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手拍”成精准治理城市“好帮手”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12 月 1
日，市智慧城管综合运行中心在“周
口智慧城管一键服务”微信小程序和
“周口市智慧城管综合运行中心”微
信公众号上公布了 11 月市民上报城
市管理问题奖励名单， 共有 78 人获
得“随手拍”活动奖励。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民参与城市

管理的积极性，畅通群众反映城市管
理问题的渠道，市城管局于 11月 1日
发布《关于开展“周口智慧城管一键
服务” 微信小程序 11 月份市民上报
奖励活动的通告》，出台全民通过“随
手拍”小程序上报城市管理问题奖励
方案，对上报问题的市民进行奖励。

“关帝庙周边几个出入口处的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 经常有三轮
车或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既影响市
容市貌 ，也影响行人 、车辆来往 ，还
存在安全隐患， 需要尽快处理。 ”12
月 13 日， 家住川汇区人和街街道川
汇府小区的黄先生用“随手拍”小程
序上传反映问题。 人和街街道城管
执法中队接到市智慧城管综合运行

中心的派单， 立即派出 4 名队员前
往现场处置，问题很快就得以解决。

“这个找‘茬’平台很好用。无论你
是市民还是游客，只要发现身边有违
规占道停车、道路积水、乱扔垃圾、违
章搭建等问题，都可用手机拍摄照片
或视频、定位上传到‘随手拍’小程序
中， 执法人员很快就过来处置了，非

常快捷高效……”12 月 16 日，来市智
慧城管综合运行中心领取奖励的陈

先生连声称赞，表示“随手拍”反映的
问题都及时得到解决，群众对“随手
拍”更加信任，参与也更加积极了。

事件上报、分拨交办、现场处理、
结果反馈……在市智慧城管综合运
行中心指挥大厅，记者目睹了 “随手
拍”处理的全部流程。 “随手拍”可以
说把城市管理的触角延伸到“犄角旮
旯”，将原先一些较为隐蔽、难以发现
的城市管理“盲点”更快地暴露出来，
积极解决城市管理的诉求。

一次次“随手拍 ”迎来的是一回
回“暖响应”“速办结”。 这样的生动实
践在中心城区大街小巷、街道社区周

边时常上演。 一拍、一收、一发、一核、
一办，背后是一个个“数”串起的一条
条城市治理“线”，以及由此织成的一
张细而密的城市治理“网”。 市智慧城
管综合运行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群众
“随手拍”，部门“立即办”。 中心城区
启用“随手拍”并对参与的市民群众
给予适当奖励，就是想及时解决好群
众的关切问题，■出一条全民共治共
享、精准精细化管理城市的新路。 希
望广大市民群众充分发挥主人翁作

用，争当城市监督员，积极参与城市
管理，切实把“随手拍”打造成为人民
城市人人管的“尖兵利器”，打造成为
“文明周口” 高效为民服务的城市管
理新名片。 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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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21日开考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12 月 16

日，记者从周口市招生考试中心获悉，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
2024年 12月 21日至 22日举行。我市
研究生报考人数为 19339人， 其中在
市招生考试中心报名 16138人， 在周
口师范学院报名 3201人。

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国家选拔高

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渠道， 事关考
生切身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 确保
研究生招生考试平稳安全是重要政

治责任和政治任务。 我市各部门强
化责任担当，认真履职尽责，严格规
范管理，强化考务人员培训，精心服
务保障， 为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
境， 确保研究生招生考试安全平稳
顺利进行。

全市共设 17 个考点 （13 个学
校）、676 个考场。 13 个学校分别为：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淮阳区阳光学
校、周口市第十九初级中学、淮阳外
国语实验小学、 淮阳区第二实验小
学、周口市七一路第二小学、周口职
业技术学院、 周口市第三实验学校、
周口市第二十二初级中学、 周口市
第十八初级中学、 周口市纺织路小
学、周口市建设路实验学校、周口师
范学院。

为保证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参加

考试，市招生考试中心提醒：考生可
于考前登录研招网打印准考证 ，查

询考试地点；考前 1 天（12 月 20 日）
下午到考点参加入场模拟演练；考试
当天至少提前 1小时到达考点，留足
入场安检时间，避免因天气、交通等
原因影响考试；考试当天须持考生本
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二
者缺一不可；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
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
涂改或书写。

