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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俊霞
出席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的住漯省政协委员对养老事
业格外关心，省政协委员、市
政协副主席罗伟民提交了《推
进老年餐厅建设 不断提高养老
助餐服务质效的提案》。

罗伟民在调研中发现，虽
然全省各地在兴办社区食堂方
面都作了一些有益探索，但受
物价、人力成本、服务方式、
管理模式等因素影响，社区食
堂提供的老年人助餐服务质量
并不高，老年人就餐不方便、
饭菜不可口、营养不全面等问
题仍然困扰着养老产业发展。

为此，他建议：
一要加强政策引导，抓好顶

层设计。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家庭
尽责的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机
制，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做好
辖区老年助餐服务工作的资源
统筹、组织实施等工作。加强
农村地区老年助餐服务，依托
有条件的村级睦邻（邻里）互
助点或农村幸福院开办老年食
堂、设置老年助餐点等，探索
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
扶等模式，灵活多样满足农村老
年人助餐服务需求。同时，加大
对老年助餐的补贴力度。

二要坚持因地制宜，合理
布局助餐点。现有资源和适度
新建相结合，完善老年食堂、
老年餐桌、老年助餐点等老年
助餐服务设施配置，优化功能
布局。将老年食堂纳入15分钟
生活圈，优先规划建设通向老
年食堂的无障碍步行通道、雨
廊以及其他适老化配套公共设
施。重点发展具有中转功能的
配送点和助餐点，形成“一碗
汤距离”的老年助餐服务模
式。支持在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和设施、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
增设老年食堂服务设施，完善
社区服务功能。

三要拓宽运营渠道，探索
多种模式。探索中央厨房+助餐
点服务、餐饮企业+社区门店等
模式，鼓励餐饮企业、食品企
业参与建设和运营老年助餐服
务设施，支持有条件的机关企
事业单位食堂提供老年助餐服
务，引导物业服务企业为送餐
进小区、老年人就近取餐、上
门送餐提供便利。探索发挥互
联网平台、物流企业等作用，
为老年人送餐实现线上预订+站
点配送。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
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
捐助等方式参与老年助餐服
务。鼓励支持村（居）委会动

员党员、志愿者为社区行动不
便的老人提供精准送餐服务。

四要加强服务监管，确保
食品安全。完善老年助餐服务
食品安全保障、监督考核、应
急处置、责任追究等制度，建
立并落实食材进货查验、无接
触配送、餐饮具清洗消毒、食
品留样、餐厨垃圾处置等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对助餐点实行
备案管理，严格执行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定期对工
作人员开展食品安全培训。鼓
励社区工作人员和驻地单位、
居民小区志愿者及社区居民代
表参与食品安全检查。

提高养老助餐服务质效

■本报记者 张俊霞
近年来，预制菜产业迎来

高速发展阶段，全国各地纷纷
布局，呈现井喷式发展。省政
协委员娄晓宇一直关注预制菜
产业的健康发展，并在省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提交了
《促进预制菜产业园区＋产业链
融合发展，让“豫”制菜引领
市场的提案》。

娄晓宇在调研中发现，
《2022 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
白皮书》 显示，2022 年中国
预制菜市场规模已达 4196 亿
元，预计2023年可达到5165
亿元，并且在 2026—2028 年

间成为万亿级的大产业。在
预制菜产业发展上，我省与广
东、山东等发达地区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
原因：一是政策支持和投入不
足，缺乏预制菜龙头企业，需
要在产业扶持力度、企业数
量、上市企业数量与规模、产
业园区建设投入等方面持续发
力。二是预制菜产业技术人才
培养机制不健全，迫切需要具
备食品安全保障、感官品质控
制、营养与保健知识、速冻
解冻技术、包装材料与技术
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目前
我省缺乏专门培养预制菜复

合型人才的机制，不能满足
市场需要。三是预制菜企业
产业体系发展不明显，存在
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低、产
品相对单一、更新过程较慢
等问题，同时需要先进的仓
储物流体系及冷链运输技术
支撑。四是预制菜企业质量
管控不完善，预制菜在感官
品质、食材分量、产品卫生
等方面与消费者的预期存在
一定差距，抗风险能力较低。

