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基材料产业

基地工程项目是我市

十大重点项目之一 。
连日来， 我市各级各
部门深入基地调研项

目建设， 帮助企业解
决困难和问题， 助力
复工复产。 图为 3 月
25 日，河南曦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 生产线正满负
荷运转。
本报记者 王莹 摄

□□ 要要闻闻简简报报
●4 月 3 日， 全市就业创业扶贫暨金融扶

贫工作推进会召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
建玲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今年是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时间紧、任务重。 就业
创业扶贫硬仗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强化

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建立贫困劳动
力稳定就业长效机制，扩大“应就业尽就业”“应
培训尽培训”范围，切实提高帮扶质量，巩固帮
扶成果，防止入贫、返贫现象发生，确保建档立
卡贫困户如期脱贫。 金融扶贫硬仗指挥部各成
员单位要用足用好金融扶贫政策，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带贫企业和贫困
户生产经营的信贷投放，支持特色扶贫产业发
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金融保障，确保我市
与全国一道如期实现高质量脱贫、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王庆红）
●4 月 4 日， 副市长郭智深带领有关部门

负责人深入一线， 检查指导全市清明节安保和
文明祭祀工作， 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工作人
员。 在市烈士陵园和长青陵园， 郭智深听取了
文明祭祀工作情况汇报。 他强调： 要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 做好人员登记和体温检测， 避
免人员聚集； 要积极倡导鲜花祭扫， 提供网络
化和人性化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寄托哀思的精
神诉求。 在濮上园和濮鹤高速公路濮阳站， 郭
智深向坚守一线岗位的公安民警表示慰问。 他
要求， 要认真落实各项既定的工作措施， 加大
巡逻力度， 提高见警率， 减少各类事故发生，
为濮阳全面复工复产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李世秀）

重点项目

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 段利梅）为进一步压实食品
安全工作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日前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健全食品安全
责任制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要求落
实“四个最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努力创建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持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是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 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 对本地食品安全工作负总责， 落实党政同
责， 实行 “一岗双责”。 二是严格落实部门工
作责任。 各级政府要依法依规制订食品安全监
管事权清单， 压实各职能部门在食品安全工作
中的责任。 农业农村、 市场监管、 粮食、 林
业、 水利等监管部门要建立全流程、 全链条监
管机制， 提高监管效能。 教育、 工信、 公安、
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各司其职、 齐抓共管， 统筹
推进食品安全相关工作。 发改、 科技、 财政等
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为食品安全工作提
供有力保障。 三是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
任。 食品生产经营者对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
责； 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 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和展销会举办者对入场 （入网） 食品
经营者的食品安全负管理责任。 要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法律法规、 标准规
范要求， 依法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确保生
产经营的食品可追溯，确保生产经营过程持续

合规，确保上市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对食品安全工作，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

要求。 以最严谨的标准保障食品安全。 以最严
格的监管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严把产地环境安
全关、 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关、 粮食收储质量
安全关、 食品加工质量安全关、 流通销售质量
安全关和餐饮服务质量安全关，建立“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链条、全过程监管体系。 以最严厉的
处罚震慑违法犯罪。落实“处罚到人”要求，采取
从业禁止、终身禁业等惩戒措施，对违法企业及
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等直接
责任人员进行严厉处罚，大幅提高违法成本。严
厉打击刑事犯罪，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危害
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依法从重判罚。 以最严肃的
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失
职失责、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的党员
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严格责任追究，压实监管
责任。

下一步， 我市要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为契机，全面推进食品安全工作。 到 2020
年年底，80%以上的县（区）达到省级食品安全
达标县（区）标准。 到 2022 年，我市达到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标准，一半以上县（区）达到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标准。 到 2035 年，食品安
全风险管控能力显著提高，“从农田到餐桌”全
过程监管体系运行有效， 食品安全状况实现根
本好转， 基本实现食品安全领域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从25岁到38岁，从一名基层客服到主管，再
到小区物业服务站站长； 从刚开始的默默无
闻，到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项目经理”；从
服务一个630余户居民的住宅小区，到如今管理
一个6200余户居民的大型小区， 刘彦霞用了13
个年头。

