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西华县无人机产业园党支部组织志愿者为红花、皮营、西夏、艾岗、叶埠
口、东夏等乡镇义务开展“一喷三防”服务，免费为贫困村群众农作物喷洒农药，确保
夏粮丰收丰产。 图为无人机喷洒农药现场。 记者 刘俊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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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管理员柴平：

让公厕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
□记者 张洪涛

������每天早上 6 点 30 分，公厕管理员
柴平就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洗刷、拖
地、消毒，仔细打扫公厕的每个角落。

“虽然工作很辛苦，一年到头也没
有节假日，可是咱干一行、爱一行，让
市民使用公厕时， 能有一个干净整洁
的环境……” 说起自己从事的公厕管
理工作，柴平笑着说。

今年 50 多岁的柴平是一名下岗
职工，还当过几年环卫工人，如今在周
口市中心城区莲花路与春晖路交叉口

附近的公共厕所从事公厕管理工作。
柴平负责管理的这个公共厕所 ，

是去年投入使用的。 公厕里各种设施
一应俱全，既有红外感应装置、烘干设
备，还有残疾人专用卫生间，很好地满
足了市民如厕需要。

3 月 18 上午，记者来到这座公厕。
这个公厕造型别致， 附近种植了绿化
树木，四周干净整洁，厕所门前还铺着
红色的地毯。 公厕墙壁上悬挂着保洁
和管理制度，墙壁被擦拭一新，地板及
卫生洁具都很干净，没有缺损情况。 厕
所内光线充足，通风良好。 柴平在公厕
内点了檀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气。

此时，柴平已经拖完了地板，便和
记者攀谈起来。 站在记者面前的柴平，
穿着黄色工作服，戴着一副眼镜，脸上
露出几道被岁月雕刻的痕迹。 “我每天
早晨 6 点 30 分来到公厕打扫卫生。 ”
柴平介绍，之后每隔二三十分钟，她就
要到厕所内查看一遍，地板脏了，就重
新拖一遍；设备坏了，就及时报告给检
修人员。

记者注意到， 公厕里还有一个一
张床大小的休息室。 据了解，平时，柴

平就坐在休息室里。 一旦看到厕所内
有不干净的地方， 她就会立刻走出休
息室，前去打扫。 如果发现市民在使用
公厕时有不文明行为， 柴平会主动上
前提醒。 一次，一位市民在公厕的洗手
池边洗手时， 随意把手上的水甩到地
板和墙壁上。 于是，柴平立即提醒那位
市民， 可以在旁边的烘干机上用暖风
把手吹干，如果把水随意甩到地板上，
行人走过就会留下脚印。 柴平的提醒，
得到了那位市民的理解。

中午 11点，是柴平下班的时间。她
把工作服脱掉，简单洗刷之后，回到家
中。下午 2点，柴平又准时来到公厕，重
新开始工作。 “公厕是 24小时开放，每

天来这里如厕的市民很多， 工作量很
大。 我每天都要在这里守着，重复同样
的工作，周末和节假日更忙。 ”柴平说，
做好这份工作，需要的是耐心和勤快。

柴平告诉记者：“现在， 周口正在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要求公厕管理更
加规范有序，公厕周围环境整洁卫生，
没有垃圾污物，公厕内通风良好、自然
光线充足，便器、洗手盆池等设施完好
无损。 作为厕所管理员，我应该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给市民创造一个干净
整洁的如厕环境， 让公厕成为展示城
市形象的窗口。 ”

采访结束后， 记者站在马路上回头
望去，柴平依旧在公厕门口忙碌着。 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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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市委 、市政府深入开展全

市干部作风纪律大整顿。如今，周口的
干部工作作风明显好转 ， 周口职能部
门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市委、市政府
领导以上率下 、上率下行 ，一级做给一
级看 ，一级带着一级干 ，雷厉风行的工
作作风 ，大干苦干实干的工作干劲 ，让
我们真正看到了周口的未来和希望。

