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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建
议， 两个简单的扶手，
短短 30厘米， 见证的
是我市基层党员干部

的为民之心 ， 是濮阳
这 个 城 市 的 文 明 程

度 。” 8月 2日下午 ，
说起华龙区建设路街

道办事处听取自己建

议、 优化公厕方便残
疾人如厕的事情 ， 市
民马志朝禁不住连连

点赞。
马志朝告诉记者，

他是一名肢体残疾人，
在建设路经营一间大

学生书店， 已有 20余
年时间 。 书店虽小 ，
但他能借此自食其力。
20余年来， 因书店面
积较小无卫生间 ， 马
志朝一直被如厕问题

困扰着。 好在离书店
不远的建设路 8号院

里面有厕所 ， 他这几
年一直在那里解决 “方便” 难题。 去年，
建设路 8号院启动老旧小区改造， 今年 4
月份开始了地下管网及地面铺设工作， 因
为疫情， 直到 7月初才完工。

因为身有残疾， 在小区改造过程中，
马志朝的内心一直处于七上八下、 忐忑不
安的状态 ， 担心改造后的厕所变成 “台
阶”。 跨越台阶对他来说， 就像跨座大山
一样困难。 7月初小区改造完成后， 马志
朝第一时间去看， 发现厕所门口处果然形
成了一个 30厘米左右的台阶。 这 30厘米
台阶， 就像拦路虎一样把马志朝拦在了厕
所门外。

怎么办呢？ 每天的内急问题不能不解
决吧？ 思忖再三， 马志朝决定找华龙区建
设路街道办事处求助。 建设办规划建设发
展服务中心主任王彦芳接待了他。 听完马
志朝的诉求和困惑， 王彦芳答应找小区物
业和施工方协调 ， 争取尽快解决这一难
题。

前几天 ， 马志朝接到通知 ， 厕所门
口坡道扶手已经改造完成。 收到消息后，
他马上前往查看 ， 果然看到厕所门口装
了扶手 ， 进门时可以借助扶手顺利地登
上 30厘米的台阶。 “我内心满满都是感
激之情， 没想到一个残疾人的诉求社区这
么重视 ， 这么快就解决了 。” 8月 2日 ，
马志朝专门给记者打电话 ， 带着记者去
厕所实地查看 。 记者看到 ， 身体不便的
他 ， 用手抓着扶手比较轻松地就进入了
厕所。

“上厕所是大问题， 尤其是像马志朝
这样肢体残疾的人。 了解到他的诉求后，
我们抓紧进行了整改， 整个过程并没费啥
大功夫。 感谢像马志朝一样所有关心我们
建设办工作的人， 是他们让我们的工作更
细、 更好。” 王彦芳说。

记者 袁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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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续 深 化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本报讯 8月 2日 ， 市油
田第四小学师生走进添运社

区开展了家风美德宣讲———
“我们的节日·七夕 ” 主题活
动。

伴 随 着 主 持 人 的 响 亮

开场 ， 宣讲活动拉开序幕 。
一曲戏曲新唱 《传承优良好
家风》， 以豫剧形式展现了优
良 家 风 代 代 相 传 的 美 德 。
“难得糊涂， 吃亏是福” 的郑
板桥家训故事 、 清朝明相陈
廷敬的耕读家风故事 ， 让大
家明白了家风的传承关系到

孩子的个人成长与未来 ， 关
系到家庭的发展与和谐 。 理
性陪伴 ， 专注成长 ， 精彩的
舞动生活家庭操 ， 展现了家
庭和谐融洽的氛围 。 家是最
小国， 国是千万家。 最后， 一首童谣 《家风
家训要牢记》 将宣讲活动推向了高潮。

（郭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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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 倡导文
明婚俗新风尚，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7月 31日，市
油田第三小学开展以 “情定终身 文明节俭”为
主题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

通过此次活动， 市油田第三小学的青年教
师积极倡导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价值
观，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做文明新人，并引导群
众在办婚事时自觉摒弃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等
旧俗陋习，弘扬新风正气，举办节俭适度、富有
纪念意义的婚礼，让婚礼“简约而不简单，浪漫
而不浪费”。

（陈德笑）

开展婚俗新风宣传活动

市油田第三小学

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

市子路小学

本报讯 在七夕节来临前夕， 为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导广大教师了解传统节日、品味
七夕文化内涵，近日，市子路小学举办了“我们
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

老师们共同学习学校评选出的 “最美家
庭”事迹，朗诵了《致橡树》《遥望天河》《我愿意
我是急流》《寻梦者》等歌颂美好爱情的中华经
典作品。 本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教职工
的文化生活， 也进一步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该校倡导全体教职员工大力传播和践行文明