作为河南省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一

名物业站站长，刘彦霞走到哪儿，都是业主口
中的“好管家”。2015年大年初一，水景湾小区18
号楼东侧的供水管线突然破裂。 因为是春节
期间， 施工单位已放假， 根本找不到维修队
伍， 怎么办？ 时任该小区物业站站长的刘彦
霞闻讯穿上皮靴， 带着维修师傅就开始挖泥、
找漏水点。 寒冷的冬天， 绿化带的土已经冻
实， 挖起来特别困难， 不时有泥土、 冰块溅
到她的脸上、 身上， 凛冽的寒风把她的脸刮
得通红， 但她仍不停地寻找， 2个小时后终于
找到了漏水点。 她立即安排维修师傅拿方案、
买配件， 并再次与业主沟通， 就春节停水带来
的不便向业主致歉。 抢修成功、将水送上，已是
当天下午。 18号楼的206户业主感动得从家中端

出热气腾腾的饺子对她说：“刘站长， 您真是我
们暖心的‘好管家’。 ”那一刻，她流泪了。从事物
业服务工作以来，她已经5个春节没有和家人一
起团聚了……

被调到 2 万余人的玉兰花园社区后， 刘彦
霞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她带领客服组开展调查
摸底，把小区分成 A、B、C 三类，根据不同类别
制订相应措施。对业主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
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积极协调，限期向
业主反馈进度。 2019 年 3 月，一名长期欠缴物
业费的商户要搬家， 被前台人员发现并告知其
需要结清所欠费用，结果商户不但不缴费，还殴
打工作人员。刘彦霞闻讯赶到，反复向这名商户
讲道理。在她的耐心说服下，该商户不但结清了
所欠费用，还向被打的工作人员道了歉。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刘彦霞
连续 50 余天，每天 7 时前赶到小区，与物业员

工一起手提喇叭向业主宣讲疫情防控形势及出

入要求，不厌其烦地为业主答疑解惑，嗓子喊哑
了吃片药继续喊。因为门岗把控压力大，她还每
天站在门口带班执勤， 小腿浮肿了、 人冻感冒
了，但她依然坚持不离开现场半步，饿了就吃几
口方便面，每天坚守到 22 时才回家。 同事心疼
她，她总是说：“我是站长，是员工的精神支柱，
我如果只想着休息，员工会认为站长是害怕了，
不敢来上班了。 我必须冲在最前面， 带好头才
行。”家人担心地劝她：“你不要命了？”她说：“我
不是不要命，我是在保大家的命。 ”

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后， 买菜难成了社区居
民的一大难题。 刘彦霞多方联系菜农， 维持卖
菜秩序， 使居民及时吃上新鲜的蔬菜。 她还带
头给居家隔离的业主送菜和米面油盐。 她的举
动感动了同事， 打消了员工心中的顾虑。

本报记者 贺德敬 通讯员 李苒

本报讯 4 月 1 日，笔者走进台前县后方乡
玉皇岭村脱贫户王伟东的养猪场， 映入眼帘
的是整齐的标准化养殖棚， 生猪正欢快地吃
着食物。 “疫情防控期间， 我资金紧张。 农
行台前县支行信贷工作人员知道后，给我提高
了信贷额度，又给我发放了 10 万元贷款，解了
我的燃眉之急。 ”王伟东说。

前些年，王伟东家生活困难，为贴补家用，
他买了几头小猪仔在自家猪圈里养着。 半年
后，小猪仔长成了大肥猪。

王伟东想进一步扩大养猪规模，但缺少资
金来源。农行台前县支行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
融资需求后，当即发放信用贷款 5 万元帮其解
困。王伟东迅速发展成存栏 150 余头的养猪大
户，跑出了脱贫加速度。

台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该村第一书

记贺怀明介绍，脱贫攻坚开展以来，玉皇岭村
按照金融扶贫有关政策， 发挥村级服务作用，
积极协调发放小额贷款 135 万元，有效促进了
27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无独有偶， 家住吴坝镇吴坝村的许学珍，
同样在金融扶贫贷款的支持下成功脱贫。 56
岁的许学珍常年体弱多病，无法从事重体力劳
动，一家 6 口生活十分困难。

脱贫攻坚初期，台前农商银行吴坝支行工
作人员与镇政府工作人员在吴坝村宣讲扶贫

贷款政策。 了解到许学珍有养牛的想法后，台
前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及时为他发放 5 万元扶
贫贷款，帮助他发展肉牛养殖项目。

疫情防控期间，许学珍资金紧张，台前农

商银行工作人员及时上门服务，再次为其办理
小额扶贫贷款。 现在，许学珍养殖的肉牛数量
已达到 13 头，年收入 6 万元，一家人过上了幸
福生活。

据了解， 吴坝镇充分发挥镇、 村两级金
融服务机构作用， 坚持放管结合， 规范信贷
用途， 确保扶贫信贷资金放得好 、 收得回 、
高成效、 零风险。 截至目前， 全镇累计发放
小额扶贫贷款 500 余万元， 带动 97 户贫困群
众增收脱贫。

