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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娄刚）餐馆是人们容

易聚集且长时间近距离接触的场所，

《河南省“场所码”推广实施方案》在这

个行业的实施情况如何？

总的来说，“先扫码再进店就餐”已

成为大家的基本共识，但是在一些外卖

窗口还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

5月 23日上午 11点半，记者刚走进

市区矿工路东段的一家面馆，一位服务

员便迎了上来，伸手做了个手势。记者

明白了他的意思，退回门外扫“场所

码”。他查验手机后，做了“请入内”的

手势。其他顾客也大都如此。

与其相邻的一家粥铺，顾客按照

服务员提醒扫码入内。粥铺还有一个

外卖窗口，窗口上张贴的也有“场所

码”，记者询问服务员是否需要扫码。

服务员有点拿不准，说：“不入内好像

不需要扫码吧。”

其实，《河南省“场所码”推广实施

方案》明确要求：“推行‘场所码’，要确

保全省所有场所全覆盖、无死角，所有进

入相应场所的人员扫码后才能进入。对

有多个入口的商场、超市、酒店、写字楼等

场所，实行一门一码；大型商业综合体内

店面，无论大小，实行一店一码……”也

就是说，到店就餐不管入不入内、时间

长短，都是需要扫码的。

在东安路北段的一家面馆，顾客在

服务员的提醒下一一扫码入店。顾客

屈先生说，他常在该店吃饭，与老板、服

务员都很熟，但是从来没有因为熟而不

扫码。“战胜疫情需要每个人都自觉遵

守防疫规定，都觉得无所谓是很危险

的。”他说。

本报讯 （记者张五阳）根据疫情防

控要求，我省所有场所要实现“场所码”

全覆盖。我市各大商场、超市执行情况

如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商场：进场必扫 专人查验

5月 23日上午 10点 39分，在市区凌

云路南段的中骏世界城门外，值班人员

一一查验市民的“场所码”后才准予通

过。记者扫码进入商场后看到，商场内

每家店铺门前都张贴有“场所码”，且商

场内循环播放着提醒顾客扫“场所码”

的广播。

同样，在光明路中段的双丰商城、

开源路中段的丹尼斯百货、建设路中段

的万达商场等几家商场的大门处也张

贴有“场所码”，并有值班人员负责查

验。商场内店铺门前也均张贴有“场所

码”，但是缺少管理，顾客进店扫码与否

全凭自愿。

在市区某商场内的“联想”专卖店，

市民入内后并没有店员提示扫“场所

码”。市民在该店逛了一圈直到临走时，

店员才要求扫“场所码”。“我们这儿人少，

就我一个人，有时候顾不过来，但是商场

的确有要求让顾客扫码。”该店员说。

在市区另一家商场内的“纪念日百货”

