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国华：10余年捐献“熊猫血”8800毫升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隋振鹏 王晓帆

������鹿邑县税务干部赵国华 10 余年
无偿献血 20 余次， 累计捐献 “熊猫
血”8800 毫升。 为此，赵国华被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授予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今年 52 岁的赵国华是一名有着
30 余年党龄的老党员， 现任鹿邑县
税务局社保和非税收入管理股股长。
他恪尽职守、勇于担当、乐于助人，10
余年无偿献血 20余次，累计捐献“熊
猫血”8800毫升。

2015 年， 天津的一家医院接收
一位病危患者，救治过程中，患者需
要输血，经过血型筛选，医院发现患
者血型为 RH 阴性 A 型血， 也就是
俗称的“熊猫血”。 当时，天津全市乃
至全国 RH 阴性 A 型血都极度紧
缺， 天津血站向全国发出求援信息。
赵国华听说后，不远千里，驱车前往
天津， 为患者捐献了急需的鲜血，拯
救了患者的生命。患者家属想要为赵
国华报销路费，被他婉言谢绝。

虽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赵国
华始终冲在急难险重最前沿。他深知
自己的稀有血型对社会是多么重要，
这份责任心驱使他坚持锻炼，保持健

康的体魄。 2016 年秋季的一个夜晚，
周口血站工作人员拨通了赵国华的

电话， 说有患者急需他的血液救命。
他没有丝毫犹豫，连夜开车赶到周口
血站，为患者捐献血液，最终患者转
危为安。

10 余年来，赵国华累计捐献“熊
猫血”8800 毫升，一个健康成年人的
全部血量一般为 3500 毫升到 4000
毫升，也就是说，赵国华把自己身体
里的全部血液捐了两遍，拯救了多位
稀有血型的患者。

2022 年，赵国华被授予“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该荣誉是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与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为积
极参与献血活动并作出突出贡献的

个人颁发的国家级奖项。
赵国华还是鹿邑县水上义务救

援队队员， 多次参与义务救援活动，
拯救多位溺水者的生命，获得广大群
众的称赞。

“看到自己的血液能够挽救别人
的生命，我由衷感到高兴。 只要身体
允许，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为社
会、为稀有血型的患者奉献爱心。”赵
国华对记者说。 ②7

“两堂三中心”便民又节俭
经济日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 “在村里的家宴中心待客， 场地
大、环境好、离家近，菜品不比县城大
酒店差。 一桌饭菜满打满算也不超过
388 元。 ”脸上被涂上“喜灰”的河南省
周口市沈丘县冯营镇李寨村“喜公公”
李泰山幸福感溢于言表。

为树立文明节俭之风， 向铺张浪
费说不，今年初，沈丘县要求全县 22
个乡镇（办）的行政村单独创办或联手
打造“两堂三中心”，包括文化礼堂、文
化讲堂、宴会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和儿童活动中心。 李泰山口中的家
宴中心， 就是李寨村刚投入使用的宴

会中心。
李寨村宴会中心最多可摆放 28

桌酒席，墙壁上贴着移风易俗倡议书、
厨师健康证、农村家宴操作流程图等，
入口处挂着每桌 188 元、288 元和 388
元的三档酒宴菜单。

李寨村监委主任王琳告诉记者，
以前， 村民在置办红白事时大都跑到
县城， 一桌饭菜七八百元， 多者上千
元， 容易造成浪费。 村宴会中心创办
后，村里请了专业厨师，配了三档酒宴
菜单， 既让办酒经验少的村民有了参
考，也提升了村民从简操办的意识。

不久前， 沈丘县周营镇李徐湾村
村民徐小兵在村家宴中心置办了喜

酒。“家宴中心有空调，桌椅崭新，场地
干净，菜品色味俱全，既节省开支，又
不丢面子，挺划算的。 ”徐小兵说。

在沈丘县纸店镇潘董庄行政村宴

会中心，一场喜宴过后，桌面上几乎没
有剩菜。“挺好的，吃得好喝得好，也没
有浪费。 ”村民赵翠红说。

“潘董庄行政村宴会中心是由废
弃牛舍改造而成。 ”纸店镇纪委书记王
曾介绍，镇纪委提倡党员干部带头，婚
丧事简办，规定每桌宴席标准，并严厉

杜绝铺张浪费、互相攀比等歪风邪气。
目前， 沈丘县已创办并投入使用

宴会中心 67 个，预计今年底，全县农
村将实现宴会中心全覆盖。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 厉行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
正在全县农村兴起， 铺张浪费之风得
到有效遏制。 （原载于 2023 年 6 月 7
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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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政府采购提质增效
本报讯 （记者 李莉） 6 月 6 日，