所有这些 ，我们是亲历者 ，更是受
益者 。 扎根三川大地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企业 ，还是
来自省内外的知名企业 ， 现在谈起周
口，我们都有说不完的感动 ，都有发自
内心的赞誉， 都有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对未来都有美好的憧憬。 我们和周口千
万人民一样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
梦人。 2019 年，我们将在周口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相关职能部门的指
导下 ，努力建设一流的居住产品 ，开发
一流的人文社区， 为周口市民服务，为
周口城市建设添彩 ，在建设 “满城文化
半城水 ，内联外通达江海 ”中原港城的
征程中贡献力量。

一个开放的周口， 充满了繁荣发展
的活力。今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出彩河南建设将掀开最瑰丽的
篇章，周口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关键年份。
脱贫攻坚迎来最艰巨的阶段， 百城提质
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六村共建”由
点到面扩大战果， 环境综合整治再上台

阶，中心城区十件实事、十一项重点基础
设施建设全面铺开， 全市人民关注的郑
合高铁也将竣工通车。 2019 年，周口必
将喜事连连，精彩不断。作为同饮沙河水
的我们， 定将积极融入这个发展的大潮
中，不当看客，尽心尽力多做公益，尽自
己所能回报社会，反哺三川大地的滋养。

最后，祝市两会的代表、委员身体健
康、 工作顺利， 祝周口千万人民幸福安
康，祝周口的明天更加美好！

2019年 3月 20日
祝贺的周口房地产企业及负责人：
恒大地产集团中原公司周口区域总

经理 刘祥

建业集团周口区域总公司总经理

闫学文

河南美慧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

宏

昌建集团周口公司总经理 王甲寅

周口市万晟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万科）执行总经理 朱光
河南宋基投资周口分公司董事长

张增强

河南高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口

奥兰天和家园项目部总经理 柳卫贞

周口天明城项目总经理 王道德

河南佳利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学霖

周口蓝城养老小镇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王振清

周口汇林绿洲项目营销总监 肖 森

周口地产名企热烈祝贺市两会召开

������昨日，郸城县政协、县总工
会组织政协委员和劳模开展

“爱心轮椅 ”送温暖活动 ，为贫
困残疾人送去轮椅 10 辆，鼓励
他们自强自立，阳光生活。 图为
政协委员和劳模来到巴集乡罗

庄行政村给贫困残疾群众送

“爱心轮椅”。
记者 卢好亮 摄

“爱心轮椅”
送 温 暖

（上接第一版）
针对巡察组的整改意见， 沈丘县教

体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人事改革： 明确
规定 “重要职权股室负责人任职满 5 年
者必须轮岗； 在调整时年满 55 周岁，任
满一届，即将退休者必须轮岗；涉及项目
的股室负责人必须轮岗”，教体局股室站
长一次性交流轮岗 20人，解决了个别股
室存在的政策棚架、 政令不畅、 地盘主
义、为官不为等问题。

乡（镇、办）中心校校长关系盘根错
节，有的认为自己“没功劳有苦劳”，有的
把办学当经商， 占着位置不干事、 少干
事，消极怠工，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为解
决这一问题，该县对 22 个乡（镇、办）中
心校长一次性调整 19人，安排到教育系
统适合他们的岗位；22 名中心校会计一
次性全部异地交流；22 个中心校一次性
核减编制 45人。 自此，中心校不再是关
系户的“疗养院”。

该县研究制定了 《关于教师资源合理
调配的实施意见》《关于对调配分流人员妥
善安置的实施细则》， 合理调配教师资源，
2017年以来，将职教中心、教师进修学校和
教体局勤管站 240名教师分流调配到基层
学校任教。 去年以来，22个乡（镇、办）中心
校从本乡（镇、办）超编学校调配 1336人到

