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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城管委办公室

关于城市管理综合考评情况的通报（2017年5月5日—11日）

结合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案件处置情况、市容市
貌督查情况、环境卫生督查情况以及媒体曝光、领导批示
落实情况等，对三区以及办事处进行考核排名，现将结果
予以通报。

一、三区政府（管委会）综合排名

二、城区办事处综合排名

本报讯（闫鹏飞 何文学）为扎实推进精准扶贫，今
年以来，虞城县对脱贫攻坚工作再部署、再回头、再精
准，用好“四面镜子”，确保贫困户信息更准确、帮扶措
施再精准、脱贫力度再加大、脱贫责任再夯实。

用好细腻的“显微镜”，聚焦问题的“细微根”。该
县严格按照建档立卡识别标准，由包片领导带队，从各
县直机关抽调“精兵强将”逐村逐户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进行登门走访，交贫友结穷亲对所有贫困户进行全面、
详实、细致地“回头看”，逐户调查、比对信息、全面核
实、查漏补缺。

用好政策“放大镜”，培育内在的“精气神”。近年
来，返乡笔记、农村调研、乡村报道不断重复着同一个
常识：物质的贫困与文化的落后是一体两面，精神的安

放与脱贫的实现需要同步达成。该县多次组织乡、村、
组干部围绕省委出台的“五个办法、十个方案”和市委
出台的《商丘市脱贫攻坚“6633”晋位争优工作方案》
等 5个政策文件的要求，把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持
续投入到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去，形成脱贫攻坚的强
大合力。掌握产业扶贫、贫困学生助学等精准扶贫各项
政策，给群众做好宣传和引导，帮助农户根据实际情况
享受相应的扶贫政策，确保让精准扶贫政策家喻户晓，
并惠及到贫苦群众。

用好帮扶“近视镜”，开启由穷到富的“东大门”。
该县进一步健全帮扶机制，强化帮扶责任，提高帮扶成
效，切实解决帮扶责任人和帮扶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
题，真正让脱贫攻坚这项最大的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深入民心。
用好脱贫的“远视镜”，关闭返贫“二道门”。根据

到村入户核查结果，该县认真梳理扶贫成果和减贫成
效，了解贫困户的思想意识是不是有转变、帮扶是否取
得实效、脱贫后是不是有返贫的迹象，探索建立健全

“跟踪长效制”“服务一站式”“关注长远制”，切实让贫
困户真脱贫、脱真贫。

虞城县：用好“四面镜子”推进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进行时

5月17日，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批69
名入额法官身着法袍、面向国旗，举起右手宣读誓词，表示
要牢记神圣使命、牢记庄重承诺，不忘初心、守望公正。

本报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杨委峰 摄

家住夏邑县车站镇朱楼村的一名普通
农民刘存领，在县、镇、村的帮扶下，靠
勤劳的双手和不怕吃苦的精神，走出了一
条适合他自身发展的脱贫致富之路。昨
日，在村里举办的脱贫致富星级户评选会
上，他家被评为两星级脱贫户。

年过半百的刘存领，家庭经历坎坷。
2002 年妻子因车祸去世，留给他两个儿
子，家里还有年迈的老母亲。一家四口
人，全靠他打零工养活。2012年，通过邻
居介绍，刘存领再婚，娶了甘肃省平凉市
名叫张瑞霞的女人为妻，婚后却发现她患
有严重的精神病。邻居劝刘存领把张瑞霞
送回老家，可刘存领认为，既然结了婚，
就是自家人。于是他求亲访友借钱给妻子
看病，花了一万多元。

2015年，正当刘存领家庭困难重重、
生活走投无路的时候，镇、村干部走进他
家，帮他申请了贫困户，安排在村富才合
作社学习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勤劳的夫妻
俩通过种地、打零工，2016年达到了脱贫
标准实现了脱贫。2017年初春，镇党委书
记蒋东奇帮助他申请10万元小额贷款，流

