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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迁伟 通讯员 汤雨）12 月 21 日，汉滨区加大对十天高速沿线
可视范围内大坟大墓集中整治力度，进一步深化文明殡葬、生态殡葬、绿色殡
葬，全面推进殡葬改革。

在汉滨区建民街道红莲村，由汉滨区民政、林业部门和建民街道抽调的人
员开展的大坟大墓整治行动正在进行。 执法人员现场拉起警戒线，动用大型机
械，依法拆除违规违建坟墓，并栽种绿植恢复生态环境。

建民街道主任邓相军介绍，集中整治完成后，他们将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群
众自觉服从殡葬管理，科学殡葬，文明殡葬。

据了解，汉滨区大坟大墓整治按照“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以块为
主、部门配合”的原则扎实推进，重点整治境内所有过境高速、国省干道两侧可
视范围内和景区内违规违建的大坟大墓。 对可以迁移的违规违建坟墓迁移至殡
葬服务设施合法区域，对符合就地整改的，按要求整改到位。 最终实现整治区域
内旧坟头全部取消、新坟头不再出现、墓葬区域绿化美化的目的。

本报讯（通讯员 冯诚）“你好，请把烧烤炉搬回店内，并打开油烟净化设备。”
汉滨区江北城管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对正在营业的烧烤摊主劝导。

为加强夜市烧烤餐饮油烟污染源头管控，切实解决夜市烧烤油烟污染问题，
12 月 16 日晚，江北街道环保所、安全办、宣传办、江北城管执法大队、江北市场
监管所、社区工作人员，对张岭辖区内的多家夜市烧烤进行集中整治，主要整治
夜市烧烤的油烟污染、散煤使用、占道经营等行为。

此次集中整治主要检查餐饮商户是否按照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是否存
在散煤使用情况，详细查看了每个门店的环保设施使用情况，逐户向经营者宣讲
油烟污染、散煤、占道经营的危害；对不符合排放，未清洗油烟净化设备或油烟净
化设备未正常使用的经营户责令立即整改；对违规占道经营、影响环境的经营户
进行劝导，要求规范经营，坚决杜绝夜市脏、乱、差的现象。 当晚共整治夜市烧烤
餐饮油烟店 20 余家。

乡村振兴，法治先行。 日前，白河
县卡子镇“乡村振兴”主题文艺演出暨
消费扶贫活动正式启动， 卡子司法所
抓住活动契机，在卡子镇中心广场及 8
个村（社区）陆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在卡子镇中心广场活动现场，卡
子司法所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平安建设、反电信诈骗等法律知
识进行宣讲，重点对《关于依法惩处不
履行赡养义务行为的通告》 进行了解
读， 并与现场观众进行法律小知识问
答，通过互动，增加群众学习法律知识
的趣味性。

自 10 月 13 日起， 卡子司法所陆
续在各村（社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除进行集中宣讲外， 司法所工作人员
还通过悬挂宣传标语、 发放民法典及
防范诈骗宣传册等宣传资料、 赠送普
法围裙等方式进行普法宣传， 在全镇
范围内迅速掀起普法热潮。

活动现场， 面对群众提出的法律
问题，司法所工作人员以法论事，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群众提出的涉法问
题，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维
护合法权益。 “司法所的同志说的都是
干货，举的例子都是我们遇到过的，也
希望这种宣讲活动多搞几场， 多给我
们普普法！ ” 卡子社区的群众高兴地
说。

吴经山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永明 冯小平）为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成果，不断提高
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汉滨区在安全供水“汉滨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五个
一”长效管护机制，形成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有人管、有钱管、有制度管、动态
监测管、应急保障管”的体系，切实筑牢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堤坝”。

