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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市残联督查组陆续深入多个乡镇街道，督查贫困重度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情况。通过入户走访抽查，检验改造项目及施

工质量，现场就相关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问题得到解决，切实改

善残疾人生活环境，提高残疾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同时也扎实推

进我市脱贫攻坚工作，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但家庭中的无障碍设施是改造好了，公共场合的相关设施也

需时常维护。近日，笔者在广育路街头看到，一些盲道被汽车、共

享单车以及各种杂物侵占，不少标着“无障碍”的卫生间常年封

闭，部分无障碍设施维护不到位、设计存在问题……无障碍设施

的现状不容乐观，凡此种种，让残疾人出行之路又是障碍重重。

无障碍设施是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一些特殊社会成员

通行安全而建设的，包括无障碍通道、电梯、洗手间等，全国各

地对此都很重视，这不但体现了对特殊人群的关爱，更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相关部门要切实担负起管理的责任，要

加强常态化管护，开展定期“体检”，及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让

残疾人使用起来更安全、更放心。例如遇到汽车占用盲道就要

严格执法、公共卫生间的“无障碍”侧位要及时开放、无障碍设

施要经常维修管护；作为市民一员，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自觉维

护公共无障碍设施、不占用盲道，为残疾人同胞献出一份关心，

为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量。

无障碍设施不能形同虚设，城市治理的本质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而在公共服务系统中，对那些特殊群体的关怀是一个重要内容。无障碍设

施的管理与维护作为残疾人与失能人士关怀的硬件基础，体现着一座城市

的关怀指数，也体现着一座城市的良心，再怎么精细管理都属题中之义，不

能任由其滋生风险。精细管理维护城市的无障碍措施，

给残疾人群体充分的人文关怀，对构建文明和谐城市

来说是全社会需要面对的一道必答题。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通讯

员 潘俊召） 为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

作，全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确保

贫困搬迁人口“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近期，

骑岭乡围绕推动搬迁群众生计方式的非农转

变，全员培训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促进群众充

分就业。

骑岭乡扶贫办结合黄庄村“两委”，兵分多路

用两周时间逐户走访安置点住户，了解家庭生产

生活情况，登记各个家庭劳动力情况，在安置点内

广泛宣传公益性岗位政策，提高群众知晓率。经与

市人社局协调沟通，在科教园区安置点内设置了

转移就业协管员、楼长、卫生保洁员及日间照料员

等 4 类公益性岗位，第一批安置搬迁劳动力 27

人，目前均已上岗，分布在骑岭乡政府、黄庄村“两

委”、人社局和黄庄村富民家园内，每人每个月能

够稳定增收 500元以上。目前，第二批已申请 40

多人，正在资料申报阶段。

过去，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而今，换一方

水土富一方人。“齐心铺就幸福路，携手共建新家

园。”富民小区一栋楼房山墙上红彤彤的大字，显

得格外苍劲有力。

骑岭乡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我种的这片花椒林大约有 2亩，前

几年大峪镇政府和林业局免费为我提供

花椒苗，种上前三年，林业局还给了我

1200元的补助。去年是我第一次采摘，

卖了 3000多元，今年的长势比去年好，

预计采摘后能卖 5000 元左右。”7 月 7

日，在大峪镇十岭村的一处山坡上，该村

贫困户李会乾望着又肥又红的花椒粒，

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在全市脱贫攻坚工作中，林业局主要

承担着发展地域优势突出的特色林果产

品、花卉苗木等为重点的特色经济林种植

业，通过流转土地和贫困户务工，带动群

众脱贫增收。根据这一目标，近年来，市林

业局紧紧围绕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总体部

署，充分发挥林业行业优势，大力实施林

业行业扶贫项目，助推脱贫攻坚。

种下“摇钱树”，脱贫有保障。市林业

局根据我市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将花椒、

蚕桑、核桃等特色种植列入产业扶贫重

点支持范围。通过调研考察，2019年在

全市完成栽植花椒 5000亩、蚕桑 3000

亩、核桃 600亩，建成特色林业产业扶贫

基地 12个。全市共 11个贫困村村集体

发展花椒种植项目，共种植花椒 2664.8

亩，发放村集体花椒种植奖补资金 176.4

万元。同时，市财政对贫困户种植特色经

济林，原则上每户每类种植品种面积不

低于 1亩，奖补 400元 /亩（在林业补助

政策基础上，再连续补助 3年），提高贫

困户种植管理积极性。仅在 2019年就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特色经济林进行奖补，

