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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科技成果 尽享政策红利
本报讯（记者李艳华）11月 26日，

记者从市政府有关方面获悉，我市在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上持续发力，实现
了技术合同成交额的大幅跃升，已超
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截至 11 月 26 日，全市共登记技
术合同 763 项 ， 技术合同成交额
38.98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
度达 529.7%， 超额完成省定 36.5 亿
元目标任务，彰显出我市在科技成果
转化领域的强劲动力。 在各县 （市、
区）中，沈丘县表现较为突出，其技术
合同成交额达到 8.3 亿元人民币，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210%， 同比增长
2666%，位居全市第一位。

回顾 2023 年， 我市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成绩斐然。全年共登记技术合
同 416 项， 技术合同成交额为 30.38
亿元 ， 首次突破 30 亿元大关 ，比

2022 年增长 187.63%，技术合同成交
额增速居全省第一。 鹿邑县在 2023
年表现同样亮眼，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18.2 亿元，比 2022 年增长 810%。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是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的关键环节， 对加速科技
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推进相关
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生根有着极为重

要的意义。 我市为此多维度发力，切
实提高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业务覆盖

率。 市科技局积极作为， 加强与财
政 、统计 、税务等部门合作 ，构建高
效的信息共享与协同工作机制 ，确
保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企业技术合

同登记情况。 同时， 引入第三方机
构，为已登记企业提供全方位、个性
化的跟踪服务， 确保企业尽享政策
红利， 为科技成果转化营造更加优
质、高效的环境。 ②11

启动“跨省通办” 打通便民通道
本报讯（记者 张洪涛 李凤霞 通

讯员 王立平）“本以为要往返 500 多
公里， 现在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完了，
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在江苏省新沂
市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窗口，外出
务工的太康籍人士黄女士和王女士，
办理完不动产预告登记业务后高兴

地说。
从 “往返千里路 ”到 “网上半小

时”，两位女士所体验到的登记便利，
得益于太康县自然资源局着力推进

政务服务、不断扩大不动产登记事项
办理“朋友圈”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太康县自然资源局高度
重视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业务的

改革实践，着眼区域联动，主动对接
周边省份。 今年 8 月，太康县自然资
源局与安徽省亳州市签订《不动产登
记“跨省通办”合作框架协议书》，并
发出首本“跨省通办”不动产权证书。
10 月， 太康县自然资源局再派技术
人员外出学习交流，借鉴江苏省新沂
市在不动产登记领域的成功经验和

创新举措， 通过河南省政务服务网，
推动实现太康新沂两地不动产登记

业务“跨省通办”。 目前，在上述两地
居住生活的太康籍人士，可以直接办
理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不动产抵押
权登记、转移登记、预售商品房预告
登记及其预告抵押登记等事项。②11

落实补贴政策 更新农业机械
本报讯（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贾

团结）连日来，扶沟县积极推进农机
购置、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加快农机
装备结构调整与优化，推动农业机械
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助力全县
农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 扶沟县持续加大农
业机械化投入力度， 加速老旧农机
更新， 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高质量
发展。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是继农机购

置补贴后的又一项惠农政策，包括对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玉米脱
粒机、铡草机、打（压）捆机、花生收获
机等 13 种农机开展报废补贴， 通过
政策鼓励农户进一步淘汰老旧 “病
残”农机，加快推广应用先进适用、节
能环保、安全可靠的农机，带动农机

装备结构调整优化，降低农机作业能
耗，受到农民群众一致好评。

针对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沟县严格落实相
关规定，组织各乡镇（街道）用好用足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对符合
报废更新补贴的机具应补尽补，加快
淘汰老旧农机装备，优化农机装备结
构，组织报废农机回收拆解企业全力
做好回收拆解各项工作。

此外， 该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加
大对农机购置补贴、 报废更新补贴政
策宣传力度，通过农机下乡、补贴窗口
下沉、上门核实等举措，全链条、全方
位、 全覆盖推广应用农机具和成套设
施装备，强化为民服务，确保农机购置
补贴、报废更新补贴不停滞、不断档，打
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②11

