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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谁
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边
关，女子纺织在家园……”黎明
时分 5 点钟，天刚蒙蒙亮，虞城
县两河口公园里响起了悠扬的唱
戏声，随着乐器声高低起伏，很
是动听，也吸引了大批晨练的人
们前来欣赏。原来这是王淑华和
她的戏曲学员们在练腔。

王淑华是一位远近闻名的豫
剧演员，曾任虞城县剧团团长。
大家都说她是一位“戏痴”，多
年来在传统戏曲文化中不懈追求
和钻研。

操心

“王淑华就是一个爱操心、
能操心的人。”戏曲学员韩守业
说，同龄的人现在大多是养养
鸟、种种花，享受晚年生活了。可
她又是找场地，又是教学员，起
早贪黑忙个不停，想尽一切办法
把传统戏曲文化传承下去。在
她的操心下，才有了今天这些戏
曲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学习进
步的机会。

为了把传统戏曲文化传承
下去，剧团解散后，王淑华到处
找场所。在她百般努力下，终于
找到俱乐部，几个志同道合的戏
曲爱好者原来在韩式养生坊唱
戏娱乐，后在虞城县城关镇政府
和县文化局的支持帮助下，成立
了大同西街乡村文化合作社。
2021 年年初，为了让更多的戏
曲爱好者了解和学习戏曲，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她又开始对外

“招兵买马”——收学员，免费教授前来学习的戏迷朋友们。

爱心

“她不仅对豫剧热爱，对学员更有爱心。”学员李香兰感激
地说，自己从来没有学过唱戏，因为喜欢戏曲，就自愿来到合
作社跟王淑华学。起初，自己不知道如何发声，王淑华就一个
字一个字地教着发声，一声一声地带着唱。后来王淑华又手把
手传授给她肢体动作。虽然天气炎热，王淑华依然坚持一步一
步地教，不厌其烦。

“王淑华教学员时非常用心，夏天早上 5 点、冬天早上 6
点，她就带着学员们去练腔练动作，下午去合作社排戏，晚上
再带领学员们到两河口公园训练场练习。回家后，有的学员哪
里不会，她就通过微信视频给学员指点讲解。”学员宋慧芳
说，自己跟王淑华老师学戏一年多，老师从不嫌弃她的基础
差，总是认真耐心地指导动作和腔调。

用心

王淑华于 1976 年考入虞城县剧团，后来进入商丘戏曲学
校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演出。她曾多次到山东、山西、江苏等地
参加演出。1986年，她参加郑州会演，同年，常小玉来虞城县
剧团指导工作，在常小玉、郭美金二位老师的指导下，王淑华
演唱了 《拷红》《断桥》《花木兰》《七品芝麻官》 等剧目，成
为台柱子之一，后当选剧团团长。为将豫剧传唱给更多人听，
其任职期间带领虞城县剧团到多地演出，受到了各地群众的热
烈欢迎。1996年，县剧团解体，她为了将戏曲传承下去，便自
己成立了虞城县实验豫剧团，带领团队继续为人民群众演出。
如今花甲之年的王淑华，用一颗传承弘扬戏曲文化的衷心，在
戏曲合作社里，把她的一生所学免费传授给戏迷朋友们。

“豫剧是中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每个人
尤其是专业从事戏曲的工作者，更应该去努力传承和传播。我
愿在有生之年发挥余热，把戏曲艺术学习、继承、发扬下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喜欢它、欣赏它，坚守文化初心，传扬戏
曲经典，让豫剧娱乐更多的人。”王淑华说。的确，带着对戏
曲文化的满腔热情，她一路坚持着、付出着、收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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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吕万里）“这些灭火器快
过期了，要抓紧时间更换。还有灭火用的沙土一定要储备充
分、消防水池也要储备足够量的水……”7月 18日，虞城高
新区派出所所长魏文化带领工作人员来到能臣家具用品有限
公司详细排查消防安全隐患。

为进一步做好夏季安全生产工作，虞城高新区对辖区内
的企业、工厂、加油站等重点场所开展夏季消防安全大检查。
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围绕消防知识宣传、消防器材配备、安
全用电等方面开展检查，发现问题逐项记录、明确责任人、限
时整改，并适时开展“回头看”，确保真排查、真整改。

在此次消防安全大排查专项行动中，该区明确分工，兵
分几路进企业，检查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包括日常巡
查、消防设施维护运行、单位人员日常培训等方面工作。同
时，检查组还抽查了企业员工的消防“四个能力”掌握情
况，要求各单位一定要做到防火防疫两不误。

