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24 日 ，濮
阳县卫健委组织全系统医

疗卫生单位及民营医院 38
名宣传信息员，9 点至 18 点
在濮阳市中医医院濮阳县

医院多媒体会议室集中收

听收看健康报社卫生健康

传播云峰会直播盛况。
此次 2022 健康报社卫

生健康云峰会交流活动，由
健康报社副社长张蕾主持，
健康报社总编辑孙伟致辞，
分别由健康报社总编室主

任李天舒、健康报社资深记
者张磊讲述抗疫报道采写

心得 ； 由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五
家医院负责宣传工作的领

导进行分享抗疫宣传工作

经验； 北京市、 内蒙古等 5
省（区、市）卫生健康委宣传
处处长宣讲 “弘扬抗疫精
神、凝聚宣传力量”；由山东
省第三人民医院、南宁市第
二人民医院等 7 家医疗机
构院长书记畅谈“赋能品牌
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由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宁

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等 5 家医疗机构宣传部部长讲
解“激发策划动能、升级机构形象”。 整场交流会采
取线上形式在全国卫健系统范围内实时直播，规
格高、范围广、内容新，对开展基层新闻宣传工作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所有与会宣传信息员精神状态饱满、 学习兴
致高涨、会场秩序井然，直接将中医医院提供的午
餐带到了会议室， 大家边吃饭边收看交流会。 会
后，来自县人民医院的李亚辉、海通乡卫生院的杨
金巧、仁济医院的任晓慧，现场分享学习心得和工
作体会， 县卫健委健康教育和宣传股股长王宏振
结合上级工作要求和濮阳县实际，安排了 2022 年
下半年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宣传工作。

（全媒体记者 谷爱素
通讯员 王宏振 杨晓艳 赵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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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当前黄河防

汛工作，6 月 28 日，濮阳第一
河务局结合所辖河段实际 ，
加强调水调沙期间工程观测

防守，确保防洪工程安全。
该局河势观测人员坚持

24 小时防汛值守外， 密切关
注工情 、水位 、河势变化 ，特
别是靠溜坝垛及窄河道滩岸

易出险部位，加密观测次数，
发现险情及时抢护。 同时，认
真做好观测记录， 为防汛决
策提供翔实依据。 图为该局
职工进行河势根石探测走失

情况现场。 付瑞平 董青林

PUYANGXIAN XI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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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党纪法规学
习测试系统已上线，濮阳
县纪委监委邀您来闯关

答题。 ”
今年 4 月份以 来 ，

随着 “濮阳县党纪法规
学习测试系统 ” 上线 ，
该县党员干部掀起了一

股党纪法规学习大比拼。
每天空闲时间打开手机

进入 “清风龙乡 ”进行线
上党纪法规学习测试 ，
在法律法规库进行 “充
电蓄能”， 成了大家每天
的必修课。

“线上学习测试时间
灵活 ， 参与起来也很方
便，现在同事间的问候语
都 成 了 今 天 你 答 题 了

没？ ”该县县委宣传部干
部程正峰说道。

“濮阳县党纪法规学
习测试系统”由该县纪委
监委自主研发，围绕中央
和国家修订出台的党章

党规党纪、宪法法律法规
等内容制订《党员干部党
纪法规知识学习考试内

容清单》， 针对涉及的 46
种党纪法规条文制订试

题，创建形成党纪法规知
识考试题库，并标注试题
来源，题库 1986 道题，作
为学习测试的主要支撑。

该系统内含“法律法
规库 ”“练习做题 ”“难题
错题 ”“模拟考试 ”“每日
抢答 ”等模块 ，从学到练
“一条龙”模式，实用便捷
有效。 同时，推行学习积
分制，充分提升党员干部
学习党纪法规的积极性

和趣味性，有效破解了学
习形式单一 、 经常性不
够、主动性不强等难题。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120 家单位 12000 人参加
在线学习测试，累积浏览
量达 414160 次 。 “上线
‘党纪法规学习测试系
统’， 是清廉濮阳建设中
的一项创新举措，我们持
续打造 ‘练 、学 、考 ’一体
联动模式，把‘治未病’做
在经常 、融在日常 ，为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持续发力。 ”该县纪委监
委负责人表示。

（李世秀 谷爱素 赵

星涛 史高尚）

乡村要发展，产业必先行。 近年来，濮阳县在推进乡村
振兴建设工作中，立足当地气候、土壤等特点，加快种植结
构调整，瞄准市场需求，引导农民探索发展艾草、金银花、红
花、白芍、半夏等中药材种植，着力把特色产业做成优势产
业，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在濮阳县渠村乡孟居村的田地里， 朵朵红花吐露着鲜
艳的花丝，长势喜人。 自 6 月 20 日起是采摘红花的关键期，
红花种植户刘香姣正在地里忙活着。

