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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郑州市郑东新区自贸办充分发挥自贸

平台优势，深度挖掘郑东新区数据相关产业，以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套改革为动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中电

（郑州）数据产业有限公司在数据金库建设方面，已初

步形成高效的工作机制。

下一步，郑东新区自贸办将通过强化政企联合，

完善数据金库建设，强化数据归集、数据要素供给；

稳慎推进数据脱敏加工，确保合规高效利用，做到

“数据不出域、可用不可见”；提高数据资源开发标准

化水平，有效解决数据确权、计量、定价、安全等难

题；强化网络安全治理，加快完善城市一体化安全防

护体系，确保数据归集、清洗、梳理、应用等全流程得

到有效保护；加快数字人才培养，建立政企人才双向

交流培养机制，培养引进更多专业人才；加快打造数

据要素加工交易中心，为数据要素高标准供给、高水

平交易提供有力支撑。 （高柳）

周口市安泰置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在周口市莲花路南侧开发的“泰和公

馆住宅小区”项目，涉嫌存在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的违法行为，本机关已依法予以立案，并将开展

进一步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你公司有义务如实回

答本机关的询问，并协助本机关依法开展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

条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自公告

起30日内，你公司可以到本机关进行陈述事实、理

由，提交相应证据。本机关将对你公司提出的意

见进行复核；你公司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

立的，本机关将予以采纳。逾期则视为你公司放

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本机关在调查终结后将依

法作出处理。

联系人：刘新华 罗松林

联系电话：0394-8239299
地址：周口市六一路与牛营街交叉口北东侧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
羽 通讯员吕忠箱）谷雨过后，来到宁陵