考生只能携带规定的文具参加

考试，最后一科目考试结束前，不得
将文具带出考场；每科考试后自行将
文具收纳放入文具袋（盒）内并放置
于桌面中间位置；所有科目考试结束
后，方可将文具带出考场。

考生进入考场须经过智能安检

门和金属探测仪检查，并进行人脸识
别和文具检查。 考生到达考点后，应
把准考证、身份证和规定文具以外的
物品提前放置在考点指定区域。 考
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通过安

检门。 为避免触发安检门报警，考生
不要携带含金属物的背包、 钥匙、打
火机、磁卡（餐卡、房卡、公交卡、银行
卡等）、眼镜盒以及金属饰品（如金属
发卡、项链、耳饰、手镯、戒指、腰链、
脚链等）。

特别提醒： 根据教育部规定，化
学（农）（科目代码 315）科目的考生
自 2025 年起不允许携带计算器进入
考场。 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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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留伟在等待一群牛来，等待
一个“牛市”开张。

养牛养了 6 年，他有过一头牛
赚一万元的得意时刻，却在近 3 年
陷入赔钱的泥潭———2022 年赔了
80 万元，2023 年赔了 180 万元，今
年怎么算也要赔进去 40 万元 ，或
许更多一点。

高留伟的养牛场在西华县东

夏镇西街村 ， 他就是这个村里的
人。 东夏素有养牛传统，镇里养牛
场有十几个， 他的养牛场占地 70
亩 ，最多时有 450 头牛 ，在镇里首
屈一指。

这几天，他忍痛卖掉 70 头牛，
一头赔了约 3000 元，现在存栏 150
头牛。“资金实在周转不过来了，赔
钱也得卖。”他痛心却又无可奈何。

他很怀念 2019 年的冬天 ，那
时牛肉价格高， 活牛售价达到 19
元/斤，他养了 300 多头牛，一年就
赚了 300 多万元。 可是，新冠疫情
来了， 对养殖业造成极大冲击，牛
肉价格一路走低，最低时活牛一斤
只卖 11 块多钱，很多养牛场倒闭，
他还在苦苦支撑，等待转机。

初冬的早晨 ，寒风刺骨 ，呵气
成雾。 早上不到 5 点钟，高留伟就

起床，给牛拌料。牛要长得好，饲料
很重要。 牛一天两次进食，一次吃
25 斤， 一天吃 50 斤， 是标标准准
的“大胃王”。 主料是青贮玉米，由
玉米青苗经过发酵制成，散发着如
同酒糟一般的香味， 还健胃消食，
牛很喜欢。 饲料中还有花生秧、麦
秸、玉米糁、精料补充料等成分，冬
天时还要加入两斤棉籽，以便饲料
缓慢升温 ， 让牛在冷天能够吃口
“热乎”的。 拌料喂牛是个体力活，
但对于身材健壮的高留伟来说完

全不在话下。
养牛场里是清一色的西门塔

尔肉牛，它们长肉快、体格壮、肉质
好，是我国肉牛主力品种。喂食时，
高留伟会留意每头牛吃得香不香，
如果吃得不香， 它就可能患病了。
“牛一发烧，就胃口不佳 ，吃得少 。
如果不及时喂药打针，4 天后它就
有可能得肺炎、败血症，导致屙血，
再也喂不肥了，这头牛就失去了价
值。 ”多年养牛，高留伟积累了丰富
经验。

在他的精心喂养下，一头 600
斤左右的小牛平均一个月长肉 85
斤 ，养 12 个月就能出栏了 ，中间
要吃掉七八千元的饲料。 高留伟
不识字， 账却算得清：“饲料费加

上牛犊费 ，还有工人工资 、场房租
金， 活牛卖不到十二三块钱一斤，
铁定赔钱。 ”

连续赔了 3 年， 让一向坚强、
乐观的他很受打击 ，很迷惘 ，但是
今年牛肉价格跌幅收窄，又让他对
未来多了几分希望。 “我感觉活牛
价格已经跌到了谷底，再便宜就要
赶上猪肉价了 ，到那时 ，大家还不
得都买牛肉吃？ ”他对市场的认知
很朴素，也很直接。

他坚信养牛业在度过惨淡周

期后 ，会在明年慢慢升温 ，牛犊到
时一定会卖得好，而东夏缺少一个
牛市，十里八乡养牛户都从东北购
买牛犊 ，分散进货 ，风险大 、价格
高。 “我想办一个黄牛交易市场，相
信会有前景，最少能免去大家去外
地买牛的辛苦和风险。 ”高留伟起
了念头，并立即着手去做。 前些日