娄晓宇建议，要促进预制
菜产业园区＋产业链融合发
展。一是健全机制支持预制菜
产业发展和研发能力提升，政

府相关部门要针对预制菜发展
制定政策，搭建食品研究机构
与高校支持平台，紧跟市场
需求增强产品研发能力，引
导和支持预制菜产业园区和
相关产业链完善和发展。二
是加强预制菜企业体系和产业
标准建设以及预制菜产业标准
体系和企业体系建设，做大做
强预制菜产业，形成产业优
势，打造产品新名片。三是全
面落实预制菜安全管控责任，
加强对预制菜生产环境、设备
卫生及员工行为有效管理，
保证预制菜的质量安全，真
正把预制菜的安全作为食品

行业的生命线，赢得广大消费
者对预制菜的信任。四是逐步
细分预制菜市场，积极探索以
全国各地特色食材、药材为原
料的差异化和精品化发展路
线，采用先进的杀菌技术和包
装技术手段、走短保质期路线
占领高端市场。根据各地菜系
的特色，选择一些适合预制
加工的菜肴巩固普通市场，
与大型商业区、居民社区、医
疗单位合作，对特殊人群如孕
妇、哺乳期妇女、慢性病患
者、有基础病的老年人等有
特殊需求的群体进行预制菜
供应。

让“豫”制菜引领市场

1月25日，全市乡村振兴系
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贯彻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全省乡村振兴局长会议和市委八
届五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全面总结2023年全市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工作，细化安排2024年工
作重点。

会议指出，2023年，全市乡
村振兴系统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认真落
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
绕“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立
足“单项工作争第一、整体工作创
先进”，不断对标对表补短板、强弱
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市
脱贫人口、监测对象人均纯收入分
别达到18819元和13782元，牢牢
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先
后成功承办两次全国现场会、两次
全省现场会，在全国、全省会议上
作典型发言七次，动态监测帮扶、

“雨露计划+”就业、消费帮扶、就
业帮扶等工作案例获评全国典型案
例，《人民日报》先后三次报道我市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经
验、做法，市委书记秦保强、市长
黄钫对这一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会议强调，2024年是新中国
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意义重大。全市
乡村振兴系统要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
就是冲刺”的竞进姿态，纲举目
张做好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
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漯河“三
城”建设、为漯河更加出彩添彩
贡献乡村振兴力量。

会议要求，要守牢“一个底
线”、做到“两个提升”、抓好

“五项重点”。守牢“一个底线”，
即持续健全完善防止返贫监测帮
扶机制，加大走访排查力度，增
强监测的及时性，提高帮扶的精
准度，切实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守牢防返贫底线。做到“两个提
升”，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吃
透把准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抓紧弥补知识缺
陷、能力短板、经验弱项，不断
提升能力。扎实开展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责任、政策、工作

“三个落实”情况专项治理，及时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落
细落实各类帮扶政策，以“民生
力度”提升群众“民心温度”，持
续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抓
好“五项重点”，即突出抓好产业
就业，多渠道促进群众稳定增
收；抓好行业政策宣传落实，确
保帮扶成效；强化项目资金资产
管理，充分发挥资金项目推动发
展效应；抓实问题整改和风险防
控，力戒形式主义；完善工作机
制，抓好重点工作跟踪问效。

李永恒

全市乡村振兴系统
工作会议召开
细化安排2024年工作重点

1月 22日，临颍县纪委监
委在蒋先云纪念园追忆革命历
史、缅怀革命先烈，开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民主生活会。

为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临颍县纪委监委
领导班子成员在临颍县第一个
县委旧址召开主题教育暨教育
整顿专题民主生活会，并先后
到蒋先云纪念园、谷迁乔纪念
馆参观学习，追忆革命历史，
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红色精神。

在蒋先云纪念园、谷迁乔
纪念馆参观学习后，该县纪委
监委班子成员面对谷迁乔烈士
纪念碑庄严宣誓，表示要以此
为契机，继承先辈遗志，赓续
革命精神，以刀刃向内自剜腐