缺编农村学校任教。队伍年轻了，活力迸发
了，干事创业的激情凸显。

治理“吃空饷”不是技术活，就怕不
担当

“治理‘吃空饷’不是技术活，就怕不
担当！ ”2019年 1月 14日， 副市长王少
青在周口市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

校建设推进会议（沈丘现场会）上说。
沈丘县坚定不移以作风建设推进教

育改革走向深入， 定期召开全县教育系
统作风纪律查处通报大会， 围绕中心工
作， 利用微信在线督查、 不定期督导巡
查、明察暗访、新闻中心采访、纪检监察
案件查办等方法，问责了一批顶风违纪、
作风不实的人员，通报批评 20 人，谈话
提醒 12 人，诫勉谈话 6 人，纪律处分 35
人，大会检讨发言 10人。

为持之以恒治理“吃空饷”，该县实
行制度约束、日常监督、定期检查、案件
查办、通报曝光、层级查究和检讨发言等
综合手段，严查脱岗和顶岗等“吃空饷”
行为。 2017 年以来，全县共处理 “吃空
饷”教师 577 人，其中，通过案件查办处

分 107 人，辞退 17 人，主动辞职 203 人，
长期“小病大养”返岗 250 人，每年可为
财政节约资金 2200多万元。

沈丘县在全省第一个成立教育执法

大队， 发挥行政职能优势， 依法控辍保
学。他们根据全县辍学学生的实际情况，
对达到复学条件不复学的依法下达 《责
令复学通知书》， 采取法制手段强制复
学。 此举在校外辅导机构专项治理、“吃
空饷” 专项治理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时任副省长徐济超对该县的经验作
出批示；市委书记刘继标作出了“沈丘的
经验好，既转变了教育系统的作风，又促
进了工作落实，扩大了正面影响，树立了
良好形象”的批示；副市长王少青作出了
“抓作风建设，促教育质量提升，是抓住
了关键。 教育工作的核心不是方法与手
段，而是思想与作风”的批示。

该县灵活运用政策， 正确解读上级
政策，实施教师关爱工程，打造一支“进
得来、留得住、教得好”教师队伍。该县研
究制定了《沈丘县特殊困难教师群体“一
事一议”实施办法》，解决了因身体原因、

经济困难、 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引起的
过去想解决而未解决的 26 名教师的实
际困难； 持续不断申报和建设农村学校
周转房，目前，全县 95%以上的农村学校
教师均有房可住； 改革乡村学校教师评
先评优、职称评聘工作，降低乡村教师评
先晋级门槛， 增加乡村教师考核加分权
重，近两年来，乡村教师中级职称、高级
职称分别占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总数

的 91%、80%。
只要教育需要，我们不差钱
“教育是民生，只要教育需要，我们

不差钱，缺啥补啥，缺多少补多少。”在沈
丘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会上， 县长
刘国庆说。

该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投入 7.22
亿元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投入 8.86
亿元改扩建、新建城区学校；地方财政投
入 1.85 亿元，让乡村学校插上“信息化”
的翅膀 ，各种装备 “旧貌换新颜 ”；投入
1.87 亿元，使农村学校操场、围墙、厕所
等附属设施“鸟枪换炮”。

如今， 沈丘县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孩

子也能和城里孩子一样接受优质教育。
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校的蝶变，
成为沈丘县教育的生动实践。 第一批建
成的 103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布局均衡，
覆盖全县 22 个乡 （镇 、 办 ）， 覆盖率
100%。 去年秋季以来，全县共有 3920名
学生回流到农村寄宿制学校， 每年可为
农村学生家庭节省教育支出约 4000 万
元，既减轻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又化
解了城区学校“大班额”和农村“空心校”
等问题。

“几年前，这里仅有 10 多个宿舍，仅
有 80多名学生住校……” 沈丘县范营乡
二中校长李继业介绍，如今这里宿舍楼建
成投入使用，学生比原来增加 150人，260
多名学生住校。

