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商务部门促进消费潜能释放

让消费热起来 经济活起来

本报讯 （记者 张凌伟） 3 月
7日，民权县花园乡农田里，绿油
油的麦苗一望无际，长势喜人。
飞手们操控着一架架植保无人机
在麦田间来回穿梭，轻巧如燕，
向连片的小麦喷施除草剂。经过 3
个多小时的飞防作业，顺利完成
了 3000亩小麦的化除作业。

“无人机真好用，不误农时，
人药分离，喷洒均匀效率高。”依
托专业“田保姆”的服务，这是
种粮大户杨亚文的切身感受。

“ 过 了 惊 蛰 节 ， 锄 头 不 停
歇。”3 月 5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惊蛰，惊蛰以后天气转暖，春雷
初 响 ， 蛰 伏 一 冬 的 昆 虫 渐 渐 苏
醒，各类作物开始加速生长。
市农业农村局植检植保
站相关负责人提
醒 广 大 农
户，当前
既 要
加

强田间培管，又要做好病虫害防
治 。 记 者 从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了 解
到，该局抢抓农时，采取一系列
措施，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市
农业农村局要求我市各地农业农
村部门紧紧围绕奋力夺取全年粮
食丰收目标，强化指导服务，抓
好农资调运，推动实施小麦“一
喷三防”大面积推广，确保春季
麦 田 管 理 关 键 技 术 措 施 环 环 相
扣，落实落地，抓实春管保丰收。

“小麦返青至拔节期是条锈
病、纹枯病、茎基腐病和麦蜘蛛
等病虫发生发展的关键时期，更
是 进 行 科 学 防 治 的 最 佳 有 利 时

机。”该局植检植保站相关负责人
说，惊蛰已过，春季化除农时紧
张，适宜窗口期较短，我市充分
利用科技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抢
抓关键农时节点，全面加强田间
管理，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
作 业 ， 让 农 户 从 “ 会 ” 种 地 向

“慧”种地转变，做到适期用药、
科学用药、安全用药。

“今年苗情从群体长势、个
体指标来看，长势都明显好于常
年 。” 该 局 种 植 科 相 关 负 责 人
说，立春以来，在各级农技人员
的 努 力 和 现 代 农 业 科 技 的 助 力
下，当前全市 936 万亩小麦长势
总 体 向 好 ， 其 中 一 类 苗 占
64.76%、二类苗占 27.26%。与冬

前 苗 情 相 比 ， 一 、 二 类
苗 增 加 4 个 百 分

点 ， 长 势 都 明
显 好 于 常

年。

惊蛰过后 精准防控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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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7 日，夏邑县高新产业开发区河南省华茂汽
车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检查小型消防车质量。该项目年
产新能源特种车辆 8000 台。眼下生产的小型消防车主
要为乡村配备消防设备。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丰 摄

◀ 3 月 7 日，睢阳产业集聚区内商丘东霞制衣有限
公司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加工衣服。该企业是一家以服装
设计、制作，内销及出口一体化运营的企业，吸纳周围
3000 余人就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我市志愿者张莉

被评为省“最美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 吴海良） 近日，2022年度河南省“最美志愿者”发
布仪式在郑州举行。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联合省直多部
门组织开展，经过严格规范的评选程序，共评选出 22 名 2022 年度河南
省“最美志愿者”，商丘市心连心志愿者协会监事长张莉名列其中。

自 2013 年组建志愿者服务团队以来，张莉先后策划实施了 11 个志
愿服务项目，累计开展了 900 多场活动，带动了 600 多名志愿者积极参
与，捐助款物 830余万元。其中，作为“助学筑梦”项目的发起人，该
项目启动 7 年来，张莉带领团队行程 10 万公里，走访全市 36 个乡镇，
100多个自然村，结对帮扶 312名困境儿童。“助学筑梦”项目入选河南
省 2022年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优秀项目。

“帮扶志愿者会直接打款到孩子监护人的账户上，我们平台每月给
予温馨提醒和统计，以表格的形式发放到平台群里，打款人姓名以及
打款日期等信息留档保存。”张莉告诉记者，这些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阶
段每人每月可得到帮扶资金 200元，高中到大学阶段每人每月可得到帮
扶资金 300 元。项目启动 7 年来，他们结对帮扶了 312 名困境儿童，帮
扶金额超过 300万元。除此之外，张莉自己长年资助 3名孤儿。

“能够荣获 2022 年度河南省‘最美志愿者’，我感到无比荣幸和激
动。我将把这份鼓励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在接下来的志愿服务中，带
领我的爱心团队，践行雷锋精神，承担社会责任，坚守公益初心，用
爱心奉献社会。”张莉说，“我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
给孩子们带去更多的光亮。”

