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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公司

授权的业务
负责人：高冠星
邮政编码：467100
联系电话：1773755613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8 月 11 日

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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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 者 杨 德 坤

通讯员杨春粉 王晓磊）8 月

11 日，舞钢市志愿者协会组

织志愿者兵分多路为各卡点

值 守 的 疫 情 防 控 人 员 送 去

水、方便面、饼干等。

自疫情防控开展以来，

该市积极倡导“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志愿者”，共有 1589

支 志 愿 服 务 队 参 与 防 控 宣

传、信息收集、心理疏导、卡

口值守等志愿服务，日均参

与人数达 3000 余名。

该市志愿者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宣传防疫知识；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留守儿

童等特殊群体，该市志愿者

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

“一对一”精准服务。

本报讯 （记 者 张 亚 丹

通讯员胡清军）8 月 11 日中

午，在湛河区北渡街道汴城

村疫情防控卡点，“00 后”党

员志愿者张文博正忙着为入

村群众测量体温，并检测健

康码、行程卡信息。

当前，不论是在值守卡

点，还是在核酸检测点、流调

队伍中、疫苗接种现场，到处

都能看到“00后”的身影。

“晓静、双双在去年春节

的疫情防控中就没少为村里

的疫情防控作贡献，这次又

积极参与。”8月 10日下午，湛

河区曹镇乡杨西村“两委”干

部李国学说。

今年 19 岁的张晓静和今

年 20 岁 的 张 双 双 家 住 杨 西

村，都是在校大学生。在疫

情防控中，她俩积极宣传疫

情防控政策、参与消毒消杀、

在 卡 点 为 进 出 人 员 测 量 体

温、教上了年纪的村民使用

健康码和行程卡。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湛河区共有 1700 多名“00

后”志愿者奋战在防疫一线。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8

月 12 日上午 11 点多钟，在鲁

山县琴台街道八里仓社区疫

情防控服务点，正在值守的

大学生志愿者赵梁昇看着雨

势渐小，就骑上电动车、放上

小喇叭，在社区里巡回播放

疫情防控宣传音频。

赵梁昇今年 21 岁，2018

年考上四川传媒学院播音主

持专业。去年抗击疫情期间，

赵梁昇就发挥特长，录制宣传

音频在社区、街道巡回播放。

疫情反弹后，琴台街道

招募志愿者，赵梁昇又一次

报名参加，利用音频软件录

制疫情防控倡议书，先在八

里仓社区播放，后来播放范

围扩大到整个街道。

八里仓社区还有 4 名大

学生与赵梁昇一起参加志愿

活动。

“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素

质高，工作认真负责，还特别

善于沟通，在疫情防控中帮

了我们大忙。”琴台街道党工

委书记高新超赞许地说。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

连日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 湖 滨 路 街 道 辖 区 内 的 党

员、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秩

序维护、小区人员出入管理

等志愿服务，助力疫情防控。

赵亚雪是这支队伍中的

一员，目前就读于平顶山学

院。疫情发生后，赵亚雪积极

向疫情防控监测点报名，在征

得同意后，于 8 月 1 日加入硃

砂洞村的疫情防控队伍。

提起赵亚雪，硃砂洞村

村民赞叹地说：“这孩子特别

能吃苦，烈日下持续工作五

六个小时也不叫苦。”

截至 8 月 10 日，湖滨路

街 道 已 招 募 青 年 志 愿 者 近

100名。

处处流动“志愿红”同心抗疫筑防线
我市志愿者争当疫情防控“排头兵”

本报记者 （孙聪利）“平时上

班没时间，看到政务大厅推行‘云

叫号’政务服务模式，可以实现跨

区域办理，就在网上预约了，到时

间来办理，省了排队时间。”8 月 10

日，家住湛河区恒大名都小区的

闫女士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卫东

区政务大厅办理了不动产证。

闫 女 士 的 工 作 单 位 在 卫 东

区，平时忙于上班，不动产证的办

理一拖再拖，得知我市推行政务

服务全域预约智能导航“云叫号”