奖补面积 2337.55亩，奖补金额 93.502

万元，受益贫困人口 3700余人。

近年来，市林业局将建设扶贫产业

基地作为产业扶贫工作重点，建设有焦

村镇蚕桑、大峪镇花椒、寄料镇花椒、夏

店镇连翘等 20个特色经济林基地，这些

产业基地均带贫 10户以上，通过流转贫

困户土地和吸纳务工等手段增加贫困户

的收入，累计在全市完成栽植花椒

10000亩、蚕桑 5000亩、核桃 1200亩，带

动贫困人口 2500余人。

发展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持续增收。

2020年，新认定汝州市级扶贫龙头企业 8

家，推荐河南省蓝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河

南绿鑫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河南九峰

山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为市级扶贫龙头企

业，累计带动贫困人口 550余人。

开展向贫困村送果树、送技术活

动。各帮扶单位免费向贫困户提供胸径

均为 4公分以上的带土球苗木，每户至

少 3棵，在房前屋后、空坪隙地、乡村道

路植树绿化。截至目前，全市 63个贫困

村已全部完成果树栽植任务，共栽植果

树 8 万余棵，受益群众 2.2 万余户，其

中，受益贫困户 5000余户。加大对贫困

村林业技术骨干和林农的技术培训。市

林业局选拔培养一批活跃在林农身边

的“看得见、问得着、留得住”的乡土专

家和技术能手，通过现场授课、远程网

络培训等方式，提高乡土专家和技术能

手的技术水平，如今，这些乡土专家和

技术能手在乡村林业发展中已经发挥

了关键性作用。

维护造林绿化成果，提升林木管护

力度。2018年 10月，从全市各乡镇选聘

村级贫困户护林员 253人，在每年 11月

1 日至次年 4 月 30 日的防火紧要期开

展森林防火，为护林员发放工资标准为

600元 /月，人均共计 3600元。2020年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护林员共 148 人，

发放工资资金 53.28万元，目前已全部

拨付到位。

“我目前在蓝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务工，近期每天的工作是采桑叶、炒制桑

叶茶，在这里一年四季活不断。上班一天

工资 60元，如果加班的话 1小时还能多

给 10元，基本上每月收入都在 2000元

左右。”谈及林业扶贫带来的好处，家住

焦村镇靳村的焦素梅高兴地说，别小看

这 2000元钱，这可是她家俩孩子上学期

间的全部生活费。

通过几年的耕耘，林业扶贫领域已

形成成熟的政策，受到广大贫困群众的

欢迎，贫困户参与林业行业扶贫热情高

涨。生态护林员为全市林业防控监测体

系发挥重要作用，林业特色经济林基地

建设达 20个，累积发展特色经济林面积

达 2万余亩。林业行业扶贫正在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发挥着重要作用。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来，我喊 1、2、3，大家一起用力往上抬啊！”

“1、2、3走！”伴随着一声声吆喝，一台四五百斤

重的铁家伙被 4个壮劳力抬进了焦村镇靳村桑

葚园生态基地，贫困户毕少溦看着这个从市济

仁糖尿病医院救护车上卸下来的饲料脱粒机，

无比激动，不停地表达着感激之情：“咋感谢你

们才好，这真是雪中送炭，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

燃眉之急……”

原来，毕少溦因残致贫，近几年在党的扶贫

政策扶持下，不怕吃苦，想尽办法筹资建起了桑

葚园生态基地。后经过考察又利用基地搞养殖，

目前养鸡 5000多只，都已进入产蛋期。毕少溦需

要把采摘储存的桑叶磨成粉，加入到桑叶鸡的饲

料里，这样喂养的鸡天然绿色无公害，鸡蛋营养

价值还高。但眼看桑叶已采摘，购买饲料脱粒机

款筹不到位，没有脱粒机，这么多桑叶浪费掉太

可惜了，毕少溦十分焦急。

这一情况被大家了解后，由市司法局驻村

工作队“牵线搭桥”，市济仁糖尿病医院出资购

买的一台饲料颗粒机很快就运了过来。“别看这

铁疙瘩脱粒机不起眼，它可是我的宝贝疙瘩！”

