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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高层次人才支持办法

王煜龙：勤奋刻苦 积极乐观
05 民生·社会

03 综合新闻

河南卫视YFU武林笼中对将走进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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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晨阳
近日，在西城区新城办银滩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欢快的笑声接连不断。“平
时，我们老年人在这里聊天、打牌、下
棋、画画。这里有年轻人给我们做饭、
为我们做康复训练，还有志愿者给我们
理发、为我们义诊……我们都乐意来这
儿，开心！”老人们对日间照料中心赞不
绝口。

银滩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依社区而
建，服务社区居民，为辖区老年人提供
个人照护、精神慰藉、保健康复、休闲
娱乐、膳食供应等日间托养服务，让他
们享受安心、称心、舒心、放心、开心
的“一站式”服务。

这是我市开展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
一个缩影，也是我市全力推动养老服务
转型发展，努力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的生动写照。

为精心守护最美“夕阳红”，我市聚
焦“老年人关心什么、我们就解决什么
问题”“老年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
么服务”，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体，促进
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有机融合，深
入开展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养老服
务队伍培训等，努力推动全市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让老年人过上幸
福安康的晚年生活。建立推进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2+1+1+N”政策框架和
制度体系，编制完成《漯河市养老服务
体系和康养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漯河市中心城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
划》，建立健全“四同步”工作机制，做
好建成和新建居民住宅区的配建工作。
聚焦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痛
点”“堵点”“难点”，出台《漯河市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移交管理办法》《漯河
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万人助中心”活
动实施方案》等十余项指导性规定措施
和实施方案，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
政策支持和实施保障。

（下转02版）

守护最美“夕阳红”

消费增量提质 部门形成合力

我市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左图：海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老
人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排练节目。

书写美丽中国新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王 建 军） 8 月 14
日，市长黄钫主持召开全市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整改专项督察反馈问题交办会，
对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察反馈问题进行
交办，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扛稳扛牢责任，不折不扣、保质保
量完成整改任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
定向好。乔彦强、吴玉培等参加。

黄钫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全市上
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出台
并落实一系列攻坚举措，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但仍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
推进不均衡、部分问题整改标准不高等
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省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专题会议和专项
督察反馈会议精神，坚决扛牢政治责
任、切实转变思想观念、主动认领整改
任务，硬起手腕、痛下决心，从严从实
从快抓好问题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
位、见实效。

黄钫强调，要不等不靠，加快整

改。紧盯时间节点，不等不靠、立足于
早、立足于快，努力争取工作主动。对
于具备整改条件的，要采取有力举措，
确保在最短时间整改到位；对于不能立
即完成整改的，要明确整改措施和时
限，跟踪整改进度，争取尽快完成整
改。要杜绝作假，真改实改。加密执法
检查频次，加大监督执纪力度，严厉打
击弄虚作假行为，对表面整改、敷衍整
改、虚假整改的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
理，保持高压态势，形成有效震慑。要
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各县区、各相关

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
求，自觉担负起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
管责任，划小管理网格、明确责任到
人，督促指导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坚决
杜绝任何形式的工作棚架、责任悬空。

会议集中观看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警示片。乔彦强通报各县区、各相关部
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并“一对一”现场
交办。市政府与各县区、各相关部门

“一对一”签订专项督察反馈问题交办
单。

黄钫在全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察反馈问题交办会上强调

不折不扣整改突出问题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8月13日下
午6点，市区黄山路南段的一个鲜榨果汁
夜市摊前人头攒动。放橙子、摁开关、
接果汁……几秒钟后，一杯果香扑鼻的
橙汁就递到了消费者手中。摊主刘女士
表示，自从摆摊以来，每晚短短几个小
时的时间，销量均不低于100杯。一杯杯
果汁，是餐饮业回暖、消费持续复苏的
体现。

年初以来，我市消费复苏不仅有量的
扩大，还有质的提升、结构的优化。上半
年，我市石油及制品类、汽车类商品零售
额分别增长14.0%、19.9%，对经济拉动
作用明显。5月16日~18日举办的第二十
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吸引东盟10
个国家和全国26个省（区、市）的1142
家企业、237个采购团和2.3万余家采购商
参展参会，现场交易和线上线下意向采购

