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4年8月8日 星期四 E-mail:rbwztp@pdsxw.com综合编辑 焦葵葵 校对 海 飞

本报讯 （记 者 毛 玺 玺 通 讯 员 李

颖）8月 6日，走进新华区香山街道筹备

组石桥营村，只见清澈的湛河水绕着寨

墙缓缓流淌，满池荷花与古民居相互映

衬，吸引不少人到此赏景游玩。

临近午时，该村南寨门旁的一家

老字号餐馆香气四溢，几名农家大厨

正挥刀舞勺，精心烹制美味的“香山大

骨头”。

家住郑州市的食客谢元春就是奔

着这香味而来，他提前一天预订了位

子，只为一饱口福。“这大骨头色香味俱

全，吃着真得劲！还是老字号做得地

道。”他一个劲儿地夸赞道。

“香山大骨头”肉质饱满、鲜嫩多

汁，是当地有名的美食，深受美食爱好

者的喜爱。“这几年，随着村里基础设

施的改善，环境越来越美，前来游玩的

客人越来越多。村上有发展的潜力，

我们也急需扩大经营，一拍即合！”据

餐馆负责人潘雅洁介绍，自 7 月 21 日

重装开业以来，天天满客，经常爆单。

作为新华区和美乡村落地的第一

个餐饮项目，新华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主要领导多次调研观摩，询问

项目进展情况，积极协调解决问题：

厨房面积不够，石桥营村“两委”干部

积 极 跟 周 边 村 民 协 调 ，增 加 使 用 面

积，使得厨房能按照“明厨亮灶”工程

标准改造；没有卫生间，和美乡村专

班特别邀请了专业设计团队帮忙设

计、施工……

乡村美景引客，乡土味道留客。新

华区不仅有秀美的乡村风光，也有品类

丰富的特色美食。今年，该区在大力推

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同时，依托本地资

源，以特色美食为流量导入口，大力开

展产业招商，集中精力谋划培育乡村餐

饮项目，统筹人大、政协、商务局、工商

联、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组织 500

多名涉及餐饮行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先后开展 20 余批次实地考察调

研，探讨商机、共谋发展，目前已对接洽

谈 30余家餐饮企业，努力将乡村的“人

情味”与“乡土味”汇聚在一道道乡村美

食当中。

如今，一批知名餐饮品牌陆续入驻

该区青石山街道西吴庄村等，乡村美食

成了“一桌产业”，用烟火气为和美乡村

聚人气。

“我们将充分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全力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积极谋划发展优势乡村特色产业，努力

绘就一幅‘农业有干头、农村有看头、农

民有奔头’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新华区

委副书记陈洪远说。

乡村美景引客 乡土味道留客

特色美食为乡村振兴“增色添香”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8 月 6

日，从市红十字会传来消息，为帮助

我省更多唇腭裂患者获得救治，扩大

基金救助覆盖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嫣然天使基金将到河南开展医疗救

助行动。即日起，符合条件的患者可

向当地红十字会报名申请救助。

嫣然天使基金是李亚鹏先生、

王菲女士倡导发起并设立在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的专项公益基金，主

要用于资助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

手术。近日，嫣然天使基金拟定于

2024 年 10 月前往郑州市，带领医

疗专家、志愿者组成的医疗团队，

开展“天使之旅——把爱传出去”

