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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化 扫 黑 除 恶 ， 建 设 平 安 汝 州

“扶贫路上”征文大赛

主 办 ：汝 州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汝 州 市 扶 贫 开 发 办 公 室

5月 15日上午，在骑岭乡范集村的地

头，一位村民从麦田旁路过。当前，我市 78.

25万亩小麦丰收在望。据悉，虽然今年 3月

份持续干旱天气对麦田墒情有所影响，但小

麦长势整体不错，预计 5月底将陆续进入收

割期。

吴伟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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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日，蟒川镇任村一处农家小院内，

响起阵阵鸡鸣声。此刻的窗外刚刚泛起一丝

鱼肚白，年过八旬的杨老太却在床上翻来覆

去怎么也睡不着。这天对她来说是个重要的

日子，因为她要去城里表妹家走亲戚。

杨老太名叫杨桂英，今年已经 82岁了。

自小她就是个苦命人。出生在食不果腹的年

代，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20岁那年，经人介

绍她从娘家蟒川镇黑龙庙村嫁到了离家不远

的任村。夫家的条件也不算好，日子本就过得

紧巴巴，随着几个子女的出生，日子更是雪上

加霜。“我们这代人都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

的，以前穷啊，青黄不接的时候就不说了，条

件稍微好点后，住的还都是土坯房，吃的是红

薯面，偶尔能吃上顿白面馒头就幸福得像过

年……”至今杨老太回忆起以前的生活还直

抹眼泪儿。可每次说起现在的生活，杨老太直

言“像做梦，现在的日子好得想不到。”杨老太

经常逢人就夸，“以前村里破乱，到处是粪堆、

垃圾堆，不仅猪、羊满街跑，走的也是水坑路。

真没想到现在变化这么大。村里处处盖起了

小洋楼，也开上了小轿车，大家伙的腰包也一

天天鼓了。特别是这几年政府还给了各种低

保、补贴的钱，小孩上学也不用交学费了，日

子真是好得没话说。”

说这话的时候，杨老太总是笑眯眯的。但

最近大家伙经常能看到她总坐在门口发呆。

平时杨老太独自一人生活，虽然年事已高，但

她身体硬朗，偶尔还自己走到附近村里赶会。

一周前，女儿任盘回去看望她时感觉她似乎

有心事，在询问下，她告诉女儿想去城里走亲

戚。任盘考虑到这几年市区变化大，怕她找不

到路，就跟她说：“妈，你年纪大了，独自进城

我不放心，再说这两年市区变化大，我怕你找

不到俺姨家了。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于是，

任盘决定陪着老母亲走趟亲戚。但因为家里

有点事，此事就耽搁了几天。

可杨老太左等右等不见女儿来，就有点

按捺不住了，催促了女儿几次，双方终于定好

了日子。当天先与亲戚通了电话后，又辗转坐

上了去市区的公交车。刚到南环附近，杨老太

有点看傻眼了，对于眼前的变化她有点震惊，

“街上处处真干净、真好看。”望着眼前熟悉又

陌生的一切，杨老太忍不住对身旁的女儿感

叹：“总听你们说现在市区变化大，今天一看

确实是，虽然我以前来过很多次，可这次如果

不是你陪着我，我还真能在市区转丢了。”一

路欣赏着美景，没多久，公交车就到达了剧院

附近的站点。

站台上，杨老太的表妹史玄早已等候在

此，老姐俩一见面就拉住对方的手，有着说不

完的话。顾不上歇息，在史玄的提议下，她们

三人又坐上了免费的 2路公交车，到月季园、

五湖公园游玩了大半天，望着眼前的美景，杨

老太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个劲儿地说，

“美，美哩很！我也算是圆梦了，这辈子还能到

这么美的公园来看看，知足了。”时间过得飞

快，不知不觉已是下午了。

临别之际，妹妹偷偷塞给杨老太 200块

钱，让她平时买点必需品，杨老太摆了摆手

说：“不用给我钱，我现在每月政府还给发几

百块呢，够我老婆子养老了。”看到妹妹疑惑，

杨老太眯着眼睛笑着说道：“回想起以前，现

在的生活真幸福。你看，我平时发的有老龄补

贴以及社会保险等杂七杂八加起来有 300块

呢，看病有新农合报销，不仅不愁吃不愁喝，

政府还给钱养老，都是托了党的福，这日子真

是越过越好……”

