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春以来，夏邑县北岭镇把网格化管
理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小切口”，
让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等担任网格
员，负责矛盾排查化解、民意搜集调查、
政策法律宣传等工作，打造完善全域覆盖
的网格体系，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构
筑基层治理新格局。

该镇按照“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
不漏人、不漏重点场所”的要求，全面开
展排查工作，对各类不稳定因素、安全隐
患、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化
解、早处置，对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及时
排查化解。全镇推行应急联动机制，对可
能发生的群体性矛盾纠纷采取包案责任制
进行调处。 苗育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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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李亚楠 陈亚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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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民权对对1212个村进行全域土地整治个村进行全域土地整治

本报讯（记者 张坤）记者从2
月17日召开的河南省国家级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民权现场会上获
悉，全省19个国家级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试点已全部开工建设。其中，
民权县绿洲街道办事处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名列其中。

今年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推进以乡镇为单元的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积极盘活存量集体
建设用地，优先保障农民居住、乡
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和产业
用地需求。

据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以
科学合理规划为前提，以乡（镇）
为基本实施单元，整体推进农用

地、建设用地整理和生态保护修复
以及地灾治理，注重导入产业，优
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助
推乡村振兴。自然资源部 2019 年
在全国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
点，我省共有 19 个项目被列入全
国试点。

整治过程中，我省各地努力打
造具有各自特色的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样本。民权县将对绿洲街道办事
处吴庄等12个村庄进行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总投资12亿元。项目完工
后，项目区内将新增耕地1750多亩，
节余建设用地指标1460多亩。有两
个村庄将变成乡村振兴示范村，一个
村庄将变成国家级旅游示范村。

我市完成2022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系列报道之二

农村交通物流体系建设提高百姓幸福指数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司鹤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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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电网新能源出力创历史新高我市电网新能源出力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 鲁超）绿色、低碳
的新能源发电事关环保及“碳中和、
碳达峰”。2月19日，记者从国网商
丘供电公司获悉，2月 13日 13时 43
分，商丘电网新能源出力达205.4万
千瓦。这标志着我市新能源出力首
次突破2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

目前，商丘10千伏及以上新能
源发电厂共 62 座，装机容量达
297.24万千瓦，占地区电源总装机
容量的48.23%。针对新能源的迅猛
发展、反调峰特性及设备上翻影
响，国网商丘供电公司多措并举，
确保新能源有序消纳。公司积极开
展分布式新能源消纳能力测算分
析，推动新能源有序、健康发展；
加强新能源电厂管理，规范新能源

解、并网及检修流程，确保新能源
发电可控、在控；结合新能源发电
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安排运行方
式，调整负荷分布，避免设备上翻
重载，保障新能源全额消纳；实现
分布式新能源厂站功率控制手段全
覆盖，提升电网运行调节能力。

同时，国网商丘供电公司加强
地方电厂同质化管理，挖掘机组调
峰能力，为新能源消纳提供支撑。

面对日益严峻的新能源消纳形
势，国网商丘供电公司将滚动开展
新能源运行及消纳能力分析，持续
提升新能源功率预测准确率，科学
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进一步保障新
能源消纳，为实现“碳中和、碳达
峰”贡献调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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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头有公路，出门坐公交”“快
递进了村，货物送上门”……2022
年，我市大力推进加快农村交通物流
体系建设，道路升级、客运覆盖、物
流直达让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为电
商经济和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在宁陵县柳河镇成楼新村河畔家
园小区，经过改造升级后，一条长约500
米、宽约 10米的柏油公路贯穿小区中
央，让两侧的400多户居民交口称赞。

农村公路通到家门口，让老百姓
出行路上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
升。据了解，近年来，我市交通部门
在实现全市行政村“通硬化路、通客
车、通邮政”基础上，坚决落实《商
丘市农村公路“通村入组工程”实施
方案》，按照补短板、提品质、促融合
的思路，建设农村公路“通村入组工
程”4050公里，新增和改善不通硬化
路自然村4332个，实现全市20户以上
符合条件自然村通硬化路率 100%。目
前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 2 万公
里，农村公路密度居全省第1位。

市交通局坚持建管一体，护运统
筹，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创建工
作，截至2022年11月底，全市已完成
新建和改造农村公路 580公里，完成