刘香姣向记者介绍，原本是颗粒不收的盐碱地，后来从
东北引进来红花进行试种，由于红花种植时间较短，技术管
理要求也不高，今年，她种植的 2.8 亩红花喜获丰收，实现销
售收入近万元。刘香姣说：“这片地能实现‘四丰收’。我种植
了 2.8 亩红花卖了 7000 元， 红花籽又打成油卖了 7000 余
元，油渣饼也卖了 1000 元，后来，又种植了玉米卖了 5000
元，这一季‘四丰收’。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看重绿色无公害食
品。 在孟居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种菜大户，他自己发明了一
种种菜“三套”法，就是把西瓜、小米椒、豆角套种，不仅实现
了有效利用土地，还得到了可观的效益。

农户郑铁印说：“经过 10 余年的摸索，咱又找出了多种
套种方案，套种小米椒、豆角、西瓜，收益还可以。我种植了 5
亩地的小米椒卖了 10 余万元，比种植粮食作物强。 ”

为提高套种品质，郑铁印多次去外地考察学习，并结合
本地环境，把水果和蔬菜进行套种，不仅使多种作物的生长
时间实现互补，也为周边群众带来了就业机会。

郑铁印说，工人都是本村的剩余劳动力，老太太一天挣
四五十元，一个月挣 1000 余元。

在大棚里， 一棵棵豆角长得挺拔翠绿， 一颗颗小番茄
也探出了 “小脑袋”， 等待着成熟。 在小米椒的地盘上偶
尔也有西瓜的一席之地， 西瓜与小米椒间作种植、 和谐共

生。
近年来，濮阳县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

竞争力增强”的发展目标，按照“粮食品种调优、经济作物调
宽 、畜牧效益调高 ”的思路 ，积极引导农民 “调结构 、转方
式”，加快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

濮阳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张彦淑

说：“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在发展特色农业的进程中， 不断积
极调整工作思路，拓宽服务渠道，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措
施，通过网上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指导。 同时，接受技术咨
询，并提供新品种、新技术，在基础比较好的园区中，开展新
品种、新技术的实验示范。 ”

在多措并举大力发展特色种植的同时， 濮阳县组织收
购人员到村里进行实地收购，既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问题，又
保障了收入，给农户上了一份双保险。

全媒体记者 谷爱素 通讯员 任淑伟 王志强

本报讯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
濮阳县五星乡油坊村看到一座

座大棚整齐地排列着，一颗颗藤
蔓上长满了彩虹小吊挂，长势喜
人。

油坊村村民郗国良一年可

以在大棚里种植三季蔬菜水果，
为其增收致富提供了畅通渠道。
郗国良高兴地说 ：“在乡政府的
支持下 、在村 ‘两委 ’的带动下 ，
我们村建立了塑料大棚，第一季
种的是吊瓜 ， 第二季种的是香
菜 ，第三季种的是芹菜 ，总收入
在 6.5 万元。 ”

梦金秋甜瓜园是在县委、县
政府乡贤回归的号召下，在五星
乡党委政府积极协调沟通下，由
在缅甸从事农业工作的梁梦“引
进 ”到家乡 ，建起的特色产业种
植园 。 梁梦说 ：“我自己富不算
富， 我想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
这才是我的愿望，所以才创建了
这个梦金秋甜瓜园。 ”

该种植园以开展特色甜瓜

种植、 水果加工包装为基础，目
的是打造一个集土地流转、科学
种植、技术对接、政策扶持等多方面为一体的种植园区。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日益增长的美好

需求，看花、赏花、买花、种花成为生活日常，鲜花经济带
动着消费新兴业态。 在鲁河镇巴河村可以看到姹紫嫣红
的花朵。

赵淑蓬是鲁河镇巴河村的村民，她由于需要每天接
送孩子上学，就选择在家门口的鲜花种植基地工作。

赵淑蓬告诉记者：“我每天都在花棚里工作，一天 50
元，每天在这里洒洒水、打打药、施施肥，活也不累。 ”

一处处美丽乡村生机勃勃， 一个个产业兴旺发达，
一位位农民日子红火……濮阳县通过发展产业拓宽村
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如今，濮阳县的乡村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赵瑞雪 孙亚伟 王志强)

