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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做好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
本报讯（记者 付永奇）2 月 8 日，

我市召开强化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

预警(Ⅱ级响应)期间烟花爆竹禁燃禁
放工作调度会。副市长梁建松出席会
议。

会议指出， 受大范围降雪天气
影响，全省大部分区域湿度增加，扩
散条件转差，污染累积加重。 根据省
环委会办公室预警信息提示， 我市
自 2 月 6 日 12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
色预警， 全域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

会议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认
清严峻形势，主动作为，切实做好烟
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 特别是国控、
省控、 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周边，
坚决杜绝燃放。 要坚守岗位，扛牢政

治责任，压实地方公安、应急、市场监
管、环保等多部门责任，县级层面要
做到每天有副处级干部带队督导检

查， 乡镇层面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形
成各尽其责、协同配合、高效联动的
工作机制。 要多途径全方位开展宣
传，一方面将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期
间全域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要求宣传到位；另一方面从安全角度
用条幅、标语、广播等形式加大宣传
力度， 使禁燃禁放工作做到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

会上，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同
志通报近期空气质量情况，以及禁燃
禁放工作存在的问题；沈丘、郸城、鹿
邑等县分管同志分别汇报本地禁燃

禁放工作开展情况。 ①7

补短板强弱项 推动“创文”工作提质增效
□记者 李瑞才

根据 1 月 30 日全市 “创文”
“创卫”推进会的安排部署 ，淮阳
区严格按照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
署，树立创建为民思想理念，紧盯
一举创成目标任务，围绕 “创文 ”
年度测评攻坚战役， 聚焦关键点
位精致打造， 聚力薄弱环节整改
提升，对标找差距，主动补短板 ，
着力强弱项， 持续推动创建工作
提质扩面增效。

“我们紧盯 51项测评指标、65
项测评标准， 结合当前各项中心
工作统筹推动， 在创建过程中提
升城市建管能力水平， 在排忧解
难中凝聚干劲温暖民心， 在创建
活动中提升市民文明素养……”
该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

段时间， 他们针对问卷调查分值
提升、信息化测评、便民服务热线
回访等新形式、新变化、新问题 ，
全面开展入户大走访、电话回访、
创建大宣传、城市智慧化大提质、
民生问题大落实、 城市服务能力
大提升行动， 进一步完善城市软
硬件设施， 全面提升城乡建设管
理水平。

“我们持续开展入户走访 ，
8000 多名党员干部、 道德文明使
者走街串巷、敲门入户，主动征求
意见、积极收集问题、统筹解决难
题、开展帮扶慰问，解决了羲城帝
景等 4 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隐患问
题，落实民生实事 580 件。 ”该负
责人表示，近期，他们不断拓展群
众参与途径，召集“五老”、乡贤等
群众代表，举行“话变化、询意见、

谋发展 ”座谈会 86 场次 ，整理群
众建议 120 条、 问题线索 82 个，
充分征求群众意见， 共同描绘发
展蓝图。 另外，他们还按照“五项
活动”“七大专项提升行动”要求，
先后集中整治背街小巷 144 条 ，
提升投用星级公厕 10 个、智慧停
车场 9 座 ， 疏浚地下管网 10 公
里，对城区 31 条道路、2 个小区完
成雨污分流改造，整治易积水点 4
个，营造了整洁、有序 、优美的市
容环境。

下一步，该区将坚持“六个持
续聚焦”（聚焦责任压实再强化、聚
焦机制完善再深化、聚焦短板弱项

再提升、 聚焦创建氛围再优化、聚
焦工作统筹再细化、聚焦点位提升
再美化），以新的测评体系为准绳，
深入开展“五项活动”和“十项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对创建点位、重点
区域、关键环节和其他测评项目进
行全力打造，做到要素全、环境美、
设施齐、服务优，确保在实地测评
中不失分、得高分；以“民有所盼、
政有所为” 的决心、“坚定不移、久
久为功”的恒心、“决战必胜、一举
创成”的信心，积极主动 ，不等不
靠，务实重干，为建设“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作出积极贡献。 ②11

