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 11月 27
日，备受瞩目的第八届全国红十字应
急救护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 由我市
组建的河南省代表队脱颖而出，荣获
单项一等奖，为河南省赢得了荣誉。

此次大赛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应急管理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共同主办 ，以 “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 ”
为主题， 旨在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展
现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成果，推动应
急救护知识的普及与提升。 来自全国
各地的 175名红十字救护员和消防

员组成 35支代表队，围绕心肺复苏、

创伤救护及救护演讲三大核心项目

展开激烈角逐。
此次大赛由我市组队代表河南

省出征。 为圆满完成任务，市红十字
会牵头，联合市消防救援支队、濮阳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市医疗卫生系统
以及油田应急中心等多部门，共同选
拔并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参赛队伍。
经过严格的集训和多轮选拔，队员凭
借扎实的理论知识、精湛的救护技能
及默契的团队配合，最终荣获该项目
一等奖。 同时，我市代表队还获得了
团体优秀奖。 輥輳訛

我市代表河南省荣获第八届
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单项一等奖

������氯巴占片，难治性癫
痫的“救命药”，在今年国
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中

每片从 2.43 元降至 2.11
元。

别小看这几角钱的

小调整，背后是医保服务
民生的大进步。近日发布
的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新增 91 种药品， 其中
肿瘤用药 26 种 （含 4 种
罕见病）、 糖尿病等慢性
病用药 15 种 （含 2 种罕
见病 ）、 罕见病用药 13
种、 抗感染用药 7 种、中
成药 11 种、精神病用药 4
种，其他领域用药 21 种，
为更多患者家庭带来温

暖和保障。
除了药品价格和目

录的调整，还有药品的迭
代升级。糖尿病患者通常
每天就要“扎一针”，新增
药品中，一款治疗成人 2
型糖尿病的创新药，一周
仅需注射一次 。 国家用
“真金白银”支持创新药，
努力营造支持真创新、真
支持创新的氛围。

这些变化，都反映出
做好医保工作的基本思

路：以民生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赋能医药行业高质

量发展，为参保人争取最大利益。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背后，是国家对罕见

病患者小群体的不漠视、对慢性病患者大群体
的不忽视。 随着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的一次次
目录调整，全民健康得到一步步更好保障。 医
保目录调整，不会一蹴而就，未来还需有更多
填补短板、提升疗效的药品，及时以合理价格
纳入医保目录，进一步提升保障水平。

药品虽小，百姓健康事大。 笔笔小账，累积
成人民健康的大账。 今年谈判或竞价成功的药
品，平均降价 63%，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
因素，预计 2025 年，新版目录实施将为患者减
负超 500 亿元。

期待每一次医保药品小变化，都能促进健
康保障的大进步， 给群众带来更具幸福感的
“大礼包”。

■ 讲濮商故事 展濮商风采

社会·民生 32024年 12月 2日 星期一

编辑：王琳 校对：于晨阳 电话：8990750

提及“家家宜”，很多人都会自然想
到濮阳县黄河滩区那“粒”好吃的大米。
从 1996年创办公司开始， 公司董事长
王洪伟带领公司全体员工，将濮阳大米
卖到大江南北。 进入新时代以来，王洪
伟又有了新的倍增计划： 由单纯的做
米 ，扩展到面粉 、食用油 、食材配送均
做，“让老百姓在饭碗端得牢的同时也
端得安全”。
11月 27日下午，在已建成并部分

投用的家家宜配送基地，王洪伟向记者
讲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和未来计划。

创业：建厂帮乡亲卖大米

出生于濮阳县徐镇镇王楼村的王

洪伟， 高中没读完即因家庭贫困辍学。
辍学后的他， 为了生计先后收过破烂，
经营过沙子、水泥，卖过五金建材，搞过
装修， 还与人合伙办过小型预制场，虽
没取得大的成功， 但多年后回过头看，
一切经历都是他日后成为优秀企业家

的财富。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 1996年。
王楼村属典型的黄河滩区，盐碱地

貌让这里“冬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只
见夏籽不见粮， 十年就有九年荒”。 20
世纪 80年代初， 我市在沿黄三县推行
稻改工程， 引导农民大面积种植水稻。
水稻种植不仅优化了黄河滩区的土壤

