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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本报讯 3月 15日，在新郑市具茨山
管委会油坊沟村特色羊肚菌种植大棚
内，一朵朵伞状的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
喜人。远远看去，象牙色的菌柄如点点
星光四散在田里，煞是好看。这是油坊
沟村扶贫大棚种植的第一批羊肚菌喜获
丰收。

近段时间是羊肚菌生长的重要时间
节点，浇水、调温等工作需要人工操作，
稍不注意之前的努力都将毁于一旦。
为确保防疫、生产两手抓、双胜利，具茨
山管委会党委立足“早”字，积极谋划部
署春耕工作，对入棚工人定棚定员，做
好采收准备，同步进行先期订单预定，
防止采摘后因疫情耽误销售。同时，还
在基地入口设置卡点，凡进出必先消毒、
测体温。

“浇大水，用微喷，浇透，棚内不闷就
尽量不通风，温度一定不能高于 22℃。”
“要根据太阳照射方向灵活升降棉被，增
加棚内光照的同时防止高温。”当日，郑
州农科所的老师针对羊肚菌的生产情况
进行云指导。

疫情当前，管委会随机应变，早早与
郑州农科所的老师联系。老师和种羊肚
菌的基地负责人赵书申商定了通过微信
进行沟通指导。有问题拍个照片发给老
师，或者打开视频在老师的指导下拍摄
观测，很快就能得到技术回复，这给头年
种羊肚菌就遇上了疫情防控的赵书申吃
了颗定心丸。

“老师比我还操心，每天都要问问我
地里情况咋样。我们之前单种了两棚，
后来又和葡萄一起套种了5棚，结果单种
的出菇了，和葡萄套种的 5棚却没个动
静，老师们特别着急，后来拿放大镜配合
着拍了照片，能看到小菌菇了，才放心。”
对于郑州农科所老师的指导，赵书申万
分感激。

今年碰上新冠肺炎疫情，但因为指
导到位、管理得当，羊肚菌的生长并未受
到太大影响。还因为早谋划、早销售，通
过互联网、微信，提前就把订单订满了。

“第一次种植取得的成功，给了我极
大的信心，加上今年积累的管理经验，明
年羊肚菌种植能进一步实现扩产增收。”

赵书申高兴地说。
据悉，油坊沟村羊肚菌基地有近

5500平方米的大棚陆续出菇，预计单棚
净利润 1万元以上。基地用工高峰期单
日可达 10人以上，解决了部分因赡养老
人、带在小孩无法外出工作的剩余劳动
力就业。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赵颖 文/图

为让猫头鹰孵化小宝宝
新郑居民腾出自家厨房

本报讯 2月 4日，在新郑市辛店镇新
镇区居住的居民赵彩红，发现自己家抽油
烟机排烟管道里有只猫头鹰正在孵化幼
雏，当即拨打 110报警电话。派出所民警
赶到后无法处理，把消息转送新郑市林业
局办公室，新郑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及时安
排临时救助点同志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工
作人员表示，如果在猫头鹰孵化期进行搬
动，必将造成小猫头鹰死亡，并向赵女士讲
解了猫头鹰的这一特点。赵女士听后爽快
地表示不会惊动猫头鹰，愿意暂时腾出厨
房，并动员老公加固管道，两人从三楼搬到
四楼做饭居住。他们说，等猫头鹰飞走后
再使用这个厨房。如今，4只可爱的猫头
鹰在两只大猫头鹰的轮流值班下慢慢成
长，估计近期可望飞走。

据工作人员介绍，猫头鹰为益鸟，繁殖
时间一般在2月至6月，繁殖过程中不营巢，
多利用树洞、岩穴或其他鸟类合适的弃巢
孵卵育雏。产卵数量不定，体形较大者产
卵较少，而体形较小的种类产卵通常较
多。孵化期约一个月。孵卵一般仅由雌
鸟完成，育雏则雄雌共同承担。

林业局工作人员提醒大家，非专业人
员切勿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特别是猛禽
类，疫情期间尤其要注意。遇到受伤野生
动物，需及时报林业野保部门救治。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朱全中 文/图

“三送一强”助力新郑企业
多举措高效便捷服务创业

本报讯 为落实新郑市在疫情防控期
间为企业“送政策、送服务、送要素，强信心”
的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新郑市政
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经与刻章企业沟通。

即日起，新郑区域公章刻制成本再次
减半，新开办企业只需要 200元就能刻制
一套5枚公章，每枚印章40元，（含行政章、
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合同章、法人章），非
新开办企业公章丢失、损坏需补办的也只
需每枚 40元，极大减少了企业的创业成
本，进一步优化了市场准入环境，有力提升
了新郑市的政务环境。