县阳驿乡，四溢的蒜薹味弥漫在空气

中。抬眼望去，田间地头、收购站点一

派忙碌景象。

在一堆堆、一车车嫩绿的蒜薹前，

总有一个个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身影，

他们或是青年志愿者，或是阳驿乡政府

工作人员，忙着帮外来收购客商联系蒜

农和站点负责人，或在为货车司机提供

维修、咨询服务，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正是蒜薹大量上市的时候，

周边几个县的蒜薹都会在阳驿进行交

易，现在全乡每天购销蒜薹 300 吨以

上。”4月23日13时许，阳驿乡乡长王玉

洁仍在兄弟蒜业门口的服务点为客商

提供服务。据她介绍，今年阳驿乡成立

了6支服务队，设立了16个大蒜购销服

务点，为往来客商、种植户提供收购点

地址、运输车辆、车辆维修、过磅等服

务，有效提高了交易质量，保障公平正

常的交易秩序。

兄弟蒜业位于阳驿乡街道东侧，门

前停放着两辆大型货车，其中一辆已收

购了半车新鲜蒜薹，客商用棉被覆盖保

鲜。路边，一个红色的服务点非常显

眼，旁边来自南阳的收购客商王步召已

在此收购蒜薹20多天，今年是他来阳驿

乡收购蒜薹的第10个年头。

“来阳驿收蒜薹我放心，只需在收购

站摆好秤称重收货，组织蒜农、发布信息

甚至联系货车都不用我操心。目前，每公

斤蒜薹约3元，一天能收购四五十吨。”王

步召边给蒜农的蒜薹称重边介绍。

今年蒜薹价格不低，蒜农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兄弟蒜业负责人胡凯

介绍，阳驿乡提前合理安排收购站，并

为收购站设置了志愿服务点，有专门的

志愿者提供优质服务，组织引导收购商

入站点收购，既为蒜农提供了销售便

利，更让收购商实现坐等收购，通过政

府的优质服务实现了购销双赢。

产和销，是农产品的两头，关乎农

民的切身利益。自蒜薹陆续上市以来，

阳驿乡扎实做好蒜薹产销期间的保障

工作，以价格、供销信息公开促进规范

交易、公平交易。

“目前全乡大蒜种植2万余亩，年产

量约 8000万斤，是豫东闻名的大蒜交

易市场，每年吸引省内外20多个地区的

客商、群众前来交易。”阳驿乡党委书记

孔伟介绍，该乡全面摸清蒜薹产销、用

工需求等第一手信息，主动为蒜薹找销

路、做推广，拓宽销售渠道，并充分发挥

大蒜产业基础强、势头好的优势，不断

提升全乡“一村一品”质量，因势利导推

动阳驿农业产业提档升级、增量提质。

本报讯（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
栋 张小玉）“这个紫

菜 菌 菇 汤 味 道 不

错，蒜薹炒肉看了

就有食欲。”4月 19

日中午，宝丰县城

关镇大寺社区长者

食堂正式开张，吸

引了一大批老年人

光顾。

“从周一到周

五，每天都制定有

不同的菜单，做到

营养均衡，适应老

年人群体需求。”大

寺社区长者食堂负

责 人 郑 园 椰 介 绍

说，针对辖区老年

人的实际情况，食

堂还制定了统一的

优惠政策。

当 天 中 午 12

点，一辆送餐车准

时到达陈营社区养

老服务站，送餐员

将放在保温箱里的

午餐分发给等候用

餐的老人，养老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细

心地帮老人打开餐盒。“今天的午餐

是肉末茄子、炒时蔬、手工肉饺、紫菜

蛋花汤、时令水果，荤素搭配、口味清

淡，老人家比较喜欢。”养老服务站负

责人韦华介绍说。

陈营社区助餐点自 4月 8日开

业以来，每天中午就餐的老年人有

10余人，餐品由城关镇中央厨房配

送，老人根据菜谱提前预订。

“老年助餐点具有公益性质，提

供服务以社会化为主，我们将通过一

些政策扶持支持鼓励企业、组织加入

进来，市场化运作，既要保证企业能

从中盈利，又要保证餐食质量和卫

生，让老年人吃出‘幸福味道’。”宝丰

县民政局局长王鹏飞说。

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到“暖心

饭”，减少工作在外子女的顾虑，宝丰

县积极打造“党建+老年助餐”模式，

将居家养老服务落到实处，在全县范

围内布局老年助餐点。2024年，计

划在县城中心城区建成 2个老年食

堂、4个老年餐桌、4个老年助餐点，

在乡镇建成10个老年食堂、19个老

年助餐点，满足老年人的就餐需求，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

务，真正做到把温暖送到家。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闫海蓝 李伟鸽）4月

20日，“豫出彩·一起来”2024襄城县惠民文化活动

——“中原舞蹁跹”襄城县广场舞大赛在该县文博广场

举办。

“我们新时代舞蹈队的队员大多是退休后开始跳

广场舞的。这次来参加比赛，就是希望借此提升自己，

展现我们团队的风采。”《俏蒲扇》节目的表演者们正在

候场时，56岁的参赛者胡玲霞说。

当天，来自该县各乡镇21支参赛队的400余名舞

者齐聚一堂，切磋舞艺。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以饱满的

激情、娴熟的舞步向观众展示精心编排的广场舞。靓

丽的服饰、优美的舞姿和极富感染力的笑容引得现场

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经过激烈角逐，分别评出一等奖 4个、二等奖 6

个、优秀奖11个。接下来，该县还将从获奖队伍中选

出4支优秀参赛队参加“中原舞蹁跹”许昌市广场舞大

赛。

据了解，近年来，襄城县积极实施文化强县战略，

不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实现了文化广场村

村有、文艺队伍村村见的工作目标。广场舞大赛作为

襄城县群众文化活动的品牌，更是把群众跳、群众演、

群众看、群众乐的文化舞台搭到老百姓的家门口，用积

极健康、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提振精气神，孕育好

风尚，让公共文化服务富有烟火气。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陈帆 李
宇）梳发、分支、计量、包装……4月 19日，

在位于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岳庄村的许昌

卡美尔实业有限公司“社区工厂”，20余名

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加工档发产品。

“在这里工作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环

境好还能挣钱。”村民许会珍一边熟练地缠

管一边说，“能在离家这么近的地方挣这么

多钱，真的高兴、满足。”

