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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家里的液化气用完了，扛
起气瓶到换气站换一瓶新的……估计
不少市民对这样的生活场景很熟悉，但
这即将成为历史。经过精心筹备，在市
城管局的指导和监管下，市区及城郊液
化气罐“互联网+监控”智慧配送平台建
成 投 入 试 运 行 ，只 需 拨 打 电 话
4928888，平台将就近安排送气服务人
员将合格的液化气瓶配送到家，确保瓶
装液化气生产、经营、运输、使用等各个
环节规范有序，为老百姓守护好“最后
一公里”安全。

10月 20日上午，位于平桐路沙河

大桥南泰平液化气有限公司的一间办
公室内，一侧墙壁上安装有 LED 屏幕
墙，屏幕墙旁设有两排办公桌，几名工
作人员人手一部服务热线电话和一台
电脑，正在忙碌。市城管局公用事业科
有关负责人王琪说，这是正在试运行的
液化气瓶“互联网+监控”智慧配送平
台，LED屏幕墙能够监控市区7家正规
液化气站的运行情况，工作人员根据需
要就近从气站调配液化气瓶。目前平
台的60名配送员均经过统一培训，每
人携带智慧配送平台的手机终端App
系统，中心根据配送员的位置呼叫配送
员免费上门送气，登记用户信息，提供
安装、安全检查等服务。

在泰平液化气有限公司的一间仓
库内，数千个崭新的液化气瓶摆放整
齐。“用手机对着钢瓶上的二维码扫一
扫，气瓶的身世信息就一清二楚。”公司
负责人杨国语掂起一个钢瓶向记者解
释，这种钢瓶设有芯片和二维码，工作
人员充气时必须将瓶体序列码通过手
机终端系统上传给平台，否则无法充
气。当用户使用这罐液化气时，可通过
瓶体自带的二维码了解到气瓶编号、产
权单位、气瓶规格、使用记录等。气瓶
做到“一瓶一码一档”，检验、充装到配
送、使用的过程均被录入监管平台，方
便监管部门实现精准动态监管。目前
这种新型液化气瓶已经陆续投放使用，

将逐步取代老液化气钢瓶。
在公司空地上停放着几辆橙黄色电

动三轮车。杨国语说，这是配送平台统
一配置的液化气钢瓶专用车，“小黄车”
车厢为封闭式，车体上印有市区统一服
务热线电话、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配备
有干粉灭火器和危险品运输警示标志。

王琪说，以往，市区液化气钢瓶配
送市场经营较为混乱，存在“多、乱、差、
危”等安全隐患，为规范管理、保障安
全，市城管局对标先进城市经验，整合
市区资源，指导设立智慧配送平台，确
保液化气生产、储存、运输、配送和终端
用户安全用气全程受控，有效堵塞了气
瓶监管漏洞。

户户实名登记 统一配送上门 瓶瓶去向精准

城管部门试运行液化气钢瓶
“互联网+监控”智慧配送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为提高师生应对火灾危
险的应急处理能力，积累集体疏散、
消防救助、应急组织等实战经验，10
月 19日，市义工联、市立德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组织社工及蓝天救援队队
员来到叶县龚店乡实验学校，举行

“青苗阳光关爱计划”公益活动。
现场，社工先为大家进行了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讲座，通过近年来发生
的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为孩子们普
及家庭生活用电用气注意事项，电动
车充电安全常识，高层楼房火灾预防

及逃生方法，常见消防器材的正确使
用方法等。

随后的消防逃生屋体验疏散演
练更让师生印象深刻，社工在校园里
搭建起充气“火场”，内设有障碍，模
拟道路不清、视线受限等场景，通过
声光电效果，模拟火灾现场，师生们
在社工的带领下依次进入烟雾弥漫
的逃生屋，大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弯腰小步，沿着S型逃生路线，紧张有
序地逃出屋子，体验火灾发生后如何
在狭小黑暗的空间里进行疏散逃生
和自救。