医疗救助行动，与当地医院合作为

唇腭裂患者免费实施手术。

此次免费手术的报名条件为：

1.手术范围：唇裂初次缝合手术，腭

裂初次缝合手术、二期唇裂修复；2

年龄：单侧唇裂 3个月以上，双侧 6

个月以上，腭裂 10个至 12个月，二

期修复 5岁以上；3.体重：单侧唇裂

5kg以上，双侧唇裂8kg以上，腭裂

10kg 以上；4.近 3 天无感冒、咳嗽、

发烧、腹泻、皮疹等。

为了手术安全，除了上述最基

本要求外，肺炎、严重腹泻、先天性

心脏病、血液系统异常、下颌过小

（睡觉有鼾声或憋气）者不列入本

次手术范围。

即 日 起 至 2024 年 9 月 25 日

前，符合条件的唇腭裂患者家属可

与各县（市、区）红十字会联系，填

写《2024 嫣然天使之旅报名表》登

记报名。

嫣然天使基金要来河南

唇腭裂患者快来报名！

白天到夜里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小阵雨，偏东风 3级左

右，最高气温33℃，最低气温25℃

温 馨 提 示

（上接第一版）

湛河，贯穿市区，是平顶山人当之

无愧的母亲河。

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湛河也曾淤

泥堆积、杂草横生、臭气熏天。为让湛

河真正造福市民，我市通过科学手段，

对其进行全流域综合改造，主城区段实

现截污管网全覆盖，每年引来 2000 万

立方米水，确保污水进管、清水进河。

前不久的一天，大雨倾盆。通过智

慧湛河系统，市兴城湛河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姚涌超发现，开发二路、李苗路橡胶

坝因暴雨导致水位短时间激增，超过预

警值。他第一时间向市水利局汇报，下

落坝位40厘米，及时消除了险情。

“为保证治理效果常态保持，我们

建设了智慧湛河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安

装了153个摄像头，对园林绿化、污水管

网、水量水质等实行实时监控管理。”市

兴城湛河管理公司董事长赵德宝说。

如今，40.2 公里主河道、18 条主要

支沟全面治理、不留死角；沿河 3 大公

园、52 个节点，形成景观水面 160 多万

平方米……去年 12 月，湛河入选全省

首批“淮河流域幸福河湖”。

湛河的成功治理，只是我市打造

和谐水生态的一个缩影。

全面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

和”的愿景，必须牵牢“牛鼻子”，奔着问题

去、对着问题改。

水资源匮乏，怎么办？

引水有“方”，源头活水来。平顶

山市属于极度缺水区。为此，我市实

施一批重大水网骨干工程，推进燕山

水库引水、引白入沙等南水北引工程，

前坪水库北干管和南干渠、新建祥云

河等西水东调工程，实现长江水、黄河

水、本地水“三水互济”。

管护效果难保持，如何解？

治“水”有法，用好水资源。在加快

管理网、工程网“双网”建设，实现城乡

供水一体化的同时，我市还积极探索水

利工程投建运管一体化模式，建设现代

水网调度中心，实施数字孪生水网工

程，有效促进防洪安全、节水增效。

水资源浪费，何以破？

节水有“道”，做优水文章。立制度、

强措施、抓管理。“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率

先出台《平顶山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

在全省率先将‘三同时’管理纳入行政审

批，对32.2公里的市政和小区供水管网

及配套设施进行了更新改造，漏损率从

2018年的 12%降到 8.01%。”市城管局公

用行业管理科科长何开伟说。

基于诸多亮眼成就，我市成功创

建为国家节水型城市，入选全国 50 个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试点城市。去

年 9月，我市被水利部认定为全国首批

7个市级水网先导区之一，并先后两次

在全国相关会议上作典型经验推介。

文化发展，何以自信？
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命力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也