店，同样没有员工提醒顾客扫“场所码”。

超市：人流量大 排队扫码

上午 11点，在中骏世界城负一楼的

万德隆超市门口，市民扫码后经工作人

员查验进入超市。

“现在，我已经习惯扫码了。原来

我都不用智能手机，我儿媳妇专门给我

买了个智能手机，教会我咋扫码。”11点

45分，在开源路中段丹尼斯百货超市门

前，家住附近的 56岁的张阿姨拿着手机

扫码进入超市买菜。

记者又接连走访了体育路中段的

永辉超市、矿工路与长青路交叉口的金

篮子超市等几家大型超市，发现尽管超

市人流量较大，但是市民几乎都能做到

主动排队扫码入内。

商场、超市

人流量大，扫码一个不少

本报讯 日前，我省全面推广“场所

码”，我市金融机构在各营业网点均张

贴了“场所码”。

银行：严格扫码 限流进入

5月 23日上午 10点，在市区建设路

与光明路交叉口的工行建西支行门前，

市民戴着口罩有序排队进入营业厅。

入口处，摆放着“场所码”牌、测温仪、登

记簿。“请出示‘场所码’、健康码和行程

卡，戴好口罩。”工作人员不时提醒。

在矿工路中段的农行矿工路支行

门前，摆放着印有“场所码”、健康码、行

程卡和温馨提示的展架。门外，市民依

次扫码进入。

沿着矿工路往西走，来到中原银行

矿工路支行。该行门口显眼位置张贴

着“场所码”，大厅内有五六个市民在办

理业务。记者刚想进去，门口保安拦住

说：“现在出一个进一个，等有人出来了

你再扫码进去”。

除此之外，建行煤炭专业支行、中

行西苑支行、平顶山银行体育路支行、

邮储银行中兴北路营业所，均在门口

显著位置张贴了“场所码”，并配备了

防疫物资。

保险营业厅：扫码登记 预约排号

“请您先扫一下‘场所码’，在这边

预约排号。”在市区新华路与湛河南路

交叉口的人保财险营业厅门前，醒目

的“场所码”被张贴在玻璃门上，工作

人员正提醒市民扫码、测温。“现在扫

‘场所码’已经成习惯了。”一位女士感

叹道。

在诚朴路与湛河南路交叉口，新华

保险平顶山中心支公司营业厅门口摆

放着警示标牌，上面印有醒目的“健康

通行 扫码登记”的提示语以及“场所

码”，标牌旁还设有红外测温仪。门口

左侧的咨询台上摆放着酒精、免洗消毒

凝胶以及登记簿，一位女士正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填写自己的相关信息。

（张超 朱梦楠）

银行、保险营业厅

众多网点，扫码一样规范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通讯员

罗思颖）“申请新‘场所码’后，门口

醒目位置多贴几张。”5月 20日，新

华区焦店镇纪委书记王梓力在焦店

村运通特色烧鸡饸饹店督导检查

“场所码”使用情况时叮嘱店主道。

为进一步抓紧抓实抓细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发挥“场所

码”追踪溯源功能，5 月 19 日、20

日，焦店镇纪委联合镇疫情防控指

挥部、社会防控组等多部门成立督

导组，对全镇各行政村临街经营场

所开展“场所码”督导检查。

此次督导检查共摸排出 689

家 需 要 张 贴“场 所 码 ”的 公 共 场

所，截至目前 677 家已申请并使

用，12 家未落实的场所已经全部

督导到位。

“下一步，我镇将不间断对辖

区‘场所码’使用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层层压实场所主体责任，同时

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自觉扫码

登记，构建数字化疫情防控网络。”

焦店镇党委书记许跃华说。

焦店镇：

盯紧“场所码”筑牢安全线

本报讯 （记者朱江淼）5 月 19

日，卫东区东高皇街道上徐村党

员干部带头，与村民、志愿者一起

清理道路两旁的落叶尘土、果皮

纸屑。与此同时，东工人镇街道

干群在机械的配合下，集中清理

吕庄村内的垃圾杂物，持续提升

村容村貌。

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

动开展以来，该区围绕“清死角、补

短板、促提升，冲刺全省第一方阵”

的攻坚行动要求，动员干群迅速行

动起来，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取得实效。

该区制定了《卫东区农村人居

环 境 集 中 整 治 复 查 验 收 工 作 方

案》，调整四大班子分包村制度，进

一步加强领导、压实责任、细化任

务；党员干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

先锋模范作用，退伍军人、区巡防

大队队员发挥“尖兵”作用，积极参

与解决环境卫生整治的难点痛点

问题；24 支农村“党员突击队”深

入一线，聚焦村庄环境整治的重点

区域，不间断地进行排查、清理。

此外，该区各村党组织充分利

用大喇叭、宣传公示栏等动员村民

开展清洁行动，攻坚行动开展以来

共清理垃圾杂物 1654 车，拆除残

垣断壁、空心院、违建 65 处，整治

沟渠 4190 米。同时，各村将人居

环境整治要求纳入村规民约，鼓励

村民对乱倒垃圾、乱泼污水、乱堆

乱放等破坏人居环境的行为，勇于

监督、巧于劝导、敢于制止，形成民

建、民管、民享的良好机制。

卫东区持续提升村容村貌

党员带头干 群众齐参与

本报讯 （记者王代诺）“您好，请扫

‘场所码’。”5 月 23 日下午，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志愿者王小楠对前

来办理业务的用户说。

当天，记者先后到市自来水有限公

司、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的客户服

务中心走访“场所码”推行情况。

近年来，市自来水公司、平燃公司

积 极 开 展 网 上 业 务 办 理 ，水 、气 的 缴

费 、过 户 等 业 务 都 可 以 通 过 手 机 操

作。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用户服务

工作，两家公司的客服中心分别在门

口处设置了疫情防控服务台，并在显

眼位置张贴了“场所码”，安排志愿者

每 天 值 班 ，引 导 用 户 有 序 扫 描“ 场 所

码”。

“‘场所码’推行有一段时间了，用户

基本都能自觉扫码。不过也有一些老年

人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扫码，我们就

制作了信息登记簿，志愿者会帮助他们

登记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再引导他

们有序办理业务。”平燃公司客服中心经

理李爽说。

除了“场所码”，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平燃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还配备有电子测

