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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市数字慈善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牛思光） 5 月 16
日， 我市召开 2024 年全市慈善工作
会议，总结 2023 年慈善工作，对 2024
年慈善工作作具体部署。老领导李绍
彬、时兴功、游保峰、建志、李锡勇出
席会议。

李绍彬总结了 2023 年全市慈
善系统工作 ，市本级募集善款总额
3200 余万元 ， 救助困难群众 33 万
人次 ， 慈善救助能力明显增强 ；开
展慈善救助 ，帮助生活困难群众渡
过难关 ， 确保小康路上一个不能
少 ，助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
施 ；周口慈善马拉松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 “马拉松+慈善 ” 周口慈善模
式 ，成为周口慈善精神的一道亮丽
风景。 一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和市民政局的关心指导下 ，
全市慈善系统拓展募捐渠道 ，延伸

募捐半径 ，扩大救助范围 ，为助力
我市经济发展 、保持社会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

李绍彬强调，2024 年，全市慈善
系统要重点推进“99 公益日”活动和
“乡村振兴豫善同行”活动，推动我市
数字慈善高质量发展；通过开展“慈
善马拉松·长跑” 活动， 筑牢 “马拉
松+慈善”模式；科学设计慈善项目，
打造精品慈善救助品牌；搭建乡村人
才振兴平台，助力乡村振兴，让慈善
工作真正成为维护困难群众根本利

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的
助推器和催化剂。

会上， 李锡勇通报了 2023 年乡
村振兴河南专场和“99 公益日”活动
情况，就 2024 年开展“乡村振兴豫善
同行”活动和推动我市数字慈善高质
量发展进行了具体工作安排。 ①6

�������本报讯（记者 何晴 苑美丽）为持
续加强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切实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5 月 16
日，中心城区第二届生活垃圾分类宣
传周启动仪式在五一文化广场举行。

“向大家介绍一下 ，生活垃圾分
为四类，分别是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其对应的垃圾
桶颜色分别是蓝、红、绿、黑……”现
场穿插的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及趣味

问答，将宣传气氛推向高潮。 志愿者
向现场群众派发垃圾分类指导手册，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详细讲解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分类标准和正确分类技
巧。 面对志愿者的耐心讲解，现场群
众认真倾听，并承诺积极履行生活垃
圾分类责任，为构建绿色、文明、可持
续发展的周口贡献环保力量。

“扎实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

举措， 是有效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 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现实需要，意义十分重大。 ”市城市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们将积极发
挥志愿者示范引领作用， 广泛传播生
活垃圾分类知识理念， 不断引导全社
会支持理解垃圾分类工作， 推动人民
群众良好习惯养成和文明素质提高，
助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据悉，活动期间，我市将以营造

活动氛围、展示垃圾分类成效 、发动
全民参与为重点，按照生活垃圾分类
宣传周方案要求，组织开展好“分类
微课堂”“分类快闪秀”“分类进万家”
“分类达人说”“分类体验馆”“低碳齐
参与”“志愿百日行” 等各类宣传活
动，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积
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垃圾分类

宣传，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浓
厚社会氛围。 ②6

让生活垃圾分类理念深入身心

������（上接第一版）
2023 年年初，市医保局以淮阳区

为试点启动医保智能场景监控建设，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 探索总结出
“3053”工作模式 ，即建成经办机构 、
乡镇（街道）、村（社区）医保基金监管
“3 级骨干网络”；实现“两定”（定点医
院、 定点药店） 医药机构监管 “0 盲
区”；重点监控住院、康复理疗、血透、
药店购药、村级门诊“5 个场景”；有效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

合理增长、减轻患者负担，实现医疗、
医保、医患“3”方共赢。

经过全力建设 ，截至目前 ，周口
智能场景监控建设覆盖全市两定医

药机构 1242 家， 实现定点医药机构
开展住院、血液透析、康复理疗、药店
购药、村级门诊“5个场景”全覆盖。其
中淮阳区作为周口智能场景监控系

统试点地区， 在全省第一个实现县、
乡、村三级监管网络全覆盖，有效控
制了医保基金不合理增长， 自 2023

年 4 月医保智能场景监控启用以来，
已累计发出稽核预警 4182 条， 核实
了疑似挂床情况共 2530 人次、 分解
住院 96 人次， 并成功拒付或追回医
保基金共计 685.33 万元。

