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热点
责任编辑 黄全红2024 年 1 月 18 日 星期四

之身身边边变变化化

精准施策让城市更干净整洁

□记者 李瑞才

一城之美 ，始于颜值 ，源自精细 ，终
于内涵 。 2023 年 ， 我市秉承创建惠民 、
创建为民 、创建利民 、创建靠民的理念 ，
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创
文巩卫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持续实施
“七大专项整治提升行动 ”，加快城市更
新步伐 ；坚持从群众最关心 、最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入手 ，创新开展 “五项活
动 ”，推行 “社区吹哨 、部门报到 ”携手联
动机制 ， 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
解难事 、做好事 ，使 “创文巩卫 ”工作真
正走进群众心里 、融入百姓生活 。

“占道经营摊点 、流动摊点 、露天烧
烤摊点进 （门 ）店入 （市 ）场了 ，市容环境
靓丽了 ，道路整洁顺畅了 ，城市品位更
上一层楼……对老百姓来说， 身边的点
滴变化是幸福感增强的源泉。 ” 说起近
几年老城区发生的一连串变化 ，川汇区
七一路街道文明社区的韩大爷笑容满

面，幸福感溢于言表。
据了解， 我市坚持把创建工作与立

法工作有效结合 ，相继出台 《周口市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 《周口市
城市绿化条例 》 《周口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 》等法律法规 ，为 “创文巩卫 ”工作
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各区各部门因地
制宜 、精准施策 ，持续推动 “创文巩卫 ”
工作走深走实走细 ， 形成了属地管理 、
条块结合 、部门协同 、全民参与的常态
化创建格局。

“创建过程中，我们针对次干道护栏
下 、道牙边以及城乡接合部 、背街小巷
等保洁难点 、盲点 ，开展精准作业 、精细
管护 ， 确保中心城区环卫工作全覆盖 、
无死角。 ” 市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几年 ，他们以高效
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让市民方
便之事更方便为目标 ，开展城市 “公厕
革命 ”，落实 “+母婴室 ”“+休息区 ”“+志
愿服务站”等措施，集中力量提升城市公
厕建设档次和服务水平；持续强化公厕、
垃圾中转站、 果皮箱等环卫设施的规范
管理和全天候动态保洁， 确保中心城区
公厕干净卫生 、 无异味 ，49 座生活垃圾
中转站设施完好、运行正常，沿街垃圾不
落地、果皮箱内垃圾不外溢；中心城区实
现路面清扫机械化、街面管理网格化、餐
厨垃圾收运处置一体化， 通过持续投入
清扫清运大型环卫车辆， 增加机械化作
业频次，强化深度保洁；认真落实“双十”
标准 ，全面消除城中村 、背街小巷 、社区
庭院等区域卫生死角， 实现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全覆盖，主
次干道达到“以克论净”“路见本色”的创
建目标。

多年持续推进、常态长效创建，结出
累累硕果。 如今的周口， 拥有了今非昔
比的品位气质 ，文明的种子在这里迸发
出巨大的力量 ，一项项温暖人心的具体
措施相继出炉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身
边的变化 ，成为文明城市创建的 “第一
受益者 ”；一件件落到实处 、顺应民意的
实事好事 ，转化为群众的一份份 “幸福
账单 ”；一个个日新月异的变化可看 、可
感 、可触 ，时时处处都在无声地诉说着
创建的力度和温度。 民生改善的浓浓暖
意、 幸福指数的连年攀升， 成为周口中
心城区 “创文巩卫 ”道路上最贴心 、最实
在的收获。 ③5

年货销售好 村里笑声多
□记者 付永奇

辣中带冲，冲中有鲜，鲜中藏香，香脆爽口，吃腻大鱼大
肉，用这样的芥菜丝配馒头、配米饭成为许多人的最爱。 进
入腊月，丁寨村生产的这种年货销售火爆，看着一箱箱年货
被提走，村民心中乐开了花。

丁寨村是脱贫村，位于郸城县汲冢镇，临近县城，村民
有种植蔬菜的传统。 历经 2022 年年底的蔬菜滞销事件后，
该村在市委政法委驻村第一书记刘娜的带领下， 开始从蔬
菜种植向蔬菜加工拓展。 经过考察，他们选择了芥菜丝、蒜
蓉酱加工产业。“只要质量好、有特色，产品不愁卖！”2023 年
夏季，在村谷顺食品厂成立大会上，刘娜给个别思想摇摆、
信心不足的村民鼓劲。

建厂房、办证照、引进非遗制作工艺、选育芥菜种苗……
刘娜带领村干部两个月跑了 7000 多公里。芥菜生长期短、产
量大， 秋天种，70 多天收获后再种麦， 相当于多收一季菜。
2023 年11 月，抱着试试看心理的村民把收获的芥菜卖给村
食品厂，每亩增收三四千元。 他们心里乐开了花，纷纷表示
2024 年要扩大种植规模。

非遗芥菜丝生产是个技术活儿，全程手工。 清洗削剔、
均匀切丝、晾晒软化、揉挤水分、料油调味、腌制发酵、添加

生花生米和干炸小鱼……80 多名乡村妇女，每人每天都能
挣百元左右的工资。 “穿好工作服，戴上口罩、发套，换上专
用手套……” 刘娜和从外地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分工负责，严格监督每一道生产工序。

“非遗产品，古法腌制，不带任何防腐剂……”刘娜联
合其他市直单位驻村第一书记打造共享直播间， 培养 3 名
乡村网红直播带货，把产品推向国家“832”平台（脱贫地区
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等网店。 “芥菜丝热量低、口感好，
大家都喜欢！ ”市直一机关食堂经理采购时表示。

春节未到，该村生产的芥菜丝已销售 2000 多箱，让村
民看到了产业振兴的希望，坚定了走蔬菜深加工的路子。

“这批年货试销非常成功 ，我们将广泛调研 ，精准定
位 ，细分客户 ，增加泡椒 、洋姜 、西瓜酱豆等生产线 ，延长
蔬菜生产链条 ，提高产品附加值 ，增加村民收入 ，带领他
们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刘娜放下产品检测报告，信心满
满地说。 ③5

腊八节味浓 食材卖得火
□记者 郭董航 文/图

本报讯 1 月 18 日是腊八节。 1 月 17 日，记者在中心城
区超市、农贸市场看到，糯米、红豆、花生、红枣、葡萄干等熬
制腊八粥所需的食材迎来热销，不少市民忙着选购。

1 月 17 日，在中原路一家超市入口处，记者看到搭配好
的 4 种口味的腊八粥食材摆满展柜。 “熬制经典口味的腊八
粥，用的是红豆、绿豆、薏米、红枣、莲子等食材。我们根据市
民需求，上架了熬制水果银耳粥、紫薯糯米粥等新式腊八粥
的食材，每斤售价在 8 元到 10 元左右。 ”超市导购员介绍，
作为腊八节当天当仁不让的主角， 熬制腊八粥所需的食材
往往提前好几天就会销量大增。

“让孩子自己挑选煮腊八粥用的食材，能让他感受传统
节日氛围、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曹女士笑着说，“今年腊八
节，我们准备在家吃个团圆饭，腊八粥肯定少不了。这不，孩
子一放学，我就带他到超市挑选各类食材。 ”

据悉，为了方便市民购买，各大超市特意将熬制腊八粥
用的各类食材放在了显眼位置。 ③5市民在超市选购熬制腊八粥所需食材。。

““人工++机扫””，，深度保洁让城市更加干净亮丽（（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