肉、动真碰硬解决问题的自我
革命精神，把“当下改”和

“长久立”深度融合，抓好问题
整改落实，持续巩固学习成效。

“缅怀革命先烈，汲取榜样
力量，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体
会到幸福来之不易。纪检监察
干部要向英烈学习，赓续红色
血脉，强化责任担当，牢记初
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
身到纪检监察事来中来。”该县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
委主任杨永新表示，将深入挖
掘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廉洁元
素，进一步推动廉洁文化与红
色故事深度融合，用勤廉文化
浸润初心、滋养初心，打造一
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
军。 黄丽丽 谷旭丽

临颍县纪委监委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精神

1月26日，郾城区沙北街道嵩山社区开展“丹墨飘香迎新年 廉洁春联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1月28日，市民在会展中心年货市场购买年货。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市大街小巷的年味儿越来越浓，置办

年货成了家家户户必做的事。各个市场、商场、超市也提前进
入了“春节模式”，一派红红火火迎新春的景象。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2023年以来，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多措并举，绷紧安全弦、
拧紧安全阀、织就安全网、系好
安全带，从严从细把好安全关。

该区扣紧企业主体“责任
链”，狠抓重点领域、重点时
段、重点环节的隐患排查；对照
高标准，实行重点行业“专家会
诊”。年终岁尾安全生产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排查
重大事故隐患17项，已全部整

改到位，确保隐患排查整治无死
角。

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台账，明
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效、整改
措施，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销号实行闭
环管理。该区组织企业开展自查
自改和集中治理行动，要求企业
及时整改行动中发现的重大事故
隐患，对行动开展不力、重大隐
患整改不到位、问题突出的重点

地区和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督导巡
查，确保整改到位。

该区成立督导检查组，常态
化对两镇、各行业主管部门及重
点行业领域开展督导检查。截至
目前，共开展督导检查4期，制
发督查通报3份，发现人员密集
型场所、城镇燃气、仓储物流、
养老机构等行业领域问题 39
个，已全部完成整改。

刘晓丽 赵星晨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多措并举把好安全关

2023年以来，天桥街道漓
江路社区在天桥街道纪工委的
引领下开展一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使群众深度参与社区工
作，让居民真正行使监督权，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调动群众参
与居务监督的积极性，强化群
众监督质效，真正做到让强监
督推动基层服务走深走实，让

“一事一议、一事一评、一事一
馈”工作推动更有力，落实更
到位。

天桥街道纪工委在日常监
督工作中多层次、多渠道、多
角度征求意见、梳理建议，让
居民对工作的监督更广更全。
坚持服务居民“零距离”，落实
居务监督公开化、广泛化，通

过走入居民身边、走进居民家
中等形式收集居民“微心愿”。
收集上来的居民“微心愿”还
涵盖了一些好的社区建设和基
层治理的意见建议。此举让群
众的“金点子”变成了社区治
理的“金钥匙”，推动了纪工委
监督工作走深走实。

张开羽

天桥街道纪工委

强监督促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月28日，郾城区龙塔街道巴山路社区在天鑫现代城举办了“天鑫
人·一家人”春节联欢会。联欢会节目均由该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
有歌舞、戏曲等。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近日，为保障困难群众温暖
过冬，临颍县皇帝庙乡纪委充分
发挥监督“探头”作用，紧盯
2023年困难群众温暖过冬物资发
放全过程，切实推动惠民政策落
实到位。

入冬以来，皇帝庙乡纪委按
照村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工作要
求，通过查阅2023年全乡特困供
养人员相关工作台账、查验物资
领取签字花名册等方式核实发放
对象真实性和准确性，并对政府
物资采购相关制度执行情况、物
资质量等全程把关，确保各类物

资符合质量要求。
该乡纪委紧盯保障政策落实

情况和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
题，全程参与物资发放，督促分
管领导和包村领导强化责任意
识，精心指导各村按照程序、时
限落实工作，并通过入户走访、
电话抽查等方式详细核实发放对
象的物资领取情况，坚决杜绝优
亲厚友等现象发生，确保物资发
放公平、公正。

截至目前，全乡100户困难
群众温暖过冬物资已发放完毕，
涉及金额3万元。 孟士琦

皇帝庙乡

发挥监督作用
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月26日，市杂技艺术中心在顺河街街道戏楼后街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服务站开展“精彩杂技进社区 文化惠民过大年”活动。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