自 2023 年以来， 周口市医疗保
障局按照“试点先行，整体推进”的模
式有序推进智能场景监控系统应用

工作，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建立了多维
度、全方位事前预警、事中控制和事
后分析应用服务，提升了参保患者就

医、购药全过程真实性监督效能。 进
一步规范了医疗服务行为，控制了医
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医保基金支出呈
明显下降趋势，很大程度减轻了患者
负担。

下一步，周口市医疗保障局将继
续按照国家局和省医保局要求，积极
调度推进智能场景监控建设工作，以
信息化为支撑，切实守好群众的“看
病钱、救命钱”，为全省智能场景监控
建设的推广探索引路。 ②6

������本报讯（记者 黄佳 ）地面青草如
茵，树木遮天蔽日，沙颍河水蜿蜒伸
向远方……行走在沙颍半岛风景区，
人仿佛在画中游览。 “五一” 假期前
后，沙颍半岛风景区吸引了众多市民
游客前来打卡。

择一处帐篷， 小小一方天地，便
可“承包”一天的快乐。 在沙颖半岛风
景区，一顶顶帐篷散落在草坪上。 三
五好友，扶老携幼，人们品尝自带美
食，泡上一壶热茶，茶香袅袅，轻松而
惬意。 置身于静谧的大自然中，空气
清新如洗，耳畔不时传来清脆的鸟鸣
声，在天然的绿色空间里，倾听大自
然的声音， 沉醉于眼前初夏的 “野

趣”，更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五一”假期，周口师范学院大四

学生小姚和同学一起来沙颍半岛风

景区， 小姚没像往年假期一样往外
跑，而是选择就近游玩。 他们选择了
一处靠沙颍河的帐篷，小姚熟练地翻
烤着食物串，经炭火烧烤的食物串发
出了“滋滋”响声，诱人的香味扑鼻而
来。 “同学推荐的这个地方，简直太棒
了。 ”小姚话语里透着一丝窃喜，往年
“五一”假期都会往外跑，人挤人的感
觉非常不好，但是自己不出去又好像
少点啥。 “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像陶渊
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小姚说。

游客李女士一家 3 口从市区赶

来。 她告诉记者，走进大自然的怀抱，
是每个人潜在的本能欲望。 许多时
候，听惯了城市噪声，人总渴望走进
自然，去听流水淙淙、空灵鸟啼，感受
微风拂面的清爽，“醉氧”于清新空气
中。

近年来，周口的滨河公园 、露营
地给市民提供了可亲可感的安宁和

纯净环境。 “家门口有这样的地方，真
好！ ”李女士感叹。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我市高标
准实施沙颍河生态经济带项目，以大
河为脉络， 以 “生态水系连通工程”
“交通绿廊建设工程”为抓手，打造了
沙颍半岛风景区、 乐在逍遥景观公
园、曲水林语露营地、颍水晓畔露营
地、红闸湿地公园、水寨印象休闲街
区等近 20 个文旅景观。 让市民共享
生态文明成果的绿色实践，折射出了
城市人文关怀的温度。 ②6

“家门口有这样的地方，真好！ ”

周口市生活垃圾分类倡议书

������本报讯 5月 16 日， 全市教育系
统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路培果出
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秦胜军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要切实做好食品安全
工作， 加强学生防溺亡工作治理，加
大校车安全检查。 要常态化做好寄
宿制学校消防安全，落实好《周口市
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全十项硬措
施》和《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电气防火
检查要点》的通知要求。 要强化学校
“三防”设施，学校门口要构建全覆盖
无死角的技防体系， 对重要设施、重
点部位实现视频监控、消控、报警等
全覆盖，安装当地 110 联网的一键报
警，做到有事故及时处置。

会议强调，做好高招中招前期准
备工作。 教育部门要发挥好牵头作

用，招委各成员单位紧密配合、各司
其职、形成合力，扛稳压实责任，科学
规范操作 ，实现 “平安高考 、平安中
考”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 常态化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 各地、各校要对照全市校园
安全隐患 20 条负面清单，做到日排
查、周研判、月调度、季报告，对检查
发现的问题，要建立问题清单，逐一
列名挂账，做到隐患不排除不放过、
整改不落实不放过、 问题不解决不
放过，把责任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扎
扎实实做好每个环节的安全管理工

