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4年6月27日 星期四 E-mail:rbwztp@pdsxw.com综合编辑 李 晗 校对 李京晶

我我为群众办实事

展风采 新征程

6 月 23 日，湛河区南环路街道工

作人员和该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在一

家商户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夏季是用电高峰期，该街道联合

区消防救援大队于当天开始对辖区

“九小”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切

实增强经营者消防安全意识，将安全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排查隐患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张
亚楠）“您好，我是湛河区医保局工作

人员，我们在医保后台看到您申办了

门诊慢病网上申报，整个办理过程顺

利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6月 25

日，湛河区医保局工作人员电话回访

门诊慢病网上申报患者李学清。

“没啥困难，工作人员态度很好，

到下班时间了还在指导我们网上办

理，让我少跑了很多路，我很满意。”李

学清说。

“以前门诊慢病申请只能线下办

理，实行网上申办后，参保人本人或家

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电脑，就能为行

动不便或异地就医的参保患者进行线

上申请，并且申办全过程透明，可随时

随地查询进度，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

跑腿、让群众少跑路。”湛河区医保局

局长何大勇说，今年 4月份以来，该局

积极推行门诊慢病申报“网上办”“掌

上办”，线上申请、受理、推送、鉴定等

流程在 1—7 个工作日完成，进一步提

高了门诊慢病认定效率，让辖区参保

患者高效便捷享受门诊慢病待遇。

为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该局制

作慢病网上申办操作流程，通过线上、

线下广泛宣传，并安排专人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和诉求疑问，及时回复、解答。

同时，该局大力推进医保政策下

基层，在分批次对村（社区）卫生室医

务人员集中培训的基础上，将慢病防

治宣传与医保政策下基层活动紧密结

合，抽调业务骨干进社区、进医院、进

基层，送政策、送服务，为参保患者仔

细讲解申办流程和需要提供的资料，

让群众对慢病网上申办操作流程看得

懂、会操作。截至目前，该局已开展专

题培训 3 场，进基层宣传 5 次，印制宣

传彩页 2万份。

为确保工作质效，湛河区医保局

推出电话回访倾听民心服务，通过电

话回访了解参保群众办事是否便捷、

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是否满意以及有哪

些意见建议等，从群众视角审视工作

漏洞和症结，不断优化工作流程。

湛河区门诊慢病申报网上办推行

两个月以来，已受理并鉴定合格门诊

慢病患者 185人次。

政策活起来 群众少跑路

湛河区门诊慢病申报“网上办”

本报讯 （记者曹晓雨）6月 26

日，从市文联传来消息，“雨过天

青·平顶山”当代陶瓷创意展即日

起征集作品。

展览由省美术家协会、平顶山

学院、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市

文联主办，由河南陶瓷学院、平顶

山学院陶瓷学院、市文化艺术中

心、市美术馆、市文化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宝丰县汝窑瓷业保护和发

展服务中心承办，旨在传承弘扬中

国陶瓷文化，深入挖掘阐释中国陶

瓷文化内涵，叫响“汝瓷之源”，展

现新时期陶艺家的创作成果，推动

全国地域陶瓷文化产业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展 览 拟 展 出 作 品 150 件

（套）。征集作品包括器物类、装饰

与绘画类、环艺雕塑类陶瓷艺术所

有类别，要求作品首次参赛、形式

创新、技术含量高，符合当代审美

的非生产性手工陶瓷艺术作品。

其中，平面陶瓷艺术作品装框后最

大单边长不超过 240厘米，作品平

面面积不超过 3平方米；陶艺作品

单件最大边尺寸在 150 厘米以内，

重量在 100公斤以下。

展览面向全国各地陶瓷传承

人、艺术家、设计师以及在校大学

生征集作品，每人最多申报 3 件

（套）。初评截稿时间：2024 年 9

月 30日。作品初评结果在省美术

家协会等主办单位网站公布，初

评入围作者须按时间要求送达原

作 参 加 复 评（收 件 时 间 另 行 通

知）。

复评结束后，入展作品将于 11

月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展出。

“雨过天青·平顶山”
当代陶瓷创意展征集作品

本报讯 （记 者 程 颖）6 月 26

日，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了解到，2024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

存基数已确定。

2024 年度（2024 年 7 月 1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住房公积金缴

存基数为职工本人 2023年月平均

工资。工资总额的计算以直接支

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

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

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

支付的工资等组成。

我市统计部门公布的 2023年

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含

劳务派遣）平均工资 76408 元，按

照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原则上

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确定

2024 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

上限为 19101元。

缴存基数最低限额按照我省

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平顶山市一

类地区（市区、舞钢市）2100 元，二

类地区（宝丰县、郏县）2000元，三

类地区（叶县、鲁山县）1800元。

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

存基数为本人 2023 年月平均工

资 或 按 照 市 统 计 部 门 公 布 的

2023 年 全 市 在 岗 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的 80%（6367 元 × 80% ≈5094