额达 473.07 亿元，众多“高、新、优、
特”产品集中亮相，充分印证了消费提质
升级的大趋势。

消费是畅通市场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
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作用，事关
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市坚持把恢复和扩大
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聚焦“扩内需、促消
费、稳增长”，以开展政府消费券发放活
动、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示范项目建设为
重要抓手，切实发挥商务部门在活跃消费
市场和助力消费内循环畅通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开拓创新、积极作为，着力提振广
大群众消费信心，全力推动经济稳步增
长。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390.1亿元，同比增长7.8%，增速居全
省第二位。

高位统筹，强化政策保障。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扩内需促消费各项工

作。起草并推动出台了《漯河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漯河市支持和促进电子商务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和《漯河市
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示范项目建设实施方
案》等政策措施，强力扩内需促消费。同
时，根据工作实际，制订出台了关于加强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
贯彻落实“保经营主体、保就业、保民
生、保增长”工作方案等政策措施，持续
激发消费潜力，活跃消费市场。

发放补贴，拉动消费增长。积极推动
开展政府消费券发放活动，先后开展两次
消费券发放活动，共核销资金6771.24万
元，带动消费10.35亿元。其中，汽车补
贴金额3406.2706万元，带动消费7.4亿
元。向工业企业员工发放定向电子消费
券，为56家企业4434人发放补贴133.02
万元。向困难群众发放爱心消费券，为
5.894万困难群众发放补贴1768.2万元。

示范带动，加快促消费项目建设。按
照《漯河市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示范项目
建设实施方案》要求，聚焦“食游购”等
重点领域，积极推动“十品百店”“文旅

美食双线游”“一城一会一基地”等示范
项目建设，带动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叫
响“食全食美·漯在其中”消费品牌。截
至目前，已初步建成61家“十品百店”示
范店。

多措并举，形成促消费合力。指导全
市各类经营主体在传统节日和新兴购物节
日开展直播带货等系列活动，取得明显成
效。指导漯湾古镇完善软硬件设施，争创
第三批省级步行 （商业） 街改造提升试
点。指导大商新玛特申报第四批河南消费
品牌集聚区。培育推动“万聚号”木梳和
郾城大酒店2家企业新获批第八批“河南
老字号”，全市“河南老字号”企业数量
增至4家。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
（漯河）电子商务园区入驻电商及配套企
业200余家，线上交易额突破65亿元，同
比增长12%。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申报省
级跨境电商孵化平台1家，邀请亚马逊全
球开店来漯开展专题跨境电商推介活动，
推动我市跨境电商孵化平台成为抖音海外
版全省首个服务商。冷链物流全省领先，
（下转02版）

本报讯（记者 张军亚） 8月
14日，我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省级初评见面会召开。市
长黄钫介绍我市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工作情况。省政府食
安办副主任、省市场监管局副局
长王建防出席并对此次省级初评
工作提出要求。市领导马明超、
周剑出席。

黄钫介绍了创建工作开展情
况。他说，漯河是首家中国食品
名城，食品产业占据全市工业的
半壁江山，食品安全直接关乎产
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安全，是“牵
一发动全身”的大事，也是必须
坚决守住的底线。国务院食安办
推荐漯河创建第四批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后，市委、市政府将
创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常
态化推进，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为引领，坚持高位推
动、精心组织实施，坚持明责履
责、凝聚创建合力，坚持全程监
管、筑牢安全防线，坚持创新引
领、推动产业发展，坚持全民参
与、共建共治共享，在全省率先
实现省级食品安全县 （区） 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全覆盖，食品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连续多年位居
全省前列。希望各位专家对我市
食品安全工作“把脉问诊”，多提
宝贵意见。我市将以省级初评为
契机，以“四个最严”为遵循，
持续强化“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先”意识，压实“两个责任”，
不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整
体水平。

王建防充分肯定了我市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成
效。他强调，此次省级初评是对
漯河近年来食品安全工作的一次
全面考评。各级各有关部门思想
认识要到位，强化责任落实，推
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问题查找
要到位，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揭
短亮丑，抓好立行立改；组织协调要到位，加强沟通对接，强化
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省级初评工作任
务。

会后，评审组对我市党政有关负责同志、部分市食安委成员
单位负责同志开展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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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之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二）攻坚之举：“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三）共生之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四）未来之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