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

《玲珑塔》《绕口令》《夸家乡》……

近日，我市首届少儿曲艺大赛决赛举

行，小小传承人们字正腔圆地在舞台上

各秀绝活，一唱一和间尽显曲艺魅力。

我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数量众

多，其中曲艺文化更是历史悠久、影响

深远。

农历正月，宝丰马街“一天能看千

台戏，三天胜读万卷书”，这奇观令世

界瞩目；寻常日子，在曲艺茶社、公益

培训班，文脉在句句唱词中流动、声声

弦索中传承。

“立足资源优势，我市建成创演培

训基地等 20 余处，开展群众性曲艺活

动累计 300 多场，培训曲艺人才 2.2 万

余人（次），成功创建河南省唯一的‘中

国曲艺名城’。”市曲协主席张高伟说。

同文化遗产一样，文物也承载着

灿烂历史，是鹰城大地文明发展的有

力见证。

“不朽的信仰”革命文物展入选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览名

单，获评河南省优秀展览项目；围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出抗日

战地游等 3 条红色研学线路……市文

物保护中心主任李晓东介绍说，为赓

续红色血脉，市政府在《关于公布第四

批平顶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

中，将革命文物单列，开全省之先河。

我市现存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500余处、

可移动革命文物 686件（套），列入省革

命文物名录的不可移动文物有37处。

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传承弘扬，更

重要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到河岸李村指导文化合作社建

设、去大李庄村编排“村晚”、帮鲁山农

民合唱团排练全国比赛节目……近

日，平顶山和谐之声合唱团团长王巍

忙得不亦乐乎。“文化发展，需要不断

注入新动能，才能真正融入百姓，受到

大家喜爱。”他说。王巍导演的“楼子

河乡村春晚”连续三年被列入河南省

十大乡村春晚。

试点先行、示范带动。我市探索

实施“四种模式”发展乡村文化合作

社，通过整合文化资源、聚合文化能

人、融合产业发展，推动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

据市文广旅局公共服务科负责人

潘峰介绍，目前，我市已建成乡村文化

合作社 523 个，开展活动近 570 场，受

益居民 120多万人次。此外，宝丰县还

打造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典型案例，全省仅此一例。

创出“新模式”，还要搭建“新舞台”。

举办乡村春晚，深化群众性文化活

动。“我市连续三年成功举办乡村春晚

160多场，联动全市 540多个乡村参与，

村民自编自导、自排自演，部分节目在

‘我最喜爱的村晚节目’中获点赞614万

票……融合汝瓷、魔术、曲艺等传统文

化，清凉寺村春晚、大黄村春晚等相继

入围全国示范展示性‘村晚’。”市文广

旅局副局长王佳涵说。

此外，我市还设置“主题+”模式，

在乡村春晚中融入走访慰问、模范宣

传、直播带货等分主题，让富有地域特

色的文化民俗等成功“出圈”，并利用

国家公共文化云、数字文化馆等新媒

体平台，直播转播“村晚”演出，让乡村

小舞台走向社会大舞台。

群众体魄，何以康健？
以坚实卫生健康屏障擦亮文

明幸福底色

郏县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获国

务院督查激励表彰。

宝丰县被河南省委改革办列入典

型案例红榜。

全国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

设总结交流大会、全国片区经验交流会

先后在平顶山市召开，宝丰、郏县作交流

发言。

平顶山市成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确

定的全国六个医疗应急重点城市之一。

…………

近年来，我市以“健康鹰城”建设

为统领，系统谋划、一体实施，县域医

共体建设、医疗应急体系建设等多项

工作在全国领先，为城市文明建设提

供坚实的健康安全保障。

“我得高血压、糖尿病十多年了，以

前老是跑到县城开药，现在村卫生室就

能买到，价格也便宜。”近日，面对央视镜

头，郏县堂街镇朱洼村村民王运良说。

村医朱京伟在为其把脉后嘱咐

道：“多运动、控制好饮食，一定要保持

血糖平稳。”随后，朱京伟将患者的到

访时间及血糖、血压值记录在慢性病

患者情况记录本上。

聚焦慢病防治工作，我市创新“五

个三”工作法，织密防治管一体、一专

多能的技术、重点慢性病防控服务网

络，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分级

诊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慢性病服务

等能力。

据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如

今，我市有国家级慢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 4 个、省级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3

个，所辖县（市、区）示范区建成比达到

70%，位于全国前列。

“一不小心摔骨折了，没想到在家

门口就把手术做了，还请了县里的专

家，很放心。”近日，宝丰县商酒务镇大

王庄村 68 岁的李秀莲说，她骑车时意

外摔伤，在县、乡两级医师的共同参与

下，顺利完成手术，目前恢复良好。

医改，是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紧密

相关的一项改革。“我市将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列为深化医改首要任务，

统筹共同体建设工程等‘四大工程’，

实施医防融合发展等‘三项行动’，确

保县域医疗服务能力、群众健康管理

水平不断提升，医保基金管理风险不

断降低。”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医疗应

急体系和能力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

据市医疗应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在全国率先成立市、县两级医

疗应急中心，建立“长明灯卫生室”（社

区卫生服务站）218 家，将医疗应急关

口前移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同时，

打造应急综合指挥平台，与市社会治

理现代化指挥平台无缝对接，共享全

市急救车辆、物资，与 110、119、122和矿

山救护高效联动。针对部分重点人

群，持续强化服务保障，率先在全省开

通线上无障碍急救报警功能，率先在

全省全面推行公共场所 AED配置。

俗话说，病从口入。从源头管控

食品安全，可防病于未然。

“针对食品质量监管力度薄弱的

农村地区，我市建设了电子追溯信息

管理平台，通过‘色标管理’把好仓储

关、‘二维码管理’把好流通关、‘电子

管理’把好经营关，将‘整理、整顿、清

扫、清洁、素养、安全、节约’的管理理

念融入企业生产全过程，确保农村小

作坊生产经营提档升级。”市市场监管

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陈浩说，

同时，还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在

全市农村集体聚餐场所全面推行“6S”

升级改造，打造高标准农村聚餐点。

城乡居民，何以幸福？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域和谐宜居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