和谐新风尚，让“家”文化延续，携手共建文明、
美好家园。 （刘燕 张瑞利）

我们的节日·七夕

开发区环保局

不惧骄阳“烤”验
“汗”卫一方蓝天

本报讯 （记者 段利梅 通讯员 金真） 7月以来，
我市开启了“蒸煮闷热”高温模式。 为圆满完成生态
环境部远程监督帮扶任务， 开发区环保铁军不惧
“烤”验，持续开展涉气 VOCs治理帮扶专项行动，
用忠诚担当“汗”卫濮阳一方蓝天。
6月底， 生态环境部启动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

善监督帮扶工作。为更精准地锁定问题，开发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借用 FID、红外成像仪等设备，对企业生
产装置挥发性有机物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进行现场

监测。 监测人员查设施、爬烟囱、测废气……细致查
找漏点，认真精准监测，每天在岗超 10小时，第一时
间提供“真、准、全”的环境监测数据。气温最高时，塔
顶罐体上温度在 50摄氏度以上，短短几分钟，执法
人员的服装就全部湿透了。 大家开玩笑地说，50摄
氏度的坚守，是用“高热情”应对高“炎”值！

为锻造环保执法“铁军”，开发区环保局坚持“实
战练兵”。 执法人员紧盯生态环境部远程推送任务，
帮扶企业开展VOCs污染治理，从源头替代、过程控
制、末端治理、无组织管控等各环节入手，全面检查
企业生产情况、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
督促企业落实各项治理管控措施， 促进全区环境质
量不断提高。

打造环保“铁军”，关键是靠人。开发区环境监察
三中队队长王业强，连日来，扛着几十公斤重的设备
攀登罐顶监测，不慎扭伤了手臂。他坚持轻伤不下火
线，绑着绷带继续在骄阳下奋战，攀爬一个又一个数
十米高的烟囱， 保质保量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现场监
测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奉献”的生态环保“铁军”精神。 正是因为
有这样一个又一个敢打敢拼、不怕苦累的执法人员，
开发区的蓝天和碧水常在， 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了身
边的“美丽中国”。

（上接第一版 ）围绕节能环保产业 ，着力引
进投资 20亿元的首善节能环保产业园、投
资 10亿元的顺天环保设备、投资 5亿元的
海天环保设备等 ，不断提升环保装备产业
集群度和智能化、服务化发展水平。 以“两
能 ”“四新 ”产业为重点 ，着力引进投资 130
亿元的正星光伏氢能、投资 10亿元的埃夫
特机器人共享集中喷涂中心、 投资 5亿元
的未来星智能设备、 投资 5亿元的布科思
机器人等 ， 全力推动新兴产业全链条 、矩
阵式 、集群化发展 ；委托国家发改委创新
驱动发展中心 ，编制生物经济产业发展规
划， 着力引进投资 10亿元的米能生物、投
资 5亿元的莱檬生物等生物医药、 生物环

保项目 ， 奋力推动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打
造县域经济新增长极。 积极借鉴青州不夜
城 、湖北黄梅袁夫稻田运营模式 ，加快推
进顿丘古城 、田园综合体 、单拐红色旅游
等一批文旅文创项目 ，奋力推动文旅文创
融合发展 ，塑造 “千年古顿丘 ，魅力新清
丰”品牌形象。

坚持城乡统筹 ，拓展转型空间 。 立足
都市协同区功能定位 ，按照 “五个统一 ”
要求 ，主动融入市主城区规划 ，强化与市
主城区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产业发展 、
城市建设等全方位 、各领域 、多角度对接
融入 ，加快濮清同城发展 ，全力服务濮阳
建设省际区域中心城市大局 。 以建设 “韧

性 、靓丽 、畅通 、活力 、智慧 ”城市为目标 ，
大力实施公共服务 、 环境卫生 、 市政公
用 、产业培育等设施补短强弱工程 ，不断
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 ，加
快建设创新型 、内涵式县城 。 大力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 ，推进水 、电 、气 、路 、房 、讯等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乡镇和农村

延伸覆盖，规范发展红薯小镇、菌菇小镇等
特色小城镇， 不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
上，大力实施“红白绿”三色产业 “47331”工
程，提高群众收入；持续推广人民调解“清丰
模式 ”，实行 “三诊 ”工作法 ，强化 “三零 ”创
建，打造社会治理“医共体”。

担当实干为先 转型发展为要

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文明养犬宣传单。

文明养犬事关城市文明、社会和谐

市民呼吁：争做文明养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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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生活在如画般城市中
（上接第一版）加快环卫设施建设。 市城

区9座公厕垃圾转运站综合体、2座公厕开工
建设。 截至目前， 市城区共有垃圾转运站 87
座、公厕 108座。 在加快建设的同时，定期对
所有设施进行消杀维护，确保市民使用安全。

推进水气暖管网建设改造 。 对全市燃
气、供水、供热老旧管网实施更新改造。 目前
共新建改造燃气管网 17.2公里、 供热管网
14.8公里，新增供热面积 110万平方米。 市
城区供热普及率 98.6%、 供气普及率 100%、
供水漏损 5.3%，均居全省第一。

加强运行保障 确保城市安全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民

为本，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
断提高城市应急处置能力，实现城市安全平
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生活、出行安全。