台前县金融工作局负责人介绍，疫情防控
期间，台前县积极推进金融扶贫工作，全力帮
助受疫情影响的贫困户尽快恢复生产，通过多
种方式了解贫困户的贷款需求，第一时间发放
小额扶贫贷款， 满足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需
求，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疫情防疫阻击战
提供了坚强保障。

截至目前，台前县累计发放小额扶贫贷款
3763 笔 1.74 亿元，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

（王为峰 赵尚元）

本报讯 3 月 30 日 ， 在全市 2019 年度总
结表彰暨 2020 年工作动员大会上， 清丰农商
银行获得 “营商环境建设先进单位” 荣誉称
号。

一直以来， 清丰农商银行在各级党委、政
府及省联社、市农信办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
改革与发展并重，坚守“三农”定位，服务实体经
济，持续加快金融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助推企
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全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
100.73亿元，其中涉农贷款占比 93.9%；累计为全
市 2000余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供信贷支
持 35.72亿元，为农民发家致富、小微企业振兴崛
起、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丰富产品拓宽融资方式。 该行先后推出商
贷通、微贷通、流水贷、纳税贷等 10 余种信贷产
品，拓宽融资方式，满足企业需求。 针对清丰县
主导产业———家具产业，该行创新与县江西家
具商会签约合作， 为商会 140 余家企业量身服
务、提升质效，受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认可，
获得商会赠送的锦旗。 优化服务缩短融资时
限。 在坚决执行“不压贷、不抽贷、不惜贷、不惧

贷，快受理、快调查、快审批、快发放”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行移动办公、 上门服务、 限时办结，
并将网点设在企业服务中心， 最大限度地便利
企业办理业务、 缩短融资时限。 下调利率压降
融资成本。 严格控制服务价格， 企业贷款除基
本利息外无任何其他收费项目， 并将贷款利率
由 9.5‰降至 7.5‰，为企业减费让利。企业在该
行开办代收代发、企业网银等业务，还可进一步
享受优惠政策。续贷制度缓解融资压力。出台小
微企业续贷制度， 贷款到期后临时存在资金困
难的借款人，如信用良好、经营正常、用途合规
等，即可办理续贷手续，降低其过桥资金成本，
缓解企业融资压力。阳光信贷树立服务品牌。实
施信贷廉洁承诺制度，通过电视、微信向社会公
布承诺内容及监督电话，并向客户发放“廉洁监
督卡”，进行廉政电话回访，督促员工廉洁办贷，
赢得了企业好评。下一步，该行将持续加大对民
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切实解决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全力推进普惠
金融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力。

（杨艳鹏 刘荷蕾）

本报讯 （记者 段利梅 通讯员 程申学） 3
月 30 日，我市召开 2019 年度总结表彰暨 2020
年工作动员大会，市民政局荣获 2019 年度市直
单位综合考评一等奖。

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该局 2019 年围绕
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瞄准“三个聚焦”，
履行“三基职责”，圆满完成各项责任目标。 在
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市民政局被表彰为
“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

聚焦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更加有力。 全面
实施农村低保、特困供养、两项补贴等政策，将
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纳入救助范

围，兜住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2019 年，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户享受社会救助政策 10.2 万人，发放
资金 1.74 亿元。 提升社会救助水平，城市低保
月标准提高到 520 元， 农村低保年标准提高到
3860 元，城乡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分别提高到
274 元、166 元， 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供养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 676 元，农村集中、分
散特困人员年供养标准分别提高到 7000 元 、
5020 元， 累计发放资金 4.4 亿元， 保障了 15.6
万名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提升兜底保障

精准度， 扎实开展低保领域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专项整治 ， 累计排查 93.4 万人 ， 为 434
人落实了低保政策。 我市做法受到省委主题教
育办公室肯定。

聚焦特殊群体，关爱保护更加到位。规范实
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发放补贴 6088 万
元，惠及 9.3 万名残疾人。 两次提高社会散居、
机构养育孤儿养育标准， 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
950 元、1350 元，并将保障范围扩展到高中以上
学历在校生，为 600 余名孤儿发放 617.8 万元。
加大无法查明身份受助人员的寻亲力度， 采取
网上公告、 采集比对 DNA 信息等方式成功寻
亲 188 人， 全年救助生活无着、 流浪乞讨人员
9284 人次 。 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 接收捐款
4318.26 万元， 发放 3989.6 万元， 救助 29426
人。

