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5日 星期三 责编：孙建磊本地综合04

漯河日报社所属媒体对发布的
原创新闻信息拥有合法版权，未经明
确书面许可，严禁复制、转载或引用，
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声声 明明

本报讯 （记者 李慧宇） 9 月 1 日上
午，我市首个农业托管公司在源汇区问
十乡望天村成立。

9月1日上午，源汇区问十乡望天村
村委大院里，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等各种现代化农业机械，吸引众多村民
观看、咨询。

“我今年 60 多岁了，种了大半辈子
地，腰腿大不如以前，很难背着药桶、
扛着农具往地里跑了。我儿子在广东打
工，说回来干趟农活，又搭盘缠又误
工，不划算。可是，庄稼人要是荒了
地，会让人笑话的。‘土地托管’挺好
的，我再也不愁种地的问题了。”望天村
村民王大爷高兴地说。

据了解，“土地托管”分为“半托
管”和“全托管”。

所谓“半托管”，就是农民把土地委
托给农业托管公司管理，农民可以自主
选择种植作物的品种，农业托管公司提
供机耕、机种、机管、机收服务，产出
的粮食等归农户所有，农业托管公司仅
收取服务费用。

所谓“全托管”，就是根据农户的土
地情况，农业托管公司和农户商定每亩
土地每年的保底收入，土地由农业托管
公司耕种；每年除付给农户保底收入
外，多出的收入50%分给农户，20%作为
农业托管公司的收入，20%交给村委会作
为公益基金，10%作为农业托管公司员工
奖金。

“今天成立的农业托管公司是我市第
一家农业托管公司，解决了农忙时节劳
动力不足的大难题。土地托管是农业发
展方式的创新，在保证农民土地经营权
不变更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化种植、集
约化经营、精细化管理，将有力推动传
统农业种植模式的优化，进一步解放农
村劳动力，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目
前，该公司已与农户签订了2万亩的土地
托管服务意向书。”源汇区农林局负责人
告诉记者。

我市首个
农业托管公司亮相

本报讯 （记者 齐 放 实习生 李博
昊） 9月 4日上午，记者了解到，第二届
漯河环沙澧河国际徒步大会和漯河市第
五届中原骑游节暨第六届环沙澧河自行
车公开赛，将在9月28日至29日举行。

据了解，这些体育文化赛事，由市
体育局、市旅游局和市沙澧河建管委联
合主办。这些赛事的举办地点是沙澧河
风景区。

参与全民健身，建设健康中国。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举

办这些体育文化赛事，对于打造区域性
赛事中心城市、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必
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多项体育文化赛事
将在本月下旬举行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在慈善法实施两周年、第三个
“中华慈善日”到来之际，9月 4日上
午，由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民政
局、市慈善总会、漯河日报社共同举
办的漯河市中小学校“善行漯河·双
汇情”慈善征文比赛活动启动仪式在
漯河小学举行。

9月4日上午，活动启动仪式在漯
河小学操场举行。“此次活动旨在宣传
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培养青少
年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慈善
文化走进学校、扎根校园。”市文明办
副主任李天亮说，公益从身边做起，
慈善从点滴开始，希望广大师生热心
参与，共同增强慈善事业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营造关心慈善、支持慈善、
参与慈善的良好氛围，推动我市慈善
事业深入持续发展。

漯河小学的学生认真聆听，参与
热情很高。“我们身边有很多好人好
事，我要把这些写下来，弘扬正能
量。”“我叔叔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我
要把他写到我的作文里”……不少学
生表示要参加征文比赛。

据了解，此次慈善征文比赛活动

的主题是“慈善在我身边”，主要讲述
身边感人的慈善故事，记录身边的慈
善爱心人物，用心寻找身边的爱，或
是通过对慈善法的学习，结合身边的
人和事，谈收获、谈感受。作品要求
以我市社会各界参与慈善公益活动、
开展志愿服务等好人好事为题材，题
目自拟；作品要求原创，具备真实性
和文学性，拒绝虚构杜撰；字数要求
为小学生500字左右，初中生800字左
右，高中生及其他人士 1200字左右；
作品文末注明参赛者姓名、所属单位
（学校、班级）、联系电话、指导老师