压实主体责任 预防事故发生
本报讯（记者 王凯）近日 ，全市

2024 年度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
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来自全市危
险化学品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分管负

责人、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班组长
（以下简称 “三类人员 ”）共计 53 人
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两天，通过线上学
习、线下培训的方式进行，培训对象
为应急管理部门许可的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储存设施构成重大危险源
的经营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
产的化工企业，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
工工艺、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精细化工
企业和化学合成类药品生产企业“三

类人员”。 培训内容严格按照应急管
理部《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三
类人员”工伤预防能力提升通用培训
大纲的通知》要求，根据我市危险化
学品重点企业和人员特点分类制定

针对性培训内容。
据了解，培训围绕“推进企业落

实工伤预防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预防
和减少工伤事故发生” 这一要求，切
实提升“三类人员”工伤预防意识和
能力，推动落实企业工伤预防主体责
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工伤事故发
生，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市人社局、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参加开班式。 ②11

连日来，周口公安民警积极深入基层，疏导群众情绪，妥善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做到有矛盾解决矛盾、有疑问解答疑问，大大提高了矛盾纠纷化解的成
功率。图为周口公安民警走村入户倾听群众心声，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 任君箫 摄

邻里聚温情 治理润人心
□杨朝清

据媒体报道， 在社区居民朱招
娣的倡议和组织下， 从 2009 年开
始， 浙江杭州市长庆街道十五家园
每年 11 月都会举办活动，邀请街坊
邻里一起吃顿饭。“第一年我记得只
有三四桌。去年 7桌，今年 8桌。 ”朱
招娣说，虽然 15 年来很多邻居陆续
搬走了，但一打电话通知，他们都说
要回来。“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 96
岁了，接到我电话的时候，一个劲地
说‘要来，一定要来’。 ”

小巷人家的邻里情， 是不少人
心中的美好回忆。 这样的小巷聚会，
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显然不是一道
道美食， 而是美食背后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与情感。 作为一种联结的纽
带， 小巷聚会促进了邻里之间的人
际交往与社会互动。

时光如梭，有些邻居的子女买了
房，把老人接走了，搬去其他地方居
住。 尽管如此，小巷聚会依然对大家
颇具吸引力。 已经搬走了也要回来，
老人坐轮椅也要来参加， 到底为啥？
这背后， 是邻里之间浓浓的人情味，

以及互帮互助、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
社会流动的加速， 让我们经常

置身于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之中。
但比起“当了好几年的邻居，一年也
说不上一句话”，人们往往更期待同
一个小区的居民成为一个情感相系
的社区共同体， 对小区充满归属感
与认同感。 当邻居之间有更多交流
交往，对小区充满感情，小区就不仅
仅是一个满足居住需求的空间，更
是一个温暖的港湾。

有人认为，“有交往才有邻里，有
参与才有幸福”，居民只有通过人际交

往、 社会互动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来
塑造社会关系、建构社会网络，才能将
社区凝聚成一个生活共同体。 百金买
屋，千金买邻，好邻居金不换。 小巷聚
会不仅打开了家门， 也让更多人敞开
了“心门”，既促进了邻里互动，也激发
了社区活力。 更进一步说，拥有和睦、
友善的邻里关系， 每个人都是建设者
和受益者。 一个有人情味和凝聚力的
小区，会让居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张宁博：变换的是岗位 不变的是初心
□记者 任富强臧秋花通讯员郁发顺

“每当有案件发生，他总是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 冲在最前头。 对犯罪分
子，他是利剑、是克星；对人民群众，他
是一团燃烧的青春火焰。 ”2022 年，
《人民公安》杂志这样评价张宁博。

张宁博，现任扶沟县公安局留置
看护大队副大队长，曾获得全国“平
安英雄”，河南省“最美基层民警”“优
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
一等功”1 次。