系统后，就在网上预约了到卫东

区政务大厅办理房屋产权登记，

实现了“最近办”。

“疫情当前，打造政务服务全

域预约智能导航‘云叫号’系统既

可以减少市民扎堆办事，又可以

实现就近办理。长远来看，这也

有利于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利企

便民。”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有关负责人说，“云叫号”系统

依托当前“平顶山市行政审批服

务中心”微信公众号的基础业务

系统，升级底层架构，开展网上预

约、网上排号、网上叫号，政务服

务由市政务服务大厅事项“全业

务预约”扩展为市、县、乡三级政

务服务大厅事项“全域预约”，打

破了空间限制。

自 8 月 2 日“云叫号”系统在

新华、卫东、湛河、高新四区上线

运 营 以 来 ，已 有 2400 余 名 群 众

体验。

“目前，我们正在完善数据和

系统，将进一步扩大全市跨区、跨

县通办的范围和事项，真正实现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该

负责人说。

已实现市内四区跨区通办

我市推行政务服务“云叫号”系统

本报讯 （记 者 魏 森 元 通 讯

员 平 党 申）“ 大 伯 ，请 测 量 体 温 。

您 没 有 要 紧 事 不 要 外 出 了 ，现 在

是疫情防控关键期。”8 月 10 日中

午 ，在 汝 州 市 夏 店 镇 呼 窑 村 疫 情

防 控 卡 点 ，身 穿 红 马 甲 的 呼 源 航

上 前 为 准 备 出 村 的 大 伯 测 量 体

温，并劝说道。

连日来，在呼窑村疫情防控卡

点，身穿红马甲认真排查进出村民

的呼源航、呼源恒兄弟俩成为村民

称赞的对象。

兄 弟 俩 是 双 胞 胎 ，今 年 18

岁。在今年高考中，哥哥呼源航以

593 分的成绩考上新乡医学院，弟

弟呼源恒以 612 分的成绩考上郑

州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兄弟

俩原本和同学相约外出打工挣学

费，但疫情挡住了打工的脚步。

看到镇、村党员干部逐户排查

返乡人员，昼夜在卡点值守，兄弟

俩感动了，自发到执勤点请求参加

疫情防控。从 8 月 5 日至今，兄弟

俩一直坚守在卡点。

“两个孩子能够主动到卡点值

守，我打心眼儿里高兴。”兄弟俩的

爷爷、今年 75 岁的呼兴斌高兴地

说，两个孩子能够当志愿者为村里

疫情防控出力，他感到很骄傲。

“我们兄弟俩今年一起考上大

学，家里经济压力很大。虽然想着

外出打工挣钱减轻家庭负担，但是

能够为村里疫情防控出一分力，我

感觉对我们的成长更有意义。”呼

源航说，“到大学后，我和弟弟打算

勤工俭学，减轻家里的负担。”

双胞胎准大学生主动到卡点值守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我们

项目能落地、企业能发展，全靠薛

店 镇 党 委 、政 府 的 帮 助 和 支 持 。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建设速度，争

取让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郏县

经济发展作出贡献。”8 月 7 日上

午，郏县鸿运铸件有限公司企业

负责人李枫说。

郏县鸿运铸件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高中端铸件制造项目位

于薛店镇循环经济产业园，于今

年初开工建设，建成投产后，预计

可 实 现 年 产 值 6000 万 元 ，利 税

1200 万元以上。今年 6 月，由于

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停建。园

区内还有郏县鑫远铸件有限公司

年产 5 万件机械设备配件制造项

目等 4个项目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在“万人助万企”活动走访调

研中，薛店镇党委、政府得知这 5

家企业的难题后，当天就成立了

由镇党委书记薛晓东为组长的服

务专班。经多方打听查询，服务

专班得知山西、河北等地有类似

相 关 企 业 ，而 且 对 方 有 投 资 意

向。随即，薛晓东一行远赴山西晋

城、河北林庭，对接当地铸造行业

协会，向他们推介薛店镇循环经济

产业园区以及郏县招商引资相关

优惠政策，邀请他们实地参观考

察。最终，经过多次磋商对接后，

双方于 8 月 4 日签订了合作协议，

对方同意出资 2.8亿元入股项目建

设。很快，园区内 5 个项目得以顺

利复工建设，盘活建设用地 130 余

亩、生产厂房 4万平方米。

“ 企 业 要 发 展 ，服 务 是 关

键 。 我 们 将 以‘ 万 人 助 万 企 ’活

动 为 契 机 ，俯 下 身 子 搞 服 务 ，将

办公室设在项目工地上、企业厂

房 内 ，精 准 实 施‘ 一 对 一 ’服 务 ，

让老企业焕发新活力，跑出薛店

镇 项 目 建 设 、企业发展的‘加速

度’。”薛晓东说。

引进资本 注入活力

薛店镇帮助困境企业重生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

陈会敏）8 月 11 日上午，舞钢市矿

建街道张楼村村民王红柯开着电

动车出村办事，行驶到疫情防控点

时，正准备下车填写登记表，在卡

点值守的工作人员王玉良和王彦

豪忙冲他摆摆手：“不用下车，出示

行程卡、健康码，再扫一下我们自

制的登记码就行了。”说着，王彦豪

隔着 1 米远的距离拿出两张大型

二维码让他扫，王玉良则在车外拿

着红外线额温枪给他测量体温。

王红柯不禁感慨道：“咱村这

个二维码真方便！”“这是军坡为防

止交叉感染给咱特地设计的！”王

玉良回复说。

王玉良口中的王军坡是该村

村委会干部。

近段时间疫情形势严峻，该街

道各村陆续设立疫情防控点。针

对人员进出需要手写登记表容易造

成交叉感染的情况，王军坡思考：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进出人员不

用手写登记表？”

