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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记者9月 15日从
市人社局获悉，我市对伤残津
贴等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调整，
自今年1月1日开始执行。根
据要求，2022年 12月底前，增
加的待遇将全部发到相关人
员手中。

据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科
科长张书圣介绍，伤残津贴等
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对象为我
市2021年 12月31日前开始享
受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

养亲属抚恤金的工伤人员或
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此
次调整坚持继续向待遇水平
较低人员倾斜的原则，根据伤
残等级、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不
同情况，确定每人每月增加金
额。伤残津贴调整标准为：伤
残一级 155 元、伤残二级 145
元、伤残三级 135 元、伤残四
级125元、伤残五级115元、伤
残六级105元。

供养亲属抚恤金实行定
额调整，调整额度为55元（孤
寡 老 人 或 孤 儿 为 75 元）。

1996年 9月30日前发生的工
伤、伤残津贴和供养亲属抚
恤金在上述标准基础上每人
每月另行增加 10 元。调整
后，有关待遇仍达不到以下
标准的，统一调整至以下标
准：伤残津贴每人每月 2725
元。供养亲属抚恤金：配偶
每人每月 1480 元（孤寡老人
1600元）；其他亲属每人每月
1110 元（孤寡老人或孤儿为
1230元）。

工伤 人 员 的 生 活 护 理
费调整按照《关于使用河南

省 2021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通知》
核定。

工伤人员已办理退休手
续（包括按退休人员安置），并
按养老保险政策调整养老金
的，不执行本通知关于伤残津
贴的调整规定。对 1-4 级老
工伤人员不符合按月领取基
本养老金条件而由工伤保险
基金全额补差的，不执行本通
知关于伤残津贴的调整，按
2022年度基本养老金调整办
法执行。

我市调整2022年伤残津贴等工伤保险待遇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9 月 15 日，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主办，平顶山博物馆承
办的喜迎党的二十大“汝瓷
多娇”特展在平顶山博物馆

开展。
此次展览共展出选自馆

藏宋代汝瓷和现代复仿汝瓷
200余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为展示
重点，分为汝窑遗珍、汝瓷复
兴、汝瓷技艺三个部分，其中

出土于宝丰清凉寺、汝州张
公巷等窑址的宋代汝瓷及标
本，器型为各式碗、盏、盘、套
盒等，展示宋代汝瓷的釉色
与造型之美。一些现代复仿
汝瓷，全面展示了汝瓷清淡
素雅的艺术魅力以及现代汝

瓷对传统烧制技艺的传承与
创新。

据平顶山博物馆馆长尚
彬介绍，此次展览预计持续
到年底，市民持有效身份证
件、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可免费参观。

200余件精美汝瓷等你来欣赏

□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中医讲究‘望、闻、问、
切’，养古树也是同理。观其
表、知其里，方可对症下药。”9
月15日，市风景园林学会秘书
长方伟迅说。当日，市风景园
林学会组织园林专家齐聚汝
州市焦村镇魏沟村，对这里的
古树进行示范性养护。

救治国槐“打点滴”

魏沟村藏于深谷，四面环
山，河流蜿蜒穿村而过，景色
宜人。它位于禹州市、郏县、
汝州市交界处的三管山脚下，
进山须绕行高高的盘山公路，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村子里原
始的生态群落得以保存，古树
成群，林木资源丰富，我市首
个古树名木保护技术指导站
在此设立。虽然魏沟村有良
好的小气候，当地林业部门
也对古树进行了挂牌保护，
但由于自然灾害侵袭、病虫
害危害、古树四周深埋土壤
立地条件差、人为损坏等多
种原因，仍然有部分古树出现
腐烂、中空、干枯等长势不佳
的情况。

