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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巫 鹏）“ 我 想 咨 询 一

下，现在从成都回宝丰需要隔离吗？”“我

的不动产登记证办好了，是热线帮了我

的大忙，太谢谢你们了。”1 月 15 日，走进

宝丰县 12345 民呼必应政务服务热线指

挥中心大厅，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接线

员与来电群众的对话声不绝于耳。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畅通

政民、政企互动渠道，回应群众期盼，去

年初，宝丰县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建

立以民呼必应为目的的社区治理“五个

一”工作机制，加强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建

设和政务服务热线的整合。

该 县 积 极 探 索“ 互 联 网 + 政 务 服

务+督查”模式，将原有的各类政务服务

热线统一整合为 12345 民呼必应政务服

务热线，实行全年 24 小时工作制，有效解

决了政务服务热线“号码多、记忆难、多

头找”等问题，实现了一号对外、一拨就

灵、民呼必应、句号管理，有效打通了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该县将民呼必应工作作为考察各级

领导干部的重要评价指标，制定了《宝丰

县 民 呼 必 应 政 务 服 务 工 作 监 督 考 评 办

法》，实行“谁呼谁评、谁应评谁”的服务

全过程考评机制；对案件办结率、及时率

和群众满意度定期督查问效，每月一小

结、每季一考评，并将考评成绩纳入干部

作风评价体系，实现了群众诉求有呼必

应、责任单位接诉即办。

“现在‘12345 有事找政府’已成为群

众熟记于心的顺口溜。”宝丰县 12345 民

呼必应政务服务热线指挥中心主任赵伟

超说，热线自去年 4 月开通以来，充分发

挥了“连心桥”“指挥棒”作用，截至目前

累计受理各类咨询、投诉、求助和意见建

议 7000 余件，其中解决城乡居民水、电、

气和道路、排水、路灯等民生问题 975 件，

回访满意率 99.72%。

宝丰县民呼必应热线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

一枝一叶总关情 一条热线解千愁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焦萌）

“爸、妈，疫情形势还很严峻，春节我们就

不回去了。你们在家照顾好自己，别担

心我们。”1 月 18 日，在昆山工作的叶县

任店镇史营村村民徐让飞夫妻俩和父母

视频聊天时说。

“ 我 们 就 打 算 跟 你 们 说 别 回 来 了 。

现在村里大喇叭天天喊着‘不扎堆、少聚

会、少串门，不大办酒席’，你们在那边做

好防护。”徐让飞的父母十分赞同小两口

的想法。

徐让飞在昆山一家企业做工程师，

妻子李沛在另一家企业做质管员。这几

天，两人商量着在昆山过年。

叶 县 是 人 口 大 县 、劳 动 力 大 县 和

转 移 就 业 大 县 ，全 县 人 口 近 90 万 人 ，

常 年 在 外 务 工 人 员 25 万 人 ，以 长 三 角

地 区 居 多 ，特 别 是 昆 山 ，叶 县 务 工 人

员 已 超 3 万 人 。 去 年 ，叶 县 按 照 立 足

昆 山 市 、服 务 长 三 角 的 思 路 ，成 立 了

驻 昆 山 市 流 动 党 委 和 转 移 就 业 服 务

中 心（务 工 之 家），近 距 离 服 务 保 障 务

工 人 员 。

近日，考虑到返乡人员流动大，会给

疫情防控带来压力，该中心发出《致昆山

市叶县籍农民工朋友的一封信》，并制作

《叶县人在昆山，我们一起过年吧》主题

漫画，鼓励农民工“非必要、不返乡”，就

地“云拜年”。

此外，针对春节是企业务工人员需

求高峰期，该中心积极与企业沟通，引导

企业通过提供“在岗红包”、改善就餐条

件、错峰放假等举措留住员工，让员工感

受到节日氛围和“家”的温暖。如今，越

来越多在昆山务工的叶县人表示将在当

地过年。

叶县引导在外务工人员就地过年

本报讯 （记者王孟鹤）1 月 18

日，市气象台发布 19 日至 21 日天

气预报，20 日，我市将出现降温过

程，21日有零星小雨。

“据近期大气环流形势分析，

预计 20 日前，我市以晴间多云天气

为主；20 日开始，我市以多云间阴

天或伴有小雨天气为主。”市气象

台工作人员说。

未 来 三 天 具 体 预 报 如 下 ：19

日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偏东

风 转 偏 北 风 3 级 左 右 ，最 高 气 温

12℃ ，最 低 气 温 -2℃ 。 20 日 ，多

云到阴天，最高气温 7℃，最低气

温 -2℃。21 日，阴天零星小雨转

多云，西北风 4 级左右，最高气温

15℃，最低气温-1℃。

市气象局农气中心建议，设施

农业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调

整揭棚通风时间，确保棚内适宜的

温度和湿度，光照不足时要及时补

光；冬小麦正处于越冬期，各地要

根 据 冬 小 麦 的 苗 情 、墒 情 分 类 管

理，对有旺长趋势的麦田要及时镇