子，他跑到吉林省四平市东风黄牛
交易市场，与一个叫“五哥”的牛贩
建立联系，决定从他那里购买一批
牛犊，运到东夏进行周转。

高留伟腾出 40 多亩场地作为
交易中转站 ， 又贱卖了一批成牛
筹集资金，计划第一批购进 100 头
牛犊 。 “买牛犊不需东奔西走 ，东
夏牛市应有尽有。 ”他甚至想好了
广告词。

他给东北“五哥”打电话，电话
里传来爽朗的话语：“你的牛犊，我
操着心呢。 东北现在大风雪，人马
难行 ，但绝不耽误你事儿 ，一准儿
给你及时送到。 ”

高留伟宽了心。 他的“东夏牛
市”能顺心遂意地开张吗？ 西华乃
至周口能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黄

牛交易市场吗？这一切，事在人为，
让时间去检验。 ②15

周口中视眼科医院协
办 不能让基层干部“没苦硬吃”

□刘猛

近日， 有媒体刊发文章指出，让
基层干部摆脱 “文山会海”“稿来稿
去”等形式主义桎梏，从繁文缛节、迎
来送往中解脱出来，纠正一些基层部
门 “跟风值班”“攀比加班”“没苦硬
吃”的不良倾向，确保他们有更多时
间抓工作落实。

前不久，一则“博导‘没苦硬吃’，
全程戴隔音耳塞送外卖”的消息引发
关注，不少人称赞这位博导的学术研
究方式。 与此相反， 在基层工作中，
“没苦硬吃” 恰恰击中了部分人的痛
点、槽点，同样引起网友的热议和共
鸣，基层干部“没苦硬吃”为哪般？

基层干部苦不苦，评价标准因人
而异。 有些基层干部确实辛苦，有些
却很清闲，还有些纯属“没苦硬吃”，
典型表现就是 “主动加班”“攀比加
班”，无事可做也要待在单位，实际上
都是一些无效加班。还有的基层干部

抓工作分不清主次，只在细枝末节上
吹毛求疵，只务虚、不唯实，净干些无
用功。 甚至有的没事找事，为了刷存
在感，不是开会就是检查。

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被无效“内
卷”消耗，真正用于服务群众、解决问
题的时间大幅减少。这种“没苦硬吃”
的行为，既不是眼中有活、踏实肯干
的工作态度，也不是“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责任担当，而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变种，必须坚决予以抵制。

杜绝基层干部“没苦硬吃”，关键
在于优化现有的考核评价机制，把基
层的职责事项明晰清楚。 基层干部要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坚持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的原则，避免盲目“吃苦”图
表现。 要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
以实绩论英雄，让高效者不“内卷”、
低效者无法“躺平”。 ①6

等等待待一一个个““ ””

������养牛场里是清一色的西门塔尔肉牛，
它们长肉快、体格壮、肉质好，是我国肉牛
主力品种。

记者 徐启峰 李国阁/文 梁照曾/图

牛牛 市市

������近年来， 扶沟县大力发
展现代设施农业， 建设现代
农业产业园， 通过高标准温
室大棚、 智能化灌溉系统等
设施，改变传统种植模式，提
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
图为该县一蔬菜产业园

温室大棚内，村民正在忙碌。
记者 刘俊涛 摄

让善意成为一种力量
———读者樊朴谈《让善意流淌起来———“社会现象圣哲看”优秀征文选编》读后感

□记者 黄佳

公交车上， 总有一些素昧平生的
人给需要的人让座；大雨倾盆之时，街
边小店的店主为来店里避雨的人送

上一把伞；看到有人落水，有人奋不
顾身跳入水中……生活中，你应该见
到过这些让人如沐春风的善意举动。

“善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底
色，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王阳
明提倡‘良知’，都是在提倡善。 ”樊朴

说，善意，也许就是别人遇到困难时
拉一把，发生危险时救一下，但这“一
把 ”和 “一下 ”却能触动很多人的心
灵，点燃更多人内心的善意，汇聚起
强大的正能量。

近日，周口交通技师学院团委书
记樊朴阅读 《让善意流淌起来———
“社会现象圣哲看”优秀征文选编》一
书后，与书中《从充满善意的小事做
起》《让善意流淌起来》以及《把温暖
和善意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等文

