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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LUOHE04 漯河

进城买了房 圆了幸福梦

本报讯（记者 王 辉）“搬走了！搬走
了！终于搬走了！后面那家养猪的，终于把
他的猪全都搬走了！我们总算可以深吸一口
气了。”昨日上午，舞阳县舞泉镇瑶璋村的
村民欣喜地说，村里有个养猪场，一刮风周
围臭气熏天，乌烟瘴气，最近，舞阳县在开
展“养殖围城”污染治理工作，禁止在城区
内进行畜禽养殖，在当地部门的协调下，这
家养猪场昨日搬出城区。

昨日是舞阳县开展“养殖围城”污染治
理工作集中行动日，上午9点多，记者赶到
现场时，养猪场的猪舍已经清空，“哼哼唧
唧”的猪叫声也没有了，几名工人正在清理
猪舍里留下的猪粪和污水。

“这个养猪场在这里有好些年了，原有
500 多头猪，现在县里禁止在城区内进行畜
禽养殖，经过和养殖户协商，他们同意搬
迁。”舞泉镇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记者注意到，这家养猪场前面就是一个
居民小区。小区居民告诉记者，平时他们家
的后窗户都不敢开，“臭气太大，现在搬走
了，居民们当然高兴，以后终于可以放心大

胆地开窗户了。”
在县城宁波路北段，记者看到这里也有

一家养猪场正在进行清理，一头头猪从猪舍
里牵出来装上车运走。靠近猪场时，一股股
刺鼻的气味迎面吹来，异常难闻，而猪场的
路对面就是一所学校。

“经过几番耐心细致的沟通，养殖户终
于同意将猪清走，1000多头猪5天时间清走
完毕，一头不留，并且保证今后不在这里搞
养殖了，准备将猪舍改造仓库搞物流。”舞
阳县畜牧局有关负责人说。

经过一天的集中行动，当天，舞阳县对
建成区的 11 家养殖场 （户） 进行了集中清
空。

据舞阳县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在开展
“养殖围城”污染治理工作中，他们堵疏结
合，依法整治，对存在实际困难的养殖场
（户），各乡镇、有关部门积极帮助其联系大
型养殖场，通过代养、认养畜禽等合作方
式，有效增加群众收入，对一些不再养殖的
农户，鼓励其另谋出路，并想方设法帮助其
就业，有效避免了群众产生抵触情绪。

□文/图 本报记者 王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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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蓝色制服，穿梭于人群，举手投
足间给人以无限亲切感。“又过来这么
早！”每日清晨，经常买菜的市民看到解学
军总是笑着和他打招呼，商户们也热情地
向他打招呼。48岁的解学军担任郾城工商
分局副局长，分管沟张、华山农贸市场

“两城同创”工作。无论是炎热的烈日下，
还是刺骨的寒风中，总能看到解学军忙碌
的身影，取缔煤炭改气，规范“七小”门
店……他为“两城同创”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用他的话说：“年龄比咱大的有，身体
比咱不好的也有，别人能干的，咱也能
干。”看似轻描淡写的语言，却道出了一幕
幕平凡中的伟大。

带病坚守岗位

“放下瘫痪在床的婆婆，吻别了睡梦中
的儿女，他们来了……不顾手术初愈的心脏，
不在意常年的腰酸背痛，他们来了……”这
首 《致坚守在两创一线的工商战士》 的
诗，道出了这些不知疲倦，只为营造一方
纯净蓝天，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市场环境
而坚守在一线的工商人背后的心酸故事。
金秋时节，阴雨绵绵，记者穿着外套还觉
得有些冷，却注意到解学军身穿半截袖还
满头大汗。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手头依
然有很多文件需要处理。

“我们解副局长从没喊过苦，叫过
累，总是冲锋在前，但是却忽视了自己的
身体。”因为身体的原因，解学军心脏部位
已经支了三个支架，但为了做好“创卫”
工作，他身上经常装着药片，坚持带病工
作。

“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年的天气特别
的热，当外面温度达到30多摄氏度时，农
贸市场里能达到40摄氏度。一般人都受不
了，更何况解副局长？”解学军的同事肖春
华说。

然而，解学军每天都坚守在沟张农贸
市场里，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督促商户清理
市场的卫生死角，一遍又一遍地对市场内
的商户做宣传动员工作。衣服总是湿了
干，干了又湿，闷热的市场环境中，使原
本身体就差的他更加虚弱，呼吸越来越困
难。

这时，北京 301 医院的主治医生一再
催促他尽快复检，避免越拖越危险，同事

们看到他胸闷难受的模样，都急在心里，
纷纷劝他多休息，而他却不在乎地说：“这
都是老毛病了，挺一挺就好了。”直到他实
在坚持不住了，在同事们的一再劝说下，
才去北京复检。