截至目前，该区已走访各类企业 213 家，排查安全隐患
539处，限期整改 539处，已完成整改 496处。

虞城高新区

开展夏季消防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于战超） 近日，虞城县
残联携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评残医生分为两个小组，对闻集
乡、黄冢乡、刘店乡等 10个乡镇开展下乡集中办证和上门办
证暖心服务。

在评残服务现场，工作人员悉心登记群众信息、收集资
料，热心解答相关政策，专业评定医师详细了解并查看每一
位接受评残服务群众的残疾状况、既往病史等，并按照相关
评定标准和程序，认真细致评残。对监护人无法引领外出办
证的群众进行上门评残，并给予康复建议和指导，全程采用

“帮代办”免费服务，从鉴定到领证，残疾人足不出户。据
了解，他们共计为 73位智力、精神残疾人评残。

虞城县残联

上门评残办证暖人心

一排排箱体摆放整齐，一根根白白嫩
嫩的豆芽正着壮成长，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成箱的豆芽井然有序地运往流水线，
然后分装入蓝色的小筐。这是河南金豆子
集团公司斥巨资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和
工艺建成的生产车间。

“与传统豆芽作坊及同行业相比，由于
金豆子公司规模化生产，豆芽出芽率更
高，成本更低。目前，我们 8 个厂，每天
生产豆芽 1000吨，有 16个品种，产品销售
到全国各地。”河南金豆子集团公司董事长
贾辉向虞城县统战部、工商联负责人介绍。

作为虞城县工商联的会员企业，河南金
豆子集团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是以各

类芽苗菜及种子的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农副产品初加工企业，目前，其己发
展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贾辉认为豆芽是常用食品，只要做的
豆芽环保健康，打出品牌，就能很快占领
市场。为了做出好豆芽，该公司全部采用
精选无公害大粒芽豆，并采用 800 米以下
的深井矿泉水喷淋，使豆芽富含对人体有
益的微量元素，且不含任何有害添加剂。
豆源方面，依托北大荒特色土地资源，建
设了 20 多万亩非转基因黑土种植基地，培
育精选豆种，精细化培育土壤，从源头确
保豆芽原料的品质。

由于公司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产量

高，保证了市场供应，这是小企业无法比
拟的，同时由于工厂化生产，豆芽生产周期
短。加之公司建立了生鲜冷链物流，保证了
新鲜供应。这些优势使该公司的豆芽产品
迅速打开了市场。为了让消费者吃到更多
样的豆芽菜，该公司又开发了绿豆芽、黄豆
芽、紫苏苗等 16 个系列品种。目前，该公司
己做到产能全国第一，年销售额近 5亿元。

“河南金豆子集团公司能取得今天的成
绩，离不开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在
企业用地、建厂、项目审批、营商环境建
设等方面都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每月的
企业服务日，县统战部、工商联负责人都
来企业询问生产经营情况，有无困难、是

否需要帮助。特别是疫情期间，县工商联
的同志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帮助企业办理
车辆通行证，开辟绿色通道，使我们的蔬菜
能及时送到客户手中。”贾辉说，为了回馈社
会，疫情期间，公司向武汉灾区捐赠 1000 余
吨芽菜，向虞城县城区内 97 个小区及谷熟
镇等 10余个乡镇捐赠芽苗菜 500余吨，向豫
鲁苏皖四省累计捐赠芽苗菜 800余吨。

小豆芽撑起富民大产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范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于战超） 为解决企业和
群众办事过程中遇到的疑难事项和复杂问题，近期，虞城县
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并制定详细的
工作流程，使解忧纾困工作达到标准化和规范化。

凡是企业和群众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办理本级大厅政务
服务事项时，遇到的办事难、来回跑、体验差、无人受理等
问题，或针对办理事项的审批结果和反馈意见，经相关窗口
解释后仍有疑问的，由“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受理处办。该
窗口从企业和群众办不成事的原因中，找到政务服务中的痛
点、堵点和难点，发挥倒逼作用，逐步提高所有窗口办事效
率，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推进流程再造，打造更加便
民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其接到问题诉求后，由窗口办理专
员首问负责，建立起“接待受理、沟通协调、分类处办、综
合研判、答复反馈”的全流程管理机制。情形较为简单的事
项，当场办理或反馈，情况较复杂或涉及多部门，需协调转
办的事项，一般不超过 5 个工作日，并将处理进度实时告
知，定期跟踪回访，确保问题诉求“闭环”解决。