的作者产生了共鸣。
樊朴说，《让善意流淌起来》一文

中，作者通过四川崇州 2 岁女童被犬
咬事件，引出了文明养犬与公德心的
话题；在《从充满善意的小事做起》一
文中，作者通过描述一个小伙子雨天
捞积水中的树叶，避免下水口堵塞的
小事，展现了“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内
涵；《把温暖和善意传递给身边的每
一个人》一文，作者以杭州外卖小哥
彭清林跳江救人的事迹为例，阐述了

善意需要被保护和传递的重要性。
樊朴说，自己在学校负责共青团工

作，与学生打交道较多。 这几篇文章不
仅让自己对善意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
自己对工作有了更多的思考。学校是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
值观，培养新时代青年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重要阵地。学校应在提高教师自身素
质、培养和谐师生关系、丰富校园文化
上下功夫， 让善意在校园内外流淌起
来，凝聚校园的正能量。 ②15

高留伟养牛场的牛。

沈丘：开通医保服务群众“直通车”
������（上接第一版）

沈丘在全市率先开展“一体化医
共体信息平台” 建设， 实现诊疗、公
卫、 家庭签约服务等数据互联互通，
一键生成电子健康档案， 市县数据
汇总 ，上下全局贯通 ，一屏看全局 、
一网通办、一键成档。 两个医疗集团
在县、乡、村远程会诊、远程影像等方
面做到医疗资源共享、互联互通，有
效提高了基层服务能力和业务效

率，促进了县乡医疗业务一体化、规
范化管理。

“以前， 在村里看病不能报销。
现在，在村里看病不但可以报销，药
还便宜，真是太方便了。 ”12月 9日，
在沈丘县付井镇梅庙行政村医保工

作站， 村民老张在村医李继涛的帮
助下，很快完成了医保报销。 今年 70
多岁的老张， 因患有高血压需长期
服用降压药。 他告诉记者：“在药店
买，一盒得 30 多块钱，在村里买一盒
才 3 块 4 毛钱。 ”

李继涛说，实行“三统三保”前，
群众购药贵现象普遍存在，实行“三
统三保 ”后 ，老张买同样的药 ，通过
集采，每盒只需 8.5 元，再经医保报
销，个人仅支付 3.4 元。

为解决群众看病难、 购药贵问
题，沈丘县坚持以量换价，对乡村医
疗机构实施 “三统三保 ”，创新药品
“大团购”模式。按照促进医疗、医保、
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求， 该县成
立基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委员会 ，
统筹全县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工

作， 创新实施乡村医疗机构药品统
一采购，保障群众用药需求；统一结
算 ，保障资金透明 ；统一管理 ，保障
流程规范的 “三统三保 ”管理模式 ，
实现了乡镇全覆盖、销售零加成、保
障全方位。 “三统三保” 管理模式的
实施 ，使村卫生室人 （次 ）均医疗费
用、 个人自付次均费用下降 60%以

上，村医月收入平均提高 1000 余元，
村医用药得到有效保障，取得了“两
降、一升、一保障”工作成效，形成了
具有沈丘特色的医共体改革实践新

路子。
今年以来， 沈丘县又聚焦解决

群众家门口看病报销难问题， 着力
打造“15 分钟医保服务圈”。 全县投
入 3000 余万元，打造以两个医疗集
团总医院为龙头、 乡镇卫生院为枢
纽、村级卫生室为基础，突出中医药
特色的“15 分钟医保服务圈 ”，全面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县财政补贴
200 万元， 聘请省级以上中医专家、
知名老中医 20 余人到集团总医院
坐诊； 每人每年补助 3 万元返聘退
休知名老中医到乡镇医院坐诊。 集
团总医院分期分批组织中医专业技

术人员到乡镇卫生院帮扶， 乡镇卫
生院同时选派中医专业技术人员去

进修，不断推动乡镇卫生院、村级卫
生室中医服务能力的提档升级。

沈丘县经过不断探索实践 ，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了医疗资

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今年 1 至 8 月
份， 居民村级门诊就诊量月均 13 万
余人（次），同比增加 5.3 万人 （次 ），
增长 65.09%；统筹基金支出月均 116
万余元， 同比减少 64 万余元， 减少
35.46%；次均费用 14.99 元 ，同比减
少 30.82元，减少 67.28%。 2024 年上
半年，共有 190 个品种 270 余个规格
的集采药品进入村级卫生室， 医保
基金直接支付药品款 491.14 万元 ，
占统采药品金额的 39%， 环比增长
38%，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沈丘样本”。2024
年，沈丘县被命名为“全省医共体信
息化建设示范县”，经验做法得到了
国家医共体管理委员会和省卫生健

康委的认可与好评。 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