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真真 校对 窦蒙娜 综合新闻2 ■E-mail:baofengkuaibao2@163.com

2022-3-16 星期三

为加快推进我县胸痛救治网络规范化建设，3 月

11 日上午，县胸痛中心联盟暨第三批胸痛救治单元

启动会在县人民医院召开。县四级调研员谢水池参

加会议。

近年来，我县以深化县域综合医改为突破口，一手抓

深化改革，一手抓质量提升，远程心电、远程影像、远程病

理诊断等“六大共享中心”和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

心等“六大诊疗中心”相继建成并高效运行，正式步入县

域诊疗中心发展快车道。2020年8月，县人民医院启动

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截至目前，全县已经有5家胸痛救

治单元通过验收，第二批正在建设中，第三批胸痛救治单

元建设正式启动，覆盖全县13家乡镇卫生院。

会议要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充分认识胸痛救治体系规范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维护群众健康和生命；县胸痛联盟中心定

期对各胸痛救治网络建设单位任务进行考核评估；要加

大宣传引导，提高群众对高危胸痛及其危险因素的认

识，不断提高我县急性胸痛患者救治水平。

会上，还举行了第三批胸痛救治单元签约仪式。

（郭跃峰 王茜）

县胸痛中心联盟暨第三批胸痛救治单元启动会召开
“为贯彻落实省委书记楼阳

生在我市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张

八桥镇结合实际，抢抓机遇，聚

焦项目建设、民生福祉、产业发

展等重点工作，以优化营商环

境、补齐民生短板为抓手，努力

为我市‘壮大新动能、奋进百强

市’贡献力量。”3月13日，张八桥

镇党委书记温世举说。

树牢“项目为王”发展理

念。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深

入践行“一联三帮”，在全镇范围

内定期开展企业满意度走访活

动，同时利用“桥商之家”，不定

期开展服务企业活动。

加快推进焦唐高速项目顺利

实施。成立工作专班，加大推进

力度，摸清安置户去向，完成安置

点土地平整工作。加快推进沿线

内厂房及非民用建筑物拆除和搬

迁户补偿协议等相关手续签订，

确保3月底以前涉及该镇的征迁、

清理、安置任务全部完成。

常 态 化 开 展 人 居 环 境 整

治。在全镇 18 个行政村深入推

行“门前三包”制度，划定党员示

范街，实施网格化管理。严格落

实“每周五”固定清洁日制度，定

期评选“美丽庭院示范户”。

大力发展电商产业，为各村

产业赋能。借助该镇电商园、赞

赞传媒等电商平台，加速孵化“一

村一主播”，带动汝瓷产品、菌类

产品、豆制品线上销售。

推进“一村一品”建设，助力

乡村振兴。充分利用斋公庄、姚

店铺等村林下资源，持续深入探

索“林+菌”“林+养”经营模式，带

动集体经济发展。

“下一步，张八桥镇将牢记楼书记的调研嘱托，以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持续全面引导和激励

党员干部锚定全县建设‘四强县’和迈入全国‘一百

强’战略目标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和崭新气象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温世举表示。 （巫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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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锚定““两个确保两个确保””落实落实““十大战略十大战略””