毕少溦连连感谢。

据悉，2016年，市司法局扶贫工作队驻村

后，与村“两委”定下了以发展果桑、蚕桑种植、养殖的脱贫

思路后，建起了 240亩的桑蚕扶贫基地。2017年，在河南

农业大学的技术支持下，靳村开始在桑林间发展养鸡、养

鸭，将秋季收获的桑叶磨成粉，加入鸡鸭饲料中。目前，靳

村共有桑叶鸡 10000多只，桑叶鸭 12000 只，还建成了桑

叶茶制茶车间、缫丝车间、蚕丝被生产车间，同时生产果桑

酒、果桑干红、果桑醋、桑叶挂面、桑叶蛋、蚕蛹等 10多个

特色农产品品种，其中果桑已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桑叶

茶等相关产品绿色食品认证正在开展。村里的 75户贫困

户均参与产业发展，已实现脱贫 70 户，贫困发生率由

2016年的 15.5％下降到 0.67%。

如今的靳村正在实现由贫困村到美丽乡村的蜕变，只

见桑树枝叶茂盛，迎风招展，桑树下鸡鸭成群，别有一番恬

淡的田园风光景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7月 8日，记者在米庙镇于窑村扶贫车间内看到，工人们正在

加工生产运动裤。该扶贫车间共安排 100名当地村民就业，其中贫

困村民 40名。 郭营战 摄

我市召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通讯员 张亚哲） 7月 8日，

我市召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进会。会议传达了 6月 16日平顶

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通报了我市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并安排部署近期相关工作。市领导范

响立、李应席出席会议。

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莅汝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7月 8日，省淘汰落后产能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工信厅产业政策处副处长许良一行莅汝，调研指导

我市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情况。市领导姚军柱、汪聚涛陪同调研。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通讯员 孟鑫磊） 自 7月 8日
起，市统计局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健全统计违法举
报工作制度，提高发现统计违法违纪案件线索能力，将通过设立统计违法行
为举报电话（0375-3320529，0375-3321149）、电子邮箱（ruzhoutjj@163.com）
等方式，接受社会各级、各界人士及统计对象的监督举报。

对发现统计对象涉嫌统计违法的，统计局执法监察大队按程序处理，

对举报信息初审并核实，对市统计局党组批准立案查处的举报，将组成检
查组对其查处。对于实名举报并留有联系方式的，经查实后确实存在统计
违法行为，该局将把处理结果以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执法人员在案件办
理过程中对举报人员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

除电话、邮箱外，广大市民还可通过邮寄信件等方式举报，通讯地址：
河南省汝州市丹阳中路 252号市统计局，邮政编码：467599。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焦若莹 王婉璐）
记者从市人民医院获悉，自 7月 8日起，市人民医院启动新冠肺炎酸检测
服务，面向社会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及新冠病毒血清学检查。

具体检测时间：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7:30（周日正常上班）特
殊时间可电话预约，咨询、预约电话：6030188 7025676。

检测费用：（一）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检测费 65元、相关试剂 30.66元，

共 95.66元 /次；（二）血清抗体检测：检测费 5元、试剂 13.8元，共 18.8元 /
次；（三）采血费：4.8元；合计为 119.26元 /次。

检测地点：朝阳西路 120号汝州市人民医院 2号楼后核酸检测采样点。

我市行业扶贫系列报道之林业局篇

林业人一帮，“绿了一片 富了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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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榭水郡附近，一只狗狗没有牵绳，与其主人

的距离较远。
在双拥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一只没有牵绳

的狗狗正在四处溜达，其主人不见身影。

在广城路与城垣路交叉口，一只没有牵绳的狗

狗正在溜达。
在广成东路，市民遛狗没有牵绳。

在丹阳公园内，市民遛狗没有牵绳。 在朝阳西路，一位市民遛狗没有牵绳。 在万汇城附近，市民遛狗没有牵绳。在双拥路，一只没有牵绳的狗狗。在钟楼菜市场，一只狗狗正在随地大小便。

在青龙街，一只狗狗正在四处溜达，其周围没

有主人的身影。

我给“创文”提个醒
7月 8日至 9日，市创文指挥部宣传组会同融媒体中心，对我市城区内不文明养犬现象进行督导，发现在我市广成路、城垣路、双拥路、钟楼市场等主要路段、市场出现遛狗不牵绳、狗狗随地大小便、只见其

狗不见其主人等现象。在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背街小巷、商业街、公共广场、公园等测评点位都要求无不文明养犬现象，对标体系，我们的差距还比较大，责任单位要尽快出台管理办法，规范养犬行为。广

大市民要做到遛狗牵绳；引导狗狗不要随地大小便、避让他人，特别是老人和小孩；遛狗时要随身携带卫生纸或者塑料袋等。做一个文明的养犬人，为我市创文贡献一份力量。 创文报道组 摄

市统计局

通畅统计违法举报和受理工作渠道

我市又添一核酸检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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