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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天 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最

低气温-2℃

■温馨提示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12 月 18

日，据市文化艺术中心主任孙鹏介

绍，我市将举办 2020 年迎新年戏曲

专场演唱会，现开始领票。

演 出 地 点 ：市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音 乐 厅 ，演 出 时 间 ：12 月 20 日 晚

7：30；领 票 时 间 ：12 月 19 日 上 午

9：00，领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

一 楼 服 务 台 ；凭 身 份 证 领 票 。 每

人 限 领 一 张 ，数 量 有 限 ，领 完 为

止。

演 唱 会 节 目 有 戏 曲 舞 蹈《戏

妞》、豫剧《抬花轿》《新贵妃醉酒》、

豫剧《焦裕禄》片段、曲胡合奏《大

起板》、戏曲联唱《经典荟萃》、戏曲

技巧展示《群芳吐艳》等。

领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

我市迎新年戏曲专场演唱会开始领票

本报讯（记者孙鹏飞）市招办12

月 18日发布消息，2020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将于本月21日至23日举

行，我市考生人数首次突破万人。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我市

报考总人数为 10095 人，比去年增

加 1320 人。全市设 6 个考点 339 个

考场，分别是市二高 40 场、市一中

96 场、市一高 53 场、市三六联校东

校区 56 场、市实验中学 45 场、市二

中 49 场。考试时间安排：12 月 21

日上午考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联

考，12 月 21 日下午考外国语，12 月

22 日上午考业务课一，12 月 22 日

下午考业务课二，12 月 23 日考招

生单位自命题科目。

按 照 规 定 ，考 生 凭 本 人 准 考

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

和地点参加考试。考场统一配备

黑色中性笔、2B 涂卡铅笔、橡皮，

严 禁 考 生 自 带 相 关 文 具 ，严 禁 将

配 备 的 文 具 带 出 考 场 ，否 则 按 违

纪处理。考生不得携带任何书刊、

报纸、稿纸、图片、资料、具有通信

功能的工具（如手机、照相设备、扫

描设备等）或 者 有 存 储 、编 程 、查

询功能的电子用品以及计时工具

（如手表）、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

进 入 考 场 。 考 场 内 不 得 传 递 文

具、用品等。

考生在开考前 30 分钟开始入

场，开考 15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

进入考场参加当科考试。考试结

束前不得交卷出场。

我市考生人数首次突破万人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21日开始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翻 身 仗
强化督促落实 重返第一方阵

本报讯 （记 者 魏 森 元）12 月 17 日 ，

从汝州市农业农村局传来消息，农业农

村 部 办 公 厅 近 日 发 布 关 于 开 展 2019 年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

