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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 近日，
全市邮政快递业统计数据出炉，数据
显示，2024年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完成 13.52 亿件，规模稳居全省第 2
位，增速同比增长 34.57%。其中，全
市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2.79亿件，
同比增长36.49%，在全国50强城市中
排名第 34位。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 56.53 亿元，同比增长 28.47%，在
全国50强城市中排名第48位。

2024年，全市邮政快递行业抢抓
“中国快递示范城市”创建和“全国
性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建设发
展机遇，紧紧围绕交通强国试点、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
有效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了
量的合理增长、质的有效提升。

创建“中国快递示范城市”工
作成效显著。推动市政府累计出台
涉及邮政快递相关政策规划近50项，
在多个方面予以支持。抢抓财政领
域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机遇，加快推动
邮政快递业转型升级。全市快递业
务量增速在 41个示范城市中持续领
跑，业务规模跻身中西部前列。

服务国家战略和全市发展大局
取得新突破。认真落实关于国家邮
政快递枢纽布局建设的指导意见，积
极向市政府汇报争取地方支持，不断
完善邮政快递枢纽功能，推进“全国
性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建设。交
通强国邮政篇建设成效显著，夏邑县
获批全国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
示范区。持续推进重大枢纽经济项

目落地，以京东在商投资设立区域
总部为基础，吸引邮政等快递企业规
划投资设立了跨区域快递分拨中心
或区域总部。全年全市新增处理中
心场地面积 4.5万余平方米，设备升
级投入资金 1.1亿元，目前全市快件
日处理能力可达到800万件以上。

助力畅通循环能力不断提升。
基础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建成9个快
递物流园区；新增运输车辆 820辆、
快递网络条数321条；建设乡镇共配
中心 33 个，投入使用 6 辆无人车。
持续深化“快递进村”提升行动，
加强工作统筹，开展快递进村普
查，全市普查率 100%，村级寄递综
合服务站 3979个，快递进村基本实
现全覆盖。积极培育邮政快递业服
务现代农业国家级金银铜项目 5个，
快递业务收入 3.2 亿元，带动产值
24.94亿元；培育服务制造业典型项
目6个，服务制造业累计完成寄递业
务量 1.53亿件，快递业务收入 4.6亿
元，带动产值39.98亿元。

聚焦行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
能。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大力推动
物流设施信息化升级改造，打造国家
级智慧型物流示范基地。加快分拣
中心自动化升级，全市 4个区域分拨
中心配备自动化设备18套，半自动分
拣设备49套，自动化分拣率75%。绿
色发展持续深化，推进快递绿色包装
转型，全市邮政快递业新增设置标准
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网点55个，循环
中转袋基本实现使用全覆盖。

邮政业务总量居全省第2位

（上接1版）中方愿同吉方密切协作，
提升中国－中亚机制合作水平，做实
做强上海合作组织，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践行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携
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扎帕罗夫表示，很高兴新年伊始
访问中国，谨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
民致以最美好的新春祝福，祝愿中国
成功举办第九届亚冬会。在习近平
主席领导下，中国在实现两个百年奋
斗目标征程上取得辉煌成就，与各国
分享发展成果，迈向现代化的同时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树立了
榜样，吉方愿学习中国成功经验。吉
中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关系近
年提升到新水平，中国是吉方可靠的
朋友和伙伴，各部门各地方开展密切
合作并取得丰硕成果。吉方将继续
在台湾、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坚定支
持中方。吉方愿与中方推动吉中命
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好中吉乌铁路
这条“钢铁丝路”，推进产业、投资、贸

易、交通、电子商务、教育等领域合
作。面对国际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化，
吉方愿同中方紧密合作，推动上海合
作组织和中国－中亚机制取得更大
发展，积极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共同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
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规划以及外交、经贸、农业等
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扎帕罗夫和夫
人扎帕罗娃举行欢迎仪式。

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礼兵
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
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扎帕罗夫在
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
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天中午，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
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扎帕罗夫夫妇
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月3日，大年初六，立春至，万
象新。记者穿行于夏邑县各乡镇，一
条条村道宽敞整洁，一座座农家小院
错落有致，一面面文化墙展现文明乡
风，与周边田园风光相互映衬，一幅幅
欣欣向荣的和美乡村画卷徐徐铺开。

近年来，夏邑县以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为目标，以整治影响农村人
居环境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进一步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
定坚实基础。

