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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科学 文/图

本报讯 寒冷天气催热了
市区香肠灌装市场，年未至
但腊味已浓。11月22日是农
历小雪节气，天气晴冷，市区
多家肉铺悬挂着串串手工灌
制的香肠，有的老顾客已复
购两三次。

“今年灌装香肠从上个
月就开始了，比往年提前了
一个多月，现在一天能卖三
四百斤（1 斤=500 克）。”11月
22 日上午 8 时许，市区启明
街北段一家土猪肉专卖店门
口，顾客已付过款的成排香
肠搭在架子上，正在风干（上
图）。一位老顾客刚挑好肉，
打算广式、麻辣、五香香肠各

灌几串。
老板胡小红绞完馅儿，

根据客户要求调味，准备进
行灌制。和往年相比，今年
的生意要好很多。“去年这时
候刚开始，一天卖一头猪，现
在一天就能卖完两头。”

“切20斤肉，都做成麻辣
口味”“广味、麻辣各5斤”“家
人口味清淡，五香的少放点
麻料”……当天上午9时许，
市区曙光街中段一家放心肉
店里，几位老顾客围着店伙
计挑选肉，等待灌装。老板
胡辉说，10月24日，他们正式
开始灌香肠，当时就有很多
老顾客预订。“现在，每天能
卖三五百斤，有时一天能卖
上千斤”。

除了天冷得早，今年猪
肉价格相对较低，加之疫情
影响，都促使灌装香肠生意
早早“热”起来。如今，市区
猪肉价格大多在每斤16元至
18 元，加上每斤五六元的加
工费也不过20多元；而去年
同期仅猪肉零售价每斤就在
28元左右。

家住市区荟文街中段的
苏师傅多年来一直在胡小红
店里灌香肠，今年已先后买
了两次，其中一部分是替远
在深圳的女儿买的。胡小红
开肉店近30年，在启明街经
营也有21年了，像苏师傅这
样的老顾客众多。“都是回头
客，今年有3家老顾客已经来
灌三四次了。”胡小红说。

11月22日上午，在郏县薛店镇薛庄村叶梅英家院内，
38岁的叶梅英在包装编织好的假发。去年9月，叶梅英经
过考察，投资10多万元从许昌引进了假发编织项目。她把
自家庭院进行了改建，并对村里20多名村民进行了技术培
训。村民每天按时到她家上班编织假发，每月能增收3000
多元。叶梅英说，她们加工的产品有发辫、发片、机器缠管
等10多个假发品种，除去给姐妹们发工资，她一年下来能
赚20多万元。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摄

编织假发富农家

□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前段时间，我在
4S 店购买汽车时正赶上政府
汽车消费补贴发放活动，但是
原先看车的那家不是统计入库
的限上企业（限额以上贸易企
业），不能享受补贴，所以我又
选择了另外一家，并根据购车
标准申报了 5000 元的消费补
贴。但什么是入库企业？成为
入库企业跟消费者又有什么关
系？”11月22日，市民王女士有
些疑惑地说。

对此，市商务局服务贸易
科刘科长表示，王女士所提
出的疑问，也是近期众多商
贸企业关注的热点。目前，

市商务局正联合市统计局在
全 市 范 围 内 积 极 推 进 批 发
业、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
业（以下简称批零住餐）纳规
入统工作。“成为限上入库的
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到国家
出台的很多优惠扶持政策，
对于符合条件的限上企业还
可以优先纳入政府采购和定
点消费范畴，如：汽车消费补
贴、电子消费券发放、‘万人
助万企’活动等。企业规范
发展，推动政策落到实处，消
费者自然得到收益，这是个
良性循环的过程”。

根据有关政策，批零住餐
这四类限上企业的申报入库标
准不同，批发业为：年主营业务

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企
业；零售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在 5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住
宿和餐饮业为：年主营业务收
入在 2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
满足上述标准的企业可在所在
区统计局申报入库。

刘科长介绍，截至目前，全
市已有限上商贸企业 477家，
今年新增入库29家。

接下来，各级商务部门还
会联合市统计局多措并举做好
限上商贸企业培育工作，对符
合入库条件的企业进行调研座
谈，帮助企业理解政策，讲解申
报条件及程序，指导企业规范
入库前期工作，为企业依法统
计和正式入库提供服务。

限上企业入库后可享更多扶持政策
市民消费优惠多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77家限上商贸企业入库

□记者 牛超
通讯员 王永安

本报讯“亚峰一直乐善
好施……”11 月 22 日，在鲁
山县人大工作的王延生提起
同学王亚峰为母校鲁山县一
高捐款的事，感慨地说。

11月 19日，鲁山县爱心
人士王亚峰将第四季度捐
赠的5万元爱心款送到鲁山
县一高，分发给该校高三年
级50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学
生。王亚峰今年47岁，早年
毕业于鲁山县一高，后白手
起家在社会上打拼、创业，
创办了一家拥有两处连锁
门店的通信公司。

据鲁山县一高学生资
助中心负责人陈国泰介绍，
十多年来，王亚峰一直结对
资助该校贫困学生。去年，
王亚峰拿出 12万元分季度
资助了该校30名学生，每生
每年4000元。其中，有4名
学生分别考上清华、北大，
王亚峰又向4人每人捐赠1
万元。今年，王亚峰又拿出
20 万元，分季度资助了 50
名学生。

“亚峰一直都很热心。
2019年，他向鲁山县一贫困
村捐赠了700余件棉衣。在
今年的防汛抗灾中，他又向
郑州捐赠了两车矿泉水。”
王延生说。

爱心人士王亚峰情系母校
向鲁山县一高学生捐赠20万元

□记者 杨岸萌
实习生 汪莎

本报讯 11 月 22 日，市
人社局传来消息，我市2022
届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
贴已全部发放到位，共向
2732 名 困 难 毕 业 生 发 放
546.4万元，享受人数比去年
增加54.4%。

补贴发放覆盖院校 8
所，其中普通高校（含民办高
校）5所共2698人申请到求
职创业补贴，中等职业学校
（含技工院校）3所共34人申
请到求职创业补贴。从困难

类型看，享受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学生 146人、
脱贫劳动力家庭学生（原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414
人、贫困残疾人家庭学生4
人、残疾学生22人、在校期
间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
生2144人、特困学生2人。

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局
局长田俊楠说，毕业生求职
创业补贴由困难学生在毕
业前向所在学校进行申请，
人社部门每年集中发放一
次。关于此项补贴申领具
体事宜，市民可拨打电话
2978819咨询。

我市540余万求职创业补贴
已发放到位

天冷，灌香肠的多了
旺季提前到来，有的店一天能灌上千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