等基本情况；电子稿件或纸质稿件均
可 ， 可 将 电 子 稿 件 发 送 至 邮 箱
464967701@qq.com （邮件题目请注明

“慈善征文”字样），或将纸质稿件邮
寄至漯河市嵩山东支路新闻大厦漯河
晚报编辑部。

本次慈善征文比赛活动面向全市
中小学师生开展，从即日起至10月15
日截稿。征文截止后，将联合有关专
家组成评委会，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3
名 （高中、初中、小学各 1名）；二等
奖 9名 （高中、初中、小学各 3名）；
三等奖 15名 （高中、初中、小学各 5
名）；优秀奖 20名左右。各奖项评选
结束后，在漯河名城网、漯河文明
网、漯河教育网和其他相关网站发布
评选结果；获奖作品择优在《漯河晚
报》《漯河慈善》上刊登，并向上级媒
体推荐；一、二、三等奖、优秀奖作
品将作为慈善宣传资料，在慈善刊物
上适时汇编出版；11月初，将在漯河
日报社或市慈善总会，举行颁奖仪式。

如果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真善美的
眼睛，如果你想要记录身边的凡人善
举，如果你乐意用文字传播慈善理
念、传递正能量，那么，快来一展才
华吧！

讲述凡人善举 弘扬慈善精神
全市中小学校“善行漯河·双汇情”慈善征文比赛活动启动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实 习 生 万天宇

提起塔河，很多漯河人对它的印
象是蚊蝇肆虐、臭气冲天。毕竟，它
是沙北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地。如
今，塔河变了模样。其中，在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半截塔村，绵
延 3公里多的塔河，河水清澈、风景
如画。

9 月 3 日上午，记者来到半截塔
村，真切感受到了这个村庄生态环境
的巨大变化。

利用太阳能处理污水

在半截塔村，很多村民认为塔河
的名字来自半截塔村。自然而然，许
多村民对穿村而过的塔河，很有感情。

墨绿色的短栅栏、翠绿的垂柳、

温馨亲切的农村文化墙……走进半截
塔村，道路两边的盎然生机让人心旷
神怡。走过一个荷花池，一个由 20块
太阳能电池板组成的庞然大物映入记
者眼帘。

“这是俺村今年 6月份正式投用的
太阳能微动力污水处理系统。”村民赵
国安告诉记者，这套污水处理系统利
用太阳能发电原理，经过调节池、厌
氧池、好氧池二段、二沉池、消毒池
五道处理工艺，将沙北区域排放出来
的生活污水处理后达到国家一级排放
标准。这套系统每天处理污水 100吨
左右。

河水清澈风景好

“这座小桥是 20 世纪 80 年代建
的，桥西边是河西刘村，桥东边是半
截塔村，桥下就是塔河。”半截塔村村

民赵金郎家就在塔河岸边，从小在河
边长大的他，目睹了这个多年的臭水
沟，是如何变得河水清澈、荷香扑鼻
的。

“自从建好这个污水处理系统后，
村民的生活变了样，特别是住在塔河
边的村民，以前根本不敢开窗户，现
在则是傍晚在小河边乘凉、聊天。”赵
金郎说，如今，他每天都能欣赏到塔
河的流水潺潺、绿草如茵，晚上常和
家人在河边散步。

垃圾场变大广场

站在塔河旁，记者突然听到一阵
读书声从村广场南边飘了过来。

“那边是我们的村小学，周边多个
村子的学生都来这里读书。”村干部梁
大磊告诉记者，今年 5月，半截塔村
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将村小学旁
的两个垃圾场改造成占地 3000多平方
米的村广场。

“以前两个垃圾场臭气熏天、苍蝇
乱飞，不仅影响村民生活，而且严重
影响 700多名学生的学习。”一位村民
告诉记者，村里将垃圾清走，改造成
水泥地，使之成为广场，还添置了健
身器材。现在，许多村民吃了晚饭就
到村广场上跳舞、散步。

黑龙潭镇半截塔村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塔河水清澈 村庄美如画

小桥小桥、、流水流水、、荷叶荷叶、、杨柳杨柳、、人家……塔河沿岸风景如画人家……塔河沿岸风景如画。。

启动仪式现场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