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邑县王皮溜镇张寨行政村李排口村村民王更生，流转百亩土地种桃。 如今，
百亩桃园到了采摘的季节，吸引众多游客和附近村民前来采摘。 近年来，王皮溜镇
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业，不断
增加农民收入。 闫子英 摄

周口市农商银行（农信社）线上信贷产品全线升
级为“金燕 e 贷”！ 无担保、无抵押、放款快，最高
可贷 30 万。 详情请关注全市各农商银行、农信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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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莉） 去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中心
工作，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作为全面深化改
革的核心之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引领，加强统筹
协调，各项改革取得积极成效，政务管理服务水平再上新
台阶。

行政审批改革取得有效进展。 继续清理精简行政审
批事项，进一步推动并联审批、联审联批，优化项目审批
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进展顺
利，截至目前，今年上半年已受理 452 个项目，累计办件
1147 项，受理件排名居全省第六位。

商事制度改革取得扎实成效。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推
进注册登记“审核合一、一次办妥”等改革举措落实，全市
工商注册登记全程电子化率达到了 40％。 企业简易注销
改革扎实推进，去年以来至今年 5 月底，全市共有 8625
家企业通过简易注销程序办理简易注销登记。 企业开办
时间压缩至 4 个工作日内， 其中企业登记压减缩至 2 个
工作日内，大部分实现了现场办结。 载至今年 5 月底，全
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48.5 万户，同比增长 21％，市场主体
持续活跃增长。

行政监管水平实现全面提升。 我市加快推进 “互联
网+监管”平台系统建设，监管事项数据推送和覆盖率等
指标，均居全省前列。深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电
子监察系统建设，完善“好差评”制度和系统应用，探索创
新“不见面”综合监管新模式。今年上半年，启动建设网上
中介服务超市，政务服务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政务服务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
行动，事项办理时间平均压缩 70％以上，事项申请材料平
均减少 30％以上。 截至今年 5 月底，市直 88.2％的政务服
务事项实现了进大厅“一门”办理，40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了“全科无差别受理”。网上政务能力得到持续提升，政
务服务网用户注册量达 157.2 万， 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
服务事项录入完成率均达到 100％。 积极推行“就近办”，
完善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和站点建设，全市 203 个乡镇实现政务服务网乡村全覆盖。

服务保障民生扎实有效开展。 不动产登记按照“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实现
更正登记等 7 项业务马上办、1 小时内办结，一般登记和抵押登记分别实现 5 个工
作日和 3 个工作日办结。 积极开展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宣传及企业用户注册、登
录线上申请工作，2019 年共通过平台办理贷款 642 笔， 全市各金融机构通过平台
发放贷款 25.96 亿元，有效支持了小微企业发展。

政务数据信息积极推广应用。 尤其是在今年，依托全省“互联网+监管”平台系
统，及时获取疫情防控相关数据，将收集到的人员名单信息，及时报送市委、市政
府和疫情防控指挥部，并协助做好排查落实。 积极推广“健康码”应用，目前全市注
册用户已达 170 万，发挥了保障人员快速流通等作用，助力疫情精准防控和复产复
工复商。

各县市区围绕“放管服”改革，主动作为，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经验作法。 项城
市民之家进驻窗ロ242 个，入驻项目授权率 100％，网上政务服务事项办件量排名
全省第一。 郸城县以“最多跑一次”为突破口，把出生、入学、就业、住房、婚育、退
休、医疗、后事全生命周期的九个阶段，共计 100 项“件事”制成二维码，做到为群
众办事咨询“一口清”。大康县引进信息化的居民身份证读卡器，办事人员身份信
息、办事时间记录通过读卡器，瞬时上传至系统进行登记排号，大大提升了服务
效率。 ①6

川汇区华耀城街道办：喜见繁花结硕果

□记者 徐松

13 万贫困人口，因病致贫 、因病返
贫占 8 万多人，被称之为硬骨头。在脱贫
攻坚健康扶贫工作中，这块硬骨头被一
项叫作医疗健康服务共同体（以下简称
“医共体”） 的医疗服务模式一举啃下，
已成全国翘楚。

郸城县创新实施的 “医共体 ”助推
健康扶贫模式，成功破解了占比 64%的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 ，被国务院办
公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务院疫情
防控机制小组 、 河南省政府等重点推
介，成为名扬全国的“郸城模式”。 河南
省副省长戴柏华 、武国定先后对 “郸城
模式”作出批示。
卧薪尝胆， 破釜沉舟，望闻问切寻病灶
郸城县 134 万人口中， 贫困人口有