市财政局邀请政府采购信息报社社长

刘亚利、 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管处副
处长宋熙文来周开展专题培训。 市直
各单位及各县（市、区）财政局政府采
购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代理机构工
作人员和评审专家等 260余人参加培
训。

刘亚利从政府采购制度，采购人
的法定责任 、法定权利 、法律责任等
方面讲解采购人如何更好履行主体

责任。 她认为，采购人主体职责缺失、
预算绩效责任无法有效落实、重采购
轻验收等现象在实践中时有发生，采
购人应当落实好主体责任，健全内部
工作机制，做到谁采购、谁负责，建立
以落实预算绩效目标为导向的采购

人内控管理制度，加强采购人专业能
力建设 ，提高政府采购水平 ，优化政
府采购营商环境。

宋熙文结合我市政府采购营商

环境现状 ， 详细解读了政府采购营

商环境评价指标和政府采购营商环

境提升重点任务等内容 。 他表示 ，
在政府采购工作中 ， 要强化政府采
购政策功能的实现 、 市场主体权益
保护 、助企惠企政策落实 、采购人内
控制度建设 ， 加强采购代理机构和
评审专家管理 。 要发挥好市政府采
购信息化建设优势 ，以 “一键归档 ”
功能在全省政府采购领域创新推广

为抓手 ， 不断提升政府采购服务质
效 。

“此次培训内容充实， 特别是一
些案例分析，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弥
补了各政府采购当事人对政府采购

理解的不足，各预算单位对如何落实
采购人主体责任和如何优化政府采

购营商环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市
财政局党组成员、总会计师刘新星表
示，市财政局将严格落实各项政府采
购政策 ， 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
境，推动政府采购全面提质 、提速 、提
效。 ③12

消除隐患防范重大事故发生
本报讯 （记者 李莉）6 月 8 日上

午，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工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 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宏武，副市长张
元明、孔阳在周口主会场出席会议。

王宏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
以政治清醒提升行动自觉。 要深刻
认识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行动的重大意义，抓紧抓牢重点任
务，以最严格措施、最严谨作风、最严
肃态度，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 要
坚持以思想警醒保持加压加力。 专
项行动开展近一个月，部分县市区工
作还存在盲区和漏洞，责任还存在棚
架和悬空， 务必要保持高度警觉，务
必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抓牢抓
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要坚持以重

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 要聚焦重点
行业领域，紧盯重大事故隐患，开展
针对性排查，全面摸清、动态掌握隐
患底数，全面管控、彻底整改事故隐
患，并实现清零。 要坚持以机制创新
提升行动实效。 要建立健全专家咨
询机制，“领导干部+专家+执法执纪
人员”督导检查机制、社会监督机制、
常态化警示教育机制，守牢安全生产
底线红线， 筑牢安全生产严密防线，
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张元明、孔阳对专项排查整治工
作进行具体部署，强调要深刻吸取事
故教训， 全面排查整改重大事故隐
患， 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坚决防范遏制重大
事故。 ①6

人行周口市中心支行

开通小麦救灾资金拨付“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陈

贝贝）近日，人民银行周口市中心支
行开通小麦救灾资金拨付 “绿色通
道”， 确保 700 万元小麦救灾资金迅
速拨付到位。

进入 5 月下旬以来，我市出现连
续降雨过程，小麦出现发芽、霉变等
现象。 面对灾情，人行周口市中心支
行提高政治站位，主动作为，迅速行

动，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辖区
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开通小麦救
灾资金拨付“绿色通道”，简化审核程
序，坚持“即来、即审、即办”，实现“划
转不隔夜、资金零在途”，确保救灾资
金第一时间到位。 截至 6 月 7 日，该
行已成功拨付小麦救灾资金 700 万
元，有力支持了我市小麦救灾服务工
作。 ①6

我市首家民事支持起诉服务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朱东一）6 月 8 日，

记者从市检察院获悉，为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民事检
察职能，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我市
首家民事支持起诉服务中心在太康县

人民检察院揭牌成立。
据了解， 民事支持起诉服务中心

的成立标志着集弱势群体案件受理、

审查、调查取证、支持起诉、促成和解
和法律监督、 司法救助工作于一体的
专业化办案机制正式建立， 能够起到
更好保护农民工、 未成年人、 妇女儿
童、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作
用。

