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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3 月 3 日，市民政局传来消
息，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即日起对全市性社会团体和民
办非企业单位进行2020年度检查。

据悉，年检时间为3月10日至6月30
日，年检对象为2020年6月30日前在市
民政局依法登记的各类社会团体和民办
非企业单位。此次年检分为完备年检材
料、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市民政局审验材料、
结论公示四个阶段。审验工作结束后，市
民政局将对各社会组织作出年检结论，
通过本市媒体和网站及时予以公告。

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提醒，
依法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是合
法社会组织应尽的法律义务，无故不参
加年检，将视为“拒不接受或不按照规定
接受监督检查”的行为，列入监督管理和
违法失信名单，向社会公示，依法予以处
罚，两次不参加年检予以撤销登记。联
系电话：4976665。

我市开展社会组织
2020年度检查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作为平顶山市第五届最受消
费者信赖品牌评选活动的重要内容之
一，鹰城市民消费满意度调查活动已于3
月 2日正式启动，调查以问卷的形式进
行，便于全面、真实、客观地了解市民的
消费诉求。本次活动将对参与投票的读
者给予奖励，赶快投票吧！

据了解，这次调查问卷共设计42个
问题，涉及我市金融、医疗、旅游、通信、
地产、保险、商业、公共服务、餐饮、酒水
等行业的数百个企业，既有对企业服务
满意度的调查，也有就具体问题征求的
改进意见，未能囊括在内的，读者和市民
还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反映（电话0375-
4963338，电子邮箱 pdswbzk@163.com）。
针对反映的问题，记者将对有新闻价值
的事件进行报道，或反馈给有关职能部
门。

本次调查问卷在《平顶山日报》、《平
顶山晚报》、平顶山新闻网、平顶山微报、
平顶山传媒APP同步推出，欢迎市民和
单位参与，参与者均有抽奖机会。调查
坚持自愿投票原则，严禁刷票等弄虚作
假行为。调查问卷复制有效，但填写完
毕的调查问卷不允许复制后重复参与。

投票日期：2021 年 3 月 2 日-3 月 12
日。参与方式有以下几种：用微信扫描
下方的调查问卷二维码参与投票；登录
平顶山新闻网，点击链接参与投票；关注
平顶山微报，点击菜单“315”参与投票；
进入平顶山传媒 APP，点击链接参与投
票。

为 确 保 调
查工作公开公
正，特设投诉举
报 电 话 0375-
4963338，欢 迎
广大市民参与
并监督此次活
动。

市民消费满意度调查问卷启动
投票时间：3月2日至3月12日

□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3月3日是第22个全国
“爱耳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
听力健康”。3月3日上午，由市残联
组织、新华区主办的相关宣传活动
在鹰城广场举行，向市民科普爱耳、
护耳知识。

当天上午8点多，现场已设立80
多块宣传展板。新华、湛河、卫东、
高新各区残联以及新华区辖区各街
道办事处、相关听力康复机构共30
多家单位在现场向市民普及相关知
识，为市民做免费听力检测。

“从去年开始，我右耳经常听到
呜呜声，有时候跟蛐蛐叫似的。”60

多岁的魏大妈推着孙女到广场晒太
阳，路过一家助听器展台，请工作人
员王金娜帮忙检查一下。“您这种情
况是耳鸣。”王金娜表示，老人耳道
并无异常，耳鸣可能是多种原因引
起的，比如疾病、老年性耳聋等，常
发生在晚上，严重的话白天、晚上都
会响。王金娜说，如果经常耳鸣，休
息不好会更严重。“一些中老年人会
出现这种情况，建议尽量保持健康
的生活方式，少喝酒、少熬夜。”

“只听说过眼保健操，原来经常
做耳保健操也能让耳朵得到锻炼
啊。”接到一家康复机构的宣传页后，
两位市民意外地说，“点压听宫穴，看
起来不错，回去就跟着学起来。”

根据市残联的统计数字，全市
目前共有持证聋人13945人，占全市
残疾人总数的3.8%。事实上，生活
中人们听力出现下降的情况往往被
忽视。市残联相关人士表示，保护
听力十分重要，准妈妈在孕期保证
充足的营养和良好生活习惯，慎重
使用药物，青少年避免长期接受娱
乐噪声，及时进行听力筛查，出现问
题及时就医。目前，我市对残疾儿
童实施康复救助制度，为有康复需
求的0-6岁听力、言语残疾儿童提供
康复训练救助补贴、人工耳蜗手术
补贴，免费适配助听器等，对残疾人
士也有免费适配助听器等辅助器具
的政策。

人人享有听力健康“爱耳日”活动昨天举行

□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这是一段无声的视频，
很多人点进去还以为关掉了声音。
没错，它正是市民马会艳和多位聋
人朋友共同制作的“爱耳日”手语宣
传视频。3月3日是第22个全国“爱
耳日”，马会艳将视频发布在微信朋
友圈后，瞬间收获了许多点赞和留
言。

“耳朵是我们聆听世界的窗
口，美好生活从听觉健康开始，人人

享有听力健康，听见未来，从预防开
始……”特教学校的老师、残联部门
的工作人员、国企工人、基层残疾人
工作者等 12位聋人朋友一一出镜，
自信的笑容、无声的手势让人感动。

马会艳是市聋人协会主席，也
是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身为一
名聋哑人士，为迎接全国“爱耳日”，
她也想为大家做些事情。在市残联
组联部部长高秋法的建议下，她决
定做一个“爱耳日”小视频。在200
多人的鹰城聋人微信群里提出想法

后，大家纷纷响应。有人在工作单
位现场录制，有人晚上回家发来手
语视频，由马会艳的朋友帮忙剪
辑。中午开始写文案草稿，到晚上9
点多，视频制作完成。

3月3日上午，马会艳把视频发
到微信朋友圈，大家都为视频中展
现的自信所感动。“制作这个视频，
一方面倡导人人关爱听力健康，共
同建设健康中国；同时，也希望通过
这个视频展示我们聋人的自信和风
采。”马会艳用文字表示。

我市多名聋人出镜宣传“爱耳日”

3 月 3 日上午，在市区开源路湛河桥东侧的河堤上，垂柳新发的嫩芽令人赏心悦
目。春天到了，市区各处的树木纷纷发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本报记者 彭程 摄河岸柳色新

宣传 爱耳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