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精准高
效。

会议听取各县（市、区）校园安全
隐患负面清单排查情况、存在问题及
下一步工作打算，通报近期全市教体
系统安全工作。 (杜林波)①6

扎实做好全市教育安全工作

持续聚焦“三化”精准高效解决问题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5 月 16
日，我市召开中心城区精神文明建设
推进周例会。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
少青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心城区四区
相关负责同志在会上汇报近期工作

开展情况及督导交办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
会议指出，督导交办问题基本可

以分为普遍存在的“通病”、长期未解
决的“顽疾”和整改不彻底的“旧症”。
各区各单位要严格对照新的测评标

准，对照督查交办的问题，深入开展
好专项行动，紧盯居民社区、农贸市
场、背街小巷、公共文化设施、实体书
店、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重点部位和
重点路段， 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
广大志愿者及小区物业、网格员的作
用，引导大家共同参与、共创共享。各
级各部门要勇于承担职责任务，进一
步加大自查力度，切实解决好民生诉

求等问题，探索总结出一条适合周口
市情、符合群众意愿的精神文明创建
新路。

会议要求，要分类施策、强化管
理， 持续做好背街小巷的改造提升
工作，进一步补齐短板弱项，解决好
群众关心的 “路不平”“灯不亮”“水
不畅”等问题，对拟定改造的工程项
目要做好公示，缩短工期，尽可能减
少施工影响。 要系统部署、 强化联
动，在推进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坚
持聚焦 “三化 ”（数字化 、系统化 、技
巧化），利用好数字化平台的互联互
通和信息共享， 注重推广应用行之
有效的好经验、好办法。 要坚持常态
化督导反馈，切实把问题摸准找全、
把办法想深想远、把责任压紧压实，
对发现的共性问题举一反三， 把握
好时间节点、工作节奏，精准高效整
改提升到位。 ①6

广大市民朋友们：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既是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民
生“关键小事”，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利国利民的“民生大
事”。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
众生活环境， 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
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这
个系统工程， 需要各方协同发力、精
准施策、久久为功，需要广大城乡居
民积极参与、主动作为，推动垃圾分

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
为此我们向全体市民倡议：
一、学习垃圾分类知识，争当宣

传员。 我们要学习掌握垃圾分类的标
准要求和操作细则， 主动加入到小
区、街道开展的各项生活垃圾治理活
动，积极向身边亲友宣传、讲解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的政策和知识，形成人
人参与、个个出力的良好氛围。

二、树立垃圾分类意识，争当模
范员。 要强化垃圾分类主人翁意识，

树立“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观念，践
行可持续发展生活理念，自觉在工作
和生活中实行垃圾分类， 以身作则，
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身边的人，让
人们主动参与到日常生活垃圾分类
中去。

三、 积极维护垃圾分类成果，争
当督导员。 垃圾减量，非一朝一夕之
功；垃圾分类，非一人一事之成，必须
长期坚持，全民参与。 我们不但要自
觉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

做起，还要热情帮助劝导他人，对乱
丢乱扔、混装混运生活垃圾的现象予
以纠正，以积极的姿态推进我市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行稳致远。

广大市民朋友们，让我们携起手
来，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参与垃圾
分类行动， 为建设周口美丽家园、创
造美好生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周口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5 日

������日前， 位于商水县的河南锦胜
纺织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声隆隆，一
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近年来，该县纺
织服装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年产值
100 多亿元，形成了纺纱、织布、印
染、服装加工全产业链，呈现出规模
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态势。

记者 沈湛 摄

沙颍时评

□吴继峰

据《周口晚报》（2024 年 5 月 14
日二版）报道，日前，河南省工信厅
开展 2024 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
范遴选工作，根据公布的名单，我市
19 家企业入选省级智能工厂（车
间）。 截至目前，我市省级智能工厂
（车间）已超百家。 笔者认为，智能工
厂（车间）作为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
体现， 具有显著的优势和广泛的应
用前景。 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自
动化设备，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
高效化和精细化， 可以为企业带来