虞城县

设立“办不成事”窗口
切实办实事解民忧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
益，依据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部令 131号） 的规定，我们对商丘信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所提交的“新鑫苑商住小区”项目 【河南省商丘
市夏邑县振兴大道与长寿大道东北角】，申请办理商品房
预 （销） 售许可证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
进行了现场勘查，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条件，现准予预
售。预售范围为：1#、5#楼。预售许可证号：夏房 2022
第 067—068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2年 7月 20日

公 告

道路，干净整洁，两旁行道树郁郁葱葱；小巷，私搭乱建
消失不见，占道经营难觅踪影……穿梭在虞城的大街小巷，
规范有序的市容秩序，整洁卫生的城区道路，一步一景，无不
让人欣慰这座城市日益靓丽的容颜。

一城之美，始于颜值，源自管理。虞城为进一步改善市
容市貌，近段时间以来，县城市管理局深入开展“清理乱
摆乱卖”活动，大力扫除各类市容乱象，取得良好效果。

渣土运输标准化

“这家工地监控未在线，请抓紧到达工地查明原
因！”“收到！”7月 18日，虞城县渣土数字化监管平台指
挥群内，监控值班员通过“智慧工地”平台发现辖区一
家工地的监控突然断线，值班综合执法队员第一时间核
实情况。

今年以来，虞城县城市管理局将辖区渣土运输纳入
全天候监管，通过渣土数字化监管平台、综合执法人员
巡查，对辖区内现有出土工地实行 24小时实时监管，全
天候紧盯各工地渣土外运状况，并对辖区内渣土运输车
辆通行的主要路段安装监控抓拍探头，对途经的渣土运
输车辆实时抓拍照片、提取车辆信息，通过大数据比对
渣土运输车辆准运手续，对未按规定时间、路线及密闭
方式运输渣土的违规行为实现了渣土数字化监管。

据统计，今年以来，他们累计开展执法整治行动
142次，查扣违规运输车辆 230余台。

共享单车秩序化

“经常有市民把共享单车停放在机动车道、绿化带等
非共享单车停放区域，给交通造成安全隐患。”7 月 17
日，家住虞城县红旗社区的陈建奇说。

为压实共享单车企业主体责任，促进共享单车有序
停放，虞城县城市管理局组织各运营商发放宣传资料，
通过现场宣传、网络宣传等方式告知广大骑行者文明出

行。该局城管大队对乱停放共享单车，视情节轻重采取
不同程度的“联合暂扣”措施。除了企业自查，还对共
享单车运营商进行约谈，对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的乱停
放共享单车进行拍照取证并规范摆放。为引导骑行者安
全骑行，该局责令多家运营企业的共享单车配备头盔。

此外，该局还推出路段责任制，将辖区内 62 条、
570 万平方米的主干道、辅路分配给各运营企业，由企
业对责任路段的共享单车进行整理摆放和及时清运。

餐饮摊点规范化

7 月 18 日，虞城县城市管理局组织各大队执法人员
开展规范经营早摊点行动。在该县嵩山路与至诚四路交

叉口，执法人员多次发现一户早餐摊贩违规占道摆摊，

城管队员现场开具了 《先行登记保存暂扣单》，对其予以

说服教育，签署保证书，再将早点摊车归还给经营者。

“各大队安排执法力量对早点摊贩进行不定时巡查管

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执法人员按照对应辖区和街

道，依次排查餐饮店铺经营的数量、规模及分布情况，

对未正常使用餐饮油烟净化器的店铺宣讲法律法规，对

污染严重餐饮店铺经营行为立即整治。”虞城县城市管理

局党组书记、局长葛占峰说，为改善市容环境空气质

量，连日来，虞城县城市管理局集中行动，加大力度治

理餐饮油烟污染占道经营行为，重点对户外占道露天烧

烤、私设露天烧烤摊点等影响市容环境的行为进行治

理，重点查处商户安装油烟净化器后未正常使用、未定

期清洗的行为。对餐饮店铺油烟净化器使用、烧炭等违

规现象进行整治，为改善空气质量、美化市容环境提供

坚强保障。

虞城县

下足“绣花”功夫 提升城市“颜值”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于战超 贾 震

7 月 17 日，虞城县镇里堌乡产业孵化园里的毛刷生产车间里，村民薛艳花正在工作。今年，该
乡从稍岗镇引进毛刷生产车间，带动村民 50人实现家门口就业。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7 月 17 日，虞城县站集镇永犇家庭农场里，村民吴帅正在喂牛。永犇家庭农场成立于 2016
年，农场用牛粪作肥料，麦秸喂牛，带动 700余户村民实现增收。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虞虞城县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清理行道树城县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清理行道树
上的小广告上的小广告。。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刘建谠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