该县整合农村小规模学校 78 所 ，
改建为普惠性公办幼儿园，解决了布局
不合理、规模较小、办学效益低、教育质
量不高的问题 ；依托寄宿制学校 ，全县
设立 38 处 “希望之家 ”，将 354 名困难
孤儿 、困境儿童集中起来 ，衣食住行费
用全免 ，接受全县最优质的教育 ；对建

档立卡兜底户贫困学生 ， 建立公职人
员、教师、爱心人士 、心理咨询师 “四帮
一”爱心帮扶机制 ，确保不让一名贫困
学生因贫失学；在全省率先成立农村中
小学营养改善计划工作办公室，供餐运
营成本每生每餐约 1.33 元， 全年约需
174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补贴，确保每生
每天 3.99元的饭吃到嘴里；投入 80万元
在全县 107 个加工点安装监控摄像头，
推行“互联网＋明厨亮灶”管理模式，食堂
供餐加工全过程监督“无死角、全覆盖”，
各校成立“家长委员会”，家长代表随时
入校监督；依托“三通两平台”、城域网、
多功能录播教室、 县级资源平台等教育
信息化手段，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实施
“一卡通”工程，学生一卡在手，可以全程
消费。

“学校真漂亮 ，有图书室 、书法室 ，
还有大操场！ ”11 岁的高镛是莲池镇中
心小学六年级的一名住宿生， 他和 99
名学生已经住进 “新家”。 宿舍焕然一
新，食堂 、洗浴房和活动中心也都经过
改造。 校长刘贺军说：“我们在管理上下
功夫， 让农村留守学生住好、 吃好、学
好 。 ”在体育和音乐老师指导下 ，拍手
舞、武术舞、兔子舞“三合一”大课间，已
成为该校学生们喜爱的活动。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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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全镇制作“寿星光荣榜”

35 幅，整理“寿星光荣榜”图书 35 册，行
政村干部为 1000 多名 80 岁以上老人送
去了生日蛋糕。 通过为老人送生日蛋糕
等，温暖了老人的心，弘扬了孝老美德，
促进了乡风文明。

“小拐棍”敲出“大稳定”
为充分调动不同主体参与脱贫攻坚

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符草楼镇党委、镇
政府依托德高望重老乡贤、退休返乡老干
部、老党员、退休老教师、离任老村干“五
老”人员人熟、地熟、情况熟及群众基础
好、知书达理、懂政策的特点，按照“责在
‘格’中尽、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
的要求，把各行政村分成若干网格，推行
网格化管理并由“五老”老人担任网格长，
要求广大网格长做到“三必到三必访”，即
“村民有突发事件必到、有不满情绪必到、
有家庭纠纷必到，困难家庭必访、住院病
人必访、孤寡老人必访”。该镇要求网格长
深入网格内对村民逐户走访，逐户采集信
息，讲解有关脱贫攻坚的意义，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 全力化解各类民间纠纷,

确保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
萌芽状态。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乡村
干部为 80岁以上老人送生日礼物活动的
开展， 拉近了干部和老人家庭成员的距
离，改善了干群关系。 广大老人在支持基
层工作的同时，教育他们的晚辈拥护党的
方针政策，消除部分年轻人对基层工作的
误解，稳定他们的情绪，争取让他们了解
基层工作、认可基层工作、支持基层工作、
参与基层工作。

截至目前，全镇 35 个行政村共聘请
德高望重老乡贤、退休返乡老干部、老党
员、退休老教师、离任老村干“五老”网格
长 175人。各网格员入户走访共 2600户
次，收集问题 891 条，自行处置解决问题
796条，解答各类法律咨询 263件次。

“小积分”发挥“大作用”
为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意

识和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加快补齐贫
困群众的“精神短板”，彻底改变贫困群

众精神风貌，符草楼镇以《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

导意见》为指导，通过充分调研和积极探
索， 将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主动发展生
产增加家庭收入、 主动克服困难改善生
产生活条件和弘扬向善向上争当文明家

