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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每天清晨5点多，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黑龙潭镇坡杨村村口就会出现一
位 70多岁的老人。他穿着黄马甲，拿
着一把笤帚，认真地打扫着村口路两
边的落叶。他叫张秀峰，2015年被民
政部门划定为贫困线以下的 （人均年
收入 3028元为贫困线） 脱贫对象。而
在 2016 年，他在当地的悉心帮扶下，
已经脱离贫困线。

孙女患病 六口之家返贫

1月 3日上午 9点多，记者来到张
秀峰的家中。“小孙女的先天性心脏病
还需要做一次手术。”张秀峰拿着沏好
的奶粉，准备给小孙女喂奶。两岁的
时候，孙女在一次奔跑时，嘴唇发
紫，被送往市中心医院，确诊为先天
性心脏病。“在郑州做的手术，光手术

费就花了 10 多万元。”张秀峰告诉记
者，因为这次手术，全家一下子被拉
到了“解放前”。光借钱就跑遍了所有
的亲戚邻居，现在还欠下几万元的借
款。“因为小孩的医药费，儿子和儿媳
去浙江建筑工地上打工去了。”张秀峰
说，儿子不会技术活，只会在工地上
帮别人和泥灰，一天下来，收入也少
得可怜。

现在这个因病返贫的家中，只剩
下 73岁的张秀峰和老伴。“年纪大了，
想出去打零工人家都不要。”张秀峰告
诉记者，现在小孙女每天还要 10多元
钱的医药费。

公益岗位 看到生活希望

2016年6月，张秀峰家的生活里照
射进一丝阳光。该村第一书记宋卫锋
在走访张秀峰的家庭后，听说镇上有
环卫工的公益岗位，就多次乡镇上说

明张秀峰的情况。
“终于在 6月，镇上的扶贫办和环

卫处答应给张秀峰提供一个环卫工的
公益岗位，每个月给张秀峰发500元的
工资。”宋卫锋告诉记者。

现在，张秀峰已经在这个岗位上
干了 6个月。“这个岗位给我提供了稳
定收入，一个月我们老两口的生活费
基本上有保障了。”张秀峰告诉记者，
等到小孙女 4 岁的时候还要动一次手
术，还要花掉不少钱。

多种帮扶 收入大幅增长

令张秀峰更欣慰的是，镇上和市
里一家大型公司合作，准备在村里建
设一个大型扶贫产业园。张秀峰家里
的 8亩地流转到了这个扶贫产业园中，
每亩地一年将获得950元的补偿。

就张秀峰一家六口人全年的收入
情况，该村第一书记宋卫锋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土地流转全年收入是 7600
元；环卫工工资全年是 6000元，扶贫
产业园每年额外还给 1500 元的分红，
这三个算下来总共15100元。

“前段时间小孙女还被村里划定为
低保对象，每月也能领取100多元钱的
补助。”张秀峰说，算上儿子儿媳在外
打工挣的钱，这个六口之家一年的人
均收入已经远远高出了市里划定的贫
困线。

“下一步我们将和卫生部门联合，
免费给张秀峰提供体检卡，免除他孙
女每天的医药费。”宋卫锋告诉记者，
为了不让张秀峰一家人再次返贫，他
们将持续关注这个刚刚在贫困线上站
立起来的家庭。

张秀峰正在给小孙女喂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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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燃烟花爆竹 呵护漯河蓝天

□见习记者 陈金旭
通 讯 员 张美红

“今年的元旦跟往年相比确实清静
了不少，虽然偶尔还是能听到鞭炮声，
但与过去比确实少了不少。”市民李先
生告诉记者。

记者从我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虽然市民大部
分都很自觉，也有一些市民由于没认识
到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性，仍然燃放烟
花爆竹。

对此，我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住房环境发生了很大变

化。有限的环境和空间以及小区周边的
路况，根本无法满足安全燃放烟花爆竹
的需求。住房空间变得紧凑，加之市区
道路狭窄，街巷较多，私家车辆激增，
消防通道不畅等，这些让人们原因使得
烟花爆竹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危害。”

在重大安全隐患中，首当其冲的便
是火灾。燃放烟花爆竹易引起火灾，尤
其在城区，建筑较高，人口相对密集，
高空烟花等的燃放极易引发火灾，直接
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除了易引发火灾外，燃放烟花爆竹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污染空气。相关数据
显示，大量燃放烟花爆竹会急剧增加空
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浓
度，特别是对PM2.5浓度的增加有显著

“贡献”，尤其是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将
对空气质量产生明显影响。

除此之外，燃放鞭炮发出的噪音，
也让人难以忍受。激烈的炮响，对于人
们的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不仅
会损害听力，还会损害人的心血管系
统，尤其对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这种
惊吓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阵阵爆竹响声后，满地火红的一
片，是过年时在街边最常见到的景象。
这些燃放后的纸屑杂物，大大增加了环
卫工人们的工作量。

“为了消除火灾隐患，保护我们的
城市，保障公共财产和公民人身财产安
全、防治环境污染，我市出台了禁燃规
定。”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谈到，“虽说烟花
爆竹能增加节日氛围，但面对其存在的
火灾隐患、容易引起雾霾的危害以及对
环境的污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危
害的火种扼杀在摇篮中，为了共同的

‘漯河蓝’而努力。”

本报讯（记者 齐 放） 1月 4日上
午，记者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我市从
2016 年 5 月开始的面向全国开展征集

“漯河城市之歌”家乡美系列歌曲活
动，日前，经过专家评选，共有 15首
原创歌曲获评优秀作品奖。

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2016年是漯河建立省辖市三十
周年，为了弘扬“崇文尚德 务本图
强”的城市精神，讴歌漯河经济、社
会、文化、城市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辉煌
进步，进一步繁荣我市文艺事业及音乐
创作，为“两城同创”营造浓厚的文化
舆论氛围，市委宣传部从2016年5月初
至 10月末，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漯河
城市之歌”家乡美系列歌曲。

据介绍，在半年的征集时间里，全
国各地歌曲创作者积极响应，踊跃投
稿，市委宣传部共收到 50余首原创歌
词。经过组织专家评选、二度创作，最
终评出15首原创歌词入选优秀作品奖。

记者注意到，这些优秀作品中，既
有我市知名的词作者，也有国内知名的
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著名词作家、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辽宁音乐文学
学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邬大为老
师，创作的耳熟能详的《红星歌》《在
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 影响了几代人。
82岁的邬大为依然激情澎拜，这次他
与我市两次荣获全国歌词创作金奖的
66 岁老人刘贵生合作，共同创作了

《漯河 爱的家园》和《漯河飞歌》两首
歌曲，而且均入选优秀作品。

“这些歌曲围绕漯河精神，立足漯
河特色，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形式、风格多样。词作能体现鲜明
的时代特征，内涵丰富，视角独特，反
映现代人对民族、时代、城市、生活和
人生等各个方面的深切感悟和炽热情
怀，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市委宣
传部文艺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
入选作品还将列入 2016年度漯河市文
艺精品扶持项目，进行褒奖和鼓励。”

今年元旦“静悄悄”禁燃烟花爆竹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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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城市之歌”优秀作品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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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小长假期间，许多市民选
择出游，但总有一些与美景不协调
的画面煞了风景。图为游客在开源
景区乱写乱画。

本报记者 王海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