近年来，建安区紧紧围绕增加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积极探索

村集体经济“村村联合”抱团发展模式，建

立“社区工厂”，从车间选址、产业类型、运

作模式等方面着手，有效解决“务工”与“务

农”、“钱袋子”与“孩子”兼顾的问题，引领

农村富余劳动力用勤劳的双手托起增收致

富的梦想，走出一条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集体经济增效的发展新路径。

在车间选址上，建安区充分考虑便利

性，把车间建在镇上、村口、社区里，保障群

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其中，榆林乡岳庄村

积极争取上级衔接项目资金371.81万元，

将闲置的岳庄村小学改造为厂房，并将其

租给许昌卡美尔实业有限公司从事档发加

工产业，村集体每年收取租金20万元。去

年，该车间产值达 2000余万元，目前共吸

纳村民60余人。

在产业类型上，建安区选取技术门槛

低、操作上手快、灵活性极高的包装生产加

工、档发加工等轻产品加工作为“社区工厂”

的主营业务。员工可以按生产要求在家中

自行生产，也可以在车间集中生产，实现灵

活就业。“社区工厂”建成运行后，吸引了一

大批有就业意愿但难以走出家门的农村妇

女到厂打工挣钱，实现“挣钱持家两不误”。

在运作模式上，建安区积极构建党组

织领导下的“党建+社区工厂”运转模式，按

照行业相近、区位就近原则，鼓励区属企业

和“两新”组织以产业链的形式与村集体结

对，定向吸附村内富余劳动力和低收入群体就业务

工。同时，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双绑”机

制经营模式，按照各村（社区）需求、产品特色建立“强

村带弱村”的联建发展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联合，

提升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质量和水平。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实现“输血”变“造

血”，建安区聚焦农民需求、企业需求、市场需求，大力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建安档发”和“建安制造”人

力资源品牌建设等多个技能培训项目，促使群众由“力

工”向“技工”转变。

目前，建安区已通过认定审核的“社区工厂”有131

家，带动6500余名群众实现稳定增收。小小的“社区工

厂”，以破竹之势，让产业致富、乡村振兴的愿景一步步

变为现实。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李娟）4月22日，在比

干庙千人打卡启动仪式上，来自卫辉市庞寨乡的20余

名乡村干部齐聚比干庙，身着马面裙，聚力宣传本乡本

土“风华古卫”马面裙品牌。

马面裙作为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具有丰富的文

化内涵。庞寨乡生产的马面裙融合卫辉本地文化元

素，推出桃花裙、缠枝牡丹裙等特色款式图案，适合不

同年龄、不同人群，既抓住了传统马面裙的文化密码，

又弘扬了本地丰厚的文化底蕴，用现代方式展现了马

面裙独特的古典美感。

据悉，随着“汉服经济”持续升温，庞寨乡依托全市

明朝文化丰厚底蕴，抓住古城建设、山区旅游开发新机

遇，整合本土企业菲澳思礼服装有限公司和周边服装

加工点资源，新上“明制汉服”生产线，重点打造明制汉

服生产基地。卫辉市委宣传部对马面裙的展示进行了

艺术包装、舞美策划，持续打响“风华古卫”马面裙品

牌，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的经济增长点。

4月19日，在光山县仙居乡草庙村绿之润大棚蔬菜
产业示范园种植基地，农民正在收获芸豆。近年来，光
山县采取“党支部+基地+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大棚蔬菜种植，让更多农户通过种植大棚蔬菜走上致
富路。 谢万柏 摄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赵东阳）4月22日，记

者来到长葛市长社街道杨寨社区居民赵风知的家，远

远便望见一树繁花跃出墙外，格外迷人。推开院门，院

内也是别有一番景象，石榴树、梨树、牡丹花等绿植花

卉错落有致，生机盎然。走进屋内，生活用品干净整

洁、摆放有序，处处透露着家的幸福与温馨。

“都说家是心灵的港湾，环境好，住着才舒心。”赵

风知说，前不久，街道评选“五美庭院”，她家顺利当选。

美丽乡村始于“五美庭院”，“五美庭院”扮靓美丽

乡村。据了解，如今在长葛市长社街道，像赵风知一样

被评为“五美庭院”的还有77户。

今年以来，长社街道以“五美庭院”创建为抓手，坚

持每月评比表彰一批“五美庭院”，发动广大妇女参与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奉献、人人共