庭等行为量化为积分， 用 “以表现换积
分、以积分到‘爱心超市’换物品”的方式
对贫困群众“志智双扶”。

为充分发挥积分作用， 符草楼镇开
展“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到‘爱心超市’
换物品”活动坚持做到“七个结合”。一是
与脱贫政策宣传相结合。 对积极宣传党
的政策的奖励积分 5分到 10分， 每分 1
元。二是与人居环境改善相结合。对积极
打扫卫生、 家庭户容户貌较好的奖励 10
分。三是与独居老人清零相结合。凡主动
接父母回家与子女合锅同住者奖励 200
分。四是与危房清零相结合。每拆除一处
危房奖励 200 分。 五是与特困人员清零

相结合。 各村成立“党员突击队”，每解决
1名特困人员供养的， 奖励积分 120分。
六是与弘扬社会正能量相结合。 群众每
做 1件好事，根据影响奖励积分 50 分到
100 分。 七是与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相结
合。凡贫困群众通过自己劳动、参与村里
各项活动、不等不靠主动脱贫的，发放相
应积分予以奖励。

截至目前，全镇 35 个行政村开设了
“爱心超市”， 累计发放积分 886500 分，
价值 886500 元。 符草楼镇开展“以表现
换积分、以积分到‘爱心超市’换物品”活
动，形成了利益链接机制，不仅激发了群
众的内生动力， 也解决了贫困群众吃上
肉、蛋、奶的问题。广大贫困户不等不靠，
奋力脱贫。 广大群众敬老爱亲、 诚信友
善， 积极参与、 支持基层的脱贫政策宣
传、人居环境改善、危房清零、老人独居
清零、特困人员供养清零等工作，营造了
向上向善社会风尚。

“小网络”联出“大群体”
符草楼镇严格落实省市加强乡土

人才联络有关要求 ， 各行政村均建立
了外出人员微信群 。 一是联成了政策
宣传群。 经常性发布村内工作动态，实
施信息公开等 ，同时开设扶贫微课堂 ，
每天发布扶贫政策 ， 让贫困户和扶贫
干部随时随地掌握各级各类最新扶贫

政策。二是联成了孝老爱亲平台。每逢
老人过生日 ， 村干部送去生日蛋糕的
照片都会在群内发布。 为助力脱贫，对
接老人回家的照片 、 孝敬老人照片都
会在群内公布 。 全镇 678 户独居老人
被子女接回家同吃同住 ， 引导广大群
众共同营造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 。 三
是联成了群众干事创业群。 通过平台，
大家相互交流工作经验 ， 相互介绍工
作岗位等 ， 了解家乡喜人变化和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 让在外务工人员安心
在外务工的同时 ， 也唤起了他们的乡

愁，引导创业有成人员回乡创业。 村民
王国贞通过平台了解到家乡的喜人变

化 ， 激发了他回家干事创业的决心 。
2017 年 ， 王国贞流转土地 1200 多亩 ，
发展辣椒 、蔬菜等特色种植 ，有效促进
了该镇种植结构调整。

“小庭院”做出“大养老”
按照每个工作区设立 1 个居村联

养点的标准 ，根据特困人员数量 ，全镇
建立若干个居村联养点。 例如，该镇槐
寺村通过社会捐一点、 镇财政补一点、
集体经济拿一点和民政政策给一点的

办法，在两个相距近的闲置庭院建两个
联养点。 居村联养点内不但有新购置的
床和被褥 ，而且装有空调和电视 ，设置
有住室、餐厅，还有议事厅、娱乐室。 为
丰富老人们的生活， 村里利用宅基地复
耕，为老人们开辟菜园 ，定期举行种植
比赛 ，让老人们在娱乐之余 ，尽享田园
生活。

目前， 该镇 246 名特困人员实现了
集中供养， 从根本上解决了特困人员恋
念故土、情感孤独、心灵寂寞、生活无助
养老难题。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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