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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胡少
佳 韩丽冰）“感谢党和政府，为俺村新

打了6眼机井，让我们不再为庄稼浇水

发愁。”8月7日，镇平县枣园镇沟王村

村民王兵激动地说。

多年来，沟王村因其特殊的水文

地质条件，地下水深度达150米以上，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阻力较大，导致天

气连续干旱时，农业生产用水困难。

去年8月底，沟王村村民通过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反映该村农田水利设施短

缺的问题。

接到问题反馈后，相关部门经过

现场勘察论证，做出了全力配套打井、

全面改善灌溉条件的决定：计划在沟

王村适宜位置新打机井6眼。

为解决资金问题，县镇两级多方

协调，去年9月通过农业农村部门争取

到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专项资金，

10月开始勘探地下水，12月完成5眼

机井及配套设施建设。今年1月，通过

水利部门争取到水利抗旱救灾资金，2

月开始勘探，4月完成建设。目前，沟

王村新打的6眼超百米深机井均已投

入使用，有效解决了 500余亩耕地灌

溉用水难的问题。

镇平县坚持以解决群众忧心的

“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将 12345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办理工作作为“一把

手”工程，建立重点热线县委书记、县

长审批机制，各承办单位党政主要负

责人负责机制，对受理的每一个热线

一把手批示办理、审核结果，同时，对

涉及群众关切的热线，主要领导过问、

协调、督导，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

结果。

该县牢牢树立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上连党心、下接民心”的服务

宗旨，在为民办实事、为民解难题上不

耍“嘴皮子”、不做“半吊子”，办则办

实、一抓到底，切实将“实事”做到群众

“心坎间”。同时，坚持接诉即办、接诉

必办、凡办必快，建立“12345热线+督

查”联动服务模式，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清单式”督查，

解决了一大批用水用电、道路交通、噪

音扰民、土地纠纷等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

为解决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反映反馈的涉企问题，镇平县先后建

立了分类处置、应包尽包、“清单”服务

三项工作机制，实行一般问题分包领

导现场协调解决，复杂问题工作专班

领导牵头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县级层

面解决，同时，针对多次交办仍不能有

效解决的复杂疑难问题，启动“三色”

