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 日

星期二 壬寅年八月十八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第4542期 今日8版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13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王建立 值班主任 李相瑞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李鹏 版式 李英 校对 黎川红

□本报记者 曹国宏曹怡然
通讯员 杨芃

“现在贷款买房不用再拿着各种资

料往返于银行、办事大厅了，在家门口

的银行一次就把抵押贷款办理好了，真

是既省时又省心。”9月12日，在农行南

阳高新支行刚刚办理好抵押贷款的市

民韩先生欣喜不已。在银行实现不动

产信息查询、抵押合同签订、抵押登记

办理等“一站式”服务，这是南阳市不动

产登记服务中心创新服务的又一举措。

南阳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2021

年9月成立之初，就树立“我们快起来，

让企业群众慢下来。我们跑起来，让企

业群众歇下来”的理念，以“服务至上”

“用户思维”贯穿业务全过程，推动服务

质效和社会满意度快速提升。

“云办理”让群众省心省力

“准备了各类证件的复印件没想到

一样也没有用上，办证真的轻松多了。”

8月26日，南阳市民辛先生成为首位体

验自助服务的办事群众，通过身份验

证、人脸识别，不到 5分钟就拿到了自

己亲自打印的不动产权证。南阳市不动

产登记服务中心在办事大厅设置不动产

登记自助服务区，通过数据共享和电子

证照的推广应用，有效降低了业务办理

成本，让不动产登记更加安全高效便捷，

实现了现场办结、自助打证、自助缴费全

链条服务。目前，自助服务区每周办理

个人自助缴费办证近200件。

除了自助办证，远程视频办理更是

为办事群众解了难题。市民蒋先生在

办理转移登记业务时，因其配偶身在外

地无法到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视频连

线、远程在线核验、签署承诺声明，为蒋

先生“云办理”了转移登记，帮助其顺利

完成房产交易。

在卧龙区卧龙岗街道桂花城社区

不动产登记服务点，办理个人不动产权

证从受理、审核到登簿、缮证全流程只

需半个工作日。“不动产+社区”延伸方

便了群众就近办、多点办、便利办，自助

打证机提供不动产登记的缴费、缮证、

领证三个环节集成自助的智能服务，免

费邮寄证书让群众“人在家中、证书到

手”。目前，南阳市宛城区、卧龙区、高

新区三区不动产登记服务点个人不动

产权证“同城通办”日均近百件。

“不动产+法院”延伸实现司法查

控全流程网上办理，南阳市中心城区各

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足不出户便可

对涉案不动产进行查询、查封、解封、续

封等一体化操作，协作执行从窗口“面

对面”转为线上“网对网”，从“法官来回

跑”变为“数据多跑路”。

“证能量”助力建强副中心

南阳市实行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

证”以来，南阳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创新服务形式，前移登记窗口，修订标

准化商品房预售合同范本，明确“交房

即交证”的条件和双方权利义务写入合

同，变“串联办理”为“并联服务”，实现

在项目现场10分钟登记办证，跑出不

动产登记“加速度”。今年以来，“交房

即交证”已常态化覆盖南阳市中心城区

竣工联合验收项目 63个，实现房产交

付与不动产权证领取“零时差”。

孙先生是南阳理工学院的教师，今

年夏天他顺利领到了购房补贴5万元，

切实享受到了南阳市中心城区购房补

贴政策红利。今年 4月 27日起，南阳

对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才以及来

宛的新市民，在市中心城区购买首套新

建普通商品住房并完成契税缴纳的，给

予购房补贴。南阳市不动产登记服务

中心细化政策支撑，为批量申请提供上

门服务，已为符合条件的人才和新市民

发放购房补贴 127万元，惠及市民 75

户，吸引更多人才集聚南阳。

成立近一年来，南阳市不动产登记

服务中心着力推出便民服务新举措，推

动“互联网+不动产”服务线上线下联

动、全流程在线和向基层深度拓展，开

展午间不休、上门服务、延时服务等特

色服务，积极回应群众期盼，创新服务

模式，不断优化提升服务质效，助力南

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我们将始终牢记‘没有最好，只有

更好，让企业和群众更满意’的服务宗

旨，紧扣职能办实事，创新服务提效能，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热心、更贴心、更

暖心、更耐心、更诚心的不动产登记服

务。”南阳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9月 9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洛阳市调研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