本报讯 暑期将至，中
小学生溺水事故也进入

高发期、危险期阶段。 为
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安全

意识 ， 提高自救自护能
力，有效预防溺水等安全
事故发生。 6 月 27 日，共
青团濮阳县委联合濮阳

县红十字水上救援队在

濮阳县第二实验小学开

展“青春守护 健康成长”
———防溺水宣讲系列活

动。
活动中，濮阳县红十

字水上救援队队长刘勇

强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青

少年学生的溺水事故，给
学生介绍游泳小常识、游
泳前和游泳过程中应该

注意的问题、发生溺水事
故的自救及救护他人的

方法。 通过听讲解、问答
互动等方式，学生也学习
了各种防溺水知识。

通过此次宣讲教育

活动，学生们掌握了防溺
水自护的本领及正确的

救助方法，进一步增强了
防溺水安全意识，从自身
做起 ，珍惜生命 ，自觉远
离危险水域。

下一步，共青团濮阳
县委将持续开展“青春守
护 健康成长 ”———防溺

水宣讲系列活动，进一步
筑牢青少年安全自护防

线 ， 服务青少年成长成
才。 （吕勇刚）

濮阳县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用于对境外返乡或在国内
新冠肺炎疫情重点区域有居住史、旅行史人员的集中隔离观
察，24 小时值守、核对登记信息、做好生活保障、密切医学观
察、严格环境消杀、做好解除隔离……截至 6 月 28 日，仍有
工作人员和医护工作者坚守在第一线。

濮阳县承受着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和返乡热潮的双重压

力。 5 月 27 日，医护人员分批次轮换，第三批由 26 人组成的
医护人员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 进驻到一个由 14 栋
楼组成，最大容纳量 594 人次的户部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以下简称“隔离点”），开展隔离服务工作。 对广大市民来说
隔离点让人望而却步，而对医务工作者来说与被隔离人员密
切接触是家常便饭，意味着将自己推向被传染的边缘。

隔离点接触人员复杂、任务重、风险高，信息员随时做好
接收交办单的准备，医护人员三班倒，所有人 24 小时待命；
每天要对隔离观察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核酸样本采集、心理
疏导、转接生活用品、信息登记与事务办理等重复性工作。

隔离点负责人刑彦顺， 是一个有着 12 年军旅生涯的退
役军人，保持 24 小时在线状态，在隔离区域外围时刻能见到
他的身影。

作为医务人员的队长，我必须以身作则、躬身入局，做好
各项保障工作，每项工作除了沟通调度，还有“搭把手”，事无
巨细，习惯了迎晨曦而起、枕日月而眠。

县第二人民医院李鹏飞，无论何时呼叫都能听到他的回
复，从清晨到夜晚，核酸检测、中药、报表……无论大小事宜
都能做到一丝不苟。

县第二人民医院刘少严，因为信息员的工作性质，每天
一坐就是 14 个小时，困了就趴桌子上眯一会儿。 为了保障当
晚进驻的隔离人员有早餐吃，每天凌晨都要再重新汇总一次
早餐数据。

县妇幼保健院张晟、苏焕平，五星乡卫生院刘丁丁、马冉
等 26 名医务人员，面对炎热的天气和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他
们默默地守护在阵地。 隔离点不仅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一个环节，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流程。 隔离点通过建立
楼长微信群，及时与被隔离人员进行沟通，做到 24 小时随时
为“临时的客人”服务，并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及时做好留
观期间心理疏导工作。 医务人员日夜奋战的汗水与坚守，被
隔离人员理解与配合，两者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合力凝聚成
抗疫前线最温暖的力量。 刘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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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与日月星辰相伴的日子
濮阳县户部寨医学观察点第三批医护队队长刘国亚的工作日记

“青春守护 健康成长”共青团濮阳县委
组 织 开 展 防 溺 水 安 全 宣 讲 活 动

“练学考”齐发力
“治未病”动真章

濮

阳

县

本报讯 6 月 28 日， 濮阳县市场监管局围绕特种设备安
全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通过展
板讲解、发放宣传页和宣传手册等形式重点对特种设备安全
法律法规进行宣传， 现场发放宣传页 1000 余份、 宣传手册
500 余份。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田建引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并提
出具体要求。 一是严密防范气瓶安全风险。 气瓶存在极高的
安全风险，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要增强责任意识，督导餐饮等
行业安全管理，对气瓶加装漏气保护装置，使用检验合格的
气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到认真负责有效防

范。 二是常防常守电梯安全。 电梯是居民出行的第一交通工
具，电梯数量的数倍增长导致安全隐患系数增加，应加强安
全检查和应急预警演练，熟练做到困人及时到达，及时排查
故障，以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保障人民群众的用梯安全。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大勇表示，此次宣传活动不仅要
向广大老百姓普及特种设备安全常识，更要通过进社区应急
避险演练观摩，提升人民群众对气瓶和电梯等特种设备安全
使用方法和紧急情况下的避险能力，倾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付瑞平）

濮阳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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