当看到复检结果时，主治医生惊出了
一身汗，解学军的一根心脏血管已堵塞
85%。

于是，今年 3 月，医生紧急为其安装
了第四个心脏支架。但是术后仅4天，解
学军就迫不及待地赶回漯河，继续在沟张
市场里奔波着，忙碌着。

不知疲倦的“机器人”

据了解，解学军曾经在部队工作过，
因此具有浓厚的军人气质，工作中雷厉风
行。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他更是以身
作则，处处亲力亲为。没有节假日和工作
日之分，一直都是加班加点，勤奋工作。

“我们几乎整天泡在市场里，更多时候都是
加班加点地工作，就像今天，解副局长 5
点多就来上班了。而且从今年 4 月开始，
没有休息过一个节假日。有时候太累了，
解副局长也只会让下面的同事休息半天，
但是他自己却一直坚持工作，自己不休
息。”肖春华告诉记者。

解学军说：“农贸市场的工作比较杂
乱，这需要大家负责任的敬业精神，由于
农贸市场的前期管理工作不到位，离‘创
卫’工作要求比较远，我们实行网格化管
理，每个人严格按照‘创卫’要求。在工
作期间会有很多商户不理解，不配合，难
度比较大，我们就努力去做细致的思想工
作。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直到
他们认识到‘创卫’的重要性，主动的投
入设施的改造当中，特别是郾城工商分局
的同志年龄比较大，很多当爷爷当奶奶
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但是为了‘创卫’
工作，没有人请假，甚至没有人休假。”

一家卖烧饼的店主告诉记者：“我们的
火烧是小本生意，以前都是用煤火，因为
烧煤便宜，一天大概20多元钱就够了。在
解副局长的耐心劝说下，我们主动换成了
气。”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可歌可泣
的诗篇，没有豪言壮语的气魄，只有默默
奉献的敬业之心和献身工商事业的赤诚之
心，谢学军已经把“奉献”作为一种信
念，印在了心中，化为了行动。11家养殖场搬出舞阳城区

解学军：坚守一线 无私奉献

□文/图 见习记者 杨 淇

10 月 9 日早上 6 点，胡荣霞就起床了，
洗漱完毕，拿上瑜伽垫，她来到小区南边的
河堤上，和朋友们一起练瑜伽。

一个小时后，她精神饱满地回到家中。
这时，丈夫李学彬正在做早饭，女儿也已经
起床。

胡荣霞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了片刻，
丈夫就做好了早饭。她来到餐桌旁望着可口
的饭菜，看着自己这个温馨的家，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胡荣霞是郾城区龙城镇白庄村人，婚后
和丈夫一直居住在孟庙镇英张村，并在郾城
区租了一间门面房，做起了美容生意。

从最开始的一间小店铺，到现在几间店
面的美容院，胡荣霞为之付出了不少心血。

有多大的付出，就会有多大的收获。胡
荣霞一直坚信这句话，经过多年的辛苦和努
力，她和丈夫有了一些积蓄，便决定在市区
买一套房子。

2014年，胡荣霞和丈夫在市区黄河西路
一小区买了一套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2015
年12月，一家人搬进了新房。

住进城新房后，一家人的生活有了很大
变化。“更多的是方便了。”胡荣霞说，之前
在农村居住时，每天早上开车来到店里要花
20 分钟，现在 5 分钟就可以到店里。之前，
上高中的儿子每星期放假回家都要坐公交
车，搬进新房子后，从学校回家步行不到10
分钟。

说起现在的房子，胡荣霞很满意。她告
诉记者，住在这里交通便利，小区旁边有小

学、中学、医院和农贸市场，小区南边就是
河堤，干什么都比较方便，她们一家过得很
开心。

现在，胡荣霞每天早上都到河堤上练瑜
伽，越来越好的生活状态，让胡荣霞看上去
比同龄人年轻很多。

胡荣霞还告诉记者，她认识的很多进城
务工人员，近几年大多都在市里买了房。

“在我们这个小区就不下20户，个个生活得
很幸福，相信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
好。”胡荣霞边说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
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告别农村走向城镇。为
改善农村居民居住环境，有效促进农村人口
向城市转移，我市把住房保障工作作为改善
民生、促进和谐的重中之重来抓，不断改善
群众住房条件，努力提高漯河房地产的吸引
力和辐射力，吸引大批在外地创业打工人员
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到漯河购房、安家消
费。

“十二五”期间，我市房地产开发完成
投资额228.21亿元，建设商品房873.3万平方
米，竣工570.12万平方米，销售618.43万平
方米；市区居民人均建筑面积达 45.29 平方
米。

5 年来，我市住房保障功能不断得到加
强，透过老百姓居住环境的不断变化，可以
清晰看出我市人居的发展脉络——百姓安居
乐业，生活越过越丰裕。

解学军督促商户要及时清理卫生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