率 100%。宁陵、柘城分别被命名为国
家级、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同时，各县（区）注重把农村公路建
管护运与特色产业、全域旅游、电商
物流等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路畅通与
经济活、文化兴、旅游旺的高效统
一，助力农村经济融合发展。

2月 19日，在夏邑县王集乡祝口
村，村民们在村口等待公交车，花上6
元钱，就可以乘坐绿色环保的电动公
交车到县城。

近两年来，我市交通部门强力推
进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营，打造村
村通客车“升级版”。坚决落实《商丘
市乡村客运“村村通客车提质工程”
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实施试点
推进，发展村村通客车班线客运、公
交线路 234条和 2765辆营运车辆，打
造“城乡公交+班线客运”的村村通
客车“升级版”，让广大群众实现“出
门硬化路、雨天不踩泥、抬脚上客
车、物流到家门”的美好生活愿景。

我市通过大力实施城乡公交客运
一体化发展，整合客运资源、优化线
路配置、推广环保车型，卓有成效地
开展工作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力求
达到全市每个县（区）至少有一家城

乡客运公司，为城乡居民出行提供安
全便捷的运输服务。目前我市行政村
通客车率 100%，其中三区在全省率先
实现城乡客运电动公交化运营。梁园
区、虞城、民权、夏邑、宁陵、睢县
等 6个县（区）被授予“河南省万村
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称号。

“今后，市交通局积极协调省交通
运输、发改委等部门在项目和资金上
给予支持，积极争取国家对农村公
路、客运场站、新能源汽车等资金政
策支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
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交
通为民，办好民生实事，提供优质服
务，为助推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化商
丘当好开路先锋，合力推进农村交通
发展。”市交通局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
时对记者说。

电商助农、网上购物、直播销
售……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农村
地区的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近年来，
我市加强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健全县、乡、村寄递服务体系，
进一步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
下乡进村渠道，更好满足农村群众生
产生活需要，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
力，全面促进乡村振兴。

“早些年收包裹，需要到镇上去，
来回得一个多小时。现在在村口的超
市就能及时收到商家寄来的样品，这
样我就能第一时间拍成视频，向粉丝进
行展示、推介。”夏邑县网友“小莉”是一
名分享农村生活的短视频创作者，她
对“快递进村”的便利深有体会。

2022年，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出台了《关于印发商丘市加快农村寄
递物流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商
政办 〔2022〕 42 号 ），借势政策利
好，加快贯通县乡村快递物流配送体
系，多举措推进“快递进村”，推动我
市实现了 60%行政村设立村级寄递物
流综合服务站。

2022年 5月 24日，睢阳区郭村镇
寄递物流共配中心揭牌投入使用，成
为我市首个投入使用的乡村寄递物流
共配中心。该中心辐射周边 30个行政
村，极大地方便了周边 7.48万户农村
居民。2022年，各快递企业积极配合
村级综合服务站建设运营，积极进驻
站点，配合开展“邮快”“交快”“快
商”等合作模式，推动综合服务站运
营，健全完善村级寄递服务和网络。
截至 2022年，我市进村网点达到 3391
个，快递进村覆盖率已完成74.89%。

近日，在永城市苗桥镇李黑楼
村的3600亩高效农业示范田内，农
技人员李先富和同事站在田间，轻
点手机上的APP，发出指令后，三
架大型撒肥无人机便在麦地上空穿
梭作业，肥料从出料口均匀地撒向
田间。不一会儿，100亩优质小麦
的撒肥作业轻松完成。

在不远处的水肥一体化项目试
验田内，也是智能化的施肥场景。

成套的智慧喷灌系统整齐地排
列在 200多亩的田间地头，随着技
术人员轻点手机，掺杂着肥料的水
柱细密均匀地落在了田地里，浇水
施肥工作轻松完成。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化
肥是小麦的“粮食”，对小麦增产
增收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近年
来，永城市探索使用新型无人机、
水肥一体化系统等智能化机械撒播
化肥，通过实施统一播种、统一管
理，全程施肥机械化、智能化，农
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为全市 180
万亩小麦稳产丰产打下了坚实基
础。