此时，舞钢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下发的 14天行程卡给了他启示：“要

是咱也能设计一个二维码，让来人

在1米线外扫码登记，不就减少交叉

感染概率了？”之后，王军坡自行设

计出张楼村人员进出登记二维码。

“二维码试行一周后，反响良

好。下一步，考虑在街道各防控点

推广。”该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使用信息登记二维码 减少交叉感染概率

张 楼 村 疫 情 防 控 有 妙 招

8 月 12 日，湛河区河滨街道苗

侯村大学生志愿者叶帆（左一）、李

怡龙（左二）等人在村头的疫情防

控点值守。

疫情防控期间，该村王怡莹、

王嘉鑫、李岩等 12 名放假在家的

大学生主动报名参加志愿者服务，

配 合 村 两 委 会 全 力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疫情防控 青春担当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杜

茹雅）8 月 12 日，一张村委会出具

的通行证，让带儿子到镇卫生院接

种疫苗的宝丰县大营镇古垛村村

民高佳凤在经过测温、核验、登记

后，顺利通过了沿途的西张庄、西

古庄、大沈河 3 个村的疫情防控卡

点。“有了这个通行证，去镇里办事

方便多了。”高佳凤高兴地说。

高佳凤拿的通行证是大沈河、

小沈河、西古庄、西张庄、古垛和蛮

子营 6 个村经过线上商议后，制作

发放的。通往镇区的道路依次贯

通这 6 个村，为做好疫情防控，各

村 在 这 条 路 上 依 次 设 立 了 值 守

点。为方便群众出行，经商议后，6

个村结合本村实际，制作了一批通

行证，通行证各村之间相互认可。

“我们 6 个村商定，非本区域

常住村民一律不得进入，村民们无

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允许外出，对确

有需要出行的发放通行证，外出返

回时也要凭证返回，并详细登记出

入时间。”大沈河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张贵峰介绍说，作为离镇

区最近的一个值守点，也是其他 5

个村村民出入必经之路，承担的责

任也更多。

“通行证分为两种，一种是一

人一张，对确有事需要外出的村民

发放，在通行证上写清楚出行人员

信息；另外一种是两人一张，针对去

医院打疫苗的未成年人发放，一名

家长陪同外出，写上该未成年人的

个人信息。”古垛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赵亚萌介绍，每张通行证

都是由村委会负责签发，并加盖公

章。本村值守点在外出人员归来

后收回通行证，各村承担发放责任。

大营镇六村联动凭“证”出入

本报讯 （记者王民峰）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连日来，市疾控

中心派出的 7 名专业人员组成的

两个消杀小分队在鹤壁市淇县、

浚县，支援当地灾后防疫，与当地

群众共克时艰，充分展示了鹰城

疾控人的良好形象。

据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介

绍，接到省卫健委指令后，根据市

卫健委安排，8月 8日，该中心立即

派出 7 名专业人员组成两个消杀

小分队赶赴鹤壁市淇县、浚县，支

援当地开展传染病防控、环境卫生

治理和环境消杀等工作。

据 第 一 小 分 队 队 长 杨 晓 玲

和第二小分队队长王贺丽介绍，

第一小分队到达的第一天，就立

即 与 淇 县 卫 健 部 门 制 定 了 蚊 蝇

类消杀指南和可行性工作方案，

紧急培训参与消杀人员；第二小

分队对浚县卫贤镇杨马湖村、新

镇大将村进行消杀指导。之后，

两个小分队分别在淇县、浚县的

部分村庄发放宣传单和折页，面

对面指导群众开展消毒消杀、做

好病媒生物防制等，筑牢救灾防

疫 防 线 ，确 保 大 灾 之 后 无 大 疫 ，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命 安 全 和 身