从“一片美”到“整体美”
“以前村里多是泥路，没有路

灯，更没有绿化。现在柏油路直通家
门口，房前小花园、屋后绿化树，还
能到文化广场跳跳舞，俺也过上了城
市人的生活。”谈到村里的变化，曹
集乡曹东村村民司念念深有感触。

在人居环境整治中，曹东村坚持
“党员主导”与“群众主体”同向发

力，通过“门前三包”、村规民约
等，让广大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养成文
明卫生好习惯，逐步实现“要村民
改”向“村民要改”的转变；将人居
环境整治与提升村民内在素养、培育
文明乡风有机结合，积极开展“好婆
媳”“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等评
选活动，实现村庄全域美丽、持久美
丽。曹东村党支部书记程茜说，目
前，全村道路硬化率达到 95%，自来
水入户率100%，绿化面积达到95%。

“我们村环境好，邻里和谐，文
化活动多，大家可幸福了！”该乡程
集村党支部书记提到村里的“五星”
支部创建观摩时，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该乡每个季度都要对全
乡28个行政村的人居环境提升进行观
摩。通过现场观摩评出一、二、三等
奖，并对获奖的村进行奖励。

从“面子美”到“里子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要看
“面子”，还要看“里子”，既要乡村
“大美”，也不能缺少家庭“小美”。

在夏邑县的各个村庄，经常能看
到悬挂“整洁有序人家”标牌的家庭，

上面标注着星级、户主等信息，一目了
然。骆集乡油坊王庄王大红家就是令
左邻右舍都羡慕不已的“五星级整洁
有序人家”。她家以干净整洁的院落、
整齐有序的室内陈设，以及良好的生
活习惯，成为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家人习惯了不乱堆乱放，所以
保持得比较好，一般两三天拾掇一次
就行了。”王大红自信地说，“能评上
五星级，感觉挺自豪的，村里的人经
常来参观学习。”

树立一个典型能带动一批，树立
一批典型能推动整个面上的工作。该
县还通过建立“积分超市”激励、

“最美家庭”“美丽庭院”评选等制度
机制，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000场次，
评选表彰文明家庭、美丽庭院等先进
典型 220 户，采取“小板凳”“大喇
叭”“农家讲堂”等方式，广泛开展
爱护环境、垃圾分类等文明宣传教
育，帮助群众树立文明生活新风尚。

从“一时美”到“一直美”

杨集镇袁楼村便民服务超市内，
墙上的积分兑换细则清晰明了。整洁
的货架上，各类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

村民袁红雷正在用积分兑换鸡蛋。“这
个积分制可受欢迎了，大家都踊跃挣
积分。”袁红雷说，自从村里实行积分
兑换制以来，生活上不拘小节的他一
下勤快了起来，近期还被村里评为“三
星级整洁有序人家”，获得10个积分。

袁楼村党支部书记袁新华表示，
“积分制”管理提升了群众参与行动
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少村民不仅把
自己的家清理得干净整洁，还主动清
理路边杂草，争取获得更多积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离不开村民
的积极参与。杨集镇还根据各村的不
同特点，制订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方
案，号召党员志愿者积极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组织多方力量，在每周一集中
清扫日这天，对村内主干道、背街小巷
等重点区域进行无死角清理整治。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就是为了老
百姓能有个舒适、舒服、舒心的生活环
境。”夏邑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彭晓峰
说，点上有特色，面上有规模，整体大
变化。随着一系列新举措、新办法的
实施，夏邑县人居环境发生了由表及
里的变化，让农村真正成为群众安居
乐业的幸福家园。

近日，民权县社
区安全主题文艺晚
会在民权县艺术中
心举行。民权县社
工部、文明办、退役
局、人防办红豹救援
队等 1000 多名干群
共度美好时光，唱响
盛世太平。

本报融媒体记
者 闫鹏亮 摄

本报讯（记者 鲁超）2月 5日，记
者从国网商丘供电公司获悉，2024年
我市全社会用电量 232.68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9.36%。其中重点产业保持
高增长态势，有色金属冶炼、电子设
备制造、采矿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46.84%、15.90%、14.50%；消费市场稳
步提升，其中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
服务业用电量增速超 8%；交通物流
加快运转，交通运输业用电量同比增
长 1.83%，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
增长68.34%，绿色交通更加畅行。

为保障企业电力可靠稳定，商
丘供电公司靠前服务，精准施策，
多举措为企业生产做好电力支撑。
该公司组织专人主动对接，到企业
开展用电安全检查，查看设备安全隐

患，为企业电力维护人员开展安全用
电培训；结合企业生产用电负荷、电
量电费等信息，为企业开展能效诊
断，提供节约用电咨询、优化节能减
排方案等“零距离”服务，帮助企
业合理降低用能成本。