的通知，确定 120 个县（市、区）、8 个市辖

区为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

试点单位，汝州市名列其中。我省安阳

市殷都区、西平县、虞城县、兰考县同时

入选。

近年来，汝州市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民

合作社发展，在用地保障、产业政策倾斜、

财政扶持、科技创新应用等方面给予支

持，并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指导农民合作

社科学规范化发展。截至今年 11 月底，该

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

1746 个，其中种植业 824 个、林业 92 个、畜

牧业 629 个、服务业 201 个（其中农机服务

53 个），经认定的国家级示范农民专业合

作社有 6个、省级 7个。

为提升农民合作社质量，该市成立了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工作领导

小 组 ，各 乡（镇 、街 道）成 立 相 应 工 作 机

构；县级财政每年安排 100 万元农村土地

流转奖补资金，鼓励流转土地规模达到

500 亩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大力

拓 展“ 政 银 担 ”业 务 ，解 决 农 户 、家 庭 农

场、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贷款难题。截

至目前，该市有 6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

过“政银担”获得 2548 万元资金支持。同

时 ，该 市 积 极 引 导 合 作 社 开 展“ 三 品 一

标”认证，树立品牌意识，创新探索合作

社 内 务 管 理 机 制 ，确 保 合 作 社 健 康 、规

范、快速、有序发展。

“我们将以此次被确定为全国农民合

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为契机，强化

管理服务，有计划地培训一批服务农民合

作社的基层辅导员，完善农民合作社示范

章程、财务制度等，努力形成‘建一个社、

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群众’的

发展格局。”汝州市农经站站长赵瑞超说。

成为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

汝州市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目

前鸿鹰小区一期改造工程全部

完成，完善了道路、公共照明、环

卫设施、消防设施、停车场等配

套设施，改造后的小区达到了灯

明、水畅、路平、有监控的目标，

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12 月

18 日，在卫东区鸿鹰街道鸿鹰

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该街道

党工委书记李烨鸿说。

鸿鹰小区是全市第一个安

居工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由

于建成时间较长、缺乏有效管

理，消防通道被占用，公共用地

变菜园，小区基础设施日益老

化，停车位少、配套设施少、活

动空间少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小

区居民，群众反映强烈。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过程中，鸿鹰街道积极回应

群众关切，筹资 2300 余万元，对

鸿鹰小区和东方骏景小区进行

升级改造，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在反复实地查看、全面调

研的基础上，该街道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充分论证设计方案，

有重点地解决问题，组建了专

门负责老旧小区改造的攻坚小

组，制订了工作计划，及时解决

改造中出现的问题。

该 街 道 坚 持 先 民 生 后 提

升，按照“五改五提”思路，改基

础设施、提承载能力，优先改造

水、电、气、暖、路等最关紧的基

础事项；改环境卫生、提宜居程

度，治脏增绿，更换 100 多个垃

圾箱，增加绿化面积 6000 平方

米；改公共服务、提服务质量，

新建 580 个停车位，改造升级公

共基础设施；改载体阵地、提文

化内涵，对小区文化活动广场

进行改造升级，建造大型电子

彩屏和党建文化长廊，组织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文明新风

尚；改管理机制、提治理水平，

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围绕“群

众参与、自我管理”，逐步形成

“自己的小区自己管，大家的事

情大家办”的长效管理机制。

“以前这里脏乱差，改造后

面貌焕然一新，从早到晚都有

居民在这里打篮球和乒乓球、

跳广场舞，现在小区居民的幸

福感可高了。”在鸿鹰社区党群

文化活动广场，居民赫国臣说。

灯明 水畅 路平 有监控

鸿鹰街道老旧小区改造
提 升 居 民 幸 福 感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

员乔新强）12 月 16 日，在鲁山县

磙子营乡渠庄村一处菜地里，47

岁的张照亮正在查看上海青的装

筐情况。“咱和市区、漯河的蔬菜

批发市场及超市都有联系，销路

不愁，收多少人家拉走多少。”张

照亮说。

张照亮以前在市区一家汽修

厂当修理工，接触过不少运输蔬菜

的货车司机，了解到上海青和广东

菜心是不少市民的“餐桌最爱”。张

照亮便决定回乡创业，种植青菜。

2018 年 9 月，张照亮回到老

家鲁山县磙子营乡渠庄村，筹措

资金 50 万元，流转土地 60 多亩，

种植了 45 亩上海青和 20 余亩广

东菜心。他还建起 18 座温室大

棚，一年四季都能供应新鲜蔬菜。

上海青和广东菜心生长周期

短，一年能种七八茬。由于用工

量大，采摘旺季，渠庄村及附近村

庄的 20 多名留守老人和妇女在

这里打工，张照亮一年仅发放务

工费就达 25万元。

“以前种的都是小麦和玉米，

除下化肥种子犁地工（钱），一亩地

纯收入不到 800块钱，现在照亮种

青菜，土地流转费用每亩 1000 块

钱。村里不少中老年人过来打短

工，最多的一年能挣 1.3万多元，乡

亲们又多了一条致富门路。”渠庄

村党支部书记宋金全说。

回乡创业 种植青菜

鲁山县张照亮“照亮”乡邻致富路

“买肉买鱼哪里去，体南市场去赶
集。”“买米买面哪里选，体南市场转一
圈。”……

20 多年来，平顶山市体南农贸市场
与市民厨房相通，与市民情感相牵，与市
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体南农贸市场见证着鹰城农贸市场
的时代变迁，是鹰城市民挥之不去的生
活记忆！

如今，体南农贸市场华丽转身并有
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平顶鲜体
南智慧农贸市场。

12 月 19 日，平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
场闪亮登场，惊艳亮相。

她的亮相，展示了鹰城提质增效的
新形象，将给市容增添一抹亮色，给百姓
带来一份温馨，为市民购买鲜活、放心的
农副产品开辟绿色通道。

曾经辉煌 几度易容

平顶山市区体育路南段形成市场的
时间较早。自 1993年体南工商所成立后，
这里的管理才走上正轨。体南农贸市场
形成后，占地面积 5000余平方米，经营水
产、肉食、蔬菜、蛋禽、粮油、调味品、烟酒、
水果、山货干果、豆制品等生活用品，每天
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生意兴隆，热闹非常。