工作。

武国定一行先后来到栾川县栾

川乡养子沟村，嵩县城关镇叶岭村、

何村乡箭口河村等地，深入脱贫户和

监测户家中，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

活、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特色产业

发展、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等工作开展情况。对洛阳市发展民

宿经济和特色农业，以及通过“乡村

运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做法表

示肯定。

武国定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要算好

收入账，查漏补缺，确保实现“脱贫人

口收入增速高于当地农民收入增速，

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民

收入增速”的目标；要因地制宜，发挥

优势，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要树立“乡村运营”理念，

盘活农村现有资源资产，引入经营主

体，增加村集体和农民收入；要以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突破口，扎实推

进乡村建设。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为应对农资市

场价格上涨，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支持

开展秋收秋种，9月 9日，记者从省财政厅

获悉，省财政再次下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9.98亿元，加上前两批已完成兑付

的补贴27.18亿元，今年已累计下达37.16

亿元。

记者了解到，补贴发放对象为实际承

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种粮者，包括利用

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流转土地种粮的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收

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

我省补贴依据为水稻、小麦、玉米和大

豆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各地结合实际情

况综合确定补贴标准，原则上县域内补贴

标准应统一。省财政要求，市县要进一步

加大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发放

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骗取、套取、挪用或违

规发放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本

次补贴发放进度通过“一卡通”系统实施监

控。

本报讯 9月 9日上午，河南省

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河南日报社、

河南省老区建设基金会在武陟县举

办2022“情系老区·圆梦大学”捐资

助学公益活动焦作专场仪式。

“情系老区·圆梦大学”捐资助

学公益活动是省老区建设促进会、

省老区建设基金会聚焦老区人民的

教育问题，联系众多爱心企业和社

会人士，为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

生提供资助的社会公益活动。该活

动开展13年来，累计资助老区困难

家庭大学新生5380多名。

据悉，河南远创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与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省老区建

设基金会联合，连续两年资助大学

生，今年共计捐赠105.5万元。

“青年学子的成长关系着祖国

的未来，河南省远创集团作为一家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积极参与助

学公益活动义不容辞。”远创集团董

事长古国强说。

省老区建设基金会理事长张成

智表示，本次活动的目的就是希望

更多老区学子发奋学习，努力把社

会的关心支持化作勤奋学习、修养

品德、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

神动力。 （张生平邱彤于紫宸）

服务“一站式”业务“云办理”
南阳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提效能

抓住农民增收这个关键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9月10日，农机在正阳县大林镇漫塘村的稻田里作业。近日，正阳县3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村民正在趁天抢时收割水稻。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高万宝 摄

37.16亿元补贴我省种粮农民

“情系老区·圆梦大学”公益活动开展13年

累计资助老区大学生5380多名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袁
峥）9月9日，记者从漯河市政务服务和

大数据管理局获悉，该市场所码监管

App正式上线启用，标志着漯河市开展

场所码信息补全、督导检查、执法监督

工作，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信息化手段。

据悉，漯河市场所码监管App的

开发上线，是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全面

推广河南省“场所码”工作实施方案》

要求，也是场所码与社区报备应用场

景融合以来，支撑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又一创新实践，旨在解决场所码申领

信息补全难、存在问题发现难、执法监

督取证难等一系列问题。

漯 河 市 新 上 线 的 场 所 码 监 管

App将原来电脑端的统计数据呈现

到移动端，执法监管人员日常监督检

查时，使用手机App扫描监管对象张

贴的场所码，即可查询扫码统计数据，

及时发现不落实场所码扫码管控措施

的市场主体。

除此之外，场所码监管App还具

备信息补全功能，针对前期没有完成

场所码分类标准化、社会统一信息代

码未录入等情况，执法监管人员可以

协助市场主体填报相关信息，进一步

提高场所码申领数据质量，为数据的

分析比对奠定坚实基础。

漯河 场所码监管App上线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闫秋辉 龚敬涵）9月8日，在郏县龙

山街道东关街社区会议室内，该社

区今年考取本科的 13名大学生齐

聚一堂，参加2022年“助学金”发放

仪式。从社区党支部书记于振峰手

中接过5000元助学金，被南京农业

大学录取的王予很开心：“年年看着

学姐、学哥们领奖学金，深受他们鼓

舞，经过不懈的努力，今年我终于也

领到了奖学金。进入大学，我会带

着这份爱心加倍努力，学成归来回

报家乡、回报社会！”