37322户 131044人。 13万贫困人口中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占比高达 64%，突破 8万人。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征途中，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成了“绊脚石、“拦路虎”。 一个贫困家
庭只要有一个人病了， 不仅自己丧失劳
动能力，一家人的财物都要为他治病，即
便已经脱贫，也会因病返贫。

郸城县宁平镇赵京庄村贫困户赵

某，患脑出血落下后遗症，医生建议在县
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预计住院费用 3 万
多元，因交不起住院押金，他一直拖着没
有住院。 有关人员宣传了健康扶贫先诊
疗后付费政策之后， 赵某办理了相关手
续，没交一分钱住院押金，住进了健康扶
贫专用病房，23 天后治愈出院， 总费用
38512 元，经各种报销救助后，个人仅仅
付 3431元。

斗赢“病魔”，才能拔掉“穷根”。历经
3 年苦战， 如今郸城县涉病贫困人员降
至 3646 人。 郸城县卫健委主任付登霄
说：“这是 8000 多名医护人员蜕了一层
皮才战来的结果。 ”

为了研究出一套能让群众 “看得起
病、看得好病、方便看病和少生病”的健
康扶贫可行方案，郸城县委、县政府果断
决策， 首先组织全县医护力量开展健康
扶贫义诊全覆盖， 为全县 130 个贫困村
所有贫困人口建立健康档案。 不能坐诊
等患者，要出诊找患者。 于是，一场健康
扶贫之战在豫东展开。无论严寒酷暑，义
诊台、专家号、医护小分队形影不离地工
作在乡村一线， 村口树阴下、 老人病床
前、文化广场上、村室会议室都是他们的
诊疗室。 （下转第二版）

项城市：直播带货让精准扶贫更到位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黄

维） 项城市利用 “项城云 APP” 电商平
台，从农产品的开发、包装设计、品牌申
报、营销推广、网店销售等方面进行“一
条龙”的产品服务，通过直播带货、电商
推广、渠道对接等多种方式，让精准扶
贫更到位。

项城市通过云平台，把项城优质的
吃、喝、玩、乐及商家一网联通。 目前，入
驻云平台商家 2260 家 、 建材商家 312
家，形成了线上直播、线下营销的扶贫
新模式。 直播间设在田间地头、工厂车
间，各镇办的有关领导为本地贫困户产

品进行“代言”直销。 高寺镇党委书记任
梅为该镇张老家行政村脱贫户张国红

的变蛋和红薯粉条进行直播带货，1 小
时销售 652 箱变蛋和粉条 ， 点赞 4356
次，抖音播放量 15.8 万次。 郑郭镇党委
副书记冯寓为贫困户张国勋种植的西

瓜进行直播带货，1 小时销售 2200 斤，
点赞 3432 次，抖音播放量 12.6 万次。

在项城市两会召开期间，项城市举
办了“代表委员来带货”公益直播活动，
多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走进直播间，
变身“网红”，为各镇办特色农产品“代
言”，打造扶贫新模式。 丁集镇人大代表

孙广启帮丁集镇绿色产业基地代言的

无公害蔬菜，一个半小时直播，实现了
53 份订单近 15 万元的销售额。 郑郭的
西瓜、永丰的粉条、官会的大蒜、新桥的
黄花菜，代表委员们卖力推荐，网友们
纷纷下单，直播间互动火热，网友们频
频刷屏。 仅两会期间，“项城云 APP”电
商平台为项城市各镇办直播 20 场次 ，
实现网上订单 1100 多份，销售额近 500
万元。

邀请网红大 V 走进扶贫一线，集中
推介特色产品。 永丰的粉条、丁集镇的
大棚蔬菜、贾岭镇的黑豆等，通过直播

全部售出。项城市组织大型商超与贫困
户对接， 贫困户农产品直接进入超市，
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题。 目前，已有 22
家大型超市成为贫困户的销售渠道，使
他们长期稳定脱贫。

项城市还开展了 “融媒体+巾帼
脱贫 ”系列活动 ，以 “融媒体+ ”为载
体， 通过开展融媒体应用培训 、 妇女
创新创业产品直播带货、 宣传在脱贫
攻坚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巾帼故事等 ，
为女企业家、 女能人复工复产 、 转型
升级赋能， 带动更多贫困妇女脱贫致
富。 ②6

□记者 杜林波 通讯员 年国权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公路
四通八达， 一项项民心工程悄然铺开。
车水马龙，井然有序；商业繁华，应有尽
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近年来，川汇区华耀城街道办事处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和区委、区
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以党建为引领，务
实重干、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强力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书写了新时代都市核心
建设的新篇章。