该区在做好 39 个直管水厂的规范化、精细化、专业化管理的基础上，指导镇
村抓好村组小型供水工程运行管护。 制定年度水质检测计划，有步骤、分批次开
展好水质检测工作。 全年已开展 6 轮水质抽检工作，结果全部符合国家饮用水
标准。 坚持农村饮水动态监测预警，通过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及时发现问题，快
速处置解决，有效杜绝发生区域性、规模性、颠覆性饮水安全问题。 采取自己找、
群众提、社会舆论监督等形式，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完善
改进工作措施，增强突发应急处置能力。 进一步加强已建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和
维修资金争取，加大对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改造提升力度。 同时，针对今年强降
雨造成供水设施损毁严重，汉滨区水利局主动作为，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快速
行动、扁平高效推进灾后重建，确保群众饮水有保障。

汉滨区还按照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求，率先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的通知》《汉滨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
行管理考核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夯实了镇村两级管护主体责任，推动镇
村积极落实管护责任，提升服务质量，实施动态监测、事后评价机制，倒查责任、
倒逼履职，不断夯实安全饮水“三个责任”。 通过对农村供水工程办理“两证一
书”明确责任，设立“一会一岗”加强管护，实行“一户一表”解决病根、实行“三线
运行”齐抓共管，切实解决了农村供水“最后一米”“最后一分钟”问题，有效地提
高了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

薄雾升腾，弥漫在莽莽林海中，给清
晨的化龙山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情不
自禁地走进森林时，不经意间“哇哇”的叫
声隐隐而来，酷似婴儿的啼哭声，时隐时
现，若有若无，不知情的还真以为是谁把
小孩带进了山林，让人徒生恐慌。 但我心
里明白，此时正值红腹角雉繁殖期，那是
雄鸡在宣誓领地， 因其叫声酷似婴儿，化
龙山地区的老百姓都叫它娃娃鸡。

红腹角雉属于鸡形目雉科，具有极高
的观赏价值， 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在化龙山地区， 主要分布于海拔 1000 米
以上的常绿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中，喜
欢单独活动，冬季偶尔结小群。 它和老虎
等猎食动物一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老
虎撒尿圈示领地，红腹角雉则以叫声宣誓
领地。 每年的三四月份，红腹角雉进入繁
殖期，雄鸡就会通过响亮的叫声，宣誓领
地并吸引雌鸟的注意。

与人类相反， 雄鸡都比雌鸡漂亮，用
其华丽的外表吸引雌鸡。雄鸡体羽及两翅
主要为深栗红色，满布具黑缘的灰色眼状
斑，下体灰斑大而色浅，通体鲜艳华丽。今
年春夏，我有幸目睹了雄鸡隆重的求爱仪
式。只见雌鸡头顶上平时隐藏的两只天蓝
色肉角快速膨胀起来，高高耸立。 隐藏在
脖子下面的肉裙也充血膨胀展开，形成一
个大大的“寿”字花纹，飘于胸前的肉裙，

几乎可以垂到地面， 像条漂亮的彩裙，一
会儿缩回，一会儿展开。 同时微微张开双
翅，尾羽如同扇子一样展开，交替踏着舞
步缓缓移动。高潮时，肉角不断颤动，发出
低沉的“咕、咕”声，随后直起身体，煽动两
翅，昂首冲向雌鸡。 交尾后雄鸡离开雌鸡
并抖动双翅，肉角和肉裙也缓慢地收回。

母亲是最伟大的， 抚养后代的工作都
由雌鸡独自承担。也许是在严酷的环境中，
为了繁衍后代而隐藏自己， 雌鸡把自己装
扮得十分暗淡，上体灰褐色，下体淡黄色，
几乎和周围环境一致。它们把巢筑在树上，
4 月末 5 月初产卵，每窝 3—5 枚，孵化期为
28—30 天。此后长达三年，雌鸡要独自承担
幼鸡的站立、行走、啄食、扇翅等生存技能
训练。