元）确定。

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

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

月 平 均 工 资 的 5% ，均 不 得 高 于

12%，缴存单位可按 5%至 12%自主

确定缴存比例。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较上一年度降低的单位，应当

经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

工大会表决通过。灵活就业人员

缴存比例合计为 16%。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

经审核确定，在本缴存年度内不

得再进行调整。单位缴存住房公

积金确有困难的，经本单位企业

职 工 代 表 大 会 或 者 工 会 讨 论 通

过，可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申请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待

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再恢复缴

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部分。单位

缓缴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超过

一年需要继续缓缴的，必须重新

办理申请手续。

2024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确定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6 月 25 日

中午 12点，家住叶县盐都街道东卫庄

社区 70 多岁的居民张玉梅来到昆阳

府小区附近的助餐点，吃上了热腾腾

的午饭。“两素一荤，吃着舒服，以后俺

做不成饭的时候就来这里吃了。”张玉

梅高兴地说。

该助餐点面积300平方米，也是老

人助餐点的中央厨房，做好的饭菜会

被统一派送到城区其他4个助餐点。

叶县有近 15万老年人，面对日益

老龄化这一现状，叶县大力发展助老

事业，在城区设立日间照料中心，在乡

村成立幸福院，为老年人提供娱乐聊

天场所，并组织志愿者定期或不定期

开展文艺表演、包饺子等活动。

为让老人们吃上实惠、可口的饭

菜，叶县当天 50个老人助餐点同时开

业，其中城区 20个、乡镇 30个。

据叶县民政局局长王要杰介绍，助

餐点工作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

持，财政投资 30多万元装修中央厨房

并配置桌椅，免费供入驻中央厨房的餐

饮公司使用，老人可享受就餐八折（最

低五折）优惠。该县 50个助餐点采用

中央厨房+助餐点+爱心饭店的模式，

乡村以幸福院为依托设置助餐点。民

政部门将加强监督，确保饭菜质量，适

时扩大助餐点的数量，有序提高覆盖范

围，让老人就餐方便、吃得放心。

叶县50个
老人助餐点同时开业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6月 26

日，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传来消

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文旅文创

融合工程，促进陶瓷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我市出台《平顶山市陶瓷

青创市集青年创意支持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激励青年陶瓷创

意人才创新发展。

根据该《办法》，市文化艺术中

心每月将利用周末举办两次陶瓷

青创市集（室内或室外）集中创作

活动。活动由市文化艺术中心负

责组织和协调，河南莆城古陶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免费提供泥料、釉

料，提供的材料应满足创作需要，

确保其质量和安全性，并免费烧制

陶瓷作品。

集中创作活动将提前发布具

体时间，实行预约排号制度，确保

每位参与者都能得到充分的创作

时间和空间。参与者应按照预约

时间到达活动现场，并按照活动要

求进行创作。创作的作品归作者

所有，活动组织方每季度评选一次

优秀作品，年终组织一次终评。所

有创作作品均可通过市陶瓷（非遗）

文创产品展示中心进行展示、售

（拍）卖。终评获奖者将获得由组织

单位颁发的获奖证书，并享受以下

优惠和推荐：优先参加市文化艺术

中心、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举办的各类陶瓷文化活动和展览；

优先推荐参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和陶瓷艺术大师。

我市出台支持办法

激励青年陶瓷创意人才创新发展

6 月 20 日早上 7 点半，距离上班时

间还有 30 分钟，平顶山平煤机煤矿机

械装备有限公司焊接车间已是一派繁

忙，34岁的焊工王泳辉穿着阻燃服、戴

着安全帽、提着水杯径直向岗位奔去。

“天再热，活儿再多，安全生产永远是第

一位。”王泳辉边走边笑着说。

王泳辉于 2008 年 8 月入职平顶山

平煤机煤矿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十多年

来一直从事电焊工作。勤勉敬业的他多

次获得公司首席电焊工和技术能手称

号；2016年在市第五届职工技术运动会

上获得技术明星称号，并被评为河南国

控集团金牌焊工；2017年获得市五一劳

动奖章；2018年获得“嘉克杯”国际焊接

大赛三等奖；2023年获得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2024年获评河南省劳动模范。