聚焦群众关切，养老体系更加健全。构建以
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养老服务设施更加健
全，乡镇敬老院开辟照护单元，探索实施失能半
失能老人、 困难家庭残疾人集中供养和托养新
路径。全市投入 1500 余万元，对 52 所敬老院进

行综合提升， 极大改善了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人
居环境。 新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35 个，为社区
居家老人提供服务。继续落实高龄津贴制度，百
岁老人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 300 元， 累计发放
4679.5 万元，惠及高龄老人 69367 人。

创新社会治理， 激发基层基础活力。 加强
指导， 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指导县区创建 39 个规范化社区， 完成 73 个村
改居，接收油田社区 38 个。强化社会组织管理，
建立“登记制”与“备案制”并行的社区社会组织
准入双轨制。 全市社会组织达到 1834 个。

优化社会服务，事务管理更加规范。推进婚
丧礼俗改革， 通过推行婚嫁彩礼 “限高” 倡导
标准、 开展拒绝高价彩礼婚前登记承诺活动等
方式， 引导群众抵制因婚因丧致贫返贫陋习，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 办理婚姻登记 3.8 万
对。 殡葬管理更加规范， 清明节、 中元节、 寒
衣节文明祭扫有序， 全市实现无焚烧 、 无燃
放； 落实惠民殡葬政策， 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
140 万元。 该局先后代表我市在全省推进婚丧
礼俗改革助力脱贫攻坚现场会、 全国婚俗改革
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荣获市直单位综合考评一等奖的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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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丰农商银行

我市出台加强食品安全工作若干措施

台前县：金融扶贫“不打烊” 跑出脱贫加速度

●截至目前，台前县累

计发放小额扶贫贷款 3763
笔，贷款金额 1.74 亿元，有

力助推了脱贫攻坚

（上接第一版）公司总经理魏小凯告诉笔者：“疫
情期间交通管控很严， 复工以后需要解决住宿
问题，加上订单积压、人员不够，当时我心急如
焚。 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到我们公司现场办
公，不仅解决了住宿问题，还给我们联系物流公
司，既保证了原材料顺利到达，也保证了产品顺
利出货。现在我们加大马力生产，争取把疫情耽
误的产量补回来。”目前，该公司 75 名工人全员
到岗，全面复工。

为解决企业“用工难”和“出行难”，南乐县
完善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援企稳岗措施， 积极
落实延期缴纳社保、 创业贷款发放、 就业见习
补贴等一系列援助政策， 同时为企业办理应急
运输通行证， 物资品类涵盖医用品、 面粉、 饲
料等。 恢复县内班车、 公交车运行， 为县域内
人员复工复产提供运输保障。开通客运班车，采
取“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协调办理包车手
续，满足外出务工人员出行需求。 截至 3 月 26
日，南乐县共转移就业 16.5 万人，就业率 90%。
积极保障本地企业用工， 为全县 326 家复工复
产企业组织保障上岗 1.4 万人， 企业在岗返岗
率 92%。

积极搭台，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从申报贷款，到与金融机构签合同，再到
放款，总共不到一周时间。这是我们办理贷款最
快的一次，利率也非常优惠。 这 5000 万元对于

我们来说，真是一场特殊时期的‘及时雨’。 ”3
月 25 日，南乐县禾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金
良激动地告诉笔者。

疫情期间，南乐县完善银企沟通桥梁，梳理
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各项政策，在遵照执行中央、
省、市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南乐实际， 加码制定
出台 《南乐县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企业发展措
施》， 对重点保障企业进行一对一联络对接，
破解企业 “融资难”。 截至 3 月 26 日， 南乐县
银行业金融机构已为企业发放 41 笔贷款、2.69
亿元，其中为 11 家涉及疫情防控及重点项目企
业发放贷款 1.02 亿元， 正在为 7 家企业办理
1.09 亿元的贷款手续， 助力企业顺利渡过疫情
难关。

下一步，南乐县将继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
落实 “六稳” 要求， 加强对主要经济指标运行
情况、 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生产运营情况的监
测分析， 因症施策、 精准发力， 以月保季、 以
季保年。 同时，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作用，
加强行业分类指导， 精准帮扶、 强力推进，切
实采取针对性的办法和举措， 提高企业复工复
产率。

“春光不等人，发展更不等人。我们坚持‘两
手抓、两手硬’，强力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和重点
项目建设，要把疫情耽误的‘春光’抢回来，奋力
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县委书
记刘冰坚定地说。 （黄津丽 刘玉娜）

刘彦霞：社区居民眼里的“好管家”

喜获 2019年度“营商环境建设先进单位”

瞄准“三个聚焦” 履行“三基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