随着“爱鸟周”活动的兴起，观鸟成为
一种时尚，并发展成一种新型产业。 化龙
山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
红腹角雉、红腹锦鸡、雉鸡、勺鸡、蓝喉太
阳鸟等观赏价值极高，引导社区群众建立
观鸟点，增加经济收入，对人们亲近自然
爱护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得作曲家乔羽先生说过：人人的
心中都有一条河。 他在创作《我的祖国》
这首歌时很苦恼，找不到创作灵感，十分
着急，一天他出外散步时巧遇一群孩子
在河中嬉戏，杨柳、稻田、蓝天、白云……
美丽的风景激发了他的灵感。 于是，写
下“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
惯了船上的白帆……”小河给予他创作
的灵感，让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 每当
听到这首歌，记忆深处家乡那条冉河情
不自禁地浮现在眼前。

难忘冉河， 因为这条河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河，是记忆中的家乡，是记忆中的
情感，无论四季变迁，河水枯荣，冉河在我
的脑海中永远是那么丰盈， 清清的河水，
一直流淌在我的记忆里。 儿时，母亲在河
边洗衣服，我则在河边玩闹，树荫里抓蜻
蜓、下水捉鱼、绿潭里学狗刨、打水仗，似

乎这条河承载了我所有的童趣。等到而立
之年再回故乡， 才发现随着家乡发展，岁
月变迁， 我眼中的冉河不再是当年的模
样，河道被西康高速覆盖。 那副仰望天之
蓝，俯首见微澜的景象，估计只能在童年
的梦里出现。

难忘冉河， 因为自儿时从牛山脚下
走出，踏上求学之路，与冉河渐行渐远，
不在河边徜徉时，梦中却常回故乡。为人
父母时， 就开始惦记心中的母亲河———
冉河， 回忆河边的母校， 回忆河上的小

桥，回忆冉河两岸的柳烟、鸟鸣、鹭飞，回
忆故乡的一草一木， 回忆儿时的玩伴在
河里嬉戏的场景。 当河上的记忆在童年
的回忆中放大时， 我们的理想是否还如
当年一样清晰？ 河边的伙伴是否还单纯
依旧？你们的父母还健在吗？是否因为生
活的重负而压弯了脊梁？ 这些对冉河最
真切的怀念， 是心中对故乡经年而不曾
减退的思念。冉河，这条悬在南北两山的
琴弦，弹奏着五里大地飞速变迁的音符。

难忘冉河， 尽管小小的冉河没有西

湖的迷蒙诗意，没有长江的大气宽容，更
没有海洋的博大深邃。 她只懂得在群山
间曲折蜿蜒，静静流淌，但在我心间却是
最温情的存在。她是游子的眷恋，是母亲
的召唤；她是辽阔的乡愁，更是不舍的留
恋。

难忘冉河，是因为冉河是心中的母
亲。 她是家的源头，也是爱的归宿。 我
们身处尘世 ，欲望不止 ，理想无涯 ，在
我们浮躁时 ， 冉河告诉我自己从哪里
来；在我迷茫时 ，冉河告诉我该往哪里
去。 在身心疲惫时 ，想起冉河 ，便使我
放慢脚步 ，放空心灵 ，细细品味那份悠
远而温馨的乡愁。

油烟清洗工马力的快乐生活
通讯员 柯贤会

汉滨：整治大坟大墓恢复生态环境

江北街道集中整治餐饮油烟散煤污染

打通监管“最后一米” 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本报讯 （记者 杨迁伟 通讯员 姚忠文）“巡山护林是我
的日常，白皙的皮肤是我的最爱，但爱美有时也要给化龙山
让路啊！ ”12 月 23 日下午，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举办的“我爱化龙山”党史学习教育演讲赛上，胡梅的演
讲《情系化龙山》，引发了在场生态卫士的强烈共鸣，最终斩
获了一等奖。

为了检阅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进一步凝聚保护好化龙山
资源的磅礴伟力。 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特举办此
次主题演讲。通过初赛，11 位选手入围决赛。大赛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疫情之下，就业更难。 七月毕业，八月成为保护区一员。
感恩化龙山！ 感谢大家。 我会珍惜今天的岗位，成就明天的希
望！ ”荣获二等奖的“后浪”杨航说。

