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元琪 牛超 王辉

疫情防控期间，出入小区、乘坐
公交车、去医院等人群聚集的地方
都要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为了方
便操作智能手机不熟练的老年人出
行，我市不少社区开展了“适老服
务”，让他们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

卫东区光华路街道：
开设健康码小讲堂

8月24日，卫东区光华路街道在
辖区疫情防控服务台开设健康码小
讲堂，为老年人讲解健康码、行程卡
的使用方法。“陈阿姨，请您输入电
话号码。”现场，志愿者在帮居民申
请健康码。“小伙子，太感谢你了。
我年纪大了，自己不会操作，孩子也
不在身边，现在终于学会了，以后出
行就方便多了。”陈阿姨说。

据了解，光华路街道从上月底
专门为老年人设置了“特殊通道”，
对他们进行测温、询问、登记，无异
常的予以放行。这部分人中，有的
有智能手机，但不会使用健康码。
光华路街道便在疫情防控服务台开
设了健康码小讲堂，帮助部分居民
填写提交个人信息，完成健康码的
申请，提高健康码的普及率。

光华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冬
丽说，下一步，该街道将总结经验，
培养更多的宣讲员，在辖区大力推
广健康码小讲堂。

新华区湛北路街道八北社区：
一张绿码证明解决出行难题

“谢谢你们，帮我解决了大问
题，有了这个证明我就可以乘车
了。”8月23日上午，新华区湛北路街
道八北社区服务大厅，拿着工作人
员出具的绿码证明，孙灿平老人开
心地笑了。

孙灿平说，她外出办事需乘坐
公交车，但乘车需要出示健康码，她
不会用智能手机。无奈，她找到社
区寻求帮助。

网格员孟繁龙向八北社区党委
书记张桦娟反映了此事。

“规定必须遵守，但我们可以变
通工作方法。”张桦娟让孟繁龙根据
老人的手机号码和身份证等信息，
用自己的智能手机帮助老人查询健
康码和行程卡，然后根据显示的情
况，为老人出具了绿码证明，并在证
明上写了“只限当天使用”的字样。

当天，家住辖区的倪老先生也
因为无法出示健康码，进不了医
院。社区工作人员查明其健康码和

行程卡后，也为其出具了绿码证明。
“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他们次日

会去什么地方，所以证明只能当天
使用。如果再有需要，仍需要重新
查询后才可出具，虽然有些麻烦，但
能方便老人，又符合疫情防控需要，
也是值得的。”张桦娟说。

高新区皇台街道高阳社区：
网格员帮助老人打印健康码

8月23日上午，高新区皇台街道
高阳社区服务大厅来了一群老年
人，他们让社区工作人员帮忙申请
或打印健康码，以方便出行。

社区网格员从前期建立的60岁
以上老人台账入手，逐一电话询问
老年人是否需要帮助，若需要就到
社区服务大厅。网格员从怎样进入
健康码界面，到申请健康码，再到出
示……每个步骤都进行了详细讲
解。

网格员王楠说，对于个别没有智
能手机的老年人，社区工作人员可以
利用他人的智能手机为其申请健康
码，并带领对方到高阳小区附近的复
印部打印一张健康码（可连续使用三
天），供其出行或乘车使用。截至目
前，该社区已为辖区数十位老人申请
或打印了健康码。

无法出示健康码，这些老年人出行遇阻

社区帮忙，健康码有了“温度”

疫情防控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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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霞

本报讯 8月 24日上午 11点多，
在湛河区姚孟街道阳光苑社区阳光
苑小区大门口，市民刘春耀手持画
笔，对着疫情防控服务点的几名志
愿者值班的情景，给自己的素描画
做着最后的修改。这组由他创作的
防疫题材素描作品《众志成城》终于
完成了。