理。

8月 3日，在位于卫东区的河南电

子半导体产业园内，中宜创芯车间碳

化硅粉体项目生产线马力全开。创立

一年多以来，中宜创芯生产出国内一

流的碳化硅半导体粉，填补了河南第

三代半导体的空白。

向“新”而行，我市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积极探索产创融合发展

新路径，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为

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 定 位 清 晰 、梯 次 支 撑 、衔 接 有

序”，我市持续健全创新平台体系，全

力向“高能级”挺进。河南电子半导体

产业园创建为省级产业园区，炼焦煤

资源绿色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首批重

组入列，尧山实验室、省科学院平顶山

产业技术研究院获批建设，“鹰创华

夏”尼龙新材料大赛升级为河南省首

个国家级专业赛事……

我市“高校院所+技术平台+产业

基地”经验被国家发改委列为典型，向

全国推广。基于此，去年，我市老工业

基地调整改造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两项工作同时获国务院督查激励。

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良好的

创新生态。

除了与科研院校密切协同，我市

还创新实施“三五三”政企合作模式，

着力构建良好创新环境，成就换道领

跑战略的“鹰城典范”。

“双向奔赴”——我市与中国平煤神

马联合建立起联席会议、联动管理、干部

交流“三项机制”，深化园区共建、客商共

引、项目共谋、要素共造、人才共育“五共

联动”，实现城市综合实力、企业发展效

益、生态生活环境“三个提升”。此举入

选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十大案例。

融合发展，城乡和美。

春季看谋划，夏季看推进，秋季看

攻坚，冬季看蝶变。据市农业农村局局

长王卫锋介绍，我市创新开展“四季看

变化”，分级分批开展“十百千万”和美

乡村建设行动，打造具有鹰城辨识度的

和美乡村场景矩阵，目前已命名第一批

和美乡村先导片区12个，打造重点村51

个、网格点380个、最美庭院户4156户。

去年 12 月，我市和美乡村建设工

作在全省有关会议上受到表扬推荐；

今年 4月，河南省政府工作快报专期刊

发我市典型做法。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良法善治，

民之所盼。

2022年底，喜讯传来：平顶山成功

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人不率则不从。在深入推进法治

建设过程中，我市紧抓“关键少数”，创

新“1+3”巡察模式，把党政主要负责人

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纳

入市委巡察主要内容。

我市坚持科学立法，出台《平顶山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16部地方性法规

和政府规章；坚持依法行政，健全完善合

法性审查、风险评估等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创新开辟行政执法公示专栏，实现

全市“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100%。

法治建设常态化、社会治理精细

化，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安居、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

“以党建为统领、以人民为中心、以

信息化数字化为支撑，我市着力构建

‘1551’智治运行体系，建设市、县社会治

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乡（镇、街道）社会

治理服务中心，融合基层党建、平安法

治、城乡建管、应急管理、公共服务五个

信息化模块，带动市、县、乡、村、网格五

级联动，共同构建一张全科网格，全面

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市委政法

委副书记张新奇说。

去年 9月，我市被中央政法委授予

“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

城市”称号。

凝心聚力，军民共奋进。

“我市坚持把双拥作为推进国防和

部队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要事摆在重要位置，

着力实施‘三三五’双拥工作法，强化双

拥领导机制、军地沟通协调机制等，落

实优待政策，打造双拥宣传、双拥文化、

知识拥军、科技拥军、军民‘三同’品牌，

打造双拥一条街15条、双拥文化广场16

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陶林

洲说。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文明光辉绵

延不绝。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一场没有终

点的“幸福接力”，是一段永无止境的

“自我提升”。在形式上突破、在实践

中创新，我市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

契机，强化思想引领、增强文化自信、

深化健康理念，厚植生态“绿”、创新

“红”底色，加速推动高质量发展，带

领全市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鹰城

实践中昂首阔步、铿锵前行。

共 赴 文 明 之 约之 约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8 月 8

日是我国第 16个“全民健身日”，所

在周为“体育宣传周”，为满足鹰城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

求，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全

面协调发展，我市 9处公共体育场

馆 8月 8日当天免费向市民开放。

9处体育场馆及免费开放时间

分别为：平顶山市全民健身中心体

育场，开放时间：6:00—20:45；平顶

山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开放时

间：8:30—12:00、14:30—21:00；平顶

山市五环游泳俱乐部，开放时间：

9:00—21:00；平顶山市体育运动学

校体育场，开放时间：7:30—15:00、

18:30—22:00；宝丰县体育馆，开放

时间：5:00—9:00、17:00—21:00；舞

钢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放时间：全

天；叶县体育馆，开放时间：全天；汝

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放时间：全

天；卫东区全民健身中心，开放时

间：8:00—11:30、15:30—19:30。

我市9处体育场馆今日免费开放全力以赴赶订单

8 月 7 日上午，位于郏县经开区的

平顶山天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车间

内，工人在忙着赶制订单。

该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安装、服务于一体的数字化管理企

业 ，主 要 生 产 35kV 及 以 下 输 变 电 设

备，拥有专利 200 多项，先后获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

业”等。目前，该公司订单已排至 11

月份。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