狠抓生态，打造美丽乡村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华耀

城街道办事处葛湾行政村以前出行难

的生动体现。 而如今，政府把水泥路修
到了村民家门口，村民纷纷点赞。 这是
华耀城街道办事处改善百姓生活设施

的一个缩影。
乘着“创卫”的东风，华耀城街道办

事处先后组织各行政村开展 30 余次“大
扫除、大清理、大擦洗”爱国卫生运动，共
有 5000 多人次参与。 6 个行政村共植
绿 、 补绿树木 2000 多棵 ， 新植草皮
20000平方米，有效改善了村容村貌。

该办事处集中力量对华耀城美食

广场、东耀物流、理工学院校区周边、中
铝项目建设指挥部和辖区行政村主干

道路上的私搭乱建和违章建筑进行了

集中拆除，共拆除违章建筑 70 多处、私
搭乱建 40 多处， 违法占地全部实现了

复耕。
生态环保有序推进。 该办事处加大

对户外旱厕和陈年垃圾“双清零”工作
力度，排除各种困难，对辖区内的旱厕
全部进行了拆除， 共拆除旱厕 1500 多
个；对辖区内的生活垃圾点和建筑垃圾
点进行了集中清理 ， 共清理 70000 余
吨，取缔并拆除 6 个废品回收站；集中
对辖区内的 80 处坑塘进行整治， 清理
文杨河内漂浮物 10000 平方米，治理搬
曹沟 2.7 公里；清扫村组道路 150 多条，
清理乱堆乱放杂物 700 多处 、 小广告
1320 余处，新增果皮箱、垃圾箱 290 个；
修补路边损坏道牙、人行道 60 余处。

狠抓“两违”治理。去年以来，该办事
处组织“两违”集中整治行动 8 次，拆除
非法搭建彩钢房屋 8 处，拆除“两违”建
筑 13 处 、约 8000 多平方米 ；取缔 “小 、
散、乱、污”企业 4家，关停禁养区养殖场
31家，巡查、督导辖区扬尘施工工地 100
余人次，有效保卫了蓝天碧水，切实提升
了辖区群众生活质量。 （下转第二版）

敬老院里过“端午”
6 月 25 日，周口市社工义工联

合会（简称周口义工）组织志愿者，
带着粽子、牛奶、香蕉、蛋糕等慰问
品， 来到商水县练集镇敬老院，和
这里的老人共同度过了一个有意

义的端午节。 记者 窦娜 摄

无忧打拼 安心奋斗
邹 翔

设立 24 小时服务专线， 举办网络
招聘会，将窗口服务延伸到网上……为
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济南等城市想农
民工所想、急农民工所急，千方百计帮
他们排忧解难。 务实的举措，既帮企业
解决了用工问题，也帮农民工解决了实
际难题，让他们感到心里“暖暖的”。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

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是建设国家的重
要力量。 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吃苦
耐劳，流汗出力，撑起了城市建设和服
务行业的一片蓝天。 尊重他们，就是尊
重劳动；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就是为

全社会储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涉及农民

工的政策落实好， 并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 从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事入
手， 既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
益，也为他们搭建广阔的发展舞台，就
能让他们无忧打拼、安心奋斗，更好地
融入城市生活。

四部门将联合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记者 胡
浩 冷彦彦） 近日，教育部会同市场监管
总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
发《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方案（2020-
2022 年）》， 部署开展 2020 年至 2022 年
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全面落实校外

供餐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学校食

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切实强化监
管，治理突出问题 ，加强校园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

行动方案提出，校外供餐单位要严
格筛选食品原料供应商 ， 严格执行食
品原料进货查验要求。 主动接受监督，
向学校、市场监管部门 、教育部门公开
食品原料采购和加工制作信息 。 定期
对大宗食品原料 、 餐用具清洗消毒效
果等进行检验检测。 学校要制定明确、
可操作的校园食品安全防控要求和食

品安全自查制度 、 自查计划并严格落
实。 要以肉蛋奶、米面油等食品原料为
重点，实行大宗食品公开招标 、集中定

点采购制度。 要大力推进食堂“明厨亮
灶”。 要建立并落实学校负责人陪餐制
度。 要加强学校食堂承包或委托经营
管理。 鼓励学校建立先进的管理体系，
提升管理水平。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持续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和频次 ， 严惩重处校园食品
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 主动公开查处结
果。 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监管，
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

郸城县：“医共体”啃下健康扶贫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