“是啊，咱们现在的日子真是好，我们都

争取再多活一百年。”夕阳下，公交站台旁，传

来杨老太与表妹阵阵爽朗的笑声。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八旬老太走亲戚

何风英，女，57 岁，籍贯四川，短发，身材瘦小，看起来

十分精干，1982 年经亲戚介绍嫁到米庙镇焦岭村，由于她

话音中带着厚重的地方口音，被村民亲切地称呼为“小四

川”。

焦岭村位于米庙镇东北部，东与焦村镇相邻，北部紧挨大

峪镇，是坐落在半山腰的一个村庄，属深山区贫困村，群众居

住条件较差，农业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

何风英和丈夫魏文正就生活在这个村庄。

三进西藏 中印边界做生意
在焦岭村，提到何风英，人人都夸她敢想敢干，是位善于

动脑筋的人。

1992年，30岁的何风英考虑到焦岭村人均耕地少，土地

贫瘠，收入低，就动员魏文正带着年幼的两个孩子和娘家弟弟

一起，第一次进西藏做馒头卖馒头。刚到西藏，人生地不熟，有

时还受到当地人的欺负和排斥。谈起第一次进藏时的种种艰

辛，何风英满眼心酸。好在咬牙坚持下来，一坚持就是 3年。何

风英第二次进西藏是经营小吃店生意。第三次开始在西藏承

揽小型土建工程……随着时间的积累，和附近人由生疏到熟

悉。几年间，大家都知道了有个来自河南的媳妇———四川人何

风英淳朴、善良、吃苦耐劳。

在两个孩子和丈夫心中，何风英就是一家的“魂儿”，是家

里的“穆桂英”，带领一家人东奔西走做生意。长期的西藏生活

经历，何风英把视线投放到更远的普兰县———位于西藏与印

度边界的一座小城。当地举办的各类物资交流会、展博会到处

有她活跃的身影。

“我所经销的都是小东西，小孩儿衣服呀、妇女生活用品

呀、农副产品呀……通过这些物品的销售，我不仅赚取了一定

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何风英欣慰地

说。

当贫困户是个耻辱
尽管多年在外做生意、务工赚了不少钱，可是两个儿子上

学开销再加上又都先后结婚生子，何风英家里也没剩下多少

钱。后来，何风英的爱人魏文正先后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巨

大的医疗开支一度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

2015年底，要强的何风英被确定为焦岭村贫困户的那一

刻，她很不高兴。“我感觉当贫困户是最大的耻辱，觉得抬不起

头。俩孩子结婚、丈夫看病是花了很多钱，但总体还是自己做

得不够好，没有挣到更多的钱，让家人跟着受苦……”被确定

为贫困户后，何风英是满心的自责和不甘。

苦心经营 改变贫穷面貌
在邻居眼中，何风英是位不知疲倦、永远在奔波劳累的农

村妇女。在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眼中，何风英一家是最有志气

的贫困户。

由于年纪大和家人身体原因，何风英和丈夫再也不能像

年轻时那样出去挣钱了。“出去有出去的挣钱方法，在家也一

样有自己的活路。”为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何风英用尽了各种

办法，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何风英干活肯吃苦，土地上舍得下功夫，你到地里看看，

地里庄稼最好、草最少的肯定是她家的地。”“一个妇女家，除

了照顾患病行动不便的丈夫，还要照看三四个孙子孙女，还把

庄稼打理得这样好，这个女人不简单。”提起何风英，焦岭村村

民纷纷赞不绝口。村民赞誉声声的背后，是何风英的坚韧、辛

劳和付出。

为了搞好农业生产，何风英在照顾好丈夫和孙子、孙女生

活的同时，只要一有空，就泡到田地里，耕种、除草、打药。“干

农活，没有白出的力，只要功夫到，庄稼肯定长得好。”何风英

笑着说。

何风英考虑到焦岭村耕地大多为丘陵旱地，再加上春季

少雨的特点，粮食生产无保障，就通过熟人介绍，到米庙镇曹

庄承包了 3亩水浇地，用来种植小麦和玉米。同时，她还带领

五、六名妇女到邻村的一个果园打工，还当上了果园的大总

管，施肥、修剪、浇水、打药、除草等每一个环节她都全程参与，

生产管理所需要的各项开支，都一一登记，并及时报给果园园

主。

由于踏实肯干，增产增效显著。2016年 12月，何风英一家

人作为焦岭村第一批脱贫户光荣脱贫。

孝老爱亲 美中留有遗憾

美也环境、苦也环境。由于焦岭村地处山村，何风英的两

个孩子都招亲去了女方家，大儿子魏宏基招到了风穴路街道，

二儿子魏亚涛生活在焦村镇。虽然两个孩子都很孝顺，但这也

是她心里留有遗憾的地方。

日前，魏宏基和魏亚涛都和何风英夫妻俩签订了孝赡养

老协议，每月都会给她们送来 1000多元钱生活费，但在她看

来，这个协议根本不需要。

“现在孩子们压力大，都要养家糊口，我们老两口自己能

干的尽量多干一些，尽可能地不给他们增添负担，自己养活自

己。他们每月给的钱，我先替他俩存着，等有需要的时候再给

他们。”何风英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马艳君

“小四川”脱贫记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通讯员 赵世峰）
近日，在滨河公园的内流河边，黑色的粗水管不断往外涌出干

