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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猛 孙靖 文 / 图

黄泛区素有“中原明珠”之称，虽经岁月洗礼，黄
泛区农场场部历史文化街区却依旧保留着那份独特

的韵味。 10 月 15 日，秋日的阳光穿过树叶洒在这条
老街上，斑驳的老墙、古朴的瓦片历经几代芳华，仿佛
在诉说着那段不可泯灭的黄河故事。

黄泛区农场场部历史文化街区是第三批省级历

史文化街区之一。 当你踏入这片街区，不自觉地就会
联想到先辈们在这里开荒耕种，与黄沙、淤泥作斗争，
不怕苦、不怕累，用汗水浇灌出幸福果实的壮阔画面。
如今，肆意泛滥的黄河水早已不在，广袤的田野里机
声隆隆，播撒着新的希望。

从北向南，穿过王近山将军旧居和一些农场先进
人物曾经生活的地方后， 便是曾经的市场、 邮局、书
店、医院等场所。 不难发现，这里的规划布局科学，非
常便于生活、工作、生产，时至今日，这条老街依旧是
生活服务功能齐全、宜居宜业的“企业办社会”样板，
是河南省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典范。

黄泛区农场场部历史文化街区是新中国成立后，

党带领人民治理黄泛区伟大实践的见证地，是生态修
复与农垦发展的时代地标，是黄泛区劳动人民农垦精
神孕育传承的重要场所，承载了新中国农垦人建设家
园、奉献青春的时代记忆。街区内建筑类型多样、功能
体系完备、保存完整，是新中国农业集体化时代的建
筑建设与发展的实证。

“街区规划科学，居住建筑群体由‘一’字型的双
坡建筑单元平行行列式组成， 公共建筑群体结合道
路、地形等灵活布局，体现了街区富有时代特色的建
筑布局特征。 ” 黄泛区经济发展与规划建设工作局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

黄泛区 ，这个被黄河水冲刷的地方 ，是一段历
史的见证 ，是几代人青春的记忆 、奋斗的象征 。 如
今，泛滥的黄河泥沙早已变成良田。 这里的每一寸
土地、每一个角落都蕴含着力量，待你去探寻、去感
悟。 ②22

黄泛区农场场部历史文化街区———

诉说着那段不可泯灭的黄河故事

□记者 李辽 邱一帆

“俺患有高血压，常吃的降压药是缬沙坦胶囊，
每盒 30 多元。 以前，为了买到便宜药，我经常要跑好
多地方。如今，在村卫生室买药就能报销。报销后，我
购买降压药每盒只需支付 3 元多，一年下来，足足能
节省 300 多元！ ”近日，沈丘县北城街道郭庄村村民
郭宏亮高兴地对记者说。

不只是郭宏亮，在周口，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医保服务。

实际上， 这是周口医保惠民措施落地的具体体
现。为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报销，近年来，周口
市医疗保障局持续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成果，创新
推行“4234”“三统三保”工作机制，真正打通医保服务
“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截至 8 月底，全市 6407 家村
卫生室全部开通城乡居民基本医保门诊统筹服务，
5801 家采购集采药品； 村卫生室采购医保目录内用
药达 823个品种，集采药品达 219个品种。

低廉的药品价格和实实在在的医保报销比例，
提高了农村群众到村卫生室看病的积极性， 降低了
就医费用和医保支出，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 从全
市范围来看，2024 年 1 月至 7 月，我市城乡居民门诊
统筹已累计结算 1223.99 万人次 ， 总费用达到
83356.24 万元，统筹基金累计支出 46428.85 万元。

“我们探索建立了‘4234’乡村经办工作机制，在
乡镇（街道）、村（社区）分别建立了医保服务中心和
医保服务站，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参保登记、变
更、查询、缴费等医保业务，为村卫生室门诊统筹报
销奠定体制机制基础。 ”周口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定点村卫生室开通门诊统筹服务后， 不少村卫
生室面临着药品少、 药品贵、 药品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实施‘三统三保’工作机制，
统一采购药品、统一管理出入库信息、统一结算采购
资金，使医保基金得到规范使用、群众用药得到有效
保障、村医劳动价值得到体现。 同时，我们积极推进
集采药品进基层，丰富药品种类，降低药品价格。 ”周
口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激励村医积极使用集采药品， 让村医无后
顾之忧， 周口市医疗保障局建立健全签约服务费使
用机制， 明确签约服务费的发放与村医的医保服务
质量挂钩，让村医成为名副其实的“医保宣传员”“医
保服务员”。 ②22

□李瑞才

以前“两个桶”，现在“四格箱”；过去“减源头”，而
今“再利用”；出台实施“新办法”，培育文明好习惯，引
领社会新风尚……

实施垃圾分类、践行低碳生活理念越来越深入人
心，正在成为我市居民生活新风尚。君不见，各地纷纷
把道路两侧“两格式”或“三格式”垃圾箱更新为“四格
式”垃圾箱，方便过往群众分类投放垃圾。 君不见，各
地城管执法部门持续精准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
动，防止餐饮企业将餐厨垃圾倒卖、私拉偷运等违规
行为发生。 君不见，市环卫中心及时指导城区垃圾处
置企业上门集中收集餐厨垃圾，实施统一运输、进行
规范处置；组织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走进小区，收集群

众家中可回收再利用物品，千方百计推动城区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这个看似细微的小事，实则关
系到群众的幸福指数。它不仅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明
程度， 更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事实证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前期的宣传引导和后
期的运输、 处置及全程的精细化管理工作都很关键。
我们应通过“精准处置与回收利用”相结合的管理方
式，通过“宣传引导分类投放垃圾与文明城市创建”相
结合的实践方式，积极响应“光盘行动”，在垃圾产生
的源头“做减法”，全面改善环境质量，实现资源再生
利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我们还应该持续引导群
众进一步优化生活方式，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垃圾
分类工作，倡导低碳生活，建设美好家园。 ②22

������近日，市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在对绿植喷洒药
物。 连日来，市园林绿化中心组织专业团队，对中心
城区主要路段的绿化带进行了仔细巡查， 通过修剪
枯枝病叶、人工捕捉害虫、精准喷洒与注射药物及灌
根改良土壤等方式，保障苗木健康生长。

记者 杜营营 摄

医保服务到门口 群众就近享便利

以垃圾分类成效检验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治虫害 护苗木

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场史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