当天，社工和救援队员还来到叶

县廉村镇高柳小学、叶县第八小学举
行了“青苗阳光关爱计划”公益活动，
受益学生1300余人。

据市义工联负责人李伟锋介绍，
“青苗阳光关爱计划”是纯公益项目，
主要就安全逃生、急救常识、交通知
识等方面对学校师生进行现场指导
与培训，同时引导学生“防溺水、防性
侵、防灾害、防校园暴力”等，自今年9
月份启动以来，已先后在宝丰县华英
学校、商酒务镇中心小学及汝州市焦
村镇焦村小学开展过活动。如果学
校有需求，可拨打电话400-0375995
咨询、申请、预约。

“青苗阳光关爱计划”惠及千余名学生

□记者 杨德坤

本报讯 10月 19日上午，舞钢市委
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走进该市知名
作家杨稼生家中，为他送去了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证。据悉，杨稼生是舞钢
市唯一一位入选中国作家协会的作
家。

据了解，今年90岁的杨稼生原是
舞钢市政协副主席、文联副主席，河
南省政协委员。他 1954 年开始发表
文学作品，多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
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大量作品，先后
出版《海蓝海蓝的眼睛》《我女儿必经
此地》《叩问童心》《北湾》《两岸书》等
散文集，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反响，引
起学界关注。其中，《今天，您好》和
《杨稼生散文》由台湾出版社出版发
行，美国《读者文摘》《世界日报》等报
刊曾多次选载和评价他的作品。

舞钢市知名作家
杨稼生入选中国作协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10月 19日上午，郏县水系
连通及水美乡村试点县项目合同签
订仪式在该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指挥部举行，这标志着郏县水系
连通及水美乡村项目开工建设。

据了解，今年6月，郏县成功被列
入全国 2021 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试点县，该项目的实施，将惠及
堂街、李口、姚庄 3 个乡镇 29 个行政
村，治理区域面积 93平方千米，受益
人口4.3万人。

据郏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项目
指挥部指挥长王天申介绍，该项目实
施后，郏县将实现区域内河道“来水
能引，降水能蓄，沥水能排，旱涝能
调”的农村水网，实现河面清洁、水畅
景美、人水和谐的水美乡村景象。

郏县水系连通
及水美乡村项目开工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近日，网友燕子通过“平顶
山微报”反映湛河区疾控中心预防接种
门诊没有开通小豆苗App预约服务一
事，该中心日前对此事给出了回应。

网友燕子反映：湛河区疾控中心
接种门诊一直不能使用小豆苗App
预约。别的地方都可以提前预约，这
里给的理由是老年人不会用，且市民
投诉他们不让开通。网上预约本身
就是为了更好地为大家服务，避免人

员聚集，这里却不让预约。每次带着
孩子去都要等很久，希望还跟以前一
样，开通预约服务。

湛河区疾控中心有关领导看到
网友反映后，非常重视，立即责成中
心预防接种门诊作出解释和回应。
湛河区疾控中心预防接种门诊迅速
作出情况说明：门诊因“小豆苗预约”
频繁被投诉，前段时间暂停网上预
约。小豆苗预约功能确实方便了各
位家长，但也需要家长按时前来接
种，门诊多次提醒在小豆苗预约过的

家长，注意叫号、过号作废重新排
号。部分过号的家长不愿重新排号，
因此和排队的家长起冲突，工作人员
每次都耐心调解，还是有家长打市长
热线投诉接种门诊。还有部分老年
人因不会操作小豆苗，打热线投诉要
求关闭小豆苗。5月份我们接到新冠
接种任务，由于接种量大，为避免以
上矛盾加剧，本着谁来得早谁先接种
的原则，暂时取消了网上预约。随着
大规模接种接近尾声，目前已开通小
豆苗App预约功能。

湛河区疾控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恢复小豆苗App预约功能

10月 20日，宝丰
县闹店镇周营村民居
外墙上，挂满了一串
串黄灿灿的玉米棒，
吸引路人拍照打卡。

秋收过后，闹店
镇各村庄房前屋后挂
满玉米，村民及时晾
晒准备冬储，深秋的
乡村一派丰收景象。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晒晒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