挂牌成立民事支持起诉服务中

心，是太康县人民检察院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司法理念的具体体现，将进一
步拓宽维护困难群体合法权益的渠

道，有利于加强民生司法保障、促进社
会矛盾化解、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当日，还发布了《关于建立民事支
持起诉协作配合机制的实施意见》的
起草背景和主要内容。

太康县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今后 ，太康县人民检察院将增
强服务意识 ， 充分认识民事支持起
诉工作的民生意义 ， 打好民事支持
起诉工作的 “组合拳 ”。 加强与有关
部门沟通协作 ，凝聚各方力量 ，共同
推进民事支持起诉工作稳步向前 ，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温度和

检察温情。 ②15

“文学之乡”花落周口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宏）6 月 8 日
记者从周口市作家协会获悉， 中华
文学基金会正式复函， 决定授予周
口市“文学之乡”称号，这标志着周口
获得了一项文学领域的国字号殊荣

和对外宣传的金字招牌。
周口市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 在公
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惠民工程建设上

投入较大，围绕“周口作家群”相关研
究、 宣传工作有特色、有亮点，有较
为活跃的文学创作队伍， 文学发展
具有较高水平，获评“文学之乡”实至
名归。

中华文学基金会是中国作家协

会所属的公益性社会团体。 “文学之

乡” 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下，由
中华文学基金会具体实施的文学公

益项目。 “ 文学之乡”品牌创建，一方
面有利于进一步繁荣当地的文学创

作、普及文学知识、鼓励和扶持基层
文学事业建设、培养文学新人，另一
方面有利于激励其他地区的文学发

展，起到“标杆”示范作用。
周口市作家协会主席王相勤说，

周口市获批“文学之乡”，标志着周口
的文学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

点上，这既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更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将以此为
契机，充分发挥“文学之乡”的旗帜和
引领作用，扛牢责任，主动作为，为周
口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文学智慧和力量。 ②16

省“万人助万企”活动第十六
服务工作组调研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泉林）6 月 8 日，
省“万人助万企”活动第十六服务工
作组调研座谈会召开。 省“万人助万
企”活动第十六服务工作组常务副组
长、省公安厅二级警务专员杨金才参
加会议。会议听取我市“万人助万企”
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并就周口市“万
人助万企”工作提出建议。

会议指出， 周口市 “万人助万
企”工作领导高度重视，产业链上下
游适配对接有效， 龙头企业育优做
强效果明显，“项目为王” 理念落实
到位，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万
人助万企”活动第十六服务工作组、
市“万人助万企”工作专班要发挥好

服务 、监督 、协调作用 ，确保工作方
案落到实处。 要高度重视，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上来 ；要迅速行动 ，把 “万人助万
企 ”活动推向深入 ；要主动作为 ，把
工作组、 专班的牵头作用充分发挥
出来，制定科学的工作机制，常态化
推进工作；要学习借鉴，建好企业联
通平台，扎实开展信息化建设，运用
好现代化手段， 加强与企业的沟通
交流 ；要做好衔接 ，省 、市工作组和
专班之间加强沟通；要注重宣传，把
培育和发现典型与日常工作同步推

进，总结好、发现好“亮点”,有力推动
周口工业经济健康发展。 ②15

种粮大户李兵旗:有责任带领众乡亲种好田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这几天，淮阳区安岭镇绪寨行政
村一块 120亩的早茬玉米地，迎来一
拨又一拨前来参观的种粮大户。 这
块玉米地怎么有这么大吸引力 ，让
附近的甚至临乡的众多种粮大户纷

纷前来“观宝”？ 6 月 7 日，记者前去
实地打探了一番。

种这块地者，名叫李兵旗，是安
岭镇均李行政村的种粮大户。 这块
120 亩的玉米地，是他从绪寨行政村
众多村民手中流转过来的。 今年收
完大蒜后，于 5 月下旬播种上了早茬
玉米。 眼下，长有近半尺高玉米苗的
百余亩田地生机盎然。

播种新模式 增加株数求高产

“农民种地求的是高产高效，我
们这种单元多株、 错位密植的玉米
高产播种新模式， 相较于传统播种
模式， 每亩可增加玉米播量 1000 株
至 1500株，增产二三百斤玉米，每斤
按 1元算，每亩就增收二三百元。 ”6
月 7 日上午，根据电话联系得到的地
址， 记者赶到安岭镇绪寨行政村李
兵旗种植的玉米地时， 这位肤色稍
黑的种地“老把式”正在忙着给前来
学习种植经验的种粮户传授技艺