孙 嘴 酿 酒

□记者 徐启峰

到了年底，反倒更忙。 腊月二
十（1 月 30 日）那天，田家酒坊烤
完最后一炉酒，6名伙计放假回家
过年， 三重院子的作坊里只剩田
金岭夫妇，顿时显得空荡荡的。 封
火熄炉、打扫卫生，还要往 “三川
十馆·春会”现场搬酒布展 ，两人
忙得脚不沾地。

田家酒坊位于川汇区金海街

道办事处孙嘴社区， 中心城区最西
边，背依沙河颍河交汇处。 2019年，
孙嘴进行社区改造，发展文旅事业，
打造非遗小镇。这一年，田金岭找到
了这里， 看中了她的偏僻安静水源
好， 是个酿酒的好地方， 租了 3个
院，买来酿酒设备，准备大干一场。

项城田家酿酒，素有传承，至
田金岭已是第六代。 他曾在云南
西双版纳酿了 10 年酒 ， 酿造出
“版纳贡”这个在当地颇有影响力
的品牌。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
政府招待酒就是我酿的。 ”说起过
往，田金岭不无得意。

他用酿酒撑起一个家， 供养
一对子女上了大学。 孩子上大学

后，他的思乡之情愈切，于是便回
到家乡，来到了孙嘴。

他乡纵有当头月， 不抵家山
一盏灯。 田金岭是个思想传统的
人， 他也要酿造最传统的酒———
老五甑工艺，滴滴纯粮。

酿酒是个辛苦活， 除去节假
日以及夏季特别高温天气， 一年
365 天，他有 300 天都在作坊里劳
作。 选粮、浸泡、蒸煮、摊凉、下曲、
发酵、烤酒、精滤、封缸，9 道工序，
他道道亲力亲为， 这样酿出来的
酒才放心。 夏季天热，煮粮烤酒，
作坊里热浪翻滚，气温达到 40 多
摄氏度，他没有退缩，与工人们一
起挥汗如雨。

田家酒坊酿的是五谷酒 ，精
选高粱、小麦、稻米、玉米、豌豆，每
次下沙 700斤粮。 天气有阴有晴，
气温有高有低，每一轮次的酒，口
味小有差异，出酒量也略有不同，
大概 180斤到 200斤之间。培菌发
酵是制酒的关键环节， 也是酒体
风味差异的关键所在。 田家酒坊
用的是陶缸发酵， 中国酿酒最原
始的发酵方法 。 “清香是地缸发
酵，浓香是泥池发酵，酱香是石窖

发酵， 都是从中原陶缸发酵工艺
一路传过去的， 因地制宜有所变
革，中原才是酒祖之乡。 ”田金岭
对中原酒文化有强烈的自信。

有人问他， 你酿的酒是什么
香型？ 田金岭答曰“周口香”，介于
清浓香型之间。 “几十年前，白酒
是不分香型的，现在演化出 12 种
香型，甚至更多。 经常有人问我，
哪种香型最好喝，我说，酒系如菜
系，你说川菜、粤菜、淮扬菜，哪个
菜系更好吃？ 适口为珍，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本地酒才是最好的。 只
是很可惜， 我们河南人很少喝河
南酒。 ”对于豫酒萎缩，田金岭不
甘心，“我要用这个小酒坊， 证明
河南酒不差。 ”

田家酒坊确实收获了一批忠

实粉丝。腊月二十八（2月 7 日）下
午，酒坊里不断有人沽酒。 一位当
保安的老酒友来了， 买了 5 斤散
酒，花了 200 元。 “过节喝点好酒，
这些够我春节慢慢喝了。 ”他年逾
花甲，身体健朗。3 年前，他喝的是
8元一斤的外地烧酒， 一天一斤，
直到有天走进田家酒坊。“30 元一
斤的散酒，喝不起，喝不起！ ”他品
尝了酒，眼睛发亮，却又心疼钱 ，
最终还是禁不住诱惑， 改喝田家
酒，一天二三两，慢慢品啜 ，既满
足了口味，也照顾了钱包。 人间有
味是清欢，大概如此吧！