“供电公司的优质服务做得真不错，为我们上门检

查光伏发电设备排除隐患，还提供技术指导，太感谢

了!”3月10日,周庄镇槐树湾村村民邱红勋的妻子，对正

在检测屋顶光伏发电设备的县供电公司周庄镇供电所

党员服务队员钮国政和余赛飞说道。

为服务好广大光伏发电客户，县供电公司组织“焦

裕禄”党员服务队开展“一对一跟踪式”服务，定期对辖

区内的光伏用户设备安全情况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同

时，开辟绿色通道，实行项目申请、现场勘察、并网流程

等工作的“一站式”办理。安排专人全程协调推进光伏

项目的规划、设计、配套项目等工作，上门提供便利条

件，制订施工进度一览表，全方位服务光伏客户，提高

光伏发电设备可靠性，最大限度满足光伏并网需求。

据统计，目前我县新能源装机12.7万千瓦，共1188

户。为促进光伏发电项目的安全发展，该公司持续优

化供电营商环境，详细编制了《宝丰县供电公司2021年

“碳达峰、碳中和”任务承接清单》，为客户增加便利，保

障了客户项目的顺利落地和快速并网发电。截至目

前，该公司共检查光伏用户56户，累计为12个光伏扶

贫电站按时拨付购电费624万余元。

下一步，该公司将进一步落实“三零”“三省”服务，

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光伏发电

新能源客户需求调研，摸清客户对“获得电力”改革的

意见建议和服务需求，剖析解决难点问题，完善光伏发

电客户台账，定期上门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客户光伏发

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杨洪生 何丹丹）

供电公司：“一对一”上门服务光伏客户

3 月 14 日上午，铁路办事处

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省、市、

县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对本辖区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再部署。

会议强调，严禁防控思想松

懈，结合当前疫情形势，持续查堵

漏洞，不打折扣完成疫情防控任

务；各社区要全面加强中高风险地

区人员的排查管控工作，对省外返

宝来宝人员，要第一时间排查，发

现风险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管控，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敲门”和“守

门”行动；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要落

实“四早”要求，压实“四方责任”，

扎紧“四个口袋”，严格落实场所码

查验、疫苗加强针接种等工作，严

防疫情输入；要通过线上线下等多

种形式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营

造疫情防控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

良好氛围，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坚

固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 （王克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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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县农机中心在万昌农

机有限公司举行2022年农机3·15维

权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仪式后，该中心组织由市场监

管、监理、管理、科教等股室（站）参

加的3·15维权宣传组，到农机销售

有限公司、农机配件门市部、修理网

点、农机合作社等开展农机3·15维

权宣传活动。当天共发放农机质量

与监督3·15专刊、农机3·15维权倡

议书、农机安全倡议书等资料600余

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80余人次，受

到了大家的普遍好评，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高跃伟 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
全国人大代表、大

黄村党支部书记马

豹子说：“三年前，

我们这里的耕地，还处在各家各户零散管理中。由于农

业设施落后，管理不科学，投入大，产能低，亩产也就七八

百斤。2021 年，这块新建的高标准农田亩产小麦就达到

1300多斤。”

高标准农田，让“望天收”变成了旱涝保收田；藏粮于

技，让古老的土地焕发出了崭新的力量。农民群众也从几

千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中解放出来。

“以前，在地里辛苦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现在，我

们不种地，每亩地每年还能得到1000元流转费。我们不仅

可以在家照顾老人孩子，还可以去示范田干活，每天收入

几十元到二三百元，比以前强多了，这事儿真好！”大黄村

50多岁的村民刘献伟说。

在大黄村的图书批发市场，做直播带货的大黄村村民

王红敏说：“土地流转了以后，我就在俺村的图书批发市场

开了一个店，进行线上线下图书批发，挣得比以前多多了，

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得劲了！”

高标准农田的建成，促进了当地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带

动了周边农产品加工业蓬勃兴起，企业效益明显提升。

“我们的面粉厂日产量360吨，同时还从事面条加工，拉

长 了 产 业 链 条 。

以前，我们的小麦

都是从一些零散

的农户中收购，由

于产量有限，大多农户不愿出售。现在，有了高标准示范田，

产量高，质量也好，我们的原材料小麦全部来自于本地的高

标准农业示范田。这样，不仅省时、省力，还降低了运输等费

用，间接又提高了我们的效益。”当地从事面粉加工的王旭珂

笑着说。

如今，农忙时，大黄村有 800 多人在智慧农田务工，

1100多人在村里从事小商品、图书批发、电商等行业，全村

人均收入已经达到3.7万元。

在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要努力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

“粮食稳，天下安。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好‘两

会’精神，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上出新招，在提升农业质效上求突破，在促进农

民增收上作文章，加快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坚决扛稳粮食安

全责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

翅膀，为宝丰建设‘四强县’、迈入全国‘一百强’，为平顶山市

‘壮大新动能、奋进百强市’、河南省锚定‘两个确保’、实施

‘十大战略’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的成绩献礼党的二十

大。”县委书记许红兵表示。 （郭明远 梁国强）

高标准农田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