“要学就要学最好，要钻就要钻透

彻，要做就要做精致。”这是王泳辉时

常挂在嘴边的话。从入职起，他就把

追求焊接新技术作为奋斗目标，只要

跟焊接有关的事，他都要弄明白、学精

通。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和钻研攻关，

不到两个月，王泳辉就具备了独立操作

的能力，仅半年就成长为公司的 A级电

焊工。

“在我们公司，王泳辉是首批获得

国际焊工资质的，他积极参加各类焊接

竞赛，不断提高焊接水平。2016 年，在

公司试制新产品高铁车厢转向架时，王

泳辉是当时唯一能焊出 3 毫米合格焊

缝的师傅，这和他平时的勤学苦练密不

可分。同时，他还先后参与了公司所有

重要支架的生产任务，尤其是在国家能

源集团 8.8米超大采高支架样机试制任

务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谈及王泳

辉，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兼党群工作部部

长李春元赞不绝口。

电焊工工作环境条件相对较差，劳

动强度大，王泳辉一年到头都要穿着厚

重的阻燃服，手握焊枪一干就是几个小

时。“他每天都要焊 60 公斤重的焊丝，

十多年来，这些焊丝连起来可达 18000

公里，相当于我国大陆海岸线的总长

度。”结构件分厂厂长王亚卫说，王泳辉

不仅善于钻研，而且吃苦耐劳，在公司

研制 8.8 米超大采高支架样机任务时，

他带队承担焊接任务。“当时这是世界

上支护高度最高、工作阻力最大，也是

生产难度最大的液压支架产品，但对公

司重返国家能源集团市场、稳固高端市

场地位至关重要。样机全部按照欧洲

标准进行生产，工期紧、任务重，王泳辉

带领团队吃住在现场，大家连班作业，

仅用 8天就完成原定 15天的焊接任务，

并创造了一次探伤合格率 100%的奇

迹，产品通过煤机领域专家评议，填补

了国内空白。”

2013年，该公司获得德国鲁尔集团

7架高端液压支架样机订单，该批支架

不仅要全部达到欧洲标准，还要符合国

际煤机行业 2000 多项鲁尔内部标准，

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循。王泳辉主动参

与，默默下定决心，要用双手推开鲁尔

集团市场的大门，为中国煤机产品正

名。他请教技术人员，研究欧洲标准，

查阅大量资料，通过上百次试验，终于

成功解决了狭窄空间倒角部位施焊等

一系列难题，高标准完成样机焊接任

务，并一次性通过各项检验，得到了德

国监理的高度评价，最终为公司赢得了

德国鲁尔集团价值 4亿元的订单，更重

要的是这改写了世界高端煤机市场不

用中国产品的历史，推进了中国煤机国

际化进程。后来，王泳辉还高质量参与

完成了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出口支架

的生产任务。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工作之

余，王泳辉先后制作出侧护板、护帮板

专用支护胎具在内的一系列专用支护

工具，让焊接作业省时省力更安全。他

焊接的支架焊缝不仅成型美观，而且一

直保持着 100%合格率。他焊出的产品

多次被送上全国各地展台，多次代表河

南、代表平顶山获得殊荣。

“时代在变，技术在变，我们的思维

必须与时俱进，务必保持爱学、好学的

心态。市场竞争最核心的还是质量和

品质，作为一名新时代产业工人，我们

必须把自己的个人梦想与中国梦紧紧

‘焊接’在一起，把工业技术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里，时刻以大国工匠的标准要求

自己，努力在焊花里演绎人生，为企业

的发展壮大作出贡献。”谈及未来，王泳

辉说道。

（本报记者 张鸿雨）

——记省劳动模范、平顶山平煤机煤矿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焊工王泳辉

在焊花中演绎精彩人生

本报讯 （记者程颖）6月 25日，从

市交通运输局传来消息，今后开办运输

企业办理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以内。

依据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

局联合印发的《河南省开办运输企业

“一件事”实施方案》，企业营业执照信

息核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危险

货物道路运输经营、使用总质量 4500

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

运经营的除外）、普通货物营运车辆道

路运输证配发等，集成为开办运输企

业“一件事”。

今后，在省内从事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业户（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使

用总质量 4500 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

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除外），拟申

请企业负责人或经办人需实名登录河

南政务服务网或“豫事办”，线上填写、

提交申请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接到线上申请后，市交通运输局

将会同其他部门，实行一次告知、一

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

网办理、限时办结。该局有关负责人

强调，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部

门不会增加申请材料、审批条件、审

批环节。

在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办理业

务流程中，能够通过数据共享核验的

免于提交证明材料、能够提供电子证

照的免于提交实体证照，最大限度减

少申请人重复提交材料，让企业办事

更便捷。

我市将于 6月底前开通开办运输

企业“一件事”受理端口，线下开设“一

件事”综合受理窗口。

办理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

我市将开通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受理端口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6月 25

日，市残联举行“乡村振兴 豫善同

行”慈善捐款仪式，组织机关和二

级机构干部职工捐款献爱心，支持

今年我市重点民生实事——残疾

人康复站建设。

残疾人康复站建设被市委、市

政府列为今年我市重点民生实事，

将完善县、乡、村三级康复服务体

系，依托乡镇卫生院和村（社区）标

准化卫生室，建设 1000 个残疾人

康复站。“我们是全省首家将残疾

人康复站建设列入重点民生实事

的市，1000个残疾人康复站将全部

建设在乡（镇）、村（社区），让残疾

人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享 受 到 康 复 服

务。”市残联理事长盛少飞说。

为支持这项重点民生实事，多

渠道筹措建设资金，按照市委、市

政府工作部署，市慈善总会将残疾

人康复站建设项目纳入“乡村振

兴 豫善同行”活动，动员社会各界

积极捐赠善款。市残联作为残疾

人的“娘家人”，带头参与“乡村振

兴 豫善同行”活动，机关和二级机

构干部职工踊跃捐款，现场共筹集

善款 10300元。

市残联二级调研员刘冠军说：

“建设残疾人康复站是一项一次投

资、多年受益的好事实事。衷心希

望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

共同为残疾人康复奉献爱心。”

市残联干部职工
爱心捐款助力康复站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