妹妹，快点来，我们该去捡垃圾
啦！”“我们这一组负责德治公园，你
们那一组承包光伏电站……”一位年
龄稍大的女孩一边召集人手，一边给
小伙伴们分工。

4月 16日下午，宁陵县城郊乡
胡二庄村公园里、光伏电站和道路
旁，20余名小朋友忙着捡拾垃圾、清
理卫生。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欢快的
笑容。这些“文明小使者”有城郊
乡胡二庄村、李子荐村、八里屯村的
孩子，也有阳驿乡十里井村、刘楼乡
庄楼村的孩子。看到他们勤劳的身
影，村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文明
小使者”。

原来，胡二庄村有 3 个公园，是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每逢
周末，附近乡村的村民和孩子都会
到这里游玩，他们在公园里或散
步、或奔跑、或嬉戏……随着游客
的增加，胡二庄村 3个公园里的白
色垃圾越来越多，仅靠村里的保洁
员清理不完。

“爱护环境要从我做起，我们不
能乱扔垃圾，看到大人乱扔垃圾我
们也要及时制止，哪个小朋友做得
好，我们不光奖励雪糕，还要奖励
文具盒、书包等学习用品，等放暑
假了我还要请大家到郑州大学和河
南大学游学参观。”看着四处奔跑的
孩子，省监狱管理局驻村第一书记
李海军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积极
动员游玩的孩子们和他一起清理垃
圾，他负责购买文具、零食等奖品
发放给大家。在他的号召下，小朋
友们热情高涨，纷纷做起了小小清
洁员，四处捡拾公园里、路面上的
烟蒂、纸片、塑料袋、饮料瓶等垃
圾，忙并快乐着。

看到李海军和孩子们清理垃圾
的文明行为，在公园里休闲的群众不
时驻足称赞，有些还自发加入到打扫
卫生的队伍中，一起为胡二庄村的环
境卫生出力加油。

其实，“文明小使者”只是胡二
庄村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
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动的一个缩影。

在人居环境整治中，胡二庄村
没有旁观者。该村创新思路、主动
作为，依托在校学生、利用家长微
信群，通过学生们的“小手”拉动
家长的“大手”，带动家长积极参与

其中。村“两委”制定《胡二庄村整洁庭院评选标准》，让孩子
们带回家，将文明和谐的理念传播到每一个家庭。号召家长起模
范带头作用，做子女们的好榜样。

每年，胡二庄村按照“干净、整齐、有序”的标准，开展3
批“人居环境示范户”观摩评选活动，评选出 98户人居环境示
范户，每户奖励电热风扇一台，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胡二庄村的步步高幼儿园也给孩子们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
业”：让孩子周末与家长一起打扫院内外和房前屋后的卫生。每
周让家长把与孩子一起打扫卫生的图片发到班级群，班主任评选
出环境好的家庭，村“两委”对其奖励和鼓励。

去年以来，胡二庄村以清洁村庄环境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学生
们的课余时间，培养孩子从小养成爱护环境卫生的良好习惯。这
样既锻炼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精神、美化了环境，又增强了他们
保护环境的意识。

“孩子们都行动起来了，大人们更要行动起来。很快，村容村
貌就焕然一新了。”李海军说，“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村”活动，
带动大家摒弃不文明的习惯，达到了“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
家庭、影响一个村庄、文明一个乡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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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宁陵县关家杠子馍，在豫东一带可谓久负盛
名，和哨子汤、垛子羊肉合称宁陵“三大名吃”。

“我姥爷杨赞成在县城开了一家馍店，我父亲关晓厂
也做了一辈子馍。我从 10岁开始就在东街摆摊卖馍，现
在是一心一意把杠子馍做大做强。我家的杠子馍可谓百
年‘馍’业，三代传承啊！”4月 18日，在宁陵县城东
关村关家馍店，37岁的关娇饶有风趣地讲起了她家的

“做馍史”。
“‘杠子馍’之所以叫‘杠子馍’，是因为制作时，面团

要用木杠反复翻轧，使面团硬实，做出的馍才好吃。”宁陵
县餐饮协会负责人杨西军在一旁介绍，“关娇杠子馍是在
继承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创新，用机器代替了人工，既
保持了馍原有的品质，又大大提高了馍的产量。”

2016年，关娇夫妇正式挂牌开店。他们每天早上 5
点钟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和面、轧面、切馍、醒发、上
笼、出笼和外送。“制作杠子馍关键是轧面，必须要多辗
轧，轧结实。除了轧面外，其实还有很多诀窍，一是选料
要认真，只有买好面，才能蒸出好馍。二是用熟透的面
瓜做‘酵引子’。三是面要和得好，添加水时掌握住温
度……”关娇谈起杠子馍制作技术一套一套的。

据了解，现在关娇馍店生产的杠子馍主要有两种，一
种就是供应宁陵各大超市的普通馍，方方正正，0.5元一
个。另外一种是礼品装的“杠子馍”，1元一个。

“平时，我们一天要用掉 20袋面粉，一袋是 50斤。
到了春节旺季，一天最少用掉80袋面粉。我们还利用抖
音平台，把杠子馍远销开封、周口等地。下一步，我们
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发扬光大，招收工人，扩大规
模，走产业发展的道路。”关娇展望着未来，憧憬着美
好，兴奋地说。

三代传承的关家杠子馍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