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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邮政快递小哥，在投递邮件
中，发现拉面馆内店主夫妻双双煤气中
毒，危急时刻，他挺身及时救助，使昏迷
的夫妻转危为安。事发一周后，店主托
家人送锦旗，这起快递员救了两条人命
的感人事迹才被人知晓。

昨日，一面写着“一次真诚的帮助，
一生永远的恩情”的锦旗，被马学忠送
到中原区邮政公司。马学忠是拉面馆
主人的弟弟，他很是感激地说：“我哥哥
和嫂子回老家看病去了，我代他们感谢
郭占义。”

中原区邮政公司的负责人得知此
事，立即向投递员郭占义询问情况。在

大家的追问下，郭占义讲述了 7 月 28
日救人的惊魂时刻。

“7月 28日上午 10点多，拉面馆老
板苏一奴四有个快递，我来拉面馆时，
发现店门反锁，打几次电话也没人接。”
郭占义感到纳闷，就把玻璃门扒开一条
缝想看个究竟。谁知，刚拉开门缝，就
闻到一股刺鼻的煤气味。

“情况危急！”郭占义感到不妙，于
是强行破门。

“快，救救我。”刚进门就听见女主
人马录给牙微弱的求救声，郭占义抱起
瘫软在地的马录给牙就往大门外跑。
刚放到大门外，又听到马录给牙吃力地

说：“里面还有人，里面还有人。”
“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郭占

义边喊边冲到拉面馆的里面房间。
跑进里间，只见一个男子已经昏迷

在地。男的较胖，快递小哥抱不动，在
隔壁烧饼店的老板赵好杰的帮助下，一
起将男子抬出来。此时，附近商户拨打
了 120，左邻右舍的商户纷纷围过来，
给他们扇扇子、遮阴。

120急救车赶到后，将昏迷的夫妻
拉走急救。“幸亏送医及时，不然后果不
堪设想。”急救大夫说。夫妻二人经过
治疗于当天下午出院。

昨日，记者电话联系到苏一奴四

时，他正在甘肃省临夏市的老家治
病。“要不是邮政快递小哥，我们就没
命了。”苏一奴四感激地说。据了解，
苏一奴四 28岁，马录给牙 23岁，两人
现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两岁多，小的才
8个月，今年 5月初来郑开拉面馆。说
到煤气中毒的原因，苏一奴四说：“我
们饭店烧的液化气，我早上 8 点生火
做饭，没注意饭店封闭太严实，烟排不
出去，结果煤气中毒。”

快递小哥郭占义今年 3月入职邮
政投递，谈起救人，他说：“对于投递员
来说，包裹很重要。但人命关天时，包
裹可以不要，我必须要救人。”

拉面馆夫妻煤气中毒昏迷，危急时刻，快递小哥及时赶到——

送一次快递救两条人命
本报记者 孙志刚

8月 5日，梨园村大戏台即将完工。
戏台位于新郑市新村镇梨园村南

头，高 20多米，仿古建筑，包括两侧钟
鼓楼、文化广场、休闲长廊、标准化公厕
等，总投资近200万元。

“戏台是村里的文化中心，也是村
里新地标，将来是新郑甚至省会郑州戏
曲文化的地标。”梨园村支书陈保杰年
近 50岁，他说：“梨园村已与省电视台
移动戏曲频道梨园梦栏目签约合作，并
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大戏台将成为梨园
春海选地和主会场。”

戏台附近的道路农舍，白墙灰瓦，
墙壁上戏曲彩绘素雅清新。“全村分为
戏曲文化、孝善文化等几个区域。”在村
工作十多年的陈保杰说，人居环境改善
中，梨园村植入文化元素，在全村主要
道路两侧完成墙体粉刷喷绘。同时，新
郑市豫剧团定期在村里开展戏曲培训，
以提升村民戏曲欣赏演唱水平。

据村里老人讲，春秋战国时期，梨园
村是新郑通往密县、荥阳的必经之地，也
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也叫宜(遗)城寨，又
名蒋马庄。村东头有数棵大梨树，南来
北往的行人常在这里歇息、交易。久而
久之，人们把这片辗转之地称之为梨园。

如今的梨园村，已是新郑市农村人
居环境改造示范村。在村民陈风军家，
二层楼房前的院子干净整洁，西南角的
厕所刚刚完成“一蹲一坐”改造。

“比过去旱厕干净多了。”陈风军说，
村里环境的改善，直接带来了村民素质

的改善，乱倒垃圾的少了，车辆乱停乱放
的少了，不打扫庭院卫生的少了……

去年 9月，梨园村启动人居环境改
善项目。主要包括道路、雨污水管道、
路灯等基础设施。目前各项工程接近
完工，总投入约1200万元。

陈保杰指着村东头一片刚种上果
树的游园说：“单说清理垃圾一项，一下
把村里的垃圾清理干净了。全村十几
个垃圾死角清理完毕，腾出的地方绿化
建成了小游园。”