●3442名残疾儿童

得到康复救助

完成任务的 142.2%

●全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定点机构3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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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上午，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
处的杨女士收到儿子轩轩 （化名） 幼儿
园老师发来的一段视频，看完视频，杨
女士激动得掉下了眼泪。视频中，4岁的
轩轩和小朋友们一起做着律动操，看不
出和其他小朋友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一年以前，轩轩被诊断为自
闭症。经过一年的康复治疗，轩轩和正
常的孩子一样上幼儿园。据统计，去年
全市共完成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3442 人，
完成任务的 142.2%。

记者从市残联康复部了解到，2022
年商丘市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目标
任务为：对具有我市户籍或居住证且符
合康复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
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开展
康复救助，全年救助不少于 2420 人，基
本实现有需求残疾儿童应救尽救。为扎
实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市残联
结合实际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体系，
实现应助尽助，确保落实 《商丘市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各县 （市、
区） 也陆续出台实施办法，改善残疾儿
童康复现状，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发展。
市残联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残联
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机
制，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
求，着力保障残疾儿童康复服务需求，
努力实现残疾儿童“人人享有康复服
务”。

此 外 ， 加 强 定 点 康 复 机 构 监 督 检
查，实行动态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全
市各定点机构由市残联、市民政局和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审核确定，并
下发定点机构批准文件，逐级上报备案。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市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机构 37 家，其中，民办康复机构 10 家、公立医
院 25 家、教育主管 1 家、民政主管 1 家。对各定点机构实行动态管
理，并加强各定点康复机构风险防控，确保康复的质量和效果。按照
条块结合、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级残联会
同民政、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公开择优确定定点康复机构，实行动态
管理，切实提升服务水平。积极组织定点机构康复人员参加全省孤独
症儿童康复人员实用康复技术培训班、全省智力残疾儿童康复人员实
用康复技术培训班、全省定点康复机构管理人员培训班、河南省听障
儿童学前教育培训班，不断提升一线康复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提高
我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效果和质量。

根据 《河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 相关规定，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对象为符合条件的 0—6 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
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有条件的地方，可扩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年龄范围，也可放宽对救助对象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为让更多的残
疾儿童受益，我市不少县 （市、区） 扩大范围，应救尽救。目前永城
市扩大到 7—14 岁；梁园区对特殊群体儿童扩大到 7—10 岁；睢阳区
落实到 8岁，将逐年扩大到 14岁；民权县对县辖区内三类户、贫困户
中的残疾儿童少年救助范围由原来的 0—6岁扩展至 0—14岁。

为让更多的家长了解政策，提高残疾儿童监护人对救助政策的知
晓率，让更多的孩子受益，市残联持续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宣传工
作力度，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解读，向社会公开所有县 （市、
区）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咨询电话。

通过推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我市受助残疾儿童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康复，学习能力和生活技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家长对康复
训练效果满意率 95%以上。被救助儿童全部建档，实现了“康复一
人、幸福一家、影响一片”的社会成效，真正把这一民生工程做成了
老百姓称赞的民心工程。

本报讯 （记 者 翟 华 伟） 3 月 7
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提振信
心、着力恢复扩大消费，全市商务系
统将积极落实消费优先的要求，多措
并举，激发潜能，推动我市消费市场
升温向好。

挖掘城乡消费潜力。启动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今年计划完
成中心城区首批 15 个社区试点建设任
务，打造一批便民商业设施，实现城区
一刻钟便民消费；推动县域商业体系建
设，睢县、柘城县、民权县 3 个省级示范
县要发挥引领作用，培育县级线上线下
商贸商圈，布局乡镇商业中心，完善村
级商业网点和配送体系，繁荣县域消费
市场；推进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构建

完善物流配送体系，大力培育龙头连锁
流通企业，拓宽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
城销售渠道，融合贯通城乡消费。

稳定大宗商品消费。聚焦家电、
汽 车 、 住 房 等 “ 大 件 ” 商 品 消 费 领
域，适时发放消费券、折扣券，联合
有关部门举办汽车、家电、住房等形
式 多 样 的 促 消 费 活 动 ； 各 县 （市 、
区） 商务部门要结合实际、主动谋划
一批各具特色的消费促进活动，形成
促消费工作合力；落实扩大汽车消费
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新能源车销售，
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完善报废机动
车 回 收 利 用 体 系 ， 促 进 汽 车 梯 次 消
费、循环消费；举办特色美食节，提
振餐饮消费信心，刺激大众消费。