压，提高抗冻能力，对偏弱苗或易

受冻害的偏旺苗可采取追施有机

肥、秸秆覆盖等保墒增温措施，以

确保冬小麦安全越冬。周内我市

降水量仍偏少，天气干燥，各地要

做好城市及森林防火。

20日我市将小幅降温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1 月 18

日，记者从平顶山博物馆了解到，

“博物馆里过寒假”2021 年平顶山

博物馆小志愿者讲解员培训班开

始报名。

报名条件为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认知感

的青少年；年龄 8 岁至 12 岁，普通

话标准，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往届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今年依然

可以报名。海选地点在平顶山博

物馆报告厅，也可由各学校自行组

织初选，平顶山博物馆社教部老师

到各学校进行复选。

报 名 截 止 时 间 为 1 月 20 日 。

对于面试通过的学员，该馆将在平

顶山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公

布。本次培训属公益活动，不收取

任 何 费 用 。 咨 询 电 话 ：2660516、

2667533。

平顶山博物馆小志愿者
讲解员培训班开始报名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乔新强）

“这几年，大伙都认识到了多施农家肥可以

使土壤松软透气、蔬菜长得更旺。我这 1

亩菜地施了 3 大（农用三轮）车猪粪，一车

4000 多斤（1 斤=500 克）。”1 月 12 日，鲁山

县张良镇营西村菜农刘庆春说。

眼下正值蒜苗、莴苣、西芹等蔬菜的收

获时节，在河南省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张

良镇，菜农们忙着给收获后的地块施肥，以

便开春后栽种西红柿、辣椒、茄子等。在不

少空地里，猪粪、牛粪、羊粪和鸡粪已经均

匀地铺了一层。

张良镇年产蔬菜近 20 万吨，产值 3 亿

元左右，产品除供应鲁山县和平顶山市区

外，还远销西安、武汉、北京、南宁等地。

以前，菜农大量施用化工肥料，但很快就

发 现 土 壤 板 结 ，蔬 菜 产 量 不 高 、品 相 不

好。经过河南省农科院有关专家的指导，

菜农减少化肥用量，加大农家肥用量，土

壤板结现象减少，产量明显提高，西红柿

亩产一般都在 1.5 万斤以上，蒜苗在 8000

斤以上。

尝到甜头的菜农更加舍得投入，一般

一亩地施用 6 吨左右的农家肥。如今，张

良镇本地的养殖场所产的粪肥远远不够

用。附近乡镇养殖户看到商机，纷纷到该

镇售卖粪肥。

张良镇：

菜农施用农家肥
绿色蔬菜好效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换发《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第2号

机构全称：平顶山市中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41040056648790300
许可证流水号：0704749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

营业地址：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东段南侧

负责人：胡浩然

邮政编码：467000
联系电话：0375-2167777
发证日期：2020 年 12 月 17 日

有效期至：2023 年 12 月 05 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birc.gov.cn ）上查询。

以下机构由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批准换发《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代理险种以许可证所列示

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换发《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第3号

机构全称：平顶山市骏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41042268566823X00
许可证流水号：0693803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

营业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洪庄杨乡焦李庄村

负责人：王跃强

邮政编码：467000
联系电话：0375-8671111
发证日期：2019 年 10 月 12 日

有效期至：2022 年 10 月 09 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birc.gov.cn ）上查询。

以下机构由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批准换发《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代理险种以许可证所列示