年过 50 的牛头店职工刘勇吟诵一首小诗精彩开讲。 “化
龙山是我养家糊口的靠山， 也是春夏秋冬穿行山林的战场，
走过四季，虽然很辛苦，但苦中有乐，归来仍是少年！ ”

获得三等奖的陈戈说，五年前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为
一名化龙山卫士。 他参与并见证了保护区发展，保护区也成
就了自己的进步。 应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这句诗。

化龙山的动植物“词典”刘平是保护区的网红卫士。 他
说：“化龙山是生我养我成就我的地方，我爱化龙山，这辈子
认定了。 ”

牛头店的任习波不把自己当外人，精心准备了演讲。 他
一开口便不凡：“鸡蛋从外边打破是食品，从里面破壳而出就
是一个新的生命，人就要自强不息！ ”

“同志们开玩笑地说我是‘双爱’干部，是因为我在化龙
山找到热爱的事业和心仪的姑娘。 爱美人， 不耽误爱化龙
山！ ”来自华北大平原的张静伟动情地讲述了自己与化龙山
的故事。

围绕党史教育学习，结合“我爱化龙山”，11 位选手用一
个个鲜活的案例， 讲述了自己以及身边的生态护林故事，诠
释了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认同感，也用自身的诺言和
行动，展现了当代生态卫士的责任和担当。

难 忘 冉 河 情
□ 陈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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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龙山有鸡叫“娃娃”
□ 刘平

“我一个人来，你不要动手，弄
脏了手脚和衣服难得洗”。 油烟清
洗工马力一边清洗，一边和主人聊
着天。

今年 45 岁的马力家住汉滨区
老城街道金银巷内， 出身干部家
庭，毕业于郑州大学，是一位地地
道道的城里人，但马力一直想着自
己打出一片新天地。 于是，他便辞
职下海，先后去外地打工，回安康
做烟酒生意，日子过得也挺红火。

2017 年， 马力却把烟酒行转
让了，开了家清洗公司，专门从事
油烟机、空调、冰箱、洗衣机清洗等
服务。

“在多年的观察中， 我发现安
康本地几乎没人愿意干这又脏又
苦又累的油烟清洗活儿，很多外地
来的清洗油烟工又很‘坑人’，一开
始他们报价较低，但是等油烟机拆
卸后， 就说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
题，蒙人坑人，几块钱的一个密封
圈，能要二三百块钱。 ”马力说。 思

前想后，最终马力下定决心，从事
油烟清洗工作， 依靠诚信经营，使
顾客享受到真正优质的服务。 ”

油烟机清洗可不是简单的活
儿。 首先要有机械基础知识，面对
一年半载都不清洗的抽油烟机，每
个地方都会沾满了油污，清洗起来
非常麻烦，所以不得不对油烟机进
行拆卸， 如果没有点儿拆解技术，
将昂贵的机器拆坏了还需要赔偿。

马力干活一般要戴两双硅胶
手套， 外面一双干活多都磨烂了，
戴上新手套以后把烂的戴在最外
面， 这样不仅能防油腻、 腐蚀、刮
擦、碰撞和御寒，而且还能增加新
手套的寿命，一举多得。

马力介绍：“大型油烟机管道
清洗最辛苦，每次都是‘白着进，黑
着出’，弄得一身油渍，隔三四米都
能闻到油烟味，在管道里还经常会
被钉子刮伤，但是我干得是最脏的
活，挣得是最干净的钱。 ”

马力在清洗油烟机过程中还

特别有爱心。 有一次，他给张滩镇
一对老夫妇清洗油烟机，两位老人
特别热情，硬是留马力吃饭，饭后
马力一分钱也没收，他说：“我们家
里也有老人， 我给你们免费清洗，
就算是对你们的孝敬。 ”两位老人
感动地拉着马力的手，说：“你真是
一位好人！ ”

年末将至，预约油烟清洗的人
特别多， 马力又聘请了 3 名工人，
一大早就到各个小区开始清洗油
烟机，除了中午抽空吃点饭，需要
一直忙到晚上六七点，有时还会加
班到晚上九十点，一天能清理五六
台，顺利的话可以清洗七八台。