体健康。

“个别村庄周围洪水还没有

完 全 退 去 ，部 分 房 屋 还 浸 泡 水

中 ，有 些 农 户 家 里 还 没 有 消 毒 。

我 们 入 户 指 导 群 众 开 展 环 境 消

杀、垃圾清运、科学灭蚊蝇，提高

群众防护意识。”王贺丽说，小分

队指导当地采取看、问、闻、讲四

步 工 作 法 ，确 保“ 灾 后 无 疫 ”。

看 ，即 看 大 环 境 ，主 要 看 村 内 是

否 有 积 水 、是 否 有 垃 圾 堆 积 、集

中 供 水 井 是 否 进 水 ；问 ，即 对 回

迁群众开展访问，是否掌握居家

消毒常识；闻，即闻庭院、室内是

否有霉味，饮水是否有异味；讲，

即边走访边讲解消毒常识，并发

放 消 毒 常 识 宣 传 单 。 小 分 队 累

计指导农户消毒消杀 12291 平方

米，开展道路消毒 864.9 千米、供

水点消毒 203 个。

此前，市疾控中心曾派出 14

名业务骨干赴郑州支援当地开展

流调工作，派出 1 名业务骨干赴焦

作支援当地开展环境消杀工作。

市疾控中心消杀小分队
支 援 鹤 壁 灾 后 防 疫

●8 月 11 日上午，记者从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公安分局获悉，8 月 10 日下午，该分局

依法对一名拒不配合防疫检查且阻碍民警执

法的男子予以行政拘留。

（田秀忠）

●8 月 9 日上午，2020 年度“全国五好家

庭”荣誉称号获得者吴晓辉将采买的 24 箱方

便面、50 箱绿茶、75 公斤西瓜、4000 个医用外

科口罩等，赠给高新区疫情防控卡点。

（高轶鹏）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8 月 12

日下午，副市长刘文海带领市政

府办公室、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

责人到汝州市调研灾后食品安全

和疫情防控工作。

刘 文 海 一 行 到 林 桐 高 速 大

峪 站 执 勤 卡 点 详 细 了 解 人 员 配

备、值班执勤、车辆排查、体温检

测等情况，并认真查看下站人员

信息登记；又到大峪镇区诚惠百

货 超 市 ，寄 料 镇 好 又 多 超 市 、百

顺堂药店实地调研食品安全、保

供和疫情防控情况，并与相关负

责 人 认 真 交 流 疫 情 防 控 和 灾 后

食品安全管控情况。

刘文海强调，要扎紧外防输

入的口袋，从严从紧、从细从实，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要

强化重点人员排查，盯紧农村防

控，全面排查郑州市六院关联人

员、中高风险地区返平来平人员

信 息 ，备 足 备 齐 隔 离 场 所 、隔 离

房 间 ，做 到 应 隔 尽 隔 。 超 市 、药

店要强化疫情源头管控，落实落

细疫情防控期间食品、药品安全

管理措施，加大经营场所消杀频

次 ，加 强 发 热 、感 冒 药 品 销 售 管

控 。 要 加 强 疫 情 防 控 和 市 场 物

资供应两手抓，多措并举加大供

给，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违法行

为 ，确 保 生 活 必 需 品 供 应 充 足 、

价格稳定。

刘文海在汝州调研灾后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时强调

扎紧外防输入口袋 确保生活物资供应

本报讯 （记 者 张 亚 丹

通讯员陈英）“这个牌子的火

锅底料行吗？”“别的还需要

些什么？”8 月 8 日上午，湛河

区高阳路街道利民社区党支

部书记王栋把手机摄像头对

准超市货架，干起了“直播采

货”。屏幕另一端，是外地返

平居家隔离观察的居民。

返 平 人 员 居 家 隔 离 期

间 ，无 法 采 购 生 活 用 品 ，王

栋 就 带 领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通

过视频的形式，一一为居民

采购，有时一天要跑超市三

四 趟 。 王 栋 说 ，忙 是 忙 ，但

是 居 家 隔 离 的 人 本 身 压 力

就大，一定要保障他们的基

本生活需求。

利民社区有 900 户 1600

多 人 ，流 动 人 口 较 多 ，此 次

南京疫情发生之初，社区就

及 时 摸 排 所 有 住 户 。 截 至

目前，社区里 35 名中高风险

地区返平人员全部进行居家

隔离。

“直播”的采购形式是受

一次“小麻烦”启发而来。“当

时有一位居民想买某品牌的

矿泉水和某种面条，我们到

超市发现他说的那个牌子的

没有了，不知道买哪种合适，

打电话问来问去很麻烦，就

想到开着视频‘直播’挑选。”

王栋说，他发现，通过一次次

的“直播”，满足了大家在生

活上的个性化需求，也拉近

了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之间

的距离，让居民更愿意配合

社区做好疫情防控。

除采购生活用品外，社

区工作人员还帮隔离人员将

快递从代收点送上门，最多

的一天送了 17 份，最晚一次

送到晚上 11点。

摸排人员信息、公共区

域 消 毒 …… 在 王 栋 的 带 领

下，社区工作人员 24 小时轮

班值守，持续开展一系列疫

情防控。“目的只有一个：社

区不出现疫情。”王栋说。

“直播”采货 代送快递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为隔离居民“跑腿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