疫情防控期间，新郑市政务服务和大
数据管理局多措并举，通过开通“绿色通
道”、“零见面”审批、证照免费邮寄、推行
“网上办”等举措，实现了高效便捷的政务
服务新模式。这一系列举措，极大缩短了
企业办事所需的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降
低了创业成本，受到了办事群众的一致好
评。下一步，该局将把实体大厅、网上平
台、移动客户端等结合起来，逐步形成网上
办理为主、实体大厅办理为辅、自助办理为
补的服务新格局，努力做到数据多跑腿、群
众少跑腿的服务目标，有效打通政务服务
“最后一公里”。新郑时报 李显文

郭磊，1982年生，一米八的个头，不
太爱说话。自 2002年参加工作，他在医
疗一线奋战了18年，是一个年轻的“医疗
老兵”，2011年被任命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一直分管基本公共卫生工作，是全
卫生院公认的“业务能手”，更是大家眼
中的“老黄牛”。“我们平时私底下都叫他
大郭，因为他个大、心实，没有一点领导
架子，特别有责任心，有任何难事、险事，
他总是冲在最前方。”同事李燕凤说。

疫情就是命令，1月 21日，街道疫情
防控工作全面展开，作为主力军的医疗
机构，抗击疫情责无旁贷。郭磊找到卫
生服务中心主任高俊岭，主动请缨，要求
具体负责这次疫情防控工作，到最危险
的地方去。“非典时，我就在一线守过卡
点，送过疑似病患，有经验；我分管基本
公共卫生工作，有责任；我还是班子中最
年轻的，有力气，我不上谁上！”

在防控工作中，郭磊也是把最危险
的工作“揽”到怀里，他安排8个片医协助
社区负责外地返回人员的隔离工作，他

自己负责11个密切接触者的居家隔离工
作。“谁会不知道密切接触者的感染概率
更大？可我们拗不过他，他有危险都是
冲在前面，像个‘拼命三郎’！”片医冯永
恩感慨地说。

疫情期间，新烟街道辖区共有4个疑
似病人，消毒工作都是郭磊坚持亲自去
做的。“我们消毒时要先打出一条通道，
消杀过的地方我们才可以往前走。进入
室内后，每平方米要喷洒150毫升的消毒
剂，这样才能彻底起到消毒作用。”说起
防控工作，郭磊才慢慢打开了话匣子，他
最难忘的是烟厂社区一户隔离人员，家
在六楼，没有电梯，郭磊和同事两个人从
一楼消毒到六楼，把室内的各个角落消
毒完毕后再从六楼消毒到一楼，下楼时
护目镜已经因为哈气完全看不到路了。
他们背上的手压喷雾器的手柄可以拆
卸，他们就消杀一层台阶把手柄去掉探
下一层阶梯，走实了再装上消杀。这样
一层一层往下消杀，消杀完毕天已经黑
了，闻了 4个多小时的有效氯，两个人头

晕恶心。那一天，20多公斤的消毒壶，整
整用了 5壶，脱掉防护服，两个人的秋衣
秋裤像淋过雨一样全湿透了。

谈到家人，这个大高个儿眼圈红了，
声音哽咽了，他的爱人也是医务工作者，
从疫情防控开始，孩子都是岳母一个人
在照顾，孩子没有起床时他已经上班走
了，回到家时已是深夜；父亲身体不好，
在医院因为严重的静脉曲张住了 13天
院，他只匆匆见过两面，没有给父亲送过
一顿饭……郭磊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
儿子，也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

进入3月，儿童预防接种疫苗工作开
始了，作为辖区唯一的疫苗接种地，卫生
院每天都有大批前来接种的居民。郭磊
带领科室采取提前预约的办法，控制好
每个时段来人的数量，分散接种人群，
避免预防接种室及留观区域出现排队
或人员集中的现象。他严谨细致的把
关，保证接种工作的安全有序。截至 3
月 14日，新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
接种432人。

80后“拼命三郎”郭磊：“危险来了我先上”

本报讯“‘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自从在医学院许下誓词的那
刻起，我就知道肩头沉甸甸的责
任，祛除病痛，救死扶伤，不辞艰
辛，执着追求，在祖国需要时义无
反顾站出来，在人民受苦时奋不顾
身冲上去，这就是我的职责，也是
我的选择！”在新烟街道卫生服务
中心，副主任郭磊的声音不大，眼
神里却满是坚定。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李明 文/图

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

羊肚菌喜获丰收 山区群众笑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