净的水。城东污水处理厂厂长赵建强捧起流出的水，用鼻子

闻，没味；又用手指捻，不粘。周围的人欢喜地拍照片和视频，

纪念我市中水利用迈出跨越性的一步。

中水利用是指将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后，回用

于市政、园林用水、公园绿地、景观水系、河湖补给用水，从而

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从 2015年起，我市开始将中水用于市

政洒水和绿化带灌溉，一年节约水资源 130万吨。此次中水用

于滨河公园的浇地用水、内河流水，将会使我市中水年使用量

达到 1300万吨左右。

是怎样让中水变废为宝的呢？带着疑问，记者走进了城东

污水处理厂，数字化中央控制室、标准化检验检测室，处处洋

溢着现代化气息。在厂区的西南角，有一座不起眼的三层小

楼，这里就是中水回用系统。污水在这里“转上一圈”就会“脱

胎换骨”：以污水处理厂的尾水为原水，经进一步处理后成为

中水，达到国家回用水标准，一部分用于道路清扫洒水、市政

杂用，另一部分经地下管网流入滨河公园水系作为景观环境、

园林灌溉。

从污水到无色无味的中水，城东污水处理厂付出了艰

辛的努力。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城东污水处理厂开工建

设回用水工程，采用纤维 D 型滤池工艺。随着环境整治日

益严峻，原有的污水处理设施已不能满足环保要求。2017

年 8月提标改造工程完成进行调试运行，污泥脱水由原来

离心机脱水改为板框压滤机脱水，含水率由原来 80%以下

降为 60%以下。目前，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18918—2002 一级 A排放标准，实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零排放。

没有车辆，没有船只，却是汝州物流企业中

的佼佼者。中原大易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家首

批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无船承运企业，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先后荣获国家 AAAA级物流企业，

2018年中国物流十佳成长型企业，河南物流企

业 50强等多项荣誉。2019年 4月底，在全市总

工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五一劳动奖和工

人先锋号表彰大会上又喜获“五一劳动奖状”荣

誉。

传统物流成本高、效率低，基于此现状，大

易物流抢抓发展机遇，依靠公司专业的信息技

术研发团队，创建了具有国内领先地位的大易

物流平台。该平台是一个互联网＋物流平台，向

国内物流业、交通运输业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办

公服务、商务服务、业务交流服务、物流运作服

务，为平台线上线下流程对接提供可靠的技术

保障。目前运输业务覆盖河南、山东、安徽、辽

宁、山西、陕西、新疆、天津、内蒙古、江苏等 10

余个省份，在平顶山、焦作、邳州等地设立了分

公司，在郑州、三门峡、商丘、巩义、阜阳、石家

庄、乌鲁木齐等地设立了办事处。

通过大易物流平台，货主可进行全过程的

可视监控，通过手机即可随时查询货物状态及

历史状态回放。司机可以利用平台快速匹配货

源，等装货时间大大缩短，降本增效。从平台历

史数据分析来看，车辆实载率提升到 68%，配载

时间降低至 10小时以内，运输成本扣除市场环

境因素降低了 3%-6%。同时平台为货主也提供

车辆管理、运单管理、财务自助对账开票申请等

业务，节省了货车运输公司的人力成本和管理

效益。

以陕西铜川到汝州的企业数据为例，此线

路运输里程约 600公里，在平台没上线之前月

均运价为 165元 /吨，车辆平均装卸车时间在

12个小时以上，平台运营后连续 6个月数据分

析显示，装卸车等待时间降低到 8小时之内，单车月转趟数从

3趟提升到 5趟，车辆利用率提升了 20%，月有效工作天数增

加了 4天，运费也从 165元 /吨降低到 150元 /吨。

大易物流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管理优势、资金优势、人

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目前

大易物流在全国 229家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中，交易额、运

量、整合车辆数河南省第一，全国前十。平台注册车辆 13万

辆，平台活跃车辆 4.6万辆，注册司机 4.4万人，累计运单 75

万单，交易额突破 16亿元。累计安排社会就业 150余人。仅汝

州市就有活跃车辆 3000余辆。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2.22亿

元，实现税收 1.21亿元，缴纳各项税款 9100万元。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小亚 通讯员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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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中水利用迈出跨越性一步

污水零排放 废水成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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