新的一年，该公司将持续推广
“三零”“三省”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电力保
障。此外，还全力做好全市200余座
变电站的实时运行监测，保障快速
精准处理设备异常缺陷；同时利用
技术手段精准预测用电高峰，落实
调度措施，确保电力有序供应；积
极与发电企业协作，保障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为广大市民及企事业单
位用电提供坚实的保障。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9.36%

春节返乡过年，不少人发
现，刚进入虞城县田庙镇就变了
模样，路灯林立、绿化美观，各
个村庄的道路全部实现硬化，有
些村还修建了游园，一改曾经的
贫穷落后景象。环境越变越好，
也吸引了青年用短视频直播梨园
盛景、记录家乡变化。

正月初六，正值立春。站在虞
城县田庙镇梨园深处的观景台上，
目之所及，春意渐浓，万物随春醒。

“去年每亩地净赚 1.2 万元，
今年还得加把劲。”在果园修剪枝
条果农范永芝指向远处沙地里改
造的芍药田，“芍药春天开花，秋
天卖根，实现‘双收’。”

“20多年前，这里还是‘种一葫
芦收两瓢’的沙窝子。”林庄村民林
新亮清晰记得，“大风一刮，黄沙埋
房”，全家年收入不足千元。

如今，田庙镇 2万多亩荒沙地

变身“江北杂果园”，全镇森林覆盖
率 58%。梨园景区被评为国家
AAA 风景区，景区建有老张盆景
园、百年梨树王、万头奶牛生态牧
场、故道史记馆、扳倒井、百年柿
园、万亩防风林等九大景观单元，
形成了“春赏花、夏乘荫、秋品果、
冬观枝”的四季美景。

“田庙位于黄河故道腹地，是
个农业乡镇，水果种植成为强镇
富民的重要产业。”田庙镇党委书
记邱文霞介绍，该镇利用当地良
好的生态资源及独特的黄河故道
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讲好黄河
故事，把文化“软实力”变成田
庙经济发展的“硬支撑”。

目前，田庙镇酥梨、苹果、桃子
等年产量突破 5万吨，人均年收入
2.8 万元，田庙酥梨被评为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林间套种的中草
药、荠菜，树下散养的鸡、鹅，更实
现了“花果经济”甜两头。

春赏花、夏看绿、秋尝果、冬品
树，田庙人把“季节生意”做成了四

季文章。每年梨花节吸引游客 20
余万人次，乡村生态游风生水
起。更可喜的是，腾湾村的企业
家董胜利流转土地，打造从农田
到餐桌的闭环产业，搭建了“懂菜
网”冷链平台，年销售额破亿元，生
态修复与产业转型双向奔赴。

富裕的口袋，更要装满文明的
精神。近年来，田庙镇的乡风文明
与治理创新共生共荣。后刘村文
化广场的“好婆婆”红榜刚更新，又
开放了孝善园；刘杨庄建起了故道
史记馆，馆里的故道文化与乡愁记
忆相互交融；高庄村临近田庙初
中，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村委会
一班人积极申请项目，加宽道路，
装上路灯，家长学生尽开颜。

从“生态伤疤”到“绿色银
行”再到“国家AAA风景区”，田
庙镇的蜕变印证着中国式现代化
的乡村路径。在这里，每一粒黄
沙都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
证，每一朵梨花都绽放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智慧。

““大沙窝大沙窝””变成变成““幸福村幸福村””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好的先生，请您先不要着急，您反映的
这个问题稍后会尽快反馈至有关部门……”2
月4日，在商丘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话
务大厅，话务员昝姝岐坐在工位上，一面接
听群众来电，一面敲打电脑键盘作记录。

春节假期，记者走进商丘市 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中心，这里 24小时灯火通明，一线
话务人员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用温柔的话语、
快速办理的效率，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事。

据了解，春节假期期间，该热线工作人
员科学排班、认真值守，“7×24小时”全天
候接听热线，确保办理群众诉求不放假，解
决群众困难“不打烊”。1 月 28 日至 2 月 4
日，市级“12345”共收到群众来电 4051通，
受理群众各类诉求4394件。

今年 24岁的昝姝岐是一名话务班长，这
是她连续第三年在一线话务岗度过春节假
期。“春节期间，虽然大家都希望与家人团
聚，但作为12345热线的一员，我们深知自己
的责任重大。我们坚守岗位，就是为了确保
每一名市民的诉求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回
应。”春节假日期间，遇到市民反映的突发停
水（水压过低）等民生问题，她和同事们都
是第一时间联系相关单位，及时向市民进行
解释反馈，督促尽快解决。

