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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 超）7 月 11
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商丘市
低保边缘家庭认定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发布，将有利于
进一步规范我市低保边缘家庭认
定工作，推动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
救助体系，不断扩大社会救助制度
的可及性和覆盖面。

《办法》所适用的低保边缘家
庭是指具有商丘市户籍，家庭人均
收入高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但低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倍，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
家庭。

城乡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条件
主要包括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
庭财产三个方面。

申请认定城乡低保边缘家庭
的，应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或
其家庭成员以户主名义向户籍所
在地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提
出申请，填写《商丘市城乡低保
边缘家庭认定审核确认表》，同时
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家庭收
入、财产及支出情况的声明等相
关材料。

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自
受理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根据申
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综合运用
信息核对、入户调查、邻里访问
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
家庭成员的收入、财产及实际生
活状况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审核
意见，并在村 （居） 民委员会公
示7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应当包括
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困难原
因、审核意见及监督举报电话等
信息。对符合条件且公示无异议
的，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应
当予以确认，发放《商丘市城乡
低保边缘家庭认定通知书》，并将
相关信息录入河南省社会救助管
理系统。对公示有异议的，应再
次安排核查。对不符合条件或不
予认定的对象，应当书面告知并
说明理由。

低保边缘家庭自认定之日起
一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坚持
动态管理原则，低保边缘家庭可
支配收入以及财产状况发生变化
的，应当及时向乡镇政府 （街道
办事处） 如实报告。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根据家庭收入和财
产状况，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会救助条
件的，及时做好相关救助工作；
对不再符合低保边缘家庭条件
的，由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出具《商丘市城乡低保边缘家庭
退出告知单》，告知单出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无异议或未按时提
供相关证明资料的，按程序取消
其资格。低保边缘家庭认定一年
有效期满，未提出申请的家庭自
动退出。

申请或退出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对象，
经审核其收入、财产状况超出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人员认定
条件，符合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条件的，在征得其同意后，乡
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可以依照其申请资料和调查核实情
况，直接转入低保边缘家庭。对于低保家庭、乡村振兴局认
定的边缘易致贫户、脱贫不稳定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中的非
低保对象，可直接纳入低保边缘家庭范围，并按照规定实行
动态管理。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且不能合理说明
理由的，可终止受理或不予认定：不如实申报或隐瞒家庭真
实收入和财产，提供虚假证明，或故意放弃、转移财产的；
拒绝工作人员及有关部门（机构）开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入户调查的；家庭成员中有自费在高收费学校就读（入托、
出国留学）、出国旅游，乘坐交通工具选择飞机、高铁一等座
等高消费情况的；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的；申请家庭成员中
有具备劳动能力但未就业，连续3次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介绍工作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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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 博）受副热带高压边缘西南暖湿气流和
低空切变线影响，预计本周我市多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周内最高温度 33℃—
34℃，最低温度23℃—24℃。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
阵雨，27℃/34℃；星期三，阴天，有阵雨、雷阵雨，26℃/
34℃；星期四，多云间阴天，26℃/34℃；星期五，多云间阴
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5℃/33℃；星期六，阴天，有
阵雨、雷阵雨，25℃/34℃；星期日，阴天，有阵雨、雷阵
雨，25℃/33℃。

7月 16日，星期六，我们将正式进入“三伏”天。今年
“三伏”天共计 40天。其中，7月 16日至 7月 25日，初伏 10
天；7月 26日至 8月 14日，中伏 20天；8月 15日至 8月 24日，
末伏10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最闷热潮湿的时期，及时补充
水分、切忌凉水洗澡、注重饮食清淡、保持良好心情，是平稳
度过“三伏”天需要格外注意的事项。

市气象局关于生产生活的建议：做好田间管理，苗情较弱
和地力较差的地块可追施肥料，促进秋作物苗期生长，并做好
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本周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需防范雷
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本周我市持续阴雨闷热
周六进入“三伏”天

我市启用道路运输电子证照
本报讯（记者 鲁 超） 不用出

示纸质证件，道路运输从业者只需
要打开手机，就可以方便使用电子
证照了。7月 11日，记者从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按照《河南省交通运
输厅关于印发 2022年河南省推行适
老化交通出行服务等5件更贴近民生
实事工作方案的通知》（豫交运管函
【2022】 22号）、《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做好道路运输电子证照民生实
事宣传推广工作的通知》 文件要
求，即日起，全省范围内开始启用
道路运输电子证照。

我省本次启用的道路运输电子
证照为“三类九证”，包括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

可证、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道路
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巡游
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驾驶员证。道路运输电子证照与
纸质及 IC 卡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均为合法证件。道路运输经营者
及从业人员可通过河南省交通运输
厅微信公众号“畅行中原”申领、展示
和核验电子证照。