去冬今春，村民们在村西边种下
50亩梨园。夏日阳光下，果树长势喜
人。此外，村里还有桃园、核桃园、葡萄
园等杂果园，107 国道、南水北调干渠
穿村而过。

“利用交通区位和生态文化优势，
打响戏曲文化牌，发展农家旅游产业，
是村庄发展的方向。”陈保杰相信，梨园
村“戏路”越走越宽。

梨园村的“戏路”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张立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
员 邱晔 文/图）瓶盖、饮料瓶、
纸箱……这些在常人眼中无用
的垃圾，在一群小志愿者们眼
中却成了宝贝。连日来，二七
区妇联、大学路街道、祥和社
区、二七区沐芳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联合实施的“绿城使者”行
动之折翼天使筑梦项目活动
中，小志愿者们通过开展“创意
坊随手公益”——垃圾分类宣
传推广、变废为宝、清洁家园等
活动，用行动践行“绿色宣言”。

一大早，沐芳小志愿者孙
瑾和她的弟弟就来到了沐芳活
动室，开始有条不紊地整理回
收过来的饮料瓶、瓶盖、纸箱、
废旧条幅等。随后，小志愿者
们走进消防通道楼梯，将烟头、
垃圾一点点地扫出来，给周边
环境“洗个脸”。

雪人、蜻蜓、小花盆……活
动室里，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瓶
盖、废纸、塑料袋逐渐“变身”成
了一个个工艺品，逼真可爱。

“‘巧手达人’是我们的品牌，活
动室里精致的手工作品，都是
小折翼天使和与他们结对子的
小志愿者们亲手制作出来的。”
沐芳社工相关负责人介绍，大
家用自己的双手，把这些日常
垃圾逐渐变成精美实用的手工
作品，环保又美观。

二七区妇联负责人表示，
垃圾并不是全都是废品,经过
加工、再利用，被注入“新鲜血
液”的垃圾，能再次焕发它的光
芒。小朋友们将垃圾制成手工
艺品，环保又美观，同时也提醒
广大市民，平日里要养成良好
习惯，对垃圾进行分门别类，提
升垃圾循环利用率。

推广垃圾分类
巧手变废为宝

昨日，管城区紫荆
山南路街道航海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联合紫南阳
光家园及辖区单位，共
同举办“浪漫‘七夕’，一
生有你”庆“七夕”主题
活动。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唐
彦红）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昨日，惠
济区刘寨街道同乐社区开展“庆‘七
夕’兴家和万事，助邻里共建和谐社
区”主题活动，邀请社区 7对老年夫妻
共度‘七夕’节日。

活动以一首《敖包相会》开始拉开
序幕。接着，社区居民李自达、刘万锋
讲了自己与爱人风雨同舟几十年的相
爱人生路。主持人穿插介绍中国诗
词、戏曲中歌颂爱情的片段，社区居民

张文华与老伴又即兴来了一段戏曲
《月下相会》。美好的唱腔和表演赢得
大家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大家在志愿者的指导下
合作编织手链，表达“相守一生”的承
诺。居民张宏将亲手制作的手链给老
伴戴上，看到老伴收到礼物后幸福的
笑容，张宏非常激动：“结婚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给她送过礼物，这次参加活
动，算是表达了这一路走来对她的感
谢，老伴辛苦了！”

伉俪情深迎“七夕”
重温相爱人生路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巩义市
夹津口镇焦赞岭油葵花海基地，
这里的 360 亩油葵已经全面花
开。油葵不但可以欣赏，而且出
油率高。将乡村装扮得分外美
丽，吸引游客观光游玩，带动了乡
村旅游发展，给当地群众带来了
实惠。

夹津口镇立足于山区特色产
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效益提
升为主线，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统
筹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
示范园区载体建设，精准描绘产
业振兴蓝图，初步建成了连翘、药
材、花椒、小米、蜜桃、油菜（葵）等
六个千亩种植基地，实现了“乡村

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有特色”的
目标，走出了一条以产业振兴带
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路子，昔日
的荒山荒坡，如今变成花海。

刚瑞农场是该镇第一家成立
的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游刚去年
响应镇政府的号召，南上嵩山承
包 1500亩荒山发展连翘，经过一
年的努力，昔日荒山变成了层层
花海，已有不少药业公司慕名前
来基地考察。刘游刚看到了希
望，今年又在双河村焦赞岭承包
了800亩耕地，聘请林科院教授现
场指导，在完成栽植 400 亩蜜桃
后，又谋划发展梯田花海项目，目
前已栽植油葵300余亩。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窦
盼盼）“我觉得这一条应该是这
样：为人处世和为贵，核心价值时
时念……”昨日，在巩义市米河镇
明月村的会议室，村支三委正在
细心讨论村规民约该如何制定。

