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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好声音乡村振兴好声音
和美城乡新实践和美城乡新实践

全力推进环境整治 宋楼镇姚庄村提升村庄美丽指数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相冉

史慧娟 赵恒）近年来，宋楼镇姚庄
村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补
足设施短板，强化宣传引导为重点，
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
优化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
方式，农村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村内条条小巷干净整洁，一排排
整齐的农家小院绿树掩映，从村这头
到村那头，一步一景，全然没有了之
前村内垃圾乱堆乱放的痕迹。

姚庄村的每个自然村都在远离
村庄地带集中设置了一处垃圾存放
点，每天由专用车辆进行清运，村庄
保洁覆盖面达到100%。推行每天生

活垃圾清洁直运以来，姚庄村已基本
实现“垃圾不落地、异味不扩散、清
运不过夜”的治理目标。

此外，为了进一步引导群众牢固
树立爱护环境的意识和生态的文明理
念，实现人居环境由“一时美”到“持久
美”转变，姚庄村还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设置环境督导员每天进行巡察，监
督村庄环境保持常态化清洁。

垃圾治理改变的是村民的生活
卫生习惯，给乡村环境带来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下一步，姚庄村将继续加
大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使
垃圾治理更加深入人心，让乡村的颜
值越来越高。

百年古桑树成为“新风景”
首羡镇黄楼村刷新“颜值”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路

硕 孔文静）首羡镇黄楼村通过
开展村庄垃圾清理整治等行动，
让乡村增“颜值”、提“气质”，切
实美化人居环境。

为改善村内人居环境，黄楼
村两委通过村庄绿化、治理坑塘、
硬化道路、安装路灯等一系列措
施，使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路周边不是花园就是菜园，
到处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环境好
了，住在村里心里都舒坦、开心。”

村民谷春翠感触颇深地说。
当百年古桑树遇上“新生”公

园，黄楼村的“新门面”让村民齐
点赞。黄楼村古桑树公园里，绿
树葱茏，在一棵 150 多年的古桑
树旁，村民三五成群，不时传出一
阵阵的欢声笑语。

“我们从小就在这棵古桑树
下玩耍，后来村里把这里改造成
了游园，还修建了亭子，铺设了健
身步道。现在，晚饭后来这里散
步，别提有多好了！”黄楼村村民
王海连说。

一边是古树的沧桑，安静陪
伴；一边是环境的治理，焕发新
生。这棵古桑树记录着黄楼村村
民生活起居的点点滴滴，见证着
整座村庄的环境变化。

该村还通过“美丽庭院”创建
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提升环保意
识，解决了院子、园子、屋子“脏乱
差”问题，以“小家之美”助“大家
之美”，实现由家家干净向村村干
净转变。

聚力人居环境整治 赵庄镇许庄村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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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徐剑峰
周扬 蔡承哲）人们常用“三个女人
一台戏”来形容传统家庭成员之间相
处的不容易，在首羡镇董庄娥墓堌村
却有一个“妯娌相处三十年，亲如姐
妹孝双亲”的动人故事。她们不仅负
担起家里的农活，还悉心照顾着公
婆，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三
十多年来没有一句怨
言，她们就是任
玉 荣 、李 新
景 、张 兰
芝。

董
庄 娥
墓 堌
村 有
一 个
四世同
堂 的 大
家庭，婆婆
渠爱云已经近
90 岁了，公公前两
年去世，三个儿子常年在
外打工，全家的农活就落在了三个妯
娌的身上。说起任玉荣、李新景、张
兰芝三妯娌，村里人都说她们不是亲
姐妹，胜似亲姐妹。平日里，不论下
地干活，还是照顾婆婆，外出赶集，三
人都是形影不离。

近日，记者前去探访渠爱云老
人，老人恰好在三儿子家吃早饭。见
到老人时，她正坐在客厅，面色红润，
浑身上下干净整洁。说起自己的三
个儿媳妇，婆婆渠爱云赞不绝口，直
夸她们比自己的亲生闺女还亲。

多年来，任玉荣、李新景、张兰芝
妯娌三人尽心尽力孝敬公婆的事迹
逐渐在村里传开了，成为一段佳话，
得到了左邻右舍的一致赞扬。渐渐
地，她们也成为了全村人心中的“最
美儿媳”。

“她们从来没把照顾老人当负
担。熟悉她们的人都觉得，老人现在
90岁了还那么有精神，多亏了她的三
个儿媳。”村民张玉莲说道。

俗话说：“亲兄弟，仇妯娌。”虽然
这句话描述得并不一定准确，但也确
实是一些妯娌关系的真实写照。可在
孙家，这三位妯娌却相处得亲如姐妹。

三儿媳张兰芝说，自己刚结婚
时，也担心和嫂子们关系处不好。然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她发现两
个嫂子像姐姐一样包容她、帮助她。
特别是在她有了孩子后，嫂子们对侄