温仪。

业务办理，扫码一丝不苟

餐饮店

有序就餐，扫码已成共识

自来水、燃气客户服务中心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5月 23

日上午，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滨

湖街道西留村内，挖掘机、铲车、

渣土车等机器轰鸣，村“两委”干

部正带领党员志愿者、村民开挖

沟渠、铺筑道路，全面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西留村是滨湖街道辖区的一

个 拆 迁 村 ，基 础 设 施 较 差 ，道 路

年久失修，给村民出行造成极大

不便。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切实

解决困扰村民的出行问题，滨湖

街道党工委发动该村党员干部，

组织人员、机械、物料等，对破损

道路重新铺筑混凝土，彻底改善

坑洼泥泞的旧貌。目前，该村已

新修道路 3000 余米、修建排水沟

2800余米。

“现在路重新修了，排水渠也

有了，环境卫生更好了，在村里住

着真舒心！”村民朱婵婵说。

自“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

展以来，滨湖街道党工委坚持以

群众最期盼、群众最关心的事为

中心，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落实落地。

该街道制定《滨湖街道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方案》，由街道

包村干部带队深入一线，与各村

党员干部共同落实方案要求，一

级带着一级干，同时将每周五确

定为“清洁家园日”，发动群众一

起参与环境卫生整治。

今年以来，在 300余名党员干

部的示范带动下，该街道已开展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50 余次，清

理垃圾杂物 500 余车、河道 400 余

米，平整土地 15000 余平方米，修

建道路 4200余米、花池 3000余米、

排水沟 3500 余米，种植树木 1200

余棵。

改造旧路面 修建排水沟

示范区滨湖街道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月 21日，石龙区龙河街道嘴

陈村附近的恒宇科技有限公司车

间内，20 多名工人在忙碌着。公

司董事长黎清恒看到大家忙不过

来，时不时地搭一把手。

今 年 57 岁 的 黎 清 恒 是 嘴 陈

人。1983年，他跟着村里人到汝州

一家煤矿当矿工，之后到一家洗煤

厂当装卸工。其间，他自学了电气

焊技术，接触到选煤机械设备安装。

后来，由于办事灵活、学习能力强，黎

清恒从装卸工晋升为洗煤厂的管理

人员，掌握了一定的管理经验。

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人脉和

技术之后，2002 年，黎清恒到宝丰

县城租了两间房子，创办了恒宇科

技有限公司，开始了选煤设备的设

计、生产和安装。创业初期，黎清

恒既是管理者，又是推销员；既要

面对资金不足的难题，又要面对产

品滞销的窘境。

但问题和困难并没有让黎清

恒退缩。经过不断摸索，黎清恒改

良了生产工艺，从源头上提升了产

品质量。他还买来电脑，用两年时

间学会了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

制图。20 年过去，工厂的员工增

至 100余人，焊机增至 1000余台。

2017年 6月，在石龙区政府的

支持、引导下，黎清恒将企业搬回

嘴陈村。该村党支部书记陈永政

主动帮助企业协调土地、资金等，

并在嘴陈村路边分别建成 4300平

方米和 28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厂

房，凝心聚力打造选煤设备制造产

品品牌。

“现在月工资 8000多元，还能

照顾老人和孩子，比在外边打工强

多了！”在工厂任技术员的村民兰

现臣说。

“下一步我要扩大生产规模，

为更多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大

家共同致富。”黎清恒说。

（本报记者 闫增旗）

企业搬回村 带民共富裕

5月 23日，工作人员指导燃气用户扫“场所码”。

本报记者 王代诺 摄

5 月 23 日，光明路

中段双丰商城门前，工

作人员提醒市民扫“场

所码”进店。

本报记者 张五阳 摄

5 月 23 日，农行矿

工 路 支 行 门 口 ，市 民

有序排队扫“场所码”

进入。

张超 摄

5月23日，市民自觉

扫“场所码”进店就餐。

本报记者 娄刚 摄

（上接第一版）

然而，目前种植基地一般做不到，

生产方式、场地都是制约因素。既没

有短存蔬菜的仓库，也没有设置分拣

工、清洗工和包装工。此外，还需要订

购纸箱、菜筐、绳子等。“对单一的种植

户来说，无法兼顾更长的产业链，根本

不可能实现。”李腾说。

李腾表示，延长产业链，蔬菜农超对

接的平台会更宽。比如可以将蔬菜进一

步精细分装为每袋一盘，消费者可以直

接入锅炒菜；比如可以将蔬菜速冻后用

真空袋包装，既保持鲜味又耐贮藏。“所

以在一定程度上，蔬菜进超市是为中高

端消费配菜。种植在产业链的最前端，

完成这些确实勉为其难。”他说。

蔬菜市场经纪人呼之欲出

李腾到各种植基地走访，通过开

超市的朋友，帮助菜农解决蔬菜销售

难题。

孙晓红的 20多亩包菜大多垛在屋

内，地里只剩一小部分。李腾遗憾地说：

“地里的，我可以全包了。屋里的，说实

话，超市也不要呀，因为品相已经坏了。”

果然，这些包菜因为是下午砍掉

的，外面一层已经蔫了。加之包装不科

学，包菜外边开始起霉点，还有了虫眼。

思诚村堆放冷库的花菜，尽管用

上了塑料包装袋，但是花菜盘的大小

不一，因温度过低还溢出了水珠。室

内外温差大，拿出来不久就坏了，根本

放不住，超市哪敢要？

在北村的花菜地，花菜的叶子很大

而花盘很小。李腾惋惜地说：“从种上的

那天起，就注定挣不了钱。”原来，这一品

种不适合本地生长，产量低，品相也不好。

如果能培养出一批蔬菜市场经纪

人，可能会避免这些现象。

李腾分析道，经纪人一手托两家，会

充分了解市场蔬菜信息，让种植户少走

弯路。如适合本地的种子、药肥等，首先

让种植户种出好菜，种出丰收的菜。经

纪人也会建议什么时间收菜，使用什么

样的包装。最为关键的是掌握市场信

息，根据超市个性化需求下发单子给种

植户，然后组织车辆精准派送，反过来支

撑上游种植产业。（本报记者 杨沛洁）

解封不解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