“画得可真像！很有纪念意
义。”在服务点值班的姚孟街道志愿

者何许阳看罢，拿起手机对着画拍
照留念。

这组素描作品由《卡点值班》
《打疫苗》《买菜归来》《戴口罩的环
卫工》等8幅小作品组成，作品反映
的是疫情防控下的百姓生活，有社
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在服务点值班、
交警戴着口罩指挥交通、医务工作
者为前来打疫苗的市民登记等，人
物表情、动作等都栩栩如生，充满了
正能量和温情。

刘春耀今年62岁，家住湛河区

姚孟街道姚电社区，自幼喜欢绘画，
年轻时曾在济南一印刷包装厂当过
设计师。5年前，刘春耀随老伴一起
落户平顶山后，他经常骑着自行车
带着画笔、画夹等描绘鹰城的大街
小巷。“看到医务人员、社区志愿者、
公安干警等奋斗在防疫一线，我感
动的同时，也忍不住拿起画笔……”
刘春耀说，这组作品他从构思到最
终创作完成，用了近一个月时间。
他希望以这种形式向奋战在防疫一
线的人们致敬。

素描作品《众志成城》完稿

刘春耀用画笔致敬最美鹰城人

□记者 刘蓓

本报讯 7月下旬以来，我省遭遇暴雨
灾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也面临严峻形
势，为尽量降低对当事人诉讼的影响，湛
河区人民法院加大网上办案力度，7月20
日至8月23日，该院成功网上立案689件，
占新收案件总数的97.45%。

湛河区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张春阳
介绍，对来自受暴雨影响和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的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该院引导其
通过河南诉讼服务网、河南移动微法院、
12368热线、互联网庭审等线上方式参与
诉讼，网上立案、网上缴费、网上调解、互
联网开庭、微信群开庭、微信视频调解等
齐上阵，保障审判工作不停滞。

据统计，7月 20日以来，湛河区人民
法院网上立案689件，占新收案件总数的
97.45%；通过互联网庭审方式开庭审理案
件21件、调解案件6件；通过微信视频方
式开庭审理案件4件、调解案件 14件；通
过网上调解平台调解案件183件，及时保
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疫期审判不掉线

湛河区人民法院
网上立案689件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8 月 23 日，市税务局传来消
息，为支持灾后重建、防疫便民纾困，特推
出6项便民新举措。

据了解，为进一步便利纳税人统筹办
理纳税申报事项，我市8月份纳税申报期
限将延长至本月底；对受灾情疫情影响的
企业，办理出口退（免）税实行“随报随
审”，不受次数限制；对因受灾情疫情影
响，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以申
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将依法及
时核准延期缴纳税款申请，核准延期缴纳
税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延期期间不
计滞纳金；简化发票领用流程，实现增值
税发票领用业务全省通办，将纳税人离线
开票时限最长延长至168小时；简化实名
办税，对确需到办税服务厅实名办税的人
员，可通过核验登记证件、身份证等方式
进行验证；大力推进“非接触式”办税，保
持“网上办”“掌上办”“豫事办”等非接触
式办税缴费渠道畅通，纳税人可通过电子
税务局、手机App等网上平台办理业务。

市税务局推出
6项便民新举措

8 月 23 日 ，在
市区光明路中段69
号院，社区工作人
员为防控一线志愿
者 送 来 了 新 鲜 水
果。当天，新华区
光明路街道迎宾社
区为辖区十多个疫
情防控服务点制作
了30多盒水果。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新鲜水果
送给志愿者

8月24日中午，平煤神马集团六矿后勤
区负责人刘亚辉等人为新华区新新街街道
兴华社区六福苑小区和卫东小区疫情防控
服务点送去了精心准备的午餐。据悉，自
本月初疫情防控开展以来，矿企领导就及
时安排人员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值
守服务台，并捐赠了防疫物品。 （牛超）

8月24日上午，新华区光明路街道体育
场社区党委书记徐惠琴等人看望受伤在家
的准大学生苗泽源。今年19岁的苗泽源家
住光明路113号院，这十多天来一直在疫情
防控服务点值守。8 月 23 日晚，他意外摔
倒，下巴缝了5针。其母亲王瑞芳听说服务
点人手紧张，主动顶替儿子值班。（高红侠）

新闻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