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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盏村
有一群热诚服务的志愿者

伊滨讯 年味浓浓的倒盏村，车水马龙，人流如织。为进
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持续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针对
人流车流量大的实际，我区组织多部门对周过秩序和环境
开展综合整治。同时，积极结合城市清洁行动，组织区直和
社区志愿者，协助清理路面、疏导交通，为游客提供优质志
愿服务。

2月19日一大早，区政协工委副主任刘宗苗就来到倒
盏村门前，督导指挥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景区及附近，环卫工人与志愿者手拿扫帚、铲子、垃圾
桶等工具对景区内道路、周边绿化带及人行道两侧垃圾进
行全面清除。

倒盏村门前的南山大道上，车流不断。交警认真地指挥
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我们是早上六点起床，然后七点半准
时赶到服务点。晚上，七点半，车辆少了，我们才下班。”

区综合执法局配合交警规范临时停车，引导车辆放到
合适的位置。“我们也随时接受游客投诉，查处附近停车场
的乱收费行为。”

区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管局和社区志愿者，引导商贩到
指定区域规范经营。“不能在道路两侧摆摊，车流量太大了，
影响交通。”相关负责人表示，对该路段存在的流动商贩不
规范摆摊行为，将开展常态化整治，营造干净整齐、规范有
序的旅游环境。

区党工委副书记李涛表示，春节期间，倒盏村景区游客
日流量已超出景区最大承载量，为提高游客满意度和幸福
指数，我区将进一步完善景区服务工作，切实做好景区周边
环境综合整治，确保创建工作常态长效，让游客乘兴而来、
尽兴而归，留下美好的回忆。 （陈爱松 倪睿）

男子酒驾送母就医被查
这种孝顺要不得

伊滨讯“车上老人胸闷气喘，情况紧急，马上安排警力
送医！”近日，伊滨交巡大队开展夜查酒驾行动时，查获一名
驾驶员涉嫌酒后驾驶，在了解到其母亲因身体原因急需就
医后，执勤民警迅速安排一组警力驾驶当事人车辆将老人
及时送至医院，最终老人平安无恙，该驾驶员也得到了应有
的处罚。

当日21时30分许，伊滨交巡大队执法民警在辖区内府
李路对一辆车牌号为豫C7***L蓝色越野车例行检查时，
一股浓烈的酒味让民警许鹏楠敏锐察觉到该车驾驶员可能
涉嫌酒驾。

“我母亲胸闷不舒服需要紧急就医！”正当许鹏楠准备
对驾驶员杜某攀进行酒精检测时，杜某攀却一脸焦急的表
示，坐在车上的母亲此刻感觉胸闷气短，须抓紧送医。

了解情况后，执勤民警许鹏楠立即组现场辅警楚亚凯、
段重飞、张鹏超驾驶当事人车辆将老人送至新区人民医院，
并搀扶老人至急诊室就医。与此同时另一组警力将驾驶员
带回大队进行调查，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杜某攀体内酒精含
量为23mg/100ml，系酒后驾驶机动车。

调查结束后，执勤民警将驾驶员杜某攀送至新区人民
医院，在急诊室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各项指标平稳，驾驶
员杜某攀才长舒一口气。

“想想就后怕，谢谢伊滨交巡大队的执勤民警！”在得知
执勤民警尽心尽责陪伴自己母亲做各项检查时，杜某攀表
示，如果不是执勤交警把自己拦下来，万一自己酒驾路上出
什么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伊滨交巡大队提醒广大市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送病就医固然重要，也要守牢安全底线，酒驾不仅可能
会在途中给驾驶员和病人带来风险，更会危及他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 （交巡宣）

“悟空”求合影 拍完要钱引投诉
伊滨讯 2月16日，游客向伊滨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一

名化妆成孙悟空形象的扮演者，在伊滨某景区引诱游客合
影。游客用自己手机拍照后，“悟空”就露出一张二维码，要
求游客支付20元的合影费，如游客拒绝付费“悟空”，就对
游客进行纠缠。

区市场监管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联合公安人员到现
场进行调查。经查，这名孙悟空形象的扮演者为外地人，疑
似聋哑，与景区无商业关系。其利用孙悟空的打扮，引诱游
客与其合影，其中合影者以未成年人居多。合影后，“悟空”
就露出一张二维码，用手比划要收费10元至20元不等，若
游客不付费，便对个别游客进行纠缠。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想办法对这位“悟空”扮演者进行了
批评教育。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问题，市场监管工作人员要
求扮演者，在与其合影前应先告知游客合影收费价格，并明
码标价，严禁强迫游客消费及对游客进行纠缠。

