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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婶子，听说您胃炎又犯了，我给你送点治胃病的药，你
在家要按时吃药，有事及时跟我联系。”4月 19日，白影为村
里独居老人谢书侠送药时说。

今年 46岁的白影是双桥镇大魏庄村的一名网格员，自从
担任网格员后，她坚持用“腿勤、嘴勤、手勤、脑勤”的工作
方法，积极主动地深入到网格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和记录每家
每户的情况，发现群众困难情况、诉求和意见建议，及时整理
上交村里协调解决。

在平时的工作中，白影把自己化身为“接线员”和“传声
筒”，把党的“好声音”和最新惠民政策传递到群众耳朵里、
脑海中、心坎上。她经常穿梭于村组，耐心地为村民调处矛
盾、讲解政策、嘘寒问暖。她以聊心事、拉家常的方式普及法
律常识、防范电信诈骗、反邪教、禁毒等知识。

面对村里的孤寡老人，白影主动上门提供帮助。今年 76
岁的村民谢书侠，丈夫病逝多年，自己和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相
依为命，由于岁数大又有病，谢书侠出门办事非常不方便，于
是，白影就经常来到谢书侠家为她帮忙干活，并送来各种食品
和药品。

白影非常注重矛盾纠纷的摸排化解，因为她深知在邻里之
间的问题纠纷，如果不及时化解，就容易从“小问题”演变成

“大矛盾”，破坏邻里感情。她总是用心、用情、用理来化解群
众之间的问题矛盾，让邻里之间“握手言和”。一年来，她成
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30余起。对村里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她及时上报上级政府，并协助政府部门一起处理。

对于白影来说，每天到村民家中巡访是她的“必修课”，
她对各家情况都了然于胸，其中孤寡老人、残疾困难人员等困
难群体是她重点关注的对象，她担心老人生病无人知晓，就每
天多次上门走访。

“小网格、大担当。”白影一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
真正做到了用脚步丈量所服务范围的每一寸土地，用真心服务
着每一位群众。

白影：

平凡网格事 服务暖人心
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姜新勇

在文态上打造文化传承的平台、在生态上探索沉
陷区治理的模式、在业态上开拓就业的路径……近年
来，永城市苗桥镇围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产业
兴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发展路径，探索出了文
态、生态、业态，“三态”融合的新模式，打造村美
民富、底蕴丰厚、业态兴旺的生态富美苗桥镇。

苗桥镇王庄遗址独特的人文气息与深邃的历史魅
力，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也是首次在豫东地区发现大
汶口文化中心聚落，遗址的发掘对揭示豫东地区新石器
时代聚落形态、史前社会礼制、探讨中原与海岱地区考
古学文化的交流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今年3月
22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揭晓，永城
王庄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王庄遗址规模宏大，社会等级较高，其大汶口文
化环壕与墓地的发现，对探讨豫东地区史前时期聚落
形态非常重要。据考古现场工作人员周通介绍：“依
据王庄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初步确立豫东地区大汶
口文化的王庄类型。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面貌复杂，
陶器群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其主体遗存隶属大汶口文
化系统，但带有中原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南方地区
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因素，同时具有显著的地方
特色。”

王庄遗址的挖掘是苗桥镇重视文物保护的一个缩
影。走进苗桥镇文物馆，仿佛一脚踏进数千年的时光
隧道，该馆拥有大汶口、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的玉
器、铜器、石器、骨器、陶器等器物，展品跨度达
5000余年，全面展示了苗桥悠久灿烂的文化。该馆在
苗桥镇综合文化站内，与站内的石刻园、记忆展厅、
青少年宫、文化大舞台等涵盖多种文化服务功能的设
施，构成苗桥镇历史展示与文化输出的重要窗口，在
满足村民精神需求的同时，也成为发展乡村文旅、助
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苗桥镇着力构建乡风文明行动上，立足
农村实际，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提升农村社
会文明程度和群众文明素质。深挖典型，坚持正面宣
传为主，积极开展最美苗桥人、孝善之家、五美庭
院、道德模范、好儿媳好公婆、十星级文明户等一系
列评选活动。举办六届“最美苗桥人”颁奖典礼，评
选表彰各类典型 1860户，时代新风的种子广泛撒播，

让乡风文明真正深入人心、落实在行动上。

村还是一座座的村，不同的是，水在村中、村在
绿中、人在景中，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切身感
受到如今的变化……