提起张宁博，大家对他几年前为防
止伤及群众和战友，头部被刺伤仍死死
抓住行凶者的事迹记忆犹新。说起那惊
险一幕，战友们尚心有余悸。

2021 年 2 月 9 日 （农历腊月廿
八），年味儿越来越浓，家家户户都在
忙着办年货。

这天下午，按照扶沟县公安局白
潭派出所统一安排，时任该所副所长
的张宁博带队到小岗杨村走访慰问

困难群众。
16 时 30 分，张宁博的手机响了。

“张所长， 王横村的王某拿着剪刀在
街上乱窜，还追着自己的母亲和女儿
跑，现场难以控制，请求增援。 ”打来
电话的是民警贾萌。

16 时 40 分，张宁博带队赶到，并
逼近王某。王某慌忙跑进自家院子，躲
到二楼平台上。 17时 10分，白潭派出
所所长刘玉奎和扶沟县公安局特巡警

大队大队长陈全安带领特巡警赶到。
天色渐暗， 警方劝说毫无进展。

刘玉奎和陈全安担心春节返乡群众

太多， 如果王某趁天黑跳楼外逃，后
果不堪设想。 于是，刘玉奎组织特巡
警强行登楼抓捕。

“我在前面，你们跟我上！ ”张宁
博主动请战，把守楼道口。

突然，王某手持剪刀从楼上冲下
来，朝一名民警扎过去。

张宁博一个箭步迎上去，挡住了
王某，锋利的剪刀扎中了张宁博的头
部。 他忍着剧痛，死死抓住王某的手
腕，在战友协助下将其制伏。

张宁博头部血流不止，鲜血浸透
了警服，随后陷入昏迷。 3 月 4 日，张
宁博在昏迷 21 天后苏醒。 消息传来，
所有牵挂张宁博伤情的人心里的石

头才落了地。
张宁博与犯罪嫌疑人殊死搏斗，

为防止伤及群众和战友， 以身挡刀，
导致头部左侧颅骨被刺穿的英勇事

迹被广为传颂，他在关键时刻临危不
惧、挺身而出，危难关头把生的希望
留给战友，舍身救人，用实际行动履

行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变换的是岗位， 不变的是初心。

如今，张宁博到扶沟县公安局留置看
护大队工作已经一年， 依然忠于职
守、甘于奉献，用自己的满腔热情和
实际行动，忠诚履行看护职责。

“宁博在工作上勤勤恳恳、 任劳
任怨 ，识大局 、顾大体 ，严格要求自
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以高度
的责任感，出色完成任务。 在平时的
业务学习中，他总是利用自己的休息
时间，加班加点学习。 在执行看护任
务时，记录详细，始终遵纪守规，不抱
怨、不退缩，恪尽职守。 每次看护结束
他都认真总结， 并把自己的经验分享
给大家， 使大家能够及时找出自己的
不足之处， 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及时
整改。”扶沟县公安局留置看护大队大
队长宋铁军这样评价张宁博。 ②11

苗苗氏氏打打油油诗诗 满满满满烟烟火火气气
□记者 付永奇

“胡辣汤，在周口，餐桌上面天天
有。素包子，肉煎包，皮薄馅多价不高。
八宝粥，豆腐脑，妈糊黄豆配得好。 豆
沫浓，豆浆白，烧饼海带夹起来。 菜角
香，糖糕甜，茶叶鸡蛋不平凡。油条香，
油馍软，油条加酱豆皮卷。 硬锅盔，炸
肉盒，萝卜粉条小烙馍。 芝麻叶，绿豆
面，酸浆面条很留恋。烧麦美，蒜汁浇，
菜馍煎饼小笼包。 羊肉汤，牛肉汤，蒜
黄香菜大碗装。 以上品种天天有，美
味早餐在周口！ ”