同时，市场监管人员提醒广大游客，在游玩中如遇到商
家事前不告知收费或收费标准时，游客有权拒绝付费。

（上官兵）

返乡大学生 基层防疫忙
伊滨讯 日前，共青团伊滨区委积极开展以“‘青’心聚

力 基层有我”为主题的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张浩磊和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牛

鹏飞，自愿放弃舒适的寒假生活，舍弃与家人团聚时间，第
一时间到佃庄镇政府报到，并根据镇防疫办的安排到佃庄
镇隔离点参与一线防疫工作。1月25日至今，他俩一直负责
隔离点的日常工作——除了每天数次对值班室等公共区域
进行消毒外，还要24小时开机待岗以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协助镇防疫办统计各村每日已返乡和拟返乡人员并进行上
报；通过线上线下开展防疫知识学习，组织模拟全员核酸检
测，将科学防控落到实处。

据悉，为统筹做好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招募培训和管理
服务工作，团区委联合区疫情防控指挥办、五镇团委等部
门，对报名大学生进行分镇报到、培训，并发放口罩、酒精等
防疫物资，领取防疫专项保险，同时根据大学生家庭住址，
合理确定服务半径。大学生志愿者们依据专业特长，通过村
（社区）卡点值勤值守、防疫知识宣传、社区消杀防疫等方式
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志愿活动中来。 （马晓雀）

古城快速路东延（三川大道至光武大道段）即将通车

“多吃点，长肥点。别争别争，都有都有……”2月22日，
我们走进寇店镇东朱村贫困户朱太普的家，院落整洁干净，
羊圈里大羊叫，小羊跳，空地上，十来箱蜜蜂正嗡嗡地叫着，
进进出出，一番喜洋洋的热闹景象。

朱太普正在给羊添饲料。他身材不高，却有一种精气神。
“多亏了脱贫政策，多亏了干部帮扶，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朱太普的脸上洋溢着笑意。
今年49岁的朱太普，以前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因为家里

底子薄，勤劳肯干的他却迟迟找不到媳妇。35岁时，和患有多重
残疾的郑利娜结婚了。妻子因小时患病，留下了肢体残疾、癫痫
后遗症，智力也永远留在了五六岁，不能做家务，也离不开人照
看。家里家外都要朱太普一个人忙碌。不能外出打工，地里的收
入也仅顾住口粮。儿子出生了，连奶粉钱都让人发愁。“孩子要吃
奶，妻子离不了药，还要买油买盐买化肥。那个时候，真是发愁，
到处都要用钱，口袋里却摸不出一分钱来。”

2016年，朱太普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干部
李冬梅帮郑利娜办理了特殊疾病门诊卡，解决了药费；办了
残疾证，发放残疾人生活补贴；又给她和儿子都办理了低保，
每月都有补贴；儿子享受义务教育营养餐800元，生活补助
500元；又为他们一家三口办理了政府补贴的城乡居民保险。
连智力只有五六岁的郑利娜都知道扶贫干部的好：“俺冬梅
姐对俺好着哩。给我买药，给我发卡。”

按照残疾人帮助计划，相关部门又给朱家送去了洗衣
机，在厨房里装了整体厨柜。朱太普家里的生活有了明显起
色。这一系列帮扶，使他脸上的笑容多起来了，他把家里收拾
得干干净净，在院里种上葡萄树，小院里开始充满了生机。

扶贫干部又多次上门和朱太普谈心，鼓励他要有志气，
立争早日脱贫。朱太普本来就是个勤快人，他也决心通过双

手，把日子好好过起来。
一天，他去地干活时，发现了一窝蜂。他知道附近村有人养

蜂，就去问养蜂人怎么办，养蜂人教他用糖把蜂引了回来。于是，朱
太普开始了学养蜂。帮扶干部教他在网上买来蜂箱、饮水器、面
罩，开始了他的“甜蜜”事业。从一箱蜂，到十箱，最多时，到26箱，
一年能收集200多斤蜂蜜。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蜂蜜纯正，都去
他家里买蜜，除去冬天喂蜜蜂白糖的成本，他挣了2000多元。