转土地10亩，利用所学的大棚蔬菜种植技
术，建成10亩蔬菜大棚。眼下，大棚里的
黄瓜行情好的时候一天卖5000多元，差的
时候一天也有1000多元，短短几个月就收
回了成本。他又花3万多元在自家的3亩地
里种植了 200棵苹果树，考虑到长远经济
效益，他选择的品种是市场需求大、产品
价格高的烟台富士 6号。刘存领带着记者
看他苹果地里套种的洋葱，他说苹果 5年
才挂果，在苹果树下套种，采用“苹果+
洋葱+西瓜+白菜”的种植模式，同样是年
年都挣钱。在挂满黄瓜的大棚里，刘存领
搂住妻子的肩膀，要求记者给他们拍个
合影，妻子乐得合不拢嘴。

近几天，村里召开“脱贫致富星级户
评选会”，刘存领的致富经得到大家认可，
根据县里文件的标准，被评为了两星级脱
贫户。刘存领在会上胸有成竹地告诉乡
亲：“下回评选俺一定要争取评上五星，早
日奔向小康。”村民们看到刘存领劲头十
足，心里暗暗下决心，向刘存领看齐，早
日致富。有的村民已经租好了地，准备种
植大棚蔬菜。

刘存领：勤劳致富奔小康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侯庆庆

端午节将至，5月16日，商丘远洋实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
员带着粽子、面粉、油、水果等价值4000多元的礼品，送到
了示范区张阁镇敬老院，并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受
到了老人们的称赞。 本报记者 马晓伟 摄

5月17日，游客在民权县龙塘镇南许庄村
樱桃园内采摘大樱桃。近年来，该村大力调整
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大樱桃，亩产
500公斤，人均增收近2万元，带动全村贫困
户脱贫致富。眼下，500亩大樱桃已进入成熟
季节，每天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豫之岷 摄

大樱桃成了
“致富果”

据新华社郑州5月17日电 记者日前从河南省农业厅获
悉，为加强秸秆禁烧管控，河南今年计划新安装摄像头 2万
个，构建基本覆盖全省的“蓝天卫士”监控系统。

河南省提出持续强化秸秆禁烧工作，决不允许反弹回
潮，力争实现零火情。为此，河南继续采取严格的扣拨财力
经济处罚措施，以环境保护部提供的秸秆焚烧着火点和火点
经纬度为依据，以县（市）区为单位，每一个着火点，扣拨
相关县（市）区50万元。

“蓝天卫士”监控系统，是秸秆禁烧管控新举措，既可以
及早发现火点，及时排除险情，又便于责任追究，形成强大
的威慑力量。今年，河南计划安装2万个电子监控摄像头，目
前整体建设进度已达60%，各地正在加紧安装、调试，确保在
月底前全部安装到位。

河南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说，去年河南省永城、鹿邑、
汤阴等地安装了 1300 多个摄像头，通过实时监控，实现了

“零火点”目标，行政成本下降一半。根据前期调研，全省如
果建立起覆盖所有农田的“蓝天卫士”系统约需 3万个摄像
头，今年安装后可以覆盖全省70%的农田。

河南安装2万摄像头防焚烧秸秆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
17日表示，青年人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团中央目前正通过
创新创业大赛、设立青创板和全国青创投资联盟解决投融资
问题等10项措施，推进青年创新创业。

秦宜智 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党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2025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层面的青年发展规
划，是我国青年发展事业的重要里程碑。规划第一次鲜明提
出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
展”的理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丰富与发展。

他表示，规划对青年人的创业创新提出了一些新要求，
也提出了一些新措施。团中央正在通过抓意识、抓能力、抓
大赛、抓导师、抓投融资、抓园区、抓组织、抓电商、抓政
策落地、抓法规等10个方面推进青年创新创业。

他介绍，团中央举办的“创青春”中国青年创业创新大
赛目前每次可覆盖全国 2000多所高校、10多万个青年社会组
织，每次都有 10多万个项目参加。同时，还在全国层面建立
了包括企业家、风险投资人、银行从业人员、学校老师、研
究机构专家等组成的近万人创业导师队伍。

在抓投融资方面，团中央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合作，设立
了青创板。设立全国青创投资联盟，现有 40多家会员单位，
管理资金超过千亿元。团中央还与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
企业合作，大力推动农村电商工程，为返乡大学生、返乡务
工青年创造创业和就业机会。

团中央：

10项措施为青年“双创”添动力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日前印发了
《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通知》，
明确对10类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