说起东关街社区助（奖）学金的

来历，还得从 2011年说起。当时，

社区一位考上大学品学兼优的孩子

因为家庭困难，其父亲找到于振峰

寻找帮助。于振峰深受触动，便萌

生了设立助（奖）学金的想法，这个

提议得到了社区干部的一致赞同。

助（奖）学金主要来源于社区的集体

经济收入，还有爱心企业、社区“两

委”干部、乡贤的捐赠。

从最初的2名到现在的13名，

通过示范带动，该社区越来越多的

学子通过努力学习考入大学。该社

区12年累计为93名优秀大学新生

发放爱心资金达36.5万元。

郏县龙山街道东关街社区

12年发放助学金36.5万元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

周昕）9月 7日，淮滨县 2022年“乡

村振兴·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

举行。

仪式现场，爱心企业家们为该

县考入大学的困难学子每人发放了

5000元助学金，用爱心和善举点亮

了学子的求学之路。

“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在企业

进步的同时，应该更多关注、关心社

会公益事业，这是企业家思想进步、

升华的表现。”淮滨顺和农业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丁焕红说。

“非常感谢能够在最困难的时

候，接受社会的帮助，叔叔阿姨和企

业家们给予我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支

持，还有精神上的鼓励，我今后定当

更加勤勉地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学生赵秀玲说。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有来自该县

的40余家企业，为261名家庭困难的

大学新生捐助130余万元助学金。

淮滨县爱心企业捐130余万元

帮助261名学子顺利求学

新征程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奋奋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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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兜”幸福

关爱学生关爱学生 从心出发从心出发

□本报记者 王侠段宝生

“大涛娶上媳妇啦！”

2012年 12月，濮阳县庆祖镇大桑

树村，残疾人沈志涛娶回 90后青海女

孩措毛，十里八村的乡亲都赶来贺喜、

祝福。

谁料，2013年 3月，刚怀孕的措毛

被医生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必须尽

快流产，并治疗心脏病，否则会有生命

危险。

“好不容易成了家，媳妇又生病，这

日子可咋过？当时全村人都为俺捏把

汗。”9月 6日，三间主房，一间偏房，沈

志涛在花香四溢的新家里细数往事。

两个姐姐、两个弟弟，1982 年出

生的沈志涛备受宠爱。一岁半时，他突

发高烧，15天不退，几经辗转来到安阳

医院，被确诊为小儿麻痹症，他的双腿

已萎缩，失去了站起来的能力。

只能爬着走，不愿被人嘲笑的沈志

涛没有上学。

“我是残疾，但不是残废！我要用

双手和头脑活出精彩人生。”

倔强的沈志涛没有认命。7岁自

学弟弟的课本，用字典学写字，10岁跟

着收音机学沟通，12岁给广播电台写

信，为姐姐生日点歌。15岁到村口给

村民修鞋。

16岁，他到镇政府办理了一级肢

体残疾的残疾证，照相免费，时任大桑

树村党支部书记刘富志给他交了10块

钱办证费。

2002年5月，沈志涛终于鼓起勇气

到郑州学无线电维修，他带上修鞋攒的

300多块钱、残疾证，趴在地上，用手拿

着脚，一点一点爬向濮阳县汽车站……

到了郑州市中华技校无线电维修

报名处，老师了解到他没上过学，没有

招收他。

沈志涛不甘心，徘徊在郑州市街

头。

2003年 6月 16日，在郑州市紫荆

山公园门口，温州草编艺人魏晓峰摆地

摊儿卖的草编制品凤凰、螳螂等让沈志

涛爱不释手。魏晓峰收留并教会了沈志

涛草编手艺。“我是拿命去学习草编的，

一天学3个花样，三个月后，一天能挣一

百多元。”

2004年 7月，沈志涛第五次报名

郑州市中华技校家电维修，技校老师被

沈志涛的诚心感动，半价录取了他。

一年以后，他在结业考试中以第五

名成绩毕业。

毕业后，沈志涛应聘到一家电子厂，

因为久坐，腰椎严重变形，无法长期伏案

工作的他，2006年开始到杭州卖草编。

2012 年 10 月，在杭州经朋友介

绍，沈志涛遇见了青海三级肢体残疾的

“袖珍人”措毛。共同的语言，让刚认识

50天的两人闪婚了。

“刚结婚，媳妇、母亲就接连生病，

是政府及时挽救了我们这个小家庭。”

沈志涛说，“十年来，遇到好的优惠政

策，村镇干部第一时间为俺争取，遇到

急难，干部立即伸手救助。”

“2014年 5月，毛毛在郑州市第七

人民医院接受心脏手术，住院花费7.7

万元，报销后实际花了2万多元。县残

联资助2000多元，镇政府临时救助了

5000元。”

“2018年，镇干部甘俊京、张兴利

帮俺家申请了危房改造项目资金 3万

元，盖了60平方米的三间房子，县农发

行驻村第一书记许继永帮俺申请了厨

房改建，盖了一间偏房。”

2020 年 1月，省里出台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保障政策，庆祖镇民政所所长

李俊杰马上为沈志涛的孩子申报办理，

几经奔波，2021年 1月，沈志涛的一儿

一女享受上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待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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