“在‘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净化、文化’
上大做文章。结合水环境治理实施‘三小’河道提升
工程，形成水乡风貌。美丽乡村由‘一处美’向‘处
处美’，‘一时美’向‘持久美’，‘外在美’向‘内在
美’的转变。”苗桥镇党委书记蒋建说，苗桥镇不断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和改善民
生，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科
学规划，记住乡愁，废物利用，生态环保的建设理
念，围绕“庭院花园化”“村庄林果化”“道路景观
化”“河道绿荫化”的建设目标，建设占地170亩的人
民公园；田园风光区和乡村游玩区；打造南部宜居示
范区、北部宜居提质区和中部宜居生态区。

苗桥镇对采煤致使资源枯竭形成的高低不平、坑
洼交错的生态环境，科学规划、精心设计，按照“深
修塘、沉修路、浅造田、不深不浅栽上树”的生态修
复计划，围绕“庭院花园化”“村庄林果化”“道路景
观化”“河道绿荫化”的建设目标，建成永淮路至水
寨村 4.8公里长的景观大道和永淮路至苗太路 4.5公里
的生态廊道；打造张楼、高楼、水寨、新庄、土楼等
全域生态宜居“和美乡村”；建设集党建、廉政、文
化、法治、娱乐、双拥、民族团结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为一体的镇区“八大广场”，完善人工湖、景观河、
灯光篮球场、公厕、医疗、便民、警务中心、社区服
务中心、中心小学及辅助工程等基础公共设施；建设
镇区公共厕所 12 所和村室所在地水冲式公厕 38 所，
改造农户厕所 3112 户；累计新建乡村道路 100 多公
里，实现户户通5260户。

4月 18日，走进苗桥镇杨楼村蔬菜大棚内，一株
株叶片肥美的白菜在地面上整齐排列，放眼望去一片
绿意融融的喜人景象。村民们则在抓紧抢农时，加紧
劳作，他们有的浇水、有的除草、有的施肥，个个忙
得不亦乐乎。“我们现在种的是‘苗白’白菜，再过

一段时间就可以上市了，看今年的长势，这一棚蔬菜
又可以卖上一个好价钱。”杨楼村党支部书记孙德瑞
说，苗桥白菜历史悠久，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

“苗白”。
近年来，苗桥镇致力打造一村一品，带领群众增

收致富，与省农科院建立院地合作关系，发展“苗
白”种植1000余亩，培育吉美2号、豫夏1号等8个品
种，成功注册“苗白”商标，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入
选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被评为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成为永城市最具特色的农产品之一。

蜿蜒平整的水泥路，青翠欲滴的绿化苗木，整齐
划一的连片鱼塘……苗桥镇处处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优美画卷。

近年来，苗桥镇铸魂固本强党建，凝心聚力促发
展，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积极对采煤沉陷区进
行综合治理，做优做活“水”文章，还水于自然，扎
实推进沉陷区水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依托煤炭沉陷
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变废为宝。目前，已对沉陷复
垦土地后形成的 1.2万亩水面进行综合改造，并与无
锡水产研究所、河南省农科院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实
现“以鱼净水、以水养鱼”的良性循环，成立水产养
殖技术开发公司，发展水产养殖合作社12个、养殖户
72户、垂钓中心 3个，对养殖户定期培训，现场技术
指导，提高水产品质量，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农民增
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同时，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激活第三产业，大力
发展休闲垂钓业，带动发展旅游观光、餐饮等相关产
业，发展“以鱼带游”的产业致富路。有青鱼、草
鱼、黄金鲫、叉尾鮰鱼等12个品种，产品主要销往北
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城市，年总产值达1.8
亿元。此外，通过河南省渔业特色小镇项目实施，赋
能智慧渔业绿色发展，延长渔业产业链条，全面开启
定位准确、布局科学的渔业现代化新篇章。

“我们将认真答好‘时代之问’：以先进文化‘塑
造魂，引领人’，全面提高社会文化程度；答好‘百
姓之问’：不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多样化需求；答好‘发展之问’：以文化产业
为新引擎，培育发展新动能，打造经济新增极；答好

‘责任之问’：固‘根’铸‘魂’，对历史负责、对人
民负责、对可持续发展负责，在推动苗桥高质量发展
中走在前、作示范，让苗桥人民永享生态之美、生态
之富、生态之福。”苗桥镇党委书记蒋建说。

永城市苗桥镇永城市苗桥镇

““三态三态””融合促乡村振兴融合促乡村振兴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薛 力 袁国豪

以水润镇美生态

文化文明铸文态

特色品牌强业态

①航拍苗桥镇全景。
②王庄遗址考古发掘

现场。
③村民在杨楼村蔬菜

大棚内查看“苗白”生长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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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影（右）到群众家中走访。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 摄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杨 峰）进入4月以来，随着气
温逐渐升高，杨柳飞絮进入高发期，对人们的生活和出行造成了一
定的困扰，也已成为近期市民反映热点。今年针对杨柳飘絮，永城
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联合永城市园林绿化环境卫生中心等单
位，多措并举开展“灭絮”工作。