一个开奔驰车的酒友来了 ，
要了两箱瓶装酒，总共 600 元钱。
他用微信支付了两次， 又用支付
宝付了一次 ， 终于凑够买酒钱 。
“今年生意不好做啊，你的酒卖得
怎么样？ ”他与田金岭随口聊着。

“是啊， 今年卖得不比去年，
凑合过吧。 ”田金岭附和着他。

这是一位建筑业的包工头 ，
以往常在田家酒坊买酒， 出手阔
绰，一掏就是两三千元钱。 他认为
这酒喝着顺，价格也不高，与工友
们一起喝正好。 最近半年来，他买
酒次数少了，听说生意不顺利。

2023 年， 田家酒坊卖了几十
万元钱的酒， 除去开支， 赚得不
多。 但是田金岭很淡定：“卖不出
去就存着， 存酒比存钱强， 能升
值。 养新酒，赚老酒，我不怕酒卖
不出去，这是一辈子的生意，只要
不以次充好，不掺杂使假，酒只会
越放越好。 我赚的是时间的钱。 ”

时间会给他丰厚的回馈 ，但
是他又有多长时间来坚持？ 他已
届知天命之年， 子女都是名牌高
校的研究生， 即将毕业， 前途大
好，已经确定不接他的班，田家酿
酒到他这一代， 面临后继无人的
窘境。 “春节走亲戚，我准备游说
子侄辈来学酿酒，这项非遗工艺，
不能断送在我的手中。 ” 田金岭
说。 ②11

������为积极响应省、市“百花迎新乐
中原———河南文艺界新春欢乐行”活
动号召，周口市摄影家协会深入乡村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图为 2 月 7 日，
周口市摄影家协会来到淮阳区郑集
乡官路边村为乡亲们拍全家福、送春
联共贺新年。

记者 沈湛 摄

沈丘：

打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枪”
本报讯（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秦

云飞 ）“以往企业多采用租赁的方
式，向村民租赁农村闲置土地进行项
目投资开发。 由于没有产权，企业扎
不下根，放不下心，融不了资。 如今，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不但
农民和村集体可以得到土地补偿，企
业也可以更安心投资。 ”2月 6日，某
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 当日，位于沈
丘县老城镇西关村、白集镇苗营村的
4 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经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

拍卖成交 ， 成交金额达 1536.12 万
元，宗地总面积 82448 平方米（约合
124 亩），土地用途均为工业用地，出
让年限为 50 年。

近年来，沈丘县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聚焦农村土地改革，主动谋划、多
元探索、积极作为，于 2023 年成功入
选全国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县。本次公开交易地块是
该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的首批入市成交

地块。此次拍卖成交标志着沈丘县深
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

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试点工作在规范集体土地交易市场

秩序的同时，强力支持了乡村振兴的
土地要素保障。 ”沈丘县自然资源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项工作严格按照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审批

手续，先后进行确认地块边界、审核
规划条件、出具入市方案、呈报政府
批复等流程，并指导组织集体土地入
市决议大会。在充分尊重农民集体意
见的基础上，成功出让的 4 宗集体土
地使用权成交所得金额除去土地增

值收益调节金，剩余部分由村集体进
行集体决议后分配。

据了解，沈丘县获批全国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后，第一
时间建立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
双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 县委书记、
县长靠前指挥、亲自研究。 组建以县
自然资源局为主，县财政局、县发改
委、县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等
有关单位参与的县级工作专班。县自
然资源局联合河南省自然资源监测

和国土整治院组建入市试点工作专

班。 通过设立高规格组织机构，最大
化保障入市试点工作议事决策效率

和贯彻执行力度。
沈丘县充分学习研究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意见》 及下
发的 《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工作方案》，领会文件精
神，立足入市试点工作实际，多方征
求意见， 合理制定政府和集体之间
的收益分配比例，提出“村集体定出
让起始价+县政府定出让底价 ”的
集体土地出让定价机制， 以县政府
发布的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为依