道路运输电子证照与纸质及 IC
卡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均为合
法证件。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
办理道路运输管理业务、实施监督
检查、行政执法过程中，凡是通过

核验的道路运输电子证照，在全省
范围内互信互认，不得强制要求出
示纸质证照。

已持有的纸质证照在有效期内
仍然合法有效，持证人如需更换电
子证照，可结合证照业务办理的补
发、换发、变更等环节，到线下审
批窗口或通过运政帮小程序等多种
方式免费申请办理。对于新申请道
路运输电子证照的，予以许可的决
定作出后自动取得电子证照。各项
业务的办理流程不因电子证照的使
用发生改变。

与纸质证照相比，电子证照增
加了二维码信息、车辆照片、从业
人员照片等信息，还具备了加注功

能，可以在电子证照上附加用途、
有效期限等声明信息，防止被盗
用。在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和执法检
查等领域更加方便快捷，切实做到

“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流程
更加优化便捷，助力“跨省通办”

“全程网办”“零跑腿”办事的增质
提速，便民办事力度再度提升。

下一步，我市将加快道路运输
电子证照推广和宣传力度，加快数
字化发展，持续推广应用道路运输
电子证照，促进跨地区、跨部门互
信互认和共享共用，有力支撑道路
运输高频事项“跨省通办”服务功
能，真正便民利民，推动我市道路
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

要问夏天什么水果最火，那一定是西瓜。作
为夏日的解暑利器，西瓜可以消暑降温、解渴利
尿，超市、水果摊等处都能买到。但近期据媒体
报道，陕西西安一市民因吃了隔夜西瓜后恶心、
呕吐、腹泻，其父母因为胃肠炎住进了当地医
院。这也引发了广泛讨论：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
食用？食用时需要注意什么？吃不完的西瓜到底该
如何保存呢？

一到夏季，家住团结路的张艳经常吃西瓜，丈
夫工作忙，平时很少在家吃饭，家中只有张艳和女
儿两个人。一个西瓜轻则五六斤，重则十几斤，一
次根本吃不完，吃不完的西瓜她经常盖上保鲜膜放
在冰箱里，第二天拿出来继续吃。有时候怕浪费，
她也经常买超市里切好的西瓜或水果摊上半块的西
瓜，一次偶然她听到别人说隔夜的西瓜是毒西瓜，
不能吃，吓了一跳。

那么，隔夜西瓜到底能吃吗？记者咨询了市中
心医院中西医结合脾胃肝胆科主任王友杰。王友杰
告诉记者，隔夜西瓜是否能食用取决于西瓜的储存
方式。在常温条件下放置了4小时以上的西瓜，建
议不要食用。因为夏季气温较高，容易滋生细菌导
致西瓜变软腐败，食用后可能会引发肠胃炎，伴随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如果西瓜在切开
后，表面及时覆盖了干净的保鲜膜，再放入冰箱冷
藏保存的，则可以食用。但食用时依旧建议切掉西
瓜表层2厘米左右再吃。同时王友杰建议，夏季天
气炎热，细菌繁殖速度较快，剩余食物应尽量放置
于冰箱内冷藏，在避免铺张浪费的前提下不要食用
常温保存超过4小时的剩余食物。

王友杰还提醒，冰箱里冷藏的西瓜，即便微生
物没有超标，对肠胃也有一定冷刺激。所以，对于

本来胃肠较弱、容易腹泻的人，即便按照以上几条
安全操作，也不宜吃冰西瓜。

想要安心吃西瓜，关键是要注意卫生，防止
被致病菌污染。怎样吃瓜更安全？记者采访了梁
园区健康教育所工作人员杨硕。杨硕说，尽量买
新鲜、完整的西瓜，完整的西瓜不会有细菌污染
的风险。尽量不要买大个头的西瓜，个头大的西
瓜一次吃不完就要长时间保存，在保存过程中就
有被污染的风险。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买小的西
瓜，买回家尽量一次吃完。切瓜前把西瓜整体洗
干净。家里最好备有专门用来切水果的刀和菜
板，菜板不要和切生肉的混用。切开后，实在吃
不完的西瓜，应尽快贴好保鲜膜放进冰箱。存放
西瓜时要注意避免跟其他食物，尤其避免和肉
类、海鲜接触，防止交叉污染。同时应及时清理
冰箱，尽快吃完。

西瓜虽解暑，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多吃。杨
硕提醒，有几类人不适合多吃，甚至最好不吃西
瓜。糖尿病患者不宜食用，因为糖尿病人在短时
间内吃太多西瓜，不但血糖会升高，病情较重的
还可能因出现代谢紊乱而致酸中毒，甚至危及生
命。还有处于经期的女生不宜食用。女生经期体
质比较虚弱，免疫力降低，最好不要吃西瓜这种
寒凉之物。