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温馨提示

1 月 15 日上午，背着医药包的叶县科

技局科技特派员张欣，来到了常村镇李九

思村雷占芳的养殖场。

“张特派员来了，快进屋看看俺的牛

犊，这几天好多了。”雷占芳亲切地迎上来。

去年 6 月，雷占芳拿出全部积蓄买了

13 头母牛和两头公牛。由于养殖经验不

足，前几天，一头牛得病导致多头牛被传

染。雷占芳赶紧给张欣打电话，在张欣的

悉心指导下，病牛得以好转。

今年 52 岁的张欣有着 35 年的兽医经

验，17 岁开始在常村镇畜牧兽医站工作，

爱学习、善钻研的他很快就成了行家里

手，2016 年被叶县聘为科技特派员，为养

殖户提供服务。张欣先后为养殖户诊疗

牛、羊、猪及禽类疾病近 1000 例，挽回经济

损失近 100 万元。2016 年 10 月，他被选为

平顶山市扶贫科技特派员，2018 年 7 月转

入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叶县服务队。

上门无偿诊疗，他骑坏了 4

辆摩托车
2019 年深冬的一个下午，贫困户杨要

杰打电话给张欣说，他养的一头母牛遇到

难 产 ，奄 奄 一 息 ，而 屠 宰 户 最 多 只 给 他

3000 元，损失太大。

张欣挂了电话，带着医药包，骑上摩

托车就出发了。到杨要杰家，看着一家

作难的样子，张欣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

给牛做检查。原来，母牛是因子宫脱落

导致的难产。张欣开始对母牛进行子宫

复位，从下午 4 点一直忙活到晚上 8 点，

张欣一身汗一身血，最终小牛顺利出生。

他在给牛打消炎针时，双腿都软得差点站

不住。

去年 11 月 8 日，张欣接到贫困户付召

的求救电话，立即骑车赶到付召家中。经

过 5 天的及时治疗，病牛恢复正常。像这

样无偿的紧急治疗服务，张欣也记不清有

多少次了，他只记得为此骑坏了 4 辆摩托

车，磨坏了数不清的鞋子。

传授养殖技能，他成了脱
贫“领路人”

1 月 4 日下午，张欣来到常村镇金沟村

李学军家。李学军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多次养羊，但由于缺乏科学的养殖方法，

前前后后死了不少羊。3 年前，正当李学

军打退堂鼓的时候，张欣来到了养殖场，

鼓励他继续靠养殖脱贫。“遇上啥问题及

时给我打电话，我过来帮你。”张欣的话让

李学军吃下了定心丸。

如今，李学军不但光荣脱贫，他的羊

也从原来的二三十只增加到了上百只。

“张特派员不但帮俺的羊看病，还通过培

训教会了俺不少知识和技术。”李学军感

激地说。

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金沟村养殖户

禹俊霞。4 年前，由于没有技术，禹俊霞养

的牛死了好几头。通过参加培训，禹俊霞

掌握了许多养牛知识，牛养得越来越好，

规模也不断扩大。2019 年，禹俊霞卖牛挣

了 20多万元，如今，她越养越有劲。

忙碌中，张欣不忘提高自己，多次参

加省市县组织的农业林业技术培训班、辅

导班，提升业务水平。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张欣常说：“我愿意把学到的技术毫无保

留地教给大家，帮助大家早日脱贫致富。”