“以前种地施肥让人很头疼，
要把肥料搬到井房，再倒进小罐里
把肥料化开才能施肥，而且人工撒
肥料不均匀，作物长势也参差不
齐。自从装了水肥一体化系统以

后，真是省时又省力，肥料也能撒
均匀了。”谈到水肥一体化系统的
应用，高效农业示范田的种植户非
常开心。

水肥一体化系统运用将灌溉与
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可以
按照作物生长需求，将可溶性固体
肥料或液体肥料配兑成肥液，与灌
溉水一起，把水分和养分定量、定
时、均匀、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部
土壤，大幅度提高肥料利用率。

谈起机械智能化施肥在农业中
的应用，李先富告诉记者，以往撒
肥，不仅劳动强度大，还容易出现
播撒不均匀的情况，导致小麦长势
差异较大，而现在用无人机和水肥
一体化系统撒播肥料，效率是人工
的 30 倍左右。这样机械化、智能
化的生产方式更高效便捷，引领着
未来春耕生产的新趋向。

说到机械智能化施肥的下步规
划，永城市益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坤信心满满地说：“目前
小麦正处于关键的返青期，这个时
候进行适当的追肥很有必要。现在
我们的智能化施肥设备已经全部派
出去进行施肥了。下一步，我们会
探索更多的智能化施肥形式，并积
极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积极助力永
城的优质小麦增收增产。”

本报讯 （记者 翟华伟） 2 月 20
日，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去年我
市通过超前谋划重点养老项目、积极
争取项目资金、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打造养老服务“产业圈”，品质养老成
效显著提升。

超前做好项目谋划。坚持“抓项
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
的发展理念，紧盯人口老龄化发展形
势和养老产业趋势，高起点、高标
准、高质量做好养老重点项目谋划工
作。在城市，谋划了睢阳区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睢县养老产业园、柘城现
代健康养老中心、民权县葵丘康养产
业园、夏邑县乐寿苑养老项目等一批

养老重点项目，打造养老服务“产业
圈”；在农村，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方
式，将乡镇敬老院床位提升到 300—
500 张，打造农村养老服务的“主阵
地”。全市共谋划养老服务政府专项债
项目 20个，总投资 18.7亿元，中央预
算内资金项目 10 个，总投资 8.21 亿
元。全市共有 95个养老项目纳入“十
四五”民政储备项目，总投资 26 亿
元，其中 15个养老项目纳入全省重大
养老项目库，总投资13.75亿元。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加强资源融
合和项目融合，积极争取各方面资金
支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投资一
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一批、福彩公

益金补助一批、项目整合融合一批、
金融贷款扶持一批，去年，到位项目
资金 4.97亿元，其中争取中央和省级
福彩补助资金 1.01亿元；整合融合养
老服务和重度残疾人托养建设用地
1920亩，争取养老服务和重度残疾人
照护融合建设资金2.6亿元；睢阳区、虞
城县、宁陵县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7340
万元；夏邑县、柘城县争取政府专项债
券 6300万元。通过多渠道畅通融资途
径，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养
老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促养老
事业发展，建成了虞城县养老产业
园、民权县民政事业园、宁陵县福利

园区等一批集养老、残疾人照护、医
疗康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民政项
目，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养老服务
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项目
为王’理念，以项目建设高质量助推
养老服务发展高质量。抓好规划布
局，谋划储备优质项目，紧盯人口老
龄化发展形势和养老产业发展趋势，
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谋划一批养
老服务重点项目。多渠道争取项目资
金，用活用足金融扶持政策。推动商
丘市‘智慧养老＋服务’的全面发
展，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
养老服务。”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我市高质量谋划重点养老项目

打造养老服务“产业圈”助力“品质养老”

2月18日，网格员在黄瓜种植大棚里进行民意调查。2月18日，网格员在一起研究矛盾排查工作。

▲ 2月18日，网格员在张贴法律宣传画

页。

◀ 2 月 18 日，网格员在一家灯笼加
工车间排查矛盾纠纷。

网格“小切口”
激活治理“大能量”

2 月 19 日，雨水节气，柘城县洪恩乡柿黄村药材种植基地内，
村民在抢抓农时开展农事活动，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农
忙景象。 张子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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