可以说，体南农贸市场曾经是鹰城
市民购买鲜活农副产品的最佳去处，曾
经是工商部门对外展示农贸市场管理水
平的窗口，曾经取得了全国 20 佳农贸市
场、河南省 10佳农贸市场等一系列殊荣。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发展，周围
环境的改变，居民消费习惯的提升，体南
农贸市场落伍了，马路市场占道经营，交
通拥堵，脏、乱、差、破、旧等问题突出。

因与城市发展不匹配，逐渐
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荣耀。

2008 年 8 月 至 2009 年 3
月，根据平顶山市“双创”工
作的要求，平顶山市市场发
展服务中心陆续对该市场的
鲜肉区、蔬菜区的摊位、架子
和大棚进行了升级改造。

随着平顶山市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工作的开展，对市场
的要求标准不断提高。2012
年 10 月，在平顶山市委、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平顶山市市
场发展服务中心对体南农贸

市场实施了全面改造，共投入资金 700余
万元，将原有的简易房和货台、门头全部
拆除，使用新型材料新建或改造统一规格
的商用房 169 间，为肉类、水产、粮油、蔬
菜、调味品、山货干果等行业区提供了统
一规范的商品储存展销柜，对路面、供排
水、电气线路等进行了全面翻新整修。改
造后的市场有商户 220家，市场各类商品
年交易量达 5.5万吨，成交额 2.6亿余元。

自 2018 年初开始，平顶山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进入了关键时期。市场
规划建设和提升改造是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鉴于平顶山市
的市场规划建设和提升改造工作历史欠
账较多，与周边省辖市相比有一定差距，
平顶山市委、市政府顺势要求加快推进市
场规划建设和提升改造，完善城市功能，
优化城市环境，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市场
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市场建设和管理水
平，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时代消费需求。

勠力同心 克难攻坚

体南农贸市场退路进场，不亚于一
个小型的旧城改造项目。市场门店产权
隶属纷乱，商户构成庞杂，意见难统一，
共识形成难，且影响附近住户出行。为
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必须拿出敢于担
责负重的态度，坚定勇于克难攻坚的决
心，树立创先争优的标杆，锁定目标，完
善机制，夯实责任，倒排工期，加压紧逼，
撸起袖子加油干。

体南农贸市场拆迁改造工程涉及部
门多、利益关系多，统筹、协调难度大，需
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平顶山市财
政、商务、城建、环保、规划、消防、城管、
市场发展中心、发投市场公司等有关单

位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相关人员做到
一日一碰头、一周一通报、一月一总结，
合力攻坚，做到一张作业蓝图、一条工作
思路、一套工作措施、一支攻坚队伍，使
建设工程达到“六保”（保时间、保进度、
保质量、保稳定、保安全、保廉政）的效
果。

体南农贸市场的退路进场充分体现
了平顶山市委、市政府经济转型发展和城
市建设管理的决心和理念，充分展示了市
场建设与管理队伍的新形象、新作为。

升级改造 还路于民

根据平顶山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平
顶山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制定了《平顶
山市城市城区农贸市场退路进场“5211”
三年建设计划实施方案》。

该方案的总体目标是从 2018 年起，
争取利用 3 年时间，通过调整布局、加快
建设、优化环境和管理升级，将全市农贸
市场建设成为标准化农贸市场，着力形
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管理规范、环境
良好的现代化三级农副产品市场体系。

“5211”就是指新建一级大型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 5 个，新建二级农贸市场 20 个，新
建三级社区市场（便利店）100 个，实现取
缔马路市场这一目标。

新型农贸市场建设工作在平顶山市
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政府扶持、
部门主导、属地协作、市场化运作、先易
后难、分步实施”的要求组织实施。经平
顶山市委、市政府批准，由平顶山市市场
发展服务中心与平顶山发展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强强联合组建了平顶山市发
投市场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农

贸市场的投融资和建设工作。
平顶山市发投市场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成立后，迅速进入角
色，于 2018 年 5 月份开始对体南农贸市
场进行调研、分析、论证，撰写可行性报
告，确定对该市场进行改造升级。

这次对体南农贸市场的改造升级和
以往历次的改造升级不同。以往历次的
改造升级是在体南农贸市场的原有基础
上进行，无论如何改造，体南农贸市场始
终是一个马路市场。而这次的改造升级
是取缔马路市场，退路进店或叫退路进
场。由平顶山市发投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购买紧临体育路的名门地产商铺，
统一建设高标准农贸市场，把体南农贸
市场的商户全部搬入场内经营，形成一
个新型、先进、功能更加完善、服务更加
优质的大型农贸市场。体南农贸市场取
缔后，体育路南段还路于民，交通状况将
大为改观。

