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群众办实事

□记者 王健 李伟 徐松

本报讯 “多亏深化改革的新政策，让老家的废
弃宅基地和小片荒活了起来。 我拍了近 10 亩地，立
即就投资建设了一栋 2 万平方米的综合厂房， 马上
就能投产了。 ”11 月 4 日，远在北京的史鹏说起家乡
郸城县胡集乡大史村村口那栋已经落成的电气公司

综合楼， 电话里满是高兴劲儿。 史鹏口中的 “新政
策”，指的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作为全国试点县， 郸城县首批 5 宗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经过入市招拍挂后，电气公司、康养中心等
项目陆续落地，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潜力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即包括农村小片
荒、闲置宅基地、集体闲置土地等在内的生产经营性
土地使用权以有偿方式进入土地市场交易的行为，此
举能有效解决农民大量进城后闲置土地增加、农村集
体存量建设用地“沉睡不醒”无法他用的问题，是变废
为宝的有效途径。 2023 年，自然资源部印发了《深化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方案》， 郸城
县被确定为全国 352个(河南省 17个)试点县市之一。

一年来， 郸城县对全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进行摸排，排查出可使用商业用地 1939 亩、物流
仓储用地 288 亩、工业用地 2331 亩、采矿用地 1517
亩。 今年年初，该县成功将 5 宗(共 40.94 亩)土地的
使用权进行交易，成交金额 663 万元。

史鹏是河南省首批尝到这项改革甜头的企业

家。作为在外郸城籍成功人士，他在北京经营着中网
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从事电气设备的生产与销售。史
鹏早就有回乡设立分公司的想法， 却一直因为厂房
选址而发愁。 如今，他如愿以偿。

受益于此项改革的不只是史鹏这样的企业家，
还有村民和村集体。 郸城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王萌告
诉记者，土地交易后，成交总价款去除土地补偿款、
土地平整费用、 地上附着物拆除费等支出并缴纳土
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后， 剩余入市收益原则上全部留
归村民和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另外，企业的落户必然
带来就业，像史鹏的电气分公司就能安排 70 多位乡
亲就业，人均月工资可突破 4500 元。

当前，郸城县的试点改革还在持续推进，另外 5
宗 74 亩土地已完成前期入市手续， 即将挂网交易。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变废为宝， 为周口全市创
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郸城经验”。

□记者 王凯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安委办获悉，我市将持
续健全完善专家帮扶工作机制， 组建全市应急管理
专家库，助力企业隐患排查治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持续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今年前三季度，
全市共帮扶企业、 单位 1150 家次， 发现问题隐患
9961 处，其中重大隐患 56 处已全部整改到位。

据介绍， 我市组建的全市应急管理专家库涵盖
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基础保障 4 个领域、

18 个行业类别，累计聘用专家 267 名。
市安委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企业生产经

营特点， 专家帮扶团队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指导，帮
助和指导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基础管理、 风险辨识、隐
患排查、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制度建设等工作，为企业
“找病症、寻病因、开药方”，提升企业隐患排查质量和
安全管理水平。

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右）和工作人员测量铁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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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伟元

本报讯 “以前看病，转一次医院就得做一次检查。
现在好了，检查结果医院互认，不用再重复检查，我也省
钱省心了。 ”11 月 4 日，从沈丘县赶到市中心医院就诊
的李先生听说自己在县人民医院的检查结果可以互查

互认，十分开心。
李先生说的检查结果互认，是我省当前正在全面推

行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这一工作旨在使省内不
同医疗机构对检验和检查结果相互认可， 提高医疗效
率，减少患者重复检查次数，从而降低医疗成本和时间
消耗。

目前， 医生在接诊时可对患者近期 （检验一般为 1
个月内，检查一般为 3 个月内）在具备互认资格的医疗
机构所做的检查检验结果进行参考。 据市卫生健康委
统计，截至 11 月 4 日，我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已实
现线下检查检验结果应认尽认，线上则已有 57 家二级
及以上医疗机构接入省平台，其中公立机构 39 家。

据了解，我省现在共有 142 项检查检验结果实现
互认， 其中检查结果 60 项， 涵盖各类 X 线检查、CT
平扫、MRI 检查等；检验结果 82 项 ，包括血糖 、尿素 、
总蛋白等 30 项生化项目 ，甲胎蛋白 、乙肝五项等 21
项免疫项目 ，细菌涂片检测 、耐药表型检测等 8 项微
生物项目 ，红细胞计数 、血红蛋白 、葡萄糖等 22 项血
液、体液分析项目，1 项分子生物学项目 （新冠病毒核
酸项目）。

全市 57 家医疗机构接入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

这 142 个项目无需重复检查

□记者 梁照曾 文/图

本报讯 10 月 30 日上午， 周口关帝庙景区的一处
施工工地挖出一门小型铁炮，经专家初步鉴定，此物为
明清时期的“竹节炮”。

当日，该铁炮被施工人员挖出来后，以 100 元的价
格卖给收废品的鲁克红，鲁克红误把铁炮当作下水管，
又卖给一家废品收购站。

11 月 2 日下午， 该废品收购站负责人王计生整理
货物时发现收购的“下水管”很像一门铁炮，随即和市博
物馆取得联系。 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赶到现场后，通过
研究和比对， 初步鉴定此物为一门明清时期的 “竹节
炮”，多为水上官船使用。

周建山告诉记者 ， 这是周口首次发现和出土明
清时期铁炮 ， 为研究周家口古城作为经济重镇和战
略重镇的历史 ， 特别是水运史和官方维护水运秩序
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 该铁炮长 67 厘米 ，炮口内口
径为 5 厘米， 外口径为 14.5 厘米， 底座直径为 15.5
厘米 。 目前 ，该铁炮已被市博物馆收藏 ，并将于近日
展出。

������11月 3日，两名工人正在建设大道中段公交车站台施工。 据了解，随着中心城区多条新修或改扩建道路相
继通车，相配套的公交车附属设施也在积极建设中，这些设施投入使用后将为市民出行带来便利。 记者 沈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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