享”的浓厚氛围。

同时，该街道借助“五美庭院”创建带来的热情和干

劲，通过“网格化管理、专班推进、支部带动、群众参与”

方式定期在各社区开展清洁行动，并在各社区建立路

长制，每条路段明确责任人，确保问题不反弹，不断提

升群众幸福感，推动人居环境从“一时美”到“持久美”。

截至目前，长社街道共出动人力4500余人次、机械

341台次，清理街道127条，整治空宅荒片41处、坑沟18

处，清理垃圾杂物470余吨，补植、新栽果树500余棵。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加

强企业法治观念，优化企业营商环境，4月中旬以来，

杞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对辖区内重点企业开展走访

调查，收集企业诉求意见，切实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走访中，民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实地查看了

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内的消防设施、用火用电

及日常安全管理落实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并对检查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同时，民警向在场的企业

负责人和员工讲解了关于扰乱生产经营秩序、职务侵

占、合同诈骗等各类涉企犯罪行为特点，揭露经济犯罪

的惯用手法和伎俩，提醒企业要增强防范意识和能力。

此次走访宣传，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及员工的法治

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加强了警企联系，受到辖区企业

一致好评。 （时广建）

政府服务好蒜薹销售忙
宁陵县阳驿乡每天购销蒜薹300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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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县实施特困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让老人不再“磕磕碰碰”

卫辉市庞寨乡

乡村干部当模特
宣传推介马面裙

长葛市长社街道

“五美庭院”扮靓乡村

文化惠民文化惠民 幸福满满幸福满满

商丘市梁园区送戏曲进乡村

村民家门口过足戏瘾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羽 通讯员陈臣

王果）“小小的郭爱太无理，你不该把我的爱女欺……”

4月 24日，在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镇吴楼村，传统剧

目《打金枝》精彩上演。

当日，梁园区戏曲传承保护中心到吴楼村开展“戏

曲进乡村 文化促振兴”活动。

“听说戏曲传承保护中心来唱戏，我早早地搬着小

马扎在这儿等着，来得晚了就没有好位置了，今天可让

我们老戏迷过足了瘾。”家住吴楼村附近的王大爷兴奋

地说。

据了解，这次义演活动将在该镇吴楼、杨庄、王庄

等地轮番演出，连续7天，共计14场，让村民们在家门

口过足戏曲瘾。

襄城县举办广场舞大赛

400名舞者同台“斗舞”

杞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护航企业发展受好评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群
生）“地上铺了防滑地毯，卫生间装

有防滑垫，墙上、床边都给安装了扶

手，现在生活起居既方便又安全。”4

月22日，正阳县兰青镇大余村78岁

的特困老人王明华，看到改造完的

屋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以来，正阳县以特殊困难

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为切入点，

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优先对分散供养及失能、残疾的650

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改造装

修，着力改善老年人居住条件，降低

老年人在家中发生意外的风险。

在适老化改造过程中，该县遵

循“安全、灵活、舒适、适用、经济”

的基本原则，根据特困老人需求和

家庭情况，制定“一户一档”，围绕

如厕洗澡安全、居家环境改善、室

内行走便利、辅具配备到位等方面

精细化开展家庭改造，为老人配置

防跌倒器具、灯具、拐杖、扶手、防

滑垫、地毯等适老化设施，给他们

营造一个温馨、便捷、安全的居家

养老环境。

“我们通过重点摸排、实地走

访，对困难老年人自理能力、居住环

境、服务意愿、照护情况等进行综合

评估，为老年人精心设计居家养老

环境改善方案，最大限度提供居家

生活方便。下一步，将积极探索居

家基本养老服务的发展模式和有效

路径，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多样

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全

县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正阳县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4月21日，宜阳县锦屏
镇河下村集中养老服务站
的老人在健身。近年来，宜
阳县积极探索实行“以居家
为基础、以集中为保障”的
农村养老模式，着力破解农
村养老难题，努力提升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