有人问马力 ： “你一个城里
人， 有知识有文化， 家里也不缺
钱，干啥不好，何苦干这没人愿意
干的脏活累活苦活呢？” 马力说：
“啥活都要有人干，我多干点脏活
累活苦活， 客户问题解决了还不
吃亏，心里就特别高兴，活得也很
充实”。

本报讯（通讯员 陈思思）12 月 21 日，中共陕西省委
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文明办等 13 部门联合公布了 2021
年度陕西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最美(佳)”先进典型名
单。我市汉滨区老城街道五星街社区荣获“志愿服务社区”
先进典型称号。

近年来， 五星街社区通过建立设岗认领帮扶制度，不
断壮大服务队伍，夯实基础力量，鼓励具有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的志愿者利用自身特长和优势， 为广大群众提供专
业、优质的服务，开展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截至目
前，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志愿云”系统已实名注册志愿者
575 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60 余次，服务时长 64765
小时。

荣誉属于过去，未来笃定前行。 五星街社区还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为依托，发挥优势，以人为本推动成果共享，
动员和激励广大居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建
设中来，切实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法治观念，更好地推动社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真正成为
“传播思想、实践文明、成就梦想”的百姓之家。

本报讯（通讯员 徐鹏 冯宁）近日，石泉县饶峰镇启动了以“美丽饶峰·你我
共建”为主题的人居环境大整治活动，为群众幸福生活增添成色。

广泛宣传动员，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该镇各村（社区）通过召开村民会议、院
坝会、入户动员等方式，教育引导群众重视环境卫生，提高讲卫生爱整洁的意识，
并发动群众积极履行自身义务和责任，对各村（社区）环境卫生进行打扫清理，保
持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避免出现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群众乱摆、干部收拾等现
象。

常态长效开展，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辖区各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定期组织
党员、群众及护路员、护河员、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人员，携带扫帚、铲子等工具
对集中安置点周边、村内河道池边、村道公路沿线的垃圾、秸秆、乱堆乱放物品、
畜禽粪便污水等集中进行清理。 加快普及农村卫生厕所，鼓励户厕入院、户厕入
室，实现愿改尽改、能改尽改。 结合旧房腾退工作，动员群众清理老旧废弃房屋。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水平，重点对公路沿线开展绿化美化工作，动员鼓
励农户在房前屋后栽种果树， 建设美丽庭院。 目前， 全镇已发动党员干部群众
500 余人次开展环境卫生清扫，种植各类绿化树种 5000 余棵、果树 2000 余棵，
有效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强化工作保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该镇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美丽饶
峰·你我共建”人居环境大整治工作的通知 》，推动环境整治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 按照大村 5000 元、小村 3000 元的标准，为各村（社区）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提供经费保障。 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村(社区)年度综合目标责任考核，并
持续提高考核指标分值和权重。 按照“镇抓村、村抓院、院抓户”的方式，全镇
确定 5 个示范村， 每村确定除集中安置点外的至少 2 个 10 户以上的示范院
落，每个院落至少确定 3 至 5 户示范户，以此作为重点打造，切实发挥抓点示
范的引领作用。

从严督导检查，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全镇各村（社区）成立环境卫生评比小
组，挨家挨户开展评比活动，对环境卫生好的农户进行表扬，对环境卫生差的农
户批评教育，责令整改到位。结合新民风建设，每季度开展道德评议会，对评为好
的农户用红榜进行表扬，并结合积分管理和爱心超市给予奖励；对评为差的农户
纳入黑榜进行曝光，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推动形成文明乡风民风。 该
镇环保所对各村（社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工作积极、效果明显的村
（社区）予以通报表扬；对思想不重视、落实不及时不到位、成效差的予以通报批
评。镇纪委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对人居环境脏乱差、造成不良影响的后进村（社
区）从严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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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美丽饶峰一个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