2017年，朱太普脱贫了。但如何踏上致富路？2019年，扶
贫干部又为朱太普争取金融扶贫贷款 10000 元，鼓励他养
羊，因为朱太普以前有过养羊经验。利用这笔贷款，朱太普又
凑了些钱，买来了一只公羊和5只母羊。

自此，朱太普每天5点就起床，喂羊、放羊，去地里收拾
花生秧，铡草。在他的墙上，每只羊何时怀孕，他都记着时间。
哪只羊要下崽了，他都会仔细观察，照顾。有时候赶上羊羔下
崽儿，他还会忙活一夜。忙归忙，但掩饰不住他的开心：“有一
天夜里，两只母羊同时下崽，下了四只，真把我忙坏了。”一年
不到，他家羊圈里多了十只羊崽。如今，圈里有16只羊，价值
两万余元。2020年，他家人均纯收入为6376元。

朱太普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养蜂，养羊，用自己的双手
正酿造着甜蜜生活。“母崽留下，养大下崽，公崽三个月就可
以卖了，能卖七八百元。我相信这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陈爱松 雷静）

寇店朱太普：“发羊财”创造甜蜜生活

近日，古城快速路东延线（三川大道至光武大道
段）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正紧
锣密鼓地进行沥青混凝土摊铺作业。

古城快速路东延线（三川大道至光武大道段）建
设工程起点与古城快速路（东环路立交至伊洛路段）
临时绕行道路相接，向东经二广高速预留桥梁下穿二
广高速，跨越东干渠后，终点与位于我区的开拓大桥、
光武大道相接。道路规划红线宽度为65米，道路等级
为城市快速路，道路全长4.6公里。

目前，项目已完成全部水泥稳定碎石的摊铺工
作，沥青混凝土摊铺作业正在收尾。3月上旬，项目承
建方河南力大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工程第二标
段（夏庄至光武大道段）将具备通车条件。

据悉，今年春节，为了响应“就地过年”号召，同
时也为了保证该项目能够在今年牡丹文化节前顺
利完工，河南力大建设有限公司 100 余名施工人员
选择了“留守”。同时为了确保工程如期完工，该公司
专门投入 600 余万元引进了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大型
摊铺机及 36 吨大型震动压路机，大大提高施工效率
和质量。

古城快速路向东延伸，由洛龙区直达伊滨区，将
有效改善伊河北侧区域东西向通行条件，完善现有
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对提升伊滨板块通行效率、实
现伊滨与洛龙快速连通、提升城市品位都将发挥重
要作用。 （陈俊宝）

近年来，在我区，越来越多的乡土人才受到故乡的“召
唤”，回到家乡带领乡亲们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希望的田
野里大展作为，成为大众创业的开拓者、乡村振兴的领头人。

“我能评上高级职称，全村人都为我骄傲！”只有高中学历
的赵海说。赵海是伊滨区佃庄镇的“土专家”，作为洛阳首位获得
高级职称的农民，现在他搞农业创新的劲头更足了。八年前，曾
在外创业的赵海回到家乡，在伊滨区佃庄镇大郎庙村开办了洛
阳明拓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葡萄新品种，建起了高标准
日光温室和水肥一体化滴灌控制中心，在他的种植园区里，轻点
鼠标就能实现农作物的精准施肥、定点灌溉。赵海还主持完成了

洛阳市蔬菜水肥一体化项目，在河南省首届新型高素质农民创
业创新大赛上获得一等奖，自己也破格评上了高级农艺师。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赵海是我们区‘乡土人才’工程重点
培养的返乡创业‘田秀才’，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就需
要更多像赵海这样有经验、懂技术的‘高级职称农民’”。伊滨区
党工委副书记李涛介绍，从“土专家”成长为“高级职称农民”，不
仅是对赵海个人农业技能水平的认可，也激励了更多乡土人才
投身到乡村振兴中，在伊滨热土上干事创业、带头致富。

“干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一家富起来不算啥，大家都跟
着一起富才是真致富！”马育民是伊滨区庞村镇西庞村的返乡

创业者，六年前他响应号召回乡创办公司，从最初的五六个工
人，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为周边村民创造100多个就业岗位的企
业，还投资1000多万元建成24000平方米、功能齐全的全钢构
现代化生产车间，成为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钢制生活家
具供应商，产品远销国外多个国家，累计出口销售额达近千万
美元，带领村民走上了红红火火的创收路。

“针对乡土人才返乡创业，伊滨区建立了乡土人才库，动
态化充实政治素质好、带动能力强、带富作用大的乡土人才进
入人才库，目前已经有1510人纳入乡土人才库信息管理，238人
纳入村级组织后备力量。”区党工委书记何武周说。 （齐琳）