（如图）。
紧接着，李兵旗解释说，按照传

统模式播种玉米的话， 根据品种不
同，每亩播量大约在 4600 株至 5000
株，而按照单元多株、错位密植的新
模式播种的话， 每亩可以达到 6000
株左右。

“25 厘米为一个播种单元，一个
单元种 4 株，这种密植模式会不会出
现玉米苗抢肥影响生长的状况？ ”交
流中， 一位种粮大户提出这样的疑
虑。“每垄单元与单元间距为 45 厘米
至 50厘米，相近的两垄错位播种。这
种播种新模式在增加亩株数的同

时，便于通风透光，每棵植株都具备
边行优势，能充分吸收水肥。 ”李兵
旗细致入微地讲解彻底打消了现场

“取经者”心中的疑虑。
作为种粮大户，李兵旗一直没忘

学习种植新技术。 去年，在一次玉米
播种技术交流会上， 他接触到这种
播种新模式后，买来播种新机械，尝
试种植了 30余亩玉米。实践证明，这
种模式的确增加了亩株数 ，30 余亩
玉米长势喜人，增收近万元。

种地学问大 老谚语要改一改

种粮大户李兵旗成立的种植合

作社已有 5 个年头，截至目前，流转
土地 1000余亩，其中，流转安岭镇均
李、绪寨、程楼、梅墩 4 个行政村 570
亩，流转豆门乡倒栽槐行政村 460 亩
田地。 去年秋季，在流转的这千余亩
田地中， 种植小麦 800 余亩， 其他
200 亩地种植了大蒜和辣椒。 目前，
小麦全部完成收割， 除小部分在晾
晒中，大多已经入仓。

“6 月初几天的阴雨天气对今年
即将收割的小麦造成不小影响 ，有
的地块甚至出现发芽萌动， 你的几
百亩地小麦收成怎样？ ”“阴雨天气
对我种的小麦影响不大。 经实际测
算，高产田达到 1300 余斤，发芽率小
于百分之一； 普通田至少也达 1000
余斤，发芽率小于百分之十。 ”面对
记者的问话， 李兵旗话语间自豪满
满。

“取得这样的好收成，除种子和
肥料的因素外， 与小麦播种时间有

很大关系。 谚语讲，‘淤（地）种秋分、
沙（地）种寒’。 按惯例，小麦播种一
般在阳历 10 月 15 日前进行。 而今
因气温上升， 如还按谚语讲的时间
播种的话，小麦春节前分蘖多，容易
造成旺长、早熟。 我们种植合作社这
几年根据实践经验， 小麦播种的时
间都推迟到阳历 10 月 23 日至 30 日
进行。 前几天连阴雨时，我们晚熟的
小麦秆还泛青生长着， 因而麦穗发
芽极少。 ”李兵旗“传经”时，一脸的
兴奋。

托管种与收 带领乡亲种好田

在均李、绪寨、程楼村采访，记者
提起种粮大户李兵旗， 众多村民都
说， 李兵旗不但是出了名的种地能
人， 而且也是带领乡亲种好田的热
心人。

“这几年种地，兵旗没少给俺帮
忙。”均李行政村 78 岁的李德功说到
李兵旗赞不绝口。 李德功 3 个子女
成家后都外出务工， 由于他岁数大
了，加上缺少大型农机具，自己耕种

6 亩多地，的确有些困难。
像村子里其他缺少劳力的家庭

一样， 从田地用药、 用种到耕种、播
种、打药、收割，李德功把自家 6 亩多
地交给了李兵旗的合作社管理。 在
此期间，自己和老伴下地做些简单的
除草活，等到收获的时节，只等手持
袋子在地头接粮食。

“平日里，兵旗种地肯钻研、爱学
习、有经验，他种啥我们跟着种啥，庄
稼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 ”李德功笑
呵呵地说，他 6 亩多地的小麦，和兵
旗他们合作社种地用种、施肥、播种
时间等都一样， 今年亩产均达 1300
余斤。

李兵旗粗略统计下，他们合作社
目前托管村民田地 300 余亩， 涉及
30 多个农户。 “田地使用的种子、肥
料， 都是我们从厂家直接购进的，被
托管田地的乡亲们享受的都是批发

价，也为他们节约了种植成本。”李兵
旗说，带领乡亲们种好田、多打粮，也
是他这个种粮大户的责任和义务，也
算为“中国碗”多盛“ 周口粮”作些微
薄贡献吧。 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