体虚胃寒的人不宜多食，西瓜属寒凉之品，
体虚胃寒的人食用过多的话，会导致腹胀腹泻、
食欲下降、积寒助湿。肾功能不全者不可食用。
肾功能不全者，其肾脏对水的调节能力明显降
低，对进入体内过多的水分，不能调节及排出体
外，致血容量急剧增多，容易因急性心力衰竭而
死亡。

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吃？
医生：能否食用取决于储存方式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夏天的阳

光一天比一天
“嚣张”。即使
头顶同一个太
阳，有的人轻
易不会晒黑，

有的人刚入夏就黑了好几个度。这是为啥？
人的皮肤分为表皮和真皮两层。表皮是皮肤的最外

层，也是身体防止外界侵害的物理防线，表皮的基底层
内有黑色素细胞，在受到紫外线照射时，会生成大量的
黑色素来吸收紫外线，防止其损伤内部组织。真皮层则
是致密的结缔组织，包含了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和网状
纤维等，它们共同支撑着皮肤弹性。

晒黑，其实是皮肤在自我保护，正是因为肤色深的
人皮肤合成黑色素的能力强，而黑色素可以吸收紫外
线，这样有助于减少对皮肤真皮层的损伤。所以，容易
晒黑并不是什么坏事，这类人可以收获以下好处：

不易晒伤或晒出斑。容易晒黑的人，皮肤的自我保
护能力往往较强。天生皮肤白或不容易晒黑的人，在日
光下的自体保护能力较弱，更容易晒伤或晒出斑。

不易晒出皱纹。皮肤老化的因素中，自然衰老只占
20%左右，其余则为光老化所致，紫外线就是造成光老
化的罪魁祸首。表皮基底层黑色素细胞生成快，对紫外
线的吸收就强，这样可以降低对真皮层胶原蛋白、弹性
纤维等的损伤。

不易得黑色素瘤。研究发现，肤色白皙可能是黑色
素瘤的独立危险因素，白人或皮肤白的人黑色素瘤发生
率更高。

在此提醒，如果皮肤晒伤，可以使用茶水、黄瓜
汁、冰牛奶等擦拭，缓解症状。

（来源：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容易晒黑或许是件好事

李丹丹与丈夫钱行都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员工。疫情期
间，夫妻双双冲锋至抗疫一线，双方父母成为他们抗疫之路
上的坚强后盾。2020年8月，李丹丹家庭被市文明委评为第
二届“商丘市文明家庭”。

2020年年初，正当疫情暴发之时，钱行第一时间申请
调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成为该院第一批奋斗在疫情一线的医
护人员。“出发前一天，我公公含泪为他理发，我为他简单
收拾行李，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责无
旁贷。”李丹丹坚定地说。随着疫情愈发严峻，李丹丹主动
请战去武汉支援抗疫。

夫妻两人同时奋斗在抗疫一线时，家中两个孩子只能交
给老人照顾。李丹丹父母和公婆安慰夫妻二人：“照顾好自
己，孩子交给我们。”这句坚定的话语成了夫妻两人直面困
难的精神力量。

在武汉经历许多生死考验的紧迫，让她深感作为一名医
护人员的使命感和压力感。经历了武汉战疫，李丹丹更加明
白信任和依赖也是对患者的一味良药。她说：“患者把生命
交给我们，我们就要用全部的爱心和责任心去呵护他们。”
从武汉归来，李丹丹获得了商丘市巾帼建功标兵、抗疫“商
丘好人”、商丘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并获得市红十字会颁
发的奉献奖章。

在外是抗疫工作者，在家是孩子们的知心好友。作为医
务工作者，夫妻二人出急诊、加夜班是常事。从小就习惯了
父母的工作性质，姐弟俩养成了独立的性格。姐姐钱风伊
12岁，非常懂事，在父母忙碌时能照顾好 10岁的弟弟钱奕
硕，正是这种和谐的家风让孩子从小就学会独立和担当。

日常工作岗位上的李丹丹是一名尽职尽责的主管护师。
曾有一名心衰患者从心脏重症病房转入心内科一病区，李丹
丹注意到了患者情绪焦虑不安，就为他讲解疾病知识，帮助
他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除了日常的翻身叩背，李丹丹还经
常在巡视病房时慢声细语地对患者家属开展健康宣教。在李
丹丹细心的呵护和治疗下，这位患者很快康复出院了。

李丹丹家庭用关爱和尊重构筑温暖家庭，传递乐于助人的
家风；用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传递着良好的文明风尚。

第二届商丘市文明家庭获得者李丹丹家庭

舍小家齐上阵的抗疫“夫妻档”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 岩 实习生 葛雯晴

7月10日，施工人员在长江路与华夏路交叉口施划道路标线，规范交通秩序，保障市民安
全出行。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近日，睢阳区古宋
街道办事处文化合作
社送文艺演出走进宋
城公园，给周边群众带
来了一场精彩演出，
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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