乡土人才激活振兴“新动能”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奋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奋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正浇地哩，管道卡口太紧，扭不开，快来帮帮忙！”
2月22日，临近中午，李村镇袁沟村村民袁跃军正查看

村内水浇地时，听到一声呼喊，赶紧上前帮忙。
袁跃军是袁沟村村民，因突发脑溢血行动不便，5年前还

是村内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来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村内的帮
扶，不仅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承包了15亩地，目前已顺利脱
贫。他说，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顶梁柱”突发脑血 家庭陷入困境

工地上搬砖、做小工、卖煤球……没有出事前，袁跃军的
日子和普通打工者一样。一天挣七八十块钱，加上地里收成，
基本顾得上家里吃喝。

2012年，袁跃军的发小回乡创业，准备在村里开办纺纱
厂，邀请他来帮忙。一家人觉得日子会越来越好，袁跃军更是
充满了干劲。可就在厂房快要落成时，袁跃军突发脑溢血，被
送往医院救治。

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倒下，一家人的天塌了下来。大儿
子刚上初中，女儿才 3 岁，小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不会叫爸
爸，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袁跃军的妻子抱着孩子们哭成了
泪人。

更让袁跃军揪心的是，因为此时家里的情况，大儿子辍
学了。住院的40天，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大儿子寸步
不离在医院照顾自己的吃喝拉撒。最后，家里硬是东拼西借
才凑齐了48000元住院费。

出院后，袁跃军半边身体使不上劲，干不了重活。此时，
家里还欠了一笔外债，于是一直在家照顾孩子的妻子决定去
村里的纺纱厂打工，大儿子也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袁跃军
不想成为“废人”，就准备好好伺候家里的几亩地。

日子有了奔头

2016年，袁跃军被确定为贫困户。
基于他家情况，村里经过协调，让其承包了村内的灌溉

机井，并为其办理了小额贴息贷款，让其对灌溉设施进行维
护，方便群众浇地的同时，也让袁跃军有一份固定的收入。

更可喜的是，村里还为袁跃军的妻子安排了公益岗位，
给其大儿子介绍到庞村钢制家具企业上班，对两个义务教育
阶段的孩子也进行了早餐及住宿补贴。

日子突然就有了奔头。
袁跃军把机井灌溉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干。他把原是简陋

瓦房的机井房改造成了目前的砖房，把报废的机井通过洗井
机维护重新打通使用。

以前村里浇地都是通过水渠，有些地方井水上不去，地
浇不了，村民也没办法。

2017年，袁跃军买来40根管道（800米长），通过埋线的

方式，解决了村民的浇地问题，并把机井灌溉范围由原来的
七八十亩扩大到120余亩。

同一年，袁跃军脱贫了。他的奋斗目标更明确了：再买点
管道，浇更多的地；再承包几亩地，让家人日子越过越好。

目前，他一共自费买来95根管道（1900米长），把机井灌
溉范围扩大到230余亩；更是承包了村内15亩地，种小麦、玉
米，为家里创收。

“给儿子娶个好媳妇”

自从机井房改成砖房后，袁跃军就把这当成了家，一年
有一半时间在这生活。

一部分是因为浇地，另一部分是因为禁烧。村里还给他
安排了禁烧员的岗位，每月补助300元。

浇地忙的时候，即使腿脚不便，袁跃军一天也要去地里
转三四趟。“管道是否需要维修？”“上家快浇完了，得赶紧通
知下家。”“有没有啥需要帮忙的？”即使浇地忙到半夜，他也
毫不含糊。

“浇地、禁烧都是不分白天黑夜，我干了，就能给家里多
添点收入。”袁跃军说。腊月二十四至今，他已经连续忙碌近
20天，一天也没有休息过。

目前，唯一让袁跃军发愁的是大儿子的婚事。
袁跃军的大儿子袁志鹏，今年24岁，目前在庞村镇西庞

村一家钢制家具企业上班。
眼看儿子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害怕家庭条件拖后腿，袁

跃军一直不敢给儿子提。他把这事悄悄放在了心底。
“我有两份收入，妻子、孩子村里也都安排好了，没啥可

操心的。准备再干两年，给儿子娶个好媳妇。”袁跃军笑了。
（张晓晨 董浩）

李村镇袁沟村袁跃军：“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