在村口不远处的农家宅
院门口，一棵有200年树龄的
国槐半边树身还有绿叶，半边
枝干却已枯萎。

“树下水泥地面覆盖，虽
然农户已按要求将树下的水
泥地破除，但根部土壤仍然板
结严重。”古树名木保护技术
指导站站长袁仁成说。树上

还有多处大的虫洞，树势衰
弱，急需复壮处理。

调配好药液，技术人员开
始向树身叶面喷施叶面肥。

“这种施肥方式吸收极快，效
果最好。”方伟迅说。紧接着，
配制“树心丸”药液为古树“打
点滴”，工作人员按要求调整
滴速，这有利于古树内部管道
疏通；用施肥枪把肥料直接打
入树冠下树根附近的土壤里，
有利于根部对肥料的吸收。
从树冠、树干到树根，三管齐
下，预计一周后就能起效。同
时，对古树进行杀虫处理。预
计到明年春天，这棵古树长势
旺盛。

魏沟村里古树多

在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
中，日常养护要比复壮更重
要。“用中医的思维方法养护
古树或大树，对古树进行看、
摸、闻、敲、听、剥、工具测量、
实地调查、动态观察等前期工
作，区分轻弱或重弱或濒危，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方伟
迅说，针对魏沟村部分需要复
壮的古树，他们会根据现实情
况，“因树制宜、一树一方案”，
陆续进行指导养护。

走在魏沟村里，数百年甚
至上千年树龄的古树随处可
见。进村不远处就可以看到
一处树龄在350年以上的橿子
栎树群，树冠呈伞状，郁郁葱
葱，遮天蔽日，向周边延伸铺
开逾200平方米。村中小桥边
一棵近200年树龄的皂荚树果

实累累，村民坐在树下聊天。
河道旁一棵550年的皂荚树更
是由于年代久远，另有小树种
子在它树干上扎根生长，形成

“树中有树”的奇观。此外，
500余年的皂荚树内部中空却
依然苍翠；1500年树龄的黄连
树昂首向天，傲然挺立……几
乎步步有惊喜。

相传魏沟村最早形成于
东晋初年。抗日战争期间，皮
徐支队、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
声曾在该村指挥抗日斗争。

每逢周末，魏沟村不乏慕名而
来的游客。

古树保护任重而道远

“古树名木被称为‘活文
物’‘活化石’。”袁仁成说，据
调查统计，魏沟村现存树龄
500年以上古树50余棵，200年
到500年树龄的古树百余棵，
并有百年以上的核桃树、柿树
近百棵，古树群落数量多、分布
相对集中，在我市独一无二，在

全省也较为罕见。作为不可替
代的生物景观，保护好这些古
树群落具有重要意义。

古树的保护是复杂而持
续的过程。目前由于缺乏专
项资金，对古树的保护还存在
着诸多困难。园林专家建议，
可采取个人认养、慈善机构捐
赠、政府专项资金等多种方式
筹措资金，对古树进行养护、
复壮，让古树保护引起更多人
的关注，提高全社会保护古树
名木的意识。

专家为魏沟村古树把脉诊疗

为一棵200年树龄的国槐“打点滴”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近段时间，天气不
错，气温也比较适宜。据市气
象台预报，今起三天，我市仍
持续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将升
至34℃。

９月15日与前几天相比，
我市出现了较大的风，但温度
仍凉爽舒适。据气象专家介
绍，未来三天，我市将持续这种
晴好天气，气温较前几天有所
上升，最高气温将升至34℃。
外出的市民要注意防晒。

入秋后，天气晴朗干燥，
人的皮肤很容易变得紧绷，嘴
唇干燥，嗓子发干。提醒市民
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喝水，尤其
是蜂蜜水，多食清心润燥的食
物，调整好作息时间，早睡早
起。具体预报如下：

16 日，白天到夜里，晴天
间 多 云 ，偏 南 风 3 级 左 右 ，
20℃～31℃。17日，晴天间多
云，20℃～34℃。18 日，晴天
间多云，21℃～33℃。

最高34℃！
周末主唱“小晴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