督办工作机制，强力推进问题快速有

效解决。今年以来，该县通过增派干

部到企业挂职，组织全县包联领导干

部开展“企业服务日”“问题研讨解决

日”活动等形式，共收集企业问题 76

条，有效解决 73 条，问题解决率达

96.1%。

镇平 一条热线解民忧

本报讯（记

者曹怡然 通讯

员杜福建 贾春
华 杨超男）“党和政府为我们这些

老年人操碎了心，不仅送来了米面

油这些生活用品，还帮我把家里收

拾得干干净净，真是太感动了！”8

月7日，在桐柏县大河镇峡山村，分

散供养的特困老人彭培龙面对记者

采访时笑容灿烂，幸福洋溢在脸上。

近年来，围绕让弱势群体生活

得更美好的目标，桐柏县将全县特

困老人分为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

两大类，对生活上能够完全自理的

特困人员，逐人书面征求意见，按

照自愿、就近与统筹安排相结合的

原则，凡是个人同意入住供养机构

的，全部实行集中供养；对失能、半

失能和 80周岁以上的特困人员，

原则上要求全部实行集中供养。

对居家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经本

人同意，乡镇可委托其亲友或村民

委员会等，采取亲情照护、邻里助

养等形式，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

料、住院陪护等服务，确保其“平时

有人照应，生病有人看护”。

在集中供养方面，桐柏县要求

集中托养机构统一达标，机构院内

生活设施要齐全，需设有住室、厨

房、餐厅、活动室、洗衣间、院长室、

管理员室等，保障入住人员基本生

活无忧。分散供养方面，对特困人

员实行居家环境改善，着力实现

“七个一”：即每户配备一个铁皮柜

子、一套不锈钢厨房操作台、一个

电饭煲、一个电炒锅、一个砧板，安

装一个漏电保护器、一个带开关的

电源插座。截至今年7月上旬，该

县已累计发放农村特困老人救助

资金1247万元。

目前，桐柏县农村 3139 名特

困老人全部得到了良好供养。

本报讯（记

者黄华 通讯员

张群生）“真没想

到，俺这坑沿上的人了还能过上这

么好的日子，在敬老院吃得好、住

得好，衣服有人洗，屋里有空调，冬

天冻不着，夏天又热不着，这液晶

电视一打开，俺这老头子也能像大

秀才一样，不用出门就能知天下事

啦。”8月 6日，居住在正阳县中心

敬老院的 87岁特困老人王真义，

谈起入住敬老院的感受，有说不完

的话。

王真义入住的敬老院原来条

件差，服务也跟不上。去年 3月，

该敬老院被河南瑞阳养老服务公

司接管后，对硬件设施进行了改

善，在民政部门的积极协调下，新

装了自来水，引进了先进的管理

经验，依靠专业的养老护理团队，

以“颐养”为核心融合现代科技与

医疗技术，打造集养老服务、食疗

保健、养生护理等多种服务于一

身的综合型养老服务机构，环境

和服务都有了提升。

近年来，该县想方设法整合场

地资源，改建扩建养老服务机构，

将原行政服务中心、县委礼堂等改

造成高标准养老服务中心，吸引了

河南瑞阳、中民聚康等知名养老企

业进驻正阳县。

在引进的这些养老行业龙头

的示范带动下，正阳县养老事业朝

着专业化方向迅猛发展，被评为

“普惠养老服务先进单位”。目前

全县已拥有城区机构 27家，农村

区域敬老院 19家，不仅打通了城

区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还满足

了农村特困老人集中供养需求。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杨柳 陈凯）8月 6日，几天的连阴

雨后，凉风习习，在鲁山县熊背乡

敬老院里，30多个老人坐在院落

的树荫下轻松地聊着天，不时发出

爽朗的笑声。

72 岁的甘留现穿得特别精

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当天

他要和另外两个老人一起过生日，

又该吃蛋糕了。甘留现说：“要少

吃一点，这两年，敬老院的伙食好，

人都胖一圈了。”

鲁山县民政局副局长孙丹

丹说，15 年前，鲁山县 25 个乡

镇都改建、新建了敬老院，但是

很多老人受传统思想影响，不到

万不得已从不会主动入住敬老

院。

张桂臣是熊背乡敬老院常住

院民，早年间他常年在外给别人干

杂活，每天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

穿的也是破衣烂衫。2011年6月，

无人照顾的他“很不情愿”地被请

进了敬老院，“试着”住住，结果这

一“试”就是12年。

“现在你撵他走，他都不走。”

熊背乡敬老院院长刘金金说。

下午 2 点多，除了空调的嗡

嗡声，敬老院里静悄悄的，老人

们大都午休睡下了，安全员郝岩

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检查午休

情况。

下午 5 点，熊背乡卫生院的

“志愿红”们进了敬老院，开始给老

人们测量血压、体重，并协助一些

老人做些适当的康复训练。

下午 6点半，晚饭开始，稀饭

馒头，韭菜炒鸡蛋，小葱拌豆腐，院

民们吃得心满意足。

本报讯“防治玉米三代黏虫，在

幼虫三龄前，每亩用 4.5%高效氯氰

菊酯、2.5%高效氯氟氰菊酯进行喷

雾；防治大豆甜菜夜蛾可用10%甲维

盐、氯虫苯甲酰胺进行喷雾。”

8月 2日，汝阳县内埠镇内埠村

的千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

田里，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马占

宽正在指导农户科学预防病虫害。

这段时间，马占宽几乎天天“泡”

在地里，深入调查秋作物生长、病虫

危害等，与农民面对面交流，并根据

虫害发生程度、农作物生长情况、天

气等，“一地一方”，精准防控。

“在县农业农村局专家的指导

下，我们采用智慧农业、绿色防控技

术，预计每亩大豆增产85公斤、玉米

增产200公斤。”今年，种植大户曹现

伟流转土地种植谷子 200亩，大豆、

玉米复合种植1500亩。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对秋作物病

虫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及时组织植

保服务合作社、种植大户进行‘一喷

多防、一喷多促’，保证农作物有健康

的生长环境。”汝阳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杜小宾说。

截至目前，该县6个专业化植保

服务组织共出动手动药械 2.5万台、

机动药械 195 台，防治秋季农作物

35.9万亩次。（许金安 贺玉玉）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甘春
丽）“小克，正忙着哩，这大豆叶子上有

虫眼了，你可得抓紧防治，以防蔓延。”8

月6日一大早，叶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

长、高级农艺师郭旺来到任店镇中旗营

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给种植

大户赵小克提出农田管理建议。

“在郭站长的指导下，去年我采

用了4行玉米6行大豆的复合种植模

式，一共247亩。往年种一亩玉米毛

收入 1200元左右，去年采用新的种

植模式，一亩地毛收入1800元，光这

一季就多收入10多万元。”赵小克边

干活边说。

初次尝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就尝到了甜头，赵小克对今年的收

成也充满了期待。

当前气温较高，光照充足，正是田

间农作物管理的关键时期，叶县30多

名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

玉米、大豆等农作物长势情况，指导农

户科学应对病虫害。

“我们成立了6个专家技术指导

组，实行专家包乡负责制、技术指导

员包方责任制。种植户在种植模

式、方案制订、品种选择、适时播种、

配方施肥、病虫防治等生产过程中，

任何一个环节遇到问题，一个电话，

我们农业技术专家就会亲临指导。”