结构，而且基本解决了数万人的温饱问
题。 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水稻产量
高，当地群众又没吃米的习惯，种植的
水稻大多都卖向市场。每年水稻收获季
节， 王洪伟和乡亲有的推着三轮车，有
的人拉肩扛，在徐镇镇、濮阳县、濮阳市
及安阳、新乡、鹤壁等地卖大米，“下了
车是兔子（跑得快）、人面前是孙子（为
了卖米），坐到饭店是君子（米卖出去后
到饭店点两个菜），卖米难成为困扰我们
这些种植户的大难题。 ”王洪伟感慨道。
1994年，王洪伟到鹤壁卖米时，当

地粮食部门一工作人员介绍他给安阳

送军粮。 王洪伟由此不仅卖了自家的
米，而且还帮村里人消化了不少。 这给
了他启发： 能否建立一个稻米加工厂，
统一收购乡亲的米， 再统一卖出去呢？
1996年，在经过充分调研后，王洪伟投
资200万元，成立了徐镇精米加工厂。

建厂之初 ，王洪伟就决定走 “公
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路子，
围绕“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
造供应链”的理念进行发展。 公司在自
建基地的基础上，又采用“五统一”的办
法，与农户联建基地。 农民从厂里购买
种子，种植的水稻由公司统一回收。 此
外，公司还成立了合作社，为农民提供
农资供应、技术指导、植保服务、农机服
务、 稻谷收购等 “保姆式”“管家式”服
务。

但现实很快给了王洪伟当头一棒。
1997年，他筹资 60余万元订购了津稻
1007、辽盐二号、豫耕六号等优质品种
稻种子，鼓励群众多种稻、种好稻。但偏
偏在这年， 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来了。
种植户的水稻绝收，当然没钱付王洪伟
种子钱。 望着干裂的土地，他一度泪眼
婆娑。 但本着诚信的原则，他宁愿自己
亏钱，也不让农户亏钱。至今，那年的种
子钱他也没向农户要。

挫折并没有打倒王洪伟。他第二年
依然选择了坚持，并说服种植户继续种
植水稻。随后几年，水稻连年丰收，水稻
业务逐渐走上正轨，并实现盈利。 因为
有了徐镇精米加工厂，种植户的卖米难
题迎刃而解。王洪伟则在抓好精米加工
质量的同时，到全国各地跑市场，加工
厂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

壮大：把濮阳大米迈向全国

时间来到 2003年。这年，王洪伟在
徐镇精米加工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成
立了河南省家家宜米业有限公司。取名
“家家宜”， 王洪伟很费了一番脑筋，和
《中国粮油市场报》一副总编、河南粮食
学院一教授商量了 3天才定下名字：家
家宜，家家都宜吃的米。

那一天，王洪伟做了一个梦，梦见
一条河从公司门口流淌而过。而种植水
稻恰恰需要水，这让他感觉到，自己的
精米加工事业一定会更好。 为此，王洪
伟在设计公司商标时， 特地采用了河、
稻、人的元素。

此后，家家宜米业在王洪伟的带领
下，步履铿锵，发展稳健，逐渐成为中国
米业的一支“生力军”。 2006年，公司科
学调整发展战略，以“先前方，后后方；

先部队，后地方”为企业准则，又把家家
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021年，公司
年产值达 9亿元。公司被河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评为“河南省著名商标”，被河
南省农业厅评为“河南省知名农业品”，
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

王洪伟在深耕濮阳、 河南的同时，
先后在东北多个地方建立了水稻种植

基地， 目前已在全国建立订单基地 40
万亩，带动农户 3.7万户，农民年增加
收入 4500万元，仅濮阳 15万亩基地就
使农户直接增收 1350万元， 生产的大
米销往全国 20余个省份， 是名副其实
的农业龙头企业。

为保证大米品质，家家宜米业注重
从源头上对大米质量进行把控。公司从
各级农业科研部门、大学院校聘请水稻
专家，对水稻新品种、栽培新技术、新农
艺等进行试验、推广与应用；定期为农
民化验分析土壤，大力推广测土配方均
衡施肥技术； 设立虫情测报监控点，统
一为农户防治病虫害；组建小红帽技术
服务队，分片包村，每天奔走于各村各
户、田间地头，为农民举办培训班，现场
解决问题。 同时， 监督产品的种植、生
产、流通、仓储和终端销售全流程，实现
了农产品全周期可追溯管理。