儿侄女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
放学后经常到嫂子家里吃饭。三人
就这样在互相关照中，关系愈来愈融
洽，感情愈来愈深。

“两个嫂子对我既体谅，又包
容。她俩在为人处事、持家各方面都
是我学习的榜样。”张兰芝如此评价
两位嫂子。

“家和万事兴。妯
娌之间也应该像

兄 弟 姐 妹 一
样 ，相 互

尊 敬 、
相互爱
护，共
同 经
营 一
家 的
幸福平
安 。 作

为 大 嫂 我
更应该在孝敬

老人等各方面带好
头。”大儿媳任玉荣则表

示两个弟媳人很好。
妯娌三个经常聚在一起，你一言

我一语围着老人聊些开心的事。听
着儿媳们暖心的话语，老人的心里也
美滋滋的，坐在几人中间，脸上笑开
了花。老人看病或者需要添置东西
时，她们从不在意谁拿得多、谁拿得
少，谁家这段时间经济宽裕了就多拿
点儿，如果谁家这次拿钱少了，下次
有事时就会自觉多拿点儿。

二儿媳李新景是家里的开心果，
她喜爱唱歌唱戏。李新景觉得，不管
社会怎么变，不管人情怎么变，孝敬
父母、尊老爱幼的家庭美德不能变，
这种观念要影响孩子，代代相传。

身教胜于言传，三妯娌尽心尽力
孝敬老人的举动自然也让孩子们看
在了眼里。虽然老人的孙子孙女现
在大多在外地工作，但经常打电话嘱
咐妈妈照顾好奶奶。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和奶奶的
关系特别好，等妈妈年龄大了，我们
也会尽心照顾她的，因为她为我们做
出了榜样。”孙女孙旋旋动情地说。

有人把婆媳关系称为天底下最
难相处的关系，但在任玉荣、李新景、
张兰芝眼里并不是这样。她们用三
十年平凡的坚守带给了我们深深的
感动，她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光辉，在当今社会中显
得尤为珍贵。

娥墓堌里传佳话
妯娌三人争尽孝

江苏桂柳牧业丰县有限公司《畜禽养殖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2018 年），现
将江苏桂柳牧业丰县有限公司
《畜禽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的有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环评报告书查阅方式
纸质版：可以向建设单位索

取。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丰县的所有公众，及评价区域
周边的公众，以及对本规划关心
和了解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
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意见

表样式，也可登录网站查阅：http:
//www.mee.gov.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在本公告公示期间，公众可通

过电子电话、传真、信函、邮件或
者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
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负
责审查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意见。

实施单位名称：江苏桂柳牧业
丰县有限公司

联系人：鲁总
联系电话：15052062457

五、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江苏博悦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滕先生
电话：18652970566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大

众创业集聚产业园
邮箱：294968870@qq.com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马强
史慧娟 陆润清）近年来，赵庄镇许
庄村通过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于细微之处扮靓“面子”、做实

“里子”，从“一处美”到“一片美”、
从“环境美”到“内涵美”，绘就了一
幅美丽乡村的新画卷。

全新的步道与凉亭相映成趣，
微风拂过，绿树摇曳，水面泛起点点
涟漪，倒映出村舍墙画。三五成群

的村民坐在水塘岸边的长廊下、凉
亭内休憩纳凉、闲话家常，一幅乡韵
悠悠、美丽和谐的村庄新画卷展现
在眼前。

去年，许庄村通过了废旧坑塘
治理方案，经过垃圾清理、补足设施
等一系列举措，赋予了坑塘新的生
命和活力。经过集中整治，现在的
水塘两岸种有花草，修建了休闲廊
亭和步道。

小坑塘连着大民生，许庄村的
坑塘治理是其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
缩影。在开展坑塘治理的同时，许
庄村多向发力，全力营造干净整洁、
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乡村人居环
境。

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许庄
村将激发广大群众的内生动力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引导村民自觉参与
到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来，做人居

环境提升的主要参与者。
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不断提升人居环境质
量，推动村庄环境由“外在美”向“内
在美”“一时美”向“持续美”转变。