在治理过程中，工作人员经过对群众集中反映的地点，以及道
路、公园杨柳树数量和分布地点的排查标记，确定了重点防治区
域，针对绿化草坪等不易清扫的地方制定了除絮方案。在综合治理
中，一方面，通过工程防治对杨树、柳树树枝进行适当修剪，减少
杨絮、柳絮产生，并适度增加洒水降尘频次，使飞絮降落地面，方
便清扫，防止二次污染；另一方面，坚持更新树种，对部分杨树、
柳树进行更换，用其他乔木或景观效果相近的树种替代，不断增加
园林树种的多样性，提高物种的丰富度。同时，坚持超前防范，通
过药物治理的方式，每年对杨树、柳树等注射药物，抑制来年花芽
分化，减少第二年杨絮、柳絮数量。经过扎实行动，已产生一定的
治理效果。

下一步，永城市12345热线将持续关注飞絮清理整治情况，进
一步形成合力，打造联防联控治理格局，不断优化空气质量，营造
良好城市环境，提升市民幸福感和舒适度。

永城市

杨柳飞絮添烦恼 12345热线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王 蕾 丁子涵）为充分挖掘优
势资源、搭建共富桥梁，4月 17日，永城市陈集镇妇联组织召开

“巧媳妇”创业就业联盟座谈会。
“巧媳妇工程”是省妇联倡导实施的一项惠民工程，旨在建立

“妇联倡导、党政支持、行业促进、社会协同、市场主导”的工作机
制，进一步增强带头致富的能力，当好乡村振兴的宣传员，让广大
农村妇女群众了解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激发她们的干事创业热情。

该镇要求，全镇妇联要发挥地熟、人熟优势，打破信息壁垒，
收集妇女就业意向和企业用工需求，为妇女择优推荐就业岗位。要
依托“巧媳妇”创业就业联盟，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分门别类建
立“供需”台账，开启企业用工和妇女就业“直通车”，让用工和
就业“零距离”衔接，为妇女精准提供就业岗位夯实基础。

“下一步，镇妇联将以‘巧媳妇’创业就业联盟为载体，加强
相关负责人的引导和培训，争取政策扶持，激发闲散妇女从业的积
极性，形成工艺产业、工坊、妇女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探索出可
复制、可持续的共同富裕模式。”陈集镇妇联相关负责人说。

陈集镇

促进农村妇女创业就业
▲4 月 19 日，工人在皇沟酒业智

能化生产车间操作智能设备。近年
来，该企业以科技赋能传统酿造工
业，在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生产
方面不断探索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

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 摄
◀为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

养，4 月 15 日，永城市在该市人民广
场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
动，持续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营
造浓厚宣传氛围。活动中，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采用设置专题宣传展板、悬
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
往群众宣传普及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
法规。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 摄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张玉娟 李铭浠）“真的是太感
谢你们了，原本以为要跑很多地方才能解决这个难题，你们帮我
一次性就解决了！”4月17日，永城市日月湖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日
月湖派出所户籍窗口收到群众送来的一面“为民解忧，热心服务”
的锦旗，对户籍窗口民警认真负责服务群众的感谢。

4月 15日，日月湖街道化庄村村民魏女士来到便民服务中
心户籍窗口，面有难色地说道：“出生证明父亲一栏不是我现任
丈夫，因为我再婚了，孩子上学急需要户口。”户籍民警张玉娟在
了解到她的情况后耐心地说：“没关系，我帮你查询一下，看看符
合哪种办理程序。”后经查询核实，张玉娟警官发现魏女士情况
特殊，符合未婚生育单亲入户手续，并讲明了办理业务所需材料
和流程。当天下午，户籍窗口就为魏女士的孩子办理了入户手
续并打印了户口簿。

多年来，日月湖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着力于优化公
安政务服务，不断拓展服务渠道，有力度又有温度，切实增强了
群众满意度。

日月湖街道

户籍民警暖民心 群众致谢送锦旗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刘 月）近日，沱滨街道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及早预防、严密组织，扎实开展防溺
水工作。

高度重视，部署到位。该街道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
召开街道、村两级防溺水工作部署会，将责任压实到位。

迅速行动，排查到位。该街道充分发挥村干部和网格员作
用，动员党员干部、志愿者对辖区河流及坑塘水库开展拉网式
隐患排查治理。

线上线下，宣传到位。该街道采取“线上＋线下”等载
体，每日循环播放防溺水相关音频，并利用巡查时间，向群众
发放防溺水宣传单，高频次、全方位宣传安全知识，真正做到
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沱滨街道

织密“安全网”防“溺”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