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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晴间多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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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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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
晴转多云，东
北风3~4级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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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陶小敏）
11月 10日，记者从郾城区孟
庙镇政府获悉，在 11 月 9 日
结束的第一届全国美丽宜居
村庄短视频擂台赛颁奖仪式
上，孟庙镇闫陶村荣获“环
境优美型”优秀作品奖，为
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村庄。

据了解，全国美丽宜居
村庄短视频擂台赛是农业农
村部农村社会事业司组织开
展的网络竞赛活动。活动以

“比一比谁家乡美”为主题，
广 泛 征 集 全 国 各 地 基 层 组
织、农民群众和广大网友上
传短视频。活动共征集短视
频 24.6 万 条 ， 经 过 大 众 投
票、专家初选等环节，评选
出“环境优美型”“生活宜居
型”“乡风文明型”优秀作品
奖共 30 个、优秀组织奖 10
个、优秀参与奖5个。

我市农村人居环境办公
室共推荐了 22个村庄环境整
治小视频参赛。孟庙镇闫陶
村参赛作品 《村貌的演变》
成为我市唯一入围者，点播
总量超过1亿次，获“环境优
美型”优秀作品奖。

本报讯 （记者 张俊霞）
11 月 10 日上午，中国文明网
发布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入选
城市名单和复查确认保留荣誉
称号的前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
单。漯河以全省第二、全国第
十八的名次成功入选。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
终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高站位谋划城市发展思路。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坚持主责主
抓，适时组织召开动员推进
会、现场办公会、周例会，部
署创建任务，研究解决突出问
题。市级成立高规格文明城市
创建领导组织，区、乡 （镇、
街道）、社区同步成立专门创
文组织，配齐配强创文队伍，

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四
级创文网络。建立与市纪委监
委、市委市政府督查局的协同
联动机制，形成督导检查、媒
体监督、严肃问责“三位一
体”的推动机制，科学考核、
模拟测评、严格奖惩的工作落
实机制，网格化管理、“门前
三包”、路长责任制“三合
一”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机制，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融入日常、
严在平常、干在经常，有力推
动创建工作高质高效开展。

我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满意作
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出发
点、落脚点和最高评判标准，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建立三年城市“双修”建
设项目库，分类谋划 301个具
体工程项目，2018年以来共实
施创文项目 53 个，投入资金
36.37 亿元。稳步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改造老旧小区 1068
个。在全市开展“社区建设
年”活动，新建社区26个，改
（扩） 建社区 38个。深入推进
“两开放”工作，全市各级行
政事业单位停车场和卫生间分
两批全部实现对外开放。

我市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
作为推动创建的主体和基本力
量，动员、组织市民广泛参与
到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创建
活动中，汇聚起创建的磅礴力
量。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
中，让党员群众唱主角，组织

小区老党员组建党小组，成立
业主委员会，解决小区事务无
人管的难题。同时，组织开展
党建引领“三无”（无物业管
理、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
技防） 楼院治理活动，推行

“一联四帮”制度，市直、区
直部门 994个党支部对老旧小
区、楼院进行一对一帮扶。此
外，志愿服务精神日益深入人
心，全市累计建立 846支注册
志愿服务队，注册志愿者人数
近22万，社区、场馆、服务窗
口志愿服务站实现全覆盖。
2019年以来，我市面向社会征
集、发布、实施志愿服务项目
15类 389个，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1.1万余次。

第一届全国美丽
宜居村庄短视频擂台
赛举行

孟庙镇闫陶村
获优秀作品奖

我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名单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田野里阵阵香气扑鼻而
来，打好捆的艾草像一个个小
房子每隔几米堆放一个，三三
两两的村民正在一辆拖拉机旁
装车……11月 9日，召陵区万
金镇张庄村附近一个大型艾草
种植基地一派丰收的景象。

蓝天之下、田间地头，一
辆打捆机正在给晾晒好的艾草
打捆。“经过一个星期的晾
晒，这些艾草已经可以打捆装
车了。上午已经打捆了50多亩
地了。”看着眼前的丰收景
象，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张永
齐喜悦地告诉记者。

两年前，张永齐在安徽省
一家药企做销售经理，无意间
在当地看到很多人种植艾草发
家致富，加上在外面多年积累
下来的销售资源，就萌生了回
家种植艾草的想法。

“一年种、多年收，每年
能收割 4茬，一亩地大概有一
吨半的产量。”看到这个绿色
事业能带来致富希望，张永齐
就辞掉了月薪两万元的工作，
回到万金镇老家承包 200多亩
地开始种植艾草，没想到第一
年每亩净利润就达到了 1000
元。

“艾草很容易打理，人工
和化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负责艾草种植管理的村民张平
均告诉记者，艾草根系发达，

收割一年后根部还能萌发出新
的植株来，将老根裁成长 6厘
米左右的种根，栽植到新承包
的田地里，能节省很多成本。

“在这个种植基地每年能
拿到1万多元的管理工资。”张
平均十分满意当前的这个工
作。他告诉记者，这些工资够
维持他们全家几口人一年的开
销。艾草种植基地最多时能吸
纳 50 多名周边村民来干活挣

钱。
在一个大型仓库旁，一个

长长的传送带连接到一辆大货
车上，两名工人正在将传送带
上的艾草放到车里。

“艾草有很多功用用途，
既能做艾灸条、足浴包，还可
以制茶入药。”来自南阳市方
城县的货车司机刘先生告诉记
者，他们老家那边有好几个艾
草加工企业，每年都需要很多

货源，今年他已经来这个种植
基地拉了十几趟了，每车都装
了整整10吨。

“过几天就要把这些地里
的艾草根重新翻出来，挑选一
些嫩根做原种。”张永齐告诉
记者，他在种植基地西边又承
包了 200亩地，明年种植规模
有望达到年产 500吨艾草，将
会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走上致
富道路。

回乡种艾草 实现创业梦

工人们将打好捆的艾草装车工人们将打好捆的艾草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