春节假期，该热线强化值班值守，明确值
班时间、值班人员等事项，确保春节期间涉及
水电气、通信等民生类工单及时高效流转，处
置有力。面对突发类工单，该热线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及时解决群众诉
求，用心用情用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事，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2345热线春节倾听民声不停歇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2 月 4 日，大年初七的商丘古
城，青砖灰瓦间悬着一串串红灯
笼，文雅路两旁的蜡梅凌寒绽放。
上午10时许，一群身着荧光绿马甲
的志愿者身影穿过古城东门，有的
发放环保宣传单，有的捡拾路边的
垃圾，给这幅水墨丹青般的年景添
了一抹鲜亮的春意。

“阿姨，用环保袋装年货既方
便又体面……”在中山大街上，商
丘兴华学校高一学生高歌一边给
游客发放环保宣传单，一边向游

客介绍环保生活方式，受到游

客的欢迎。这个寒假，高歌和同学
们相约共同参与系列志愿活动，用
实际行动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在侯方域故居前的垃圾桶
旁，青年志愿者刘逸乐正用长夹
分拣垃圾。在穆氏四合院门前，
年仅8岁的张萌萌将矿泉水瓶投入
可回收垃圾箱，引来周边游客的
赞许。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
人不同。今年春节，市环保志愿
者协会联合市妇联、共青团商丘
市委及睢阳区相关部门，于大年

初一至初七，在商丘古城区域持续
开展以“垃圾分类行，点靓新时
尚”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倡导垃圾分类、文
明旅游、环境保护我先行。

“到大年初七，已有 500多名
志愿者参与环保志愿服务活动。”
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谢丽介
绍，今年春节古城日均客流量较
往年有所增加，志愿者每天徒步
超 2万步，在 18条古巷设置流动
服务点，用脚步丈量着古城墙围
起的文明半径。

古城春韵里跃动古城春韵里跃动““志愿绿志愿绿””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致敬奋斗者

春节期间，市消防救援支队华商大道特
勤站 50多名指战员全员在岗在位。“越是到节
假日越是要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今年春节假
期期间我们除了做好日常执勤备战，还在所辖
的古城景区设置了前置备勤点，主要负责古城
区域消防安全巡查检查灭火救援工作。”2月 4
日，华商大道特勤站班长吉圣元说。

每天早上来到古城执勤点后，吉圣元和
同事都会例行开展巡查，提醒店家注意消防
安全。红色的消防车、穿着橙色消防服的消
防员成为古城景区一道别样的风景。

自 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这是吉圣
元在岗位上度过的第 5个春节假期。“春节假
期不休息基本上是我们消防工作的常态，越
是在阖家团圆的日子，越是要守护好万家灯
火。”谈起春节值班，吉圣元习以为常。

吉圣元还是一名消防尖兵。他先后荣立
个人三等功3次、获嘉奖3次，多次在各项业务
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并在第二届全国消防行
业职业技能大赛上代表
河南消防取得全国第
12 名的好成绩。“新
的一年，我将和大
家一起继续奋战在
消防一线，提升综
合体能素质和专
业技能水平，全方
位守护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吉
圣元说。

消防员吉圣元：

春节我在岗 当好“守夜人”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2月5日，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9家单位主办的“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商都广场举行。本
次活动以“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暖民心”为主题，为农村劳动者、用人单位及其他有就业创业意愿
的劳动者提供就业用工服务与政策支持。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13.52亿件

232.68亿千瓦时

本报讯（记者 吴海良）为了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在市直宣传思
想文化系统落地生根，坚决打好反
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
战，扎实做好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为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在
节后上班第一天，2月 5日，市直宣
传思想文化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翁铁军出席并讲话。

翁铁军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召开这次会
议，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二十届中央纪
委四次全会、十一届省纪委五次全会

和六届市纪委五次全会部署，安排
2025年度市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

翁铁军强调，要持续强化政治
监督，服务保障大局全局；要持续
强化纪律建设，推动党纪学习教育
常态长效；要持续强化风腐同查同
治，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持续推进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会上，市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各
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 2024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及 2025
年工作打算。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宣传
部纪检监察组和驻市文广旅局纪检监
察组全体成员，市直宣传思想文化系
统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职级调研
员，各单位纪检监察干部参加会议。

市 直 宣 传 思 想 文 化 系 统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召开

和美乡村幸福来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壮伟

乡村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