显著的经济效益， 形成新的竞争优
势。 我们应该鼓励更多企业升级改
造智能工厂（车间）。

智能工厂（车间）的实施有助于
提升生产效率。 通过引入自动化设
备和智能系统， 智能工厂能够实现
对生产过程的精确控制和优化。 这
不仅可以减少人工操作的失误和延
误，提高生产线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还能够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高效利用。 智能工厂（车间）有助于
降低生产成本。 自动化和智能化技
术的应用， 能够减少对大量劳动力
的依赖，降低人工成本。 同时，通过

精确控制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
材料使用，提高库存周转率，减少库
存积压和资金占用， 进一步降低企
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 智能工厂（车
间）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智
能工厂不仅是一个生产平台， 更是
一个创新平台。 能够为企业的新产
品开发和试制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
持和保障， 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和产品升级。

当然， 我们也要看到智能工厂
（车间）在实际推广和应用过程中仍
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 为鼓励更多
企业升级改造智能工厂（车间），相

关部门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要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 为智能工厂的建
设和运营提供资金支持、 税收优惠
等政策扶持； 要加强技术研发和人
才培养，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人才
培养体系的完善； 要加强宣传推广
和案例示范， 让更多企业了解智能
工厂的优势和应用价值， 并通过成
功案例的展示来激发企业的积极
性。 ②6

应鼓励更多企业升级改造智能工厂（车间）
����（上接第一版）
景观小品让城市“文明”会说话
漫步于芙蓉湖公园， 一处象征

着团结和吉祥的红色主题的景观小

品， 向市民宣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主题鲜明的 “道德名城 魅力

周口” 的景观小品树立在高铁站前
广场上，与周围环境互相映衬；大大
的 “周 ”字搭配荷叶荷花造型 ，结合
“树立文明新风 共建文明城市 ”的
文明主题的景观小品坐落在滨河北

路上……这些公益广告景观小品使
用红 、白 、金 、绿 、灰等颜色为主色
调，融入周口市花荷花、市树国槐等
元素 ，设计精美 、形式多样 、主题鲜
明、观赏性强，且富有浓郁的周口特
色，一处皆一景，形成了一道道城市
的亮丽风景线。

遍布城区的创文景观小品 、公
益广告，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字”，将文明出行、文明饮食 、文
明旅游 、文明居住 、文明环境 、文明
秩序 、诚实守信 、家风家训 、志愿服
务等方面的内容以多种形式加以诠

释 ，以 “润物细无声 ”的引导作用接
地气、扬正气，唤醒人们的文明意识
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市民们在逛街、
散步的同时， 还能了解到创建文明
城市的相关知识，让人们有所感、有
所思、有所行。 “这些景观小品特别
有意思，既美观又有内涵，时刻提醒
市民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 值得点
赞。 ”市民刘女士说。

据了解，示范区在原有公益广告
景观小品 58 处的基础上， 规划设计

新增 23 处公益广告景观小品， 重点
设置在辖区主要出入口、 公共广场、
公园、景区景点、社区等公共服务场
所。

宜居宜业 幸福生活入画来

初夏的阳光洒照在芙蓉湖畔 ，
微风拂过，水面波光粼粼。 人工湖岸
旁休闲步道上穿行着来来往往的人

群， 沿河而建的公园内错落有致地
修建起儿童游乐场、篮球场、林荫小
径……市民喜欢在这里带着小孩玩
耍、推着老人沐浴阳光，也有的在公
园中选一处僻静之地练太极或瑜

伽，好生惬意。
市民曾璐璐每天到芙蓉湖公园

打卡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走
在示范区的街头巷尾， 我们都会被
街角、路边的游园惊艳到：树木植被
散发着清新的草木气息，舒展优雅、
层层分明的藤蔓折射出生活的美好

和诗意。 ”曾璐璐说，“近年来我们的
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好。
居住在美丽的示范区 ， 觉得很幸
福。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绿色，已
成为示范区最美丽的底色，品质新城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近年来，我们因
地制宜织补扩展口袋公园、 便民绿
地、街心游园，打造高品质城市绿色
生态空间体系， 让城区处处有花园、
花园处处是美景，让生活与工作在示
范区的市民出门就能遇‘美好’。 ”示
范区相关负责人说。 ②6

“一步一景”绘就生态宜居新画卷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