培育发展新型消费。支持传统商
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电商企业规
范 化 发 展 ， 持 续 开 展 电 商 示 范 企 业
（基地） 创建，推动电商产业园区迭代
升 级 ， 提 升 电 商 企 业 主 体 规 模 和 质
量，夯实电商消费基础；把准消费发
展 趋 势 ， 推 动 线 上 线 下 消 费 深 度 融
合，促进定制、体验、智能、时尚等
新型消费；鼓励发展直播电商、即时
零售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争创一批
省级直播电商示范基地；丰富夜间消
费新场景，培育夜间经济新业态；倡
导绿色消费，继续开展“文明餐桌”
活动，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导
大型商场创建绿色商场。

优化提升消费场景。积极争取财

政资金，广泛吸纳社会资本，采取整合、
改造、搬迁等方式，逐步淘汰不符合经
济社会发展、城市功能需求的老旧市
场，大力发展适应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具备现代化、信息化要素的新型市场，
优化资源配置；充分挖掘我市轻纺、制
造等特色产业资源，积极吸引江南茶
叶、花木和周边省市药材等优质成熟资
源，不断丰富专业市场种类，满足群众
多元化消费需求；倡导推进农贸市场智
慧化发展，做大做强各类专业市场，重
点推动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中
原车城升级改造；加快会展业发展，尽
快出台《关于促进商丘市会展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大力发展会展经
济，构建“会展+消费”产业生态圈。

本报讯 （记者 张凌伟） 日前，全国水产技
术推广总站公布 2022年度全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
技术推广“五大行动”骨干基地名单，我市梁园
区文峰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民权县庄周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商丘市和昌饲料有限公司 3
个水产绿色健康养殖基地成功入选。

据介绍，“五大行动”是指生态健康养殖模
式推广行动、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推广行动、水产
养殖用药减量行动、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行动、
水产种业质量提升行动。实施“五大行动”是促
进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水产品稳产保供
的重要举措，骨干基地是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
技术推广“五大行动”的重要载体，也是做好水
产品稳产保供、加快补齐水产养殖业发展短板的
重要抓手。

近年来，我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充分认识实
施“五大行动”的重要意义，立足各自资源禀
赋，加快推进养殖模式转型升级，加大水产绿色
健康养殖技术模式示范推广力度，在健康养殖、
尾水治理、用药减量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该
局分管负责人说，今年我市将继续培育壮大一批
创新度高、成效显著、代表性强的骨干基地，与
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相结
合，积极鼓励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市场主
体，主动应用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模式，打造
品牌、提升效益。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优质水产
品推介展示等激励机制，落实好各类渔业发展相
关支持政策，形成共推“五大行动”的良好格局。

永城日月湖街道草庙村

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村民就业

本报讯 （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聂政）“我们公
司是当地的招商引资企业，2022 年 2 月正式生产。”
3月 7日，走进位于永城市日月湖街道草庙村的河南
味和缘食品有限公司，自动化流水线生产车间里机
器运转，蒸汽弥漫，豆香浓郁。公司主要负责人陈
佳佳边查看生产情况边介绍，“这个生产车间占地
3000 平方米，拥有 18 条自动化流水线，主要生产

‘味福缘’牌豆油皮。”
生产豆制品，原料是基础。为了满足正常生产

需要，该公司与草庙村及周边村庄多家合作社、农
场、种植大户达成合作协议。

精选大豆、浸泡磨浆、滤浆上锅、煮浆挑膜、烘干
成品……一整套工艺流程下来，薄如蝉翼、色泽纯正
的豆油皮即可切割包装销售。在正常生产月份，企业
日均消耗优质大豆 3000公斤，日产豆油皮约 1吨。

保证产品新鲜度是关键一环，为此，该公司专
门建了一处占地 100 平方米的冷库，便于存储豆油
皮。另外，公司带动草庙村及周边村庄 30名村民就
业，大多为留守妇女，人均月收入 5000元。

“前些年我外出打工，去年因婆婆生病急需人照
顾，就回家来到这家公司上班，负责看管机器设
备。现在，我既能照顾老人小孩，还能种地，挣的
钱也不比外边少。”田庄村村民马巧玲高兴地说。

“下一步，我们计划增加到 40 条自动化流水
线，豆油皮日产量 4 吨到 5 吨。”这是陈佳佳的未来
规划。该村党支部书记丁岭表示，“河南味和缘食品
有限公司投产前后，我们为企业提供了“保姆式”
服务。这家公司在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集体经济
收入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为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我市 3个养殖基地入选

全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
技术推广“五大行动”骨干基地

33月月 66日日，，夏邑县会亭镇种粮大户朱传海用自动喷管浇灌小麦夏邑县会亭镇种粮大户朱传海用自动喷管浇灌小麦。。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丰韩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