这首打油诗的作者叫苗秀海 ，
是我市知名厨师，号称“豫东餐饮界
第一诗人”，其诗被食客笑称 “苗氏
打油诗”。 苗秀海擅长就地取材，即
兴赋诗，以幽默调侃之语活跃气氛。
记者慕名采访刚落座， 他的诗就来
了：“今早喜鹊叫，知是贵客到。 寒舍
来贵宾， 气氛最温馨。 ”“眼镜端庄
戴，小伙非常帅。 笔本拿手间，文化
不一般……”

“我创作打油诗主要是为了记

录美食、教化徒弟、活跃气氛、倡导
文明。 ”笑声过后，苗秀海正式接受
记者采访。

苗秀海家在周口城乡接合部 ，
“60 后”，自幼喜欢唱歌、唱戏，高中
毕业后走出小村庄，投身餐饮界，后
创办 “秀海饺子居”。 他勤奋好学，
曾拜豫菜泰斗韩新忠 、 陈进长为
师，尽得其精髓，多次获得全国、全
省烹饪比赛大奖， 后被评为中国烹
饪协会注册烹饪大师， 当选为市名
厨专业委员会主席。他培养的 40 多
位徒弟遍布各地， 成为豫菜烹饪技
艺传承人。

“面条入锅煎金黄，出锅倒出放
一旁。 另外起锅放入油，肉丝炒香放
配头。 芹菜豆角绿豆芽，根据口味随
便拿。 加汤加味放上面，盖上锅盖三
分半。 蛋花清汤配一碗，周口土话叫
正点。 ”苗秀海告诉记者，“我文化水
平不高，教徒弟时常用打油诗！ ”几
年前，在教徒弟做老周口炒面条时，
几个小伙子总是记不住要领， 于是
他创作出这样的土教材。 徒弟们认

为，这样的打油诗合辙押韵、好学易
懂，不仅巧妙概括了炒面条的特色，
还帮助他们记住了烹饪技巧， 指导
了实际操作。

这几年， 随着饭店越做越大，他
开始琢磨酒店管理艺术。 针对服务人
群，他创作了前厅管理五字歌：“客到
提前迎，服务要热情。问声贵宾好，脸上
带笑容。热茶端上后，菜单送手中。客人
来点菜，条条要记清。定菜要重复，遗漏
可不中。汤菜上齐后，要对客讲明。客人
谈公务，回避要主动。就餐结束时，引领
把账清。盘中有余餐，打包问一声。送客
要施礼，道谢要先行。 ”

饮食文化源远流长， 是人们社
交活动的一部分。 为普及餐饮礼仪
常识，教育初上酒桌的年轻人，苗秀
海经常现场创作打油诗， 边吟诵边
示范，寓教于乐。 例如：“宴席饮酒学
问多，亲人长辈优先喝。 敬人喝酒自

己先，喝完再把酒杯端。 敬酒务必要
站起，双手举杯向贵客。 谦逊酒杯比
人低，敬酒最好按顺序。 敬过之后再
碰杯，以显客人很尊贵……”为了倡
导文明饮酒，防止醉酒误事，他创作
了一大批挡酒打油诗。 例如：“只要
感情好，不管喝多少。 只要感情有，
饮料也是酒。 ”“酒逢知己千杯少，能
喝多少是多少。 相聚便是知心友，喝
啥都是好朋友。 ”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打油
诗简洁明了、朗朗上口，不仅能拉近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还能传承餐饮
美食文化，深受市民喜欢。 “近几年，
为增强顾客就餐体验， 助推餐饮经
济复苏， 我每年都要创作上百首打
油诗。 ”苗秀海告诉记者，“希望我的
打油诗能为周口的烟火气注入更多

文化味， 能为灯火里的中国送上暖
暖的欢乐。 ”②11

乡乡
村村
振振
兴兴
影影
像像
记记近年来，扶沟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蔬菜产业，积极引进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打造高效、生态、智能的蔬菜

生产基地。如今，蔬菜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图为 11 月 25 日，在扶沟县城郊乡
拐王村安冠智慧农业产业园，村民正在进行蔬菜管理。 记者 刘俊涛 李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