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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路 （银江路至螺湾路段） 道路两侧，
共享单车乱停放。

柳江路与嵩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 80 米路
北，废弃家具乱堆放。

海河路与华山路交叉口向东约5米路北，门
面房装修围挡上无占道审批公示牌。

外贸巷与辽河路交叉口向北约 60 米路东，
井盖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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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齐国霞 孙 震）
“您已成功使用500元减50元消费券，
实际支付450元。”“我家刚买了辆15
万元左右的新车，恰好赶上消费券发
放，可以申请使用5000元的汽车消费
券，真是太开心了！”……9月5日上午
9时，我市第二期纾困解难消费券发放
活动启动。不到10分钟，满5000元减
500元的消费券就被抢光。据统计，9
月5日当天，消费券核销407万元，带
动交易额 4593 万元，杠杆率约 1∶

11，其中500元、200元、100元、50
元消费券全部核销。

“满100元减10元的消费券，在商
场超市就很好用。满200元减20元的
消费券，可以用来给汽车加油。”市民
刘女士说，对于消费需求压抑了很久的
漯河人来说，可以光明正大地“薅羊
毛”了。

据了解，第二期消费券依旧分为零
售领域和汽车领域。其中，零售领域
900万元消费券，10元券30万份、20

元券12万份、50元券3万份、100元
券1万份、200元券3000份、500元券
1000份；汽车领域200万元消费券，
1000元券 600份、3000元券 300份、
5000元券100份。购车者需要活动时
间内在本地购车，最迟于活动结束后一
周内完成本地牌照入户，登录“云闪
付”APP上传相关资料提出申请。相关
部门审核通过后发放电子红包。

据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活
跃消费市场，提振消费需求，惠及人民

群众，我市从5月28日起分三期开展
纾困解难消费券发放活动。首期消费券
发放活动已于6月30日结束，零售领
域核销消费券总额672万元，带动直接
消费8375万元；汽车领域核销消费券
总 额 149.5 万 元 ， 带 动 直 接 消 费
5425.85万元。首期活动共有2081家企
业参与，参与市民达 24 万人次。同
时，消费券对参与活动的商家引流非常
明显。新玛特、新大新、丹尼斯等超市
日销售额增长150%~210%不等。

我市第二期消费券发放 首日核销407万元

■本报记者 张丽霞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离不开

市民的积极配合。目前，我市防疫措施
落实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走访。

9月6日下午，在辽河路丹尼斯地下
车库入口，有专人提醒司机先扫场所码
再入场。在一楼入口处，也有专人值
班。“进店顾客，我们都要求扫场所码。
遇到不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我们会实

名登记。”值班人员介绍说。
郾城区壹号城邦小区入口，小喇叭

循环播放着“进入小区请扫场所码”的
提示语。一名保安告诉记者：“大部分业
主都养成了扫场所码的习惯。遇到不扫
码的业主，我们都会提醒。”

“你好，请先扫场所码再进来。”在
嫩江路一家双汇专卖店，记者还未走到
门口，店员便打起了招呼。虽然店内业
务繁忙，门店仍坚持安排店员轮换着在
门口提醒顾客扫场所码、戴好口罩。

9月5日上午，市中医院门口，保安
一边引导车辆有序进入，一边提醒进院
市民戴好口罩、扫场所码。随后，记者

来到医院附近一家女装店，店员主动提
醒说：“麻烦你扫下场所码。”

记者走访发现，每个公共场所都在
入口显著位置张贴了扫场所码的提示，
大部分场所都能认真落实扫场所码、戴
口罩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但部分便利店、服装店、餐饮店等
存在不提醒进入人员扫场所码的情况。
在嵩山东支路一家药店，记者扫场所码
进店后，店员忙着整理商品，并未查
验。几分钟后，有几名顾客没有扫码直
接进店，店员也未提醒。

此外，部分市民进入场所后会将口
罩拉到下巴处透气，也有一些市民没有

及时更换口罩。在嫩江路一家超市内，
一名老年顾客戴的口罩较为破旧。他告
诉记者，口罩已经使用五六天了，但他
觉得不算脏，就继续佩戴。

“疫情防控一点也不能放松。”郾城
区常态化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
孙传佳说，“上周起，我们在辖区开展疫
情防控大督导、大检查，汇总检查情况
并提出整改意见。下一步，我们将加大
检查和宣传力度，增强市民防疫意识。”

疫情防控离不开市民参与，记者在
此呼吁，大家要自觉做好防护，遵守防
疫要求，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当好自身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太感谢你们了！现在巷子变

化很大，路面平整了，自来水也
通了，还重新粉刷了墙面……”9
月6日上午，源汇区马路街街道
八一路社区清真南巷的马国强等
几位居民代表，把一面锦旗送到
马路街街道办事处表达谢意。

清真南巷位于源汇区百汇市
场内，是一条背街小巷。由于位
于供水管网末梢，小巷没有并网
接水，居民一直是打井抽水吃，
都企盼着早日喝上优质的自来
水。我市更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开展后，马路街街道办
事处积极协调有关单位，于2022
年4月底完成供水并网施工，清

真南巷居民终于用上了自来水。
清真南巷的变化还不只这

些。“以前小巷是土路，坑坑洼
洼的，一下雨老人就不敢出门。
现在修了水泥路，平整干净。”居
民李美兰说。“以前小巷里杂物乱
堆乱放，现在垃圾全部清理了，
还放置了三个分类垃圾箱。”居民
许英桃说。“给我们粉刷了墙
面。”“给我们划了自行车停车
区。”“给我们免费装了纱窗和门
帘。”谈起小巷的变化，居民们激
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清真南巷的居民告诉记者，
如今小巷迎来了“新生”，他们一
定会守护好它，为我市更高水平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贡献力量。

小巷大变样

改造一新的清真南巷。

9月7日上午，源汇区老街街道滨西社区联合市二院为辖区老人进
行义诊。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记者探访我市常态化疫情防控情况

进入公共场所 市民主动扫码

9月7日上午，源汇区顺河街街道泰山中路社区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节”同
乐会。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表演了戏剧、舞蹈、诗歌朗诵等。现场气氛热烈，充满欢
声笑语。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9月7日下午，郾城区沙北街道昆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市爱心艺术团举
办“喜迎二十大 欢度中秋节”活动，为社区居民献上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王晓景
近期，我市开展纾困助企促消费系

列活动，精准施策、精准服务，推动消
费潜能释放，对推动消费市场快速回暖
起到了积极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活，
则经济活；企业旺，则城市旺。为企业
纾困解难，既是实现企业稳定发展的关
键，也是稳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
要求。

助企纾困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策

落实。政策能否产生相应的效果，关键
在于是否落实落地落细。这就需要相关
部门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
阶段性、普惠型、优惠类的纾困政策宣
传解读到位，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对相
关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增强市场
主体的获得感。

助企纾困要以“绣花”功夫抓好服
务精准。要想真正有效破解企业困局，
必须转变作风、提升能力，杜绝“一刀
切”“大水漫灌式”的粗糙工作做法，
要因企施策、分类指导，把服务做到企
业心坎上。对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
靶向发力、精准突破，助力企业尤其是

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恢复活力，增强
市场主体满意度。

助企纾困要以组合拳抓好环境优
化。为企业纾困要立足长远，锚定经
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全力推动企业和
群众办事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
减跑动，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工难、
办事难、审批难等难题，真正让持续
优化的营商环境转化为稳定市场的长
效之举，为市场主体应对挑战注入更
大动能。

助企纾困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