巩义市村规民约推进会召开
以后，米河镇详细部署安排相关
工作，要求对以往复杂难记的村
规民约进行删减，确保其方便记
忆，朗朗上口。同时要求让党员

成为宣传村规民约的“大喇叭”，
充分发挥党员作用，走村入户宣
传好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不再
是藏在抽屉里的一大本，而是方
便张贴在门口的一张纸，成为老
百姓日常行为规范的公开准则。

针对乡村“熟人社会”实际，
把物质奖励和群众“面子”有效融
合，奖励和罚则同步写入约定，并
通过即时的监督和信息公开，增
加了村规民约的约束力。

新雨过后，空气清新，书屋的
工作人员正在打扫门前的雨露。

一位高中生模样的小伙子问
道：“你好，这里是公益的吗，能免
费借书吗”？

“是公益的，可以免费借书。”
工作人员回答道。

回到书屋，工作人员还未站
稳脚跟，又听到这样的问话：“阿
姨，这里的绘本图书我可以免费
看吗？”一位小学生模样的小姑娘
带着期盼的眼光问道。

“妈妈，这里还有水吧，有好多
饮品呢。”还未等工作人员回答，小
姑娘就拉着妈妈的衣角到水吧跟
前，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水吧。

环境优雅、免费借阅、预约借
书、借阅无限制、超低价饮品……
这些要素成为这家城市书屋的

“标配”。
城市书屋位于文博西路与俭

学街交叉口向北 100米路西。它
的主人文化路街道办事处，经过
近半年时间精心谋划，打造了郑
州市首家公益性街头书屋。

记者看到，书屋以文化建设
为主题，涵盖智慧借阅、休闲聚

会、课堂辅导、学习交流、水吧饮
品等多种功能，上下两层共370平
方米，容纳图书1.2万余册。

据了解，书屋采取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运营模式，由河南省
实验中学无偿提供场地，办事处
投入 80余万元完成设计施工，引
入本土阅读品牌——阅开心文化
主题生活馆、郑州曼铭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运营。书屋的书籍由办
事处和企业共同承担，办事处出
资 10万元购书，购置的书籍用于
租借；企业提供 30万元的书籍用
于租借和销售。

负责书屋日常打理的小谢告
诉记者，书屋以免费租赁和借阅
为主，租书不收费，只收押金。同
时，书屋还设置了水吧，水吧以低
于市场价格向市民提供一些饮品
和糕点。

书屋可以说占尽天时地利人
和之便，紧邻河南省实验中学、文
化路一小、郑州九中、郑州市教工
幼儿园等教学集中区。记者采访
时发现，不仅有小读者慕名而来，
而且还有同学结伴学习、母子同
堂学习的温馨场景。

公益书屋让街道更有文化范儿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申晓东文/图

昔日荒山变花海
本报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刘伟峰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记者昨
日从高新区创新发展局获悉，高
新区第一批科技创新专业服务券
申请工作已经结束，共有760家申
请 单 位 通 过 预 审 核（通 过 率
88.4%），将发放服务券5000.05万
元。

为市场化配置创新创业资
源、系统性构建创新创业生态，高
新区于2019年正式启动科技创新
专业服务券工作，决定两年投入 2
亿元财政资金，支持辖区中小微
企业向服务机构购买专业化服
务，降低企业创新创业投入成本。

全区第一批共有 860 家单位
申请服务券，经过各园区运营中
心预审核，共有 760家单位通过，

拟 发 放 服 务 券 共 计 5000.05 万
元。经统计，获批申报数量排名
前三位的服务类别为：项目申报
服务，529 家单位获批，数量占比
69.6%；知识产权服务，175家单位
获批，数量占比 23%；检验检测服
务，145 家单位获批，数量占比
19.1%。获批金额排名前三位服
务项目为：项目申报服务获批总
额 2450.3万元，占比 49%；检验检
测服务获批总额 636.38 万元，占
比 12.7%；知识产权服务获批总额
392.67万元，占比7.9%。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2019年
第一批科技创新专业服务券拟发
放名单》将进行公示，公示期满
后，将完成首批服务券发放工作。

高新区即将发放首批
科技创新专业服务券

村规民约“约”出文明新乡村

昨日，金水
区环保局联合区
千人计划PM2.5
特别防治小组、
兴达路街道办事
处对兴达路辖区
城乡接合部空气
质量监测站点周
边情况开展无人
机巡查，为精准
治污提供技术支
持，大大提高了
环境监察效率。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改善人居环境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建设““四美乡村四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