叶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春峰说。

本报讯 8 月 3日至 5日，2023 郑

州设计周暨中国郑州家居产业博览会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中原

首个以“设计”为主导的家居商贸盛

会，本次展会在原有基础上全新优化

升级，展览规模30000平方米，参展企

业超300家。8000多件家居新品登台

亮相，全面展示家居产业创新产品技

术，展现河南家居设计的新锐力量，凸

显中部家居市场的强大活力，为全行

业打造一场家居设计潮流盛会。

本届展会由河南日报农村版、河南

省土木建筑学会、河南省门窗业协会共

同主办。展会采用“展览+论坛+赛事”

的多元一体模式，展览充分融合了强化

设计元素，集聚众多家居设计品牌，有

效链接家居软体、材料、整装、高定等资

源，致力于打造中部乃至全国领域内集

产品展示、趋势发布、设计对接、价值转

化于一体的大家居商贸平台。

论坛上，郑州美术学院环境设计

系副主任王红、香港柏盛国际设计总

监杨彬等 6 位嘉宾受邀参加“论道：

2024室内设计与流行趋势”活动。作

为家装设计领域内领军人物，他们从

空间设计、软装搭配、色彩应用等角度

切入，深入阐释了家居未来趋势以及

设计思维革新，分析展望未来设计事

业的发展。赛事活动中，发掘表彰了

原创设计优秀人才，加强业内交流与

灵感碰撞，加速产业与设计的共生融

合，为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何鑫 吴彬怡）

本报讯 连日来，在淮滨

县淮南湿地省级保护区监测

站，工作人员惊喜地发现，

3000只斑嘴鸭从北方迁徙于

此，圆滚滚的身体十分惹人

喜爱。它们时而展翅高飞，

时而驻足浅滩之上，或在湿

地滩涂上频频觅食，或在天

空中翱翔竞逐。

“8月6日，我们在正常巡

护过程中发现，淮滨淮南湿

地方家湖出现了大量的斑嘴

鸭，这些斑嘴鸭最近几年在

淮滨从来没有出现过。”淮滨

县淮南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办公室主任李玲说。

“斑嘴鸭在迁徙的季节，

一部分迁徙走了，一部分留

下来了，留下来的鸟在这里

繁 殖 ，它 的 繁 殖 期 一 般 在

5~7月份，目前正是 8月初，

这些繁殖的斑嘴鸭已经成

长为成鸟以及亚成鸟，所以

现在有斑嘴鸭出现也是很

正常的。”李玲说，“但是为

啥有大量的斑嘴鸭聚集，我分析原因

是最近受台风‘杜苏芮’的影响，它的

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再加之淮滨淮

南湿地生态环境好，芦苇、水草丰富，

所以它们大量迁徙到我们淮滨淮南湿

地。”

随着淮滨县淮南湿地生态修复和

造林绿化，湿地及其周边鸟类的种类和

数量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过去很少

栖息在淮滨的斑嘴鸭、鹊鸲等多个鸟种

在保护区内繁殖，且数量越来越多。

（尹小剑 李振阳 符浩 李汶哲）

豫见设计 出彩郑州
2023郑州设计周赋能家居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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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7日，
柘城县洪恩乡
江华农业种植
合作社秋菊种
植基地内，社员
们在喷洒农药，
以提高菊花现
蕾期抗虫抗病
能力。

张子斌 摄

8月7日，光山县泼陂河镇杨榜村凤祥家庭农场的农民在采摘莲子。光山县今年
从江西引进种植4万多亩高效品种太空莲，目前已进入收获季。 谢万柏 摄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7日电 我国首个

体育宣传周——2023 年体育宣传周 7日

正式启动。在 8月 7日至 13日一周的时

间里，全国体育系统将宣传方针政策、做

好普法解读、弘扬体育精神、传播体育文

化、推动全民健身，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据介绍，为广泛宣传体育事业，激发全

民体育热情，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规定，每年8月 8日全民健身日所在

周为体育宣传周。

据悉，2023年体育宣传周期间，在国

家体育总局统一协调部署下，全国各地将

陆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宣传周主题

活动。全国各地围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组织

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宣传普及新修订

的体育法，举办线上线下体育文化展示交

流，宣传体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上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大力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广泛传播体育正能量。

我国首个体育宣传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