脱胎换骨 乘风启航

名门地产临街商铺位于平顶山市区
体育路南段，共分一层、二层、地下室及临
街外围商铺四个部分。商铺总建筑面积
7944.6平方米，平顶山市发投市场发展有
限 公 司 出 资 9394.74 万 元 ，购 买 其 中 的
4944.6平方米，商铺购买资金由平顶山发
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资和银行贷
款解决；商铺内部装修由平顶山市市场发
展服务中心出资进行。市场取名为平顶
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

平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开始装修；2019 年 10 月，装
修工程完成，开始试营业；2019 年 12 月

19 日隆重开业，宣告正式投入
运营。

平顶山市发投市场发展有
限公司购买的商铺面积，加上
名门地产补偿的商铺面积，平
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总营
业面积约 8000 平方米，共计规
划五大区域六大行业，设计摊
位 195 个。市场规划设计 4 个
顾客出入口、2 个货物出入口，
并配备 2 部电梯、2 部扶梯，以
满 足 消 费 及 物 流 出 入 的 需
求。整个市场业态丰富，划行
归市，干湿分区，生熟分离，空
间布局科学合理。

平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采用出租
模式进行运营。出租主要考虑原体育路
南段农贸市场商户和其他经营商户，涉
及商户类型主要包括水产、牛羊肉、大
肉、白条鸡、熟食、粮油、蔬菜、调味品、鲜
蛋、烟酒、水果、蛋糕、日杂、山货干果、豆
制品、散酒、中药加工、面点等。

为满足市民米袋子、菜篮子的需求，
解决老百姓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平顶
山市发投市场发展有限公司将互联网+
模式引入市场管理，致力打造智慧农贸
市场，给市民提供一个集安全、卫生、健
康为一体的综合智慧农贸市场。

平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计划分线
上购物和线下购物两部分。线下购物全
部实现扫码支付，只要带上手机，不拿现
金就可全程购物，扫码支付。线上购物
主要针对不能到现场购物的客户设计。
客户不到现场，在网上订购后，由农贸市
场派出送货车送达。线上购物的基础架
构已经建好，将待机投入使用。

长期以来，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
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为把平顶鲜
体南智慧农贸市场建设成为“经营者自
律，消费者放心”的“安全岛”，有关部门
将紧盯食品流通安全，强化食品存储加
工安全，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建立健全进货
索证索票、购销台账登记、不合格产品退

市、过期变质食品销毁等一系列监管制
度，做到亮证经营率 100%、进货票证齐
全率 100%、购销台账登记率 100%、肉类
制品来自定点屠宰企业及定点批发市场
率 100%。

落实商户自律机制。做到《文明经
营合同》示范文本签订率 100%、《食品安
全承诺书》签约率 100%。

为把平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建设
成为“经营者舒心，消费者满意”的“五星
级”市场，有关部门决心优化营商环境，依
法保护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既达
到“购销两旺，供需双赢”的目标，又确保
让广大市民吃上绿色、环保、安全的食品。

平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的投入运
营展示了鹰城提质增效的新形象，为市
民购买鲜活、放心的农副产品开辟了绿
色通道，这是平顶山市委、市政府晓民情、
顺民意、暖民心的民生工程，是方便市民
生活、提高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5211”工
程的龙头工程、示范工程，为平顶山市商
贸服务领域打造了一张亮丽的名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新时代，
共圆中国梦！平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
的投入运营，标志着平顶山市农贸市场建
设树起了新的里程碑。乘着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的强劲东风，平顶山市农贸市场将
逐步告别旧舞台，步入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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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笑迎八方来客
退路进场告别旧舞台 提档升级步入新天地

平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入口

体南农贸市场旧貌

平顶鲜体南智慧农贸市场内部

按照《平顶山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标日量化考核暂行办法》（平攻坚办

〔2019〕133 号）的规定，现将 12 月 17 日市内四区环境空气质量日考核结

果予以公布。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量化考核结果
2019 年 12月 18日

行政区域

新华区

卫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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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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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支偿
（万元）

1.5

0

0

8

12 月 17 日，施工人员在市

区开源路西侧的湛河北岸铺设

地砖。

为给市民创造更加优美的

游园环境，助力城市提质工作，

市住建局于今年 10 月启动了

湛河公园提档升级工程。现该

工程各标段施工正在紧张有序

进行中，预计明年 4月底完工。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改造湛河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