全力备战城市防汛。 立足防大汛、抗大
灾，完善应急预案，建立城市防汛视频会商
系统、城区河道洪水调度与城市排水防涝联
动机制。组建 618人的防汛突击队、100人的
抢险救援专班、52人的城镇内涝防汛专家库，
并备足防汛物资。 组织公安、水利、住建、消防
等 11个部门完成城市排水防涝应急综合演

练，顺利完成全市防汛应急演练任务，提高应
急处置能力。 “6·22”暴雨发生时，迅速启动响
应机制，出动300名防汛突击队员、30余辆防
汛车、22辆渣土车，快速有效完成市城区防汛

排涝工作，确保城市安全度汛、平稳运行。
高效开展清雪除冰。 完善市城区主要道

路清雪除冰工作应急预案、城市管理领域防
范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建立冬季 24
小时轮流应急值班制度。 今年年初降雪发生
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在最短时
间内做到雪停路通，受到市领导和群众一致
好评。

严抓常抓安全生产。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完善供热、燃气、供水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确保市民群众安全用热、用气、用水。 深入开展
燃气安全排查整治， 共发现燃气安全隐患5.8
万余处，整改完成5.6万余处，先后3次受到省
有关部门表扬。

为助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 开发区园
林绿化局对照创建文明

城工作标准， 全面提升
园林绿化景观， 针对黄
土裸露等进行治理 ，对
近 15 万平方米绿篱 、
模纹进行了修剪整形 ，
进一步为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增光添彩 。 图为 8
月 3 日 ， 园林工人正在
作业。

本报记者 黄立

通讯员 吕淑慧 摄

近年来，我市养犬居民越来越多。 为引
导市民文明养犬， 市城市管理部门不断加
大宣传力度，提醒养犬人文明养犬，严防犬
只惊吓撕咬路人、犬吠扰民、污染环境等，
号召争做文明养犬人。 近日，记者就如何进
一步增强市民文明养犬意识等进行了街头

采访。
在市城区金堤中路， 记者看到一户养

狗人正拴绳遛狗，肩上扛着一根竹竿，竹竿
的一头绑着一个小铁锹头。 爱犬大便后，他
便用小铁锹将粪便铲进随身携带的垃圾袋

并扔进垃圾桶内。
居住在市城区中原路的市民宋先生也

是名资深“铲屎官”。 他向记者介绍自己作
为“铲屎官”的心路历程：“之前经常看到媒
体报道，宠物犬在路上随意大小便，主人当
作没看见一样，牵着狗就走。 ”同为养狗人，
宋先生对于这样的不文明行为感到气愤。

为何会出现犬只惊吓路人、 随意大小
便等不文明行为？ 面对记者的采访，不少市
民认为这是养犬人文明养犬意识欠缺，甚
至是对养犬规范缺乏了解所致。

“我认为不文明养犬现象的发生主要
是养犬人个人文明意识欠缺造成的。 ”市民
宋先生表示，养犬人应该从自身做起，不断
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做到文明养犬。

“个人文明意识缺乏是最主要原因。 ”
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部分市民在文明养
犬意识上有所欠缺。 同时，执法监督工作不
到位， 也是导致许多养犬人不文明养犬的
重要原因之一。 市民张女士认为，城市的管

理力度还要加大， 养犬规范等相关规章制
度还需进一步严格落实。

记者了解到，2020年 9月，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指挥部曾发布了一则养狗规范。
规范提到， 携犬出户时应由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所养犬只牵领并束犬

链（绳），注意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
儿童。 禁止携犬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
儿童活动场所、大型商场超市、购物中心等
人员密集的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园、绿地、广

场等室外公共场所。 不得让犬只在庭院、楼
道大小便。 携犬人对犬只在户外排泄的粪
便拒不清除的，依据《河南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有关规定，
由市城市管理局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对
饲养人或者携犬人处以 50元以下罚款。

在记者的调查采访中，不少市民呼吁，
文明养犬是促进城市形象和环境秩序提升

的基础之一，养犬人应增强文明养犬意识，
并对我市发布的养犬规范深入了解、 认真
执行，争做文明养犬人。

近年来， 外地恶犬伤人事件频发，公
众“加强犬类管理、倡导文明养犬”的呼声
越来越高。 犬只作为动物，其行为本无对
错之分，但当养犬人无视规定、不讲文明，
任性遛狗之时，犬只就成了不文明事件的
“背锅侠”。 此外，出台文明养犬的相关规
定 ，其初衷都是好的 ，但若难以落实或者
执行不到位 ， 规定终究会沦为 “一纸空
文”。 对此，应以规定为准绳，进一步加强
监督管理 ，加大执法力度 ，确保不文明的
养犬行为都能受到惩处。

目前，养犬人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只有
养犬人的文明意识增强了， 才能主动做到
文明养犬； 只有文明养犬成为每个养犬人
的自觉行动， 犬只才能真正成为人见人爱
的萌宠。

记者 张迪

文明创建 人人有责

提升园林绿化景观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