常店镇残联举办残障人士辅助性就业项目技能竞赛
本报讯（融媒体通讯员 陈忠联）

日前，常店镇残联以“技能助残·梦想
起航”为主题开展的残障人士辅助性
就业项目技能竞赛，在善举残疾人之
家、徐庄村忠联残疾人之家的辅助性

就业车间举行。
本次竞赛设磁环线圈、电动车顶

灯、控制器挡板加工 3 个比赛项目
组。残疾人之家的 3支代表队、18名
选手在现场展开角逐。

竞赛现场，选手们个个铆足了
劲，心无旁骛、你追我赶。在热闹的
气氛中，比赛很快分出了胜负，并决
出了一二三等奖。

常店镇残联负责人表示，举办残

障人士辅助性就业项目技能竞赛，不
仅培养了他们的生产技能，也充分展
示了新时代残障人士自强自立、热爱
生活、追求梦想的精神风貌。

致富路上“领头羊”履职尽责显担当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杨斌

杨进博）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
短也不短。在范楼镇邓庄村，该村
的木耳产业在五年的时间里得到蓬
勃发展。羊肚菌产业蓄势待发，村
集体经济收入翻倍，村民口袋越来
越“鼓”……这都离不开邓庄村的发
展领头人——邓克强。

谈起邓庄村以“小木耳”带动产
业大发展、助力百姓增收致富的乡
村振兴图景，就不得不提到该村党
支部书记邓克强。邓克强担任邓庄
村党支部书记有五年的时间，刚上
任时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 10 万
元左右，村民多种植小麦、玉米等传
统农作物。为了改变村子经济发展
基础薄弱的困境，邓克强经常外出
调研，寻找致富出路。

2019 年，邓克强带领村两委班
子通过考察调研确立了种植黑木耳

为本村的主打产业，并很快制定了
一套完整的发展规划，但却卡在了
资金的问题上，这时候后方帮扶单
位省委驻丰县乡村振兴帮促工作队
的到来解决了资金难题。

在邓克强的带领下，邓庄村党
支部坚持“自上而下”抓引领，聚力
描绘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蓝图。按
照“村集体经济三年倍增”计划、

“一村一策”实施方案要求，积极探

索构建“党支部+后方单位+村级集
体经济”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在省委
驻丰县乡村振兴帮促工作队的鼎力
帮助下，木耳产业在邓庄村落地生
根。经过几年的发展，年产值达到
近 200 万元，村集体收入近 50 万
元，同时安置本村闲置劳动力 300
多人次，人均增收8000元。

为了拓宽增收渠道，提升村集
体造血能力，邓克强还注册了本土
品牌“汉时丰味”商标，涵盖木耳
酱、牛蒡酱、牛蒡酥等八类本土农产
品加工产业，同时开通电商直播，让
本土品牌走出去，村民钱包鼓起来。

“下一步，我将继续带领村民积
极探索特色种植，打造农产品加工
品牌，完善产业链，拓宽深加工种
类，不断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
生动力，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对于
未来的发展，邓克强信心满满。

尊敬的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暑假已经过半，同学们

或是惬意游览风景名胜，或是尽情徜
徉在知识的海洋，又或是怡然享受温
馨的家庭生活……欢度暑假的同时，
请大家一定要把交通安全牢记心间。
为切实保障学生出行安全，丰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持续加强学生群体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同时请家长积极配合做
好对学生交通安全教育监管，确保学
生交通安全。为此，丰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现向广大家长朋友提出如下倡
议：

1、教育孩子学习、遵守交通安全
法规，积极、主动、自觉地维护交通秩
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电动自行
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都
必须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未悬挂号牌
的不得上道路行驶。未满12周岁不得
骑行自行车；未满 16 周岁不得骑行电
动自行车；未满 18 周岁且未取得相应
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骑行电动轻便摩
托车、电动摩托车和普通摩托车等交
通工具。

2、年满 16 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须
悬挂号牌、佩戴符合国家 3C 质量认证
的安全头盔。不得并排骑行、不强行超
车、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更车道、不闯
红灯，后座不得载人，安全文明驾驶。

3、家长要自觉承担起家庭教育和
监护责任。注重家庭教育，抓好子女

交通安全教育，增强学生的交通安全
观念，培养文明交通意识。家长坚持
以身作则，拒绝给未满 16 周岁的孩子
购买和提供电动自行车。

4、教育孩子出行要乘坐车况好、
牌照齐全的车辆，严禁乘坐无牌照、无
保险、车况差、超员和报废车辆，乘坐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时要规范佩戴安
全头盔，乘坐汽车时要规范使用安全
带或安全座椅；严禁乘坐货运车、摩托
车、机动三轮车、农用车等非营运车
辆。

5、教育孩子不要边走路边看书、
玩手机或追逐打闹。横穿马路要走人
行横道，没有人行横道的要注意来往
车辆，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要
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通过有信号
灯控制的路口，要走人行横道并服从
交警和信号灯的指挥，不得闯红灯。

6、在带孩子出行时，应主动服从
交警和学校安保人员的指挥，要按规
定停靠车辆，做到安全文明行驶，不得
超速超员、不闯红灯，不争道抢行。

孩子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牵挂，
交通安全关系到孩子的一生，也维系
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积极行
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共
同努力为孩子撑起一片平安的蓝天，
为孩子的出行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

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2023年8月1日

丰县交警致广大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