建立微信群，他为“粉丝”
找销路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常村镇西

刘庄村贫困户赵松养的羔羊出现陆续死

亡的情况。赵松找了几个兽医医治，效

果都不好，于是他给张欣打去了求助电

话。张欣和科技特派员王鋆、郭海杰到场

会诊后，最终确诊为饲养单一、缺钾造成

的瘫软症并发大肠杆菌病，随即制定了治

疗措施。

疫情期间，入村上门服务不便，张欣

在上门诊疗后，与赵松微信联系，通过视

频传授治疗方法。经过一周的用药治疗，

多数羔羊康复。

为更好地服务养殖户，增进养殖户间

的信息沟通，张欣建立了常村镇养殖微

信群，将 200 多名养殖户拉进群。他不但

在平台上传授动物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

技能，还经常提供市场供求信息，在帮助

养殖户搞好养殖的同时也拓宽了销售渠

道。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王迎霞）

——记叶县科技特派员张欣

“我愿意把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

1 月 18 日 ，

金篮子百姓生活

超市双丰店员工

对电梯扶手喷洒

消毒液。

为做好疫情

防控，该店对进

入超市的消费者

进行体温测量，

并对购物篮、取

货夹和电梯扶手

等公用设施进行

消毒。

本 报 记 者
姜涛 摄

消杀防疫

1月 18日，新华区香山管委会

香山矿社区志愿者在香山矿家属

院义务劳动。

为共创良好环境、促进邻里和

谐，该社区组织辖区单位党员、热

心居民成立志愿者服务队，每天利

用休息时间到老旧家属院、背街小

巷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服务广大

居民、传递文明风尚。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志愿服务

“这里的石磨面生态环保，做

出来的面食很受消费者欢迎。”1 月

17 日，在舞钢市八台镇泥沟陈村陈

记石磨坊，在郑州经营一家面食馆

的李先生预交了 3000 公斤的面粉

款。不大的磨坊里，到处都是忙碌

的身影。

石磨坊负责人陈向阳年近 50，

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1992 年

底从部队复员时，正赶上农民外出

务工大潮，陈向阳也踏上了南下打

工的列车。军人骨子里的不服输

使他走到哪里都不怕苦、不怕难，

从 保 安 到 搬 运 工 ，从 装 修 工 到 司

机，他干一行爱一行。“我在公交车

上抓过小偷，下水塘救过儿童，获

得过‘见义勇为’‘爱心人士’等称

号。”陈向阳对自己的“打工奇遇”

记忆犹新。

经过多年打拼，陈向阳有了自

主创业的想法：“仅靠打工支撑全

家开销很吃力，想改变生活困境，

要自主创业。”

2005 年，在家乡创业政策的召

唤下，陈向阳毅然回乡。通过充分

调查，他了解到用传统石磨磨出的

面粉很受消费者喜爱，并且这一项

目投资少、见效快，家乡的小麦、杂

粮等原料也非常充足。

说干就干。陈向阳自筹资金

选购小麦，上网查询石磨面技术，

还到外地调查市场，定制石磨等设

备。“刚开始，麦子洗几遍、磨到什

么程度都不知道，一度感到力不从

心。”面对困难，他迎难而上，大冬

天 5 点多就起床忙碌，头戴矿灯研

究面味、面香、面色，哪怕整夜不睡

觉也要把问题找出来。

为提升口感，陈向阳将石磨高

速电机改装为低速电机，“转速慢、

热能低，小麦中的微量元素不被破

坏，磨出的面口感劲道，备受好评，

日均销售 300 公斤至 500 公斤，临

近年关订单更是应接不暇。”现在，

陈记石磨面供不应求，通过线上平

台远销北京、上海等地。

致富不忘乡邻。陈向阳成立

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中心，整合周

边 村 庄 农 产 品 ，线 上 线 下 双 管 齐

下，大力拓宽销售渠道。目前，仅

通过石磨坊就帮助农民销售各种

农 产 品 1300 多 单 ，销 售 额 550 万

元。他还为村民提供就业 150 人

次，逢年过节就给贫困户、低保户

和退伍军人送面粉。去年疫情暴

发后，他第一时间把价值两万余元

的 2500 多公斤石磨面粉送到了舞

钢市慈善总会，还为村里 30 多位孤

寡老人和贫困五保户购买口罩等

防疫物品。

去年 3 月，陈记石磨坊被舞钢

市评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爱心企

业”。近两年，陈向阳被评为平顶

山市科普工作先进个人、平顶山市

科技致富先进个人，并被选为舞钢

市人大代表。

（本报记者 杨 德 坤 通讯员
葛岩红 段泓涛）

开办石磨坊 致富奔小康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这么冷的天你

们大老远从市区跑到俺家，还送来了米、

面、油，真是感谢！”1 月 15 日上午 10 时许，

宝丰县前营乡小连庄村 52 岁的低保户朱

胜利握着市区一家餐饮店经营者李一夫的

手说。

朱胜利 85 岁的老父亲患肺病多年，一

个儿子和双胞胎女儿都正在上小学，妻子

患有精神疾病，走失后至今音信全无。无

法外出打工的朱胜利平时靠捡废品补贴家

用，被认定为低保户。

李一夫刚过而立之年，是新华区一家

餐饮店的老板。当天，在小连庄村党支部

书记王小亮等人的带领下，李一夫慰问了

该村 20 个困难家庭，为每一户送去了大

米、面粉和食用油。得知朱胜利的家庭情

况后，李一夫又掏出 500 元递到朱胜利手

中，安慰道：“有党和政府在，没有过不去的

坎儿！”

“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吃过不

少苦。这些年，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支持

力度很大，我从事餐饮行业后日子比以前

好多了，因此一直想尽些绵薄之力，帮帮那

些生活困难的人。”李一夫说。

市区一餐饮店老板
为困难家庭送温暖

致富思源 回馈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