据， 以地价评估公司的评估价为参
考， 由村集体组织民主决议大会确
定出让起始价， 最后由县政府组织
召开会审会决定出让底价， 既确保
了农民主体地位得到尊重， 又体现
了政府在集体土地入市过程中的指

导、监督和调节作用。
沈丘县主动作为、 多方举措、不

等不靠、边探索边实践，确保入市试
点工作顺利开展。该县先后以政府名
义发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相关政策文件 4 项； 组织到长垣
市、修武县等地深入调查研究试点经
验；对村集体入市申请、资料准备、方
案制订、 民主决议等进行全流程指
导；通过几次多方会谈，推动政府、银
行、集体、企业探索集体土地使用权
金融抵押贷款机制。 ②11

强化清运保洁服务让群众干净过节
本报讯（记者 李瑞才 通讯员

薛威）近期下雪量大加之春节人
车返周高峰，我市中心城区生活
垃圾量猛增，环卫清洁工作承受
着巨大压力。 市环境卫生服务中
心提前部署 ， 加大收集转运力
度，做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日产

日清 ，确保市民在干净 、整洁的
卫生环境中度过新春佳节。

“我们持续加大站点保洁力
度，保持站内外良好环境。 注重细
节， 不留死角， 确保环境整洁有
序。 ”据市环卫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连日来，他们根据中心城区实

际垃圾量， 进一步优化车辆作业
班次，加大转运力度，加班加点作
业，确保垃圾能够及时顺利转运，
有效避免因垃圾压缩设备满溢 ，
影响服务对象倾倒垃圾， 更好地
满足居民需求。 另外，他们持续加
强对生活垃圾终端处置厂的监

管， 督促相关终端处置企业做好
厂区的安全管理， 严防生活垃圾
带火星或易爆物混入垃圾堆积

区，确保处置设施完好，时刻关注
生活垃圾卸料区域危险气体浓度

的变化， 确保在安全有序的情况
下处置生活垃圾。 ②11

商水：

本报讯（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徐
超）近日，商水县阳城街道举行 2023
年度道德模范表彰大会，126 名道德
模范披红戴花受到表彰。 “作为一名
新时代的年轻人，孝敬老人是我们的
本分， 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尊老爱幼，
多做一些行善积德、 邻里和睦的事，
才能家和万事兴。”好媳妇、董营村村
民万楠在领奖现场激动地说。

近年来， 阳城街道从加强思想
道德建设抓起 ，加强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 ，坚持开展道德模范评选和
选树工作 ，为改进乡风 ，强化基层
治理 ，提升群众文化道德素质和参
与乡村治理能力 ，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 。 阳城街道被评为省级文明乡
镇 ，瓦房庄村被评为省级 、国家级
文明村 ，10 个行政村被评为省级卫
生村 。 2023 年 ，阳城街道和瓦房庄
村被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表彰

为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先

进单位。

此次评选出的 126 名道德模范
有好公婆 、好媳妇 、好乡贤 、创业好
青年和优秀胡同长等， 他们积极参
与村务活动 ，当好家 、作好主 ，善行
义举 、尊老爱幼 、勤俭持家 、扶贫济
困、勇于创业、爱护环境、积极向上，
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为乡村振
兴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们平时
参加村里人居环境整治和夜间巡逻

等工作， 帮助村里调解一些邻里纠
纷和矛盾，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没想到获得如此殊荣。 ” 优秀胡同
长、陈寨村村民张胜利说。

“这些道德模范身上集中体现
了百姓认同、社会推崇、时代需要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群众身边
看得见、 摸得着、 学得到的先进典
型， 他们的事迹让人感动， 给人力
量， 鼓舞士气， 值得全街道认真学
习！ ”该县阳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雷锐
表示，将继续凝聚道德力量，共建美
好阳城。 ②11

凝聚道德力量共建美好阳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