这10类行为是：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1
年内累计发生3起及以上造成人员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的；未按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擅自开展生产经营建设
活动的；发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职业病危害严重超
标，不及时整改，仍组织从业人员冒险作业的；采取隐蔽、
欺骗或阻碍等方式逃避、对抗安全监管监察的；被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仍然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瞒报、谎报、迟
报生产安全事故的；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等高危行
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生产和使用的；矿
山生产经营单位存在超层越界开采、以探代采行为的；发生
事故后，故意破坏事故现场，伪造有关证据资料，妨碍、对
抗事故调查，或主要负责人逃逸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技
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或证明，违规转让或出借资质的。

10类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
将被联合惩戒

5月17日，环卫
工人在长江路与神火
大道交叉口用高压水
枪清洗栏杆及路面。
自5月份以来，市区
杨絮进入季节性播散
阶段，市城管执法局
环卫处组织人员和车
辆对飘絮较为严重的
路段进行冲刷清洗，
降低杨絮对市民出行
的干扰。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全国各地将开展一系列活动，力争
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倾听
历史留存在这里的动人故事。

近年来，为了方便人们领略各
国文化瑰宝的魅力，各家博物馆都
结合自身情况推出特色服务。这一
系列举措中，“免费开放”或许是
最具吸引力的。据统计，我国已有
4000 多 家 博 物 馆 对 公 众 免 费 开
放，将文化惠民政策落到了实处。

毋庸置疑，免费开放改变了以
往博物馆“冷冷清清、乏人问津”
的状况，值得在全国各地推广。但
在此基础上，博物馆仍有进一步改
进服务的空间，比如一些展品缺乏

必要的说明、参观通道比较狭窄、
展厅灯光有些昏暗、讲解照本宣科

“不接地气”……公众对博物馆的
“吐槽”，反映其改进服务不是免费
开放一项就可以满足的。

走进一家博物馆，不少观众的
第一选择是赶往“镇馆之宝”前抢
占有利地形，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后
转发“朋友圈”，而对展品背后的
故事和博物馆其他展览未能仔细品
味。这种现象与参观者的文化趣味
有关，也与博物馆“讲故事”能力
不足有关。如何针对不同需求灵活
安排讲解内容，根据人流数量设计
合理的参观路线，精心布展让文物
自己“讲故事”，以及利用科技手

段方便观众获得有关文字和图片资
料……免费开放以后，博物馆的

“任务清单”还很长。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

的殿堂，这里展示的藏品，凝固着
千百年的岁月沧桑，是先人留下的

“家书”，记录着人类历史的过去，照
耀着未来的前行方向，值得人们在
此细细品味。背负着重任，博物馆的
事业前景十分广阔，而只有念好“服
务经”，才能赢得观众，赢得未来。

博物馆要靠改进服务赢得观众
□ 施雨岑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
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助力健康扶贫工程、加快脱贫
攻坚，我国各地推动建立健全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兜底保障机
制，形成了统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健康扶贫
补充保险等各具特色的保障措施，切实减轻了农村贫困人口
医疗费用负担。到 2020年，贫困地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保障。

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靶向治疗”。我国2016年启动健
康扶贫工程，一年来，全国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
比例已经提高5％以上。为加强保障网建设，在地方层面，四
川省从中央和省级财政基本医保新增补助资金中，按照农村
参保人数和人均 10 元的标准，在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新农
合）基金中专门设立专项经费，对贫困患者县域内住院治疗
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予以全额报销，2016年四川省贫困患
者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93%。

治穷先要治病，罹患大病的医疗费用支出是导致因病致
贫的主要原因。采用医疗财政兜底、分类救治的做法，能有
效防止疾病拖垮困难群众。安徽省在倾斜基本医保政策的基
础上，设定“351”兜底保障线，农村贫困人口在县域、市域、省
域内医疗机构就诊，个人年度累计自付费用分别不超过0.3万
元、0.5万元和1万元，剩余合规医药费用全部由政府兜底，安
徽省2016年贫困患者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85%。

为了破解因病致贫痼疾，多地还探索医疗商业补充保险
模式提高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江西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为农村贫困人口购买每人每年 90元的健康扶贫补充保险，经
城乡居民医保（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偿后，剩余部分由健康
扶贫补充保险再补偿90%。

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副司长刘魁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按
照《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的要求，采取有效
措施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到 2020年，贫困地区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得到及时有
效救治保障，个人就医费用负担大幅减轻。

2020年大病救治覆盖
全部农村贫困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