正是靠着对质量的孜孜以求，家家
宜才会一步步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目
前，家家宜米业拥有“黄河精米”“东北
大米”“长粒香”“五常大米”“东北珍珠
米” 五大系列 14个品种的高端稻米品
牌，企业产品获得了绿色食品产地认证
和有机农产品认证。以家家宜米业为主
要经营主体申报的“濮阳大米”，被农业
农村部纳入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 “家家宜”牌大米多次获得“中国放
心大米”“全国放心粮油”“河南省放心
大米”“河南省放心粮油”“河南好粮油”
“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以及第二十
四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

会“优质产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博
览会“金奖产品”等荣誉。

倍增：由一碗好米到一桌好饭

家家宜能一步步走到今天，最大的
动力就是王洪伟心中的社会责任。从最

初的帮农民卖米到现在让国人吃上好

米，王洪伟始终以一个朴素的农民之子
身份，践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多年来，
在做好企业的同时， 王洪伟还深度参
与了我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全过程， 并持续在公益事业中奉献力
量。

不同年代，尽社会责任的方式也有
不同。如果说当初做企业是为了让国人
把粮食饭碗端得更牢的话， 那现在，王
洪伟又有了新的倍增计划，那就是力争
让百姓手中的饭碗粮更安全。 今后，企
业将从稻米加工的广度和深度出发，延
链强链补链， 三年内有计划建设日产
1000吨粳米智能化加工生产线、 年产
10万吨米糠油加工生产线、 米制品中
央厨房、10吨原粮储备库等项目，开发
分级米、胚芽米、米粉、米粥、自热米饭、
米糠油等新产品， 实现年新增 10亿元
经济效益。 在做好“一粒米”的同时，家
家宜米业还将致力于做好 “一碗饭”，
计划建设面粉厂、馒头厂，并开展食材
配送等业务。

目前， 家家宜米业 5000平方米的
配送基地已基本建成。 王洪伟介绍，配
送基地已在向濮阳县 10余所学校食堂

配送新鲜的水果 、蔬菜 、米面油 、干品
等，中央厨房建好后，将开展点单式菜
品配送服务， 根据客户需要配送安全、
放心的主食和菜品。 “我们配送的不是
预制菜，而是自己生产、做成的新鲜的
饭菜。 ”王洪伟说。

移动互联网时代 ，王洪伟持续与
时俱进。 他打造了属于自己的电商团
队 ，与淘宝 、抖音 、拼多多等平台合
作 ，开展常态化网络平台销售 ，平均
每天销售货品 50万吨。 “家家宜将持
续把国家所需 、河南所能 、群众所盼 、
未来所向统一起来 ，以乡村振兴为载
体 ，以强农富民为目标，补短板 、延链
条、 增效益， 不断创新和完善经营模
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骨干带头作用，
增品种 、提品质 、创品牌 ，为推动国家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保障国家食品
安全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洪伟
说。

走过 28年创业历程， 已不再年轻
的王洪伟，依然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輥輳訛

本报记者 袁冰洁 通讯员 焦文锋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12月 1日，
记者自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由市文明
办、市交通运输局、市出租汽车协会
共同主办的 2024年度濮阳市 “最美
的哥的姐” 系列评选活动已正式启
动。

据了解，此次评选活动主要面向
市城区注册且实际营运时间超过一

年的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评选内容
涵盖了诚信经营、守法运营、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多个方面。
参与评选的司机可以通过个人申报

或出租汽车公司推荐的方式，提交相
关文字、图片和视频素材。 评选过程
中，评审团将综合考虑司机的驾驶车
辆卫生状况、设备齐全性，以及司机
是否遵章守纪、语言文明、行为规范

和服务质量等因素，确保评选结果的
公正性和权威性。

此次评选活动设置了 10个荣誉

称号，包括“最美的哥的姐”、安全之
星 、拾金不昧 、学雷锋标兵 、敬老爱
幼、文明使者、诚信经营、扶危救困、
技术能手、优秀工作者。 每个荣誉称
号将授予 10名巡游出租汽车驾驶

员，且荣誉不重复授予。
主办方将给予获得荣誉称号的

司机丰厚的奖励。其中，“最美的哥的
姐”将获得 5000元奖金，其他荣誉称
号获得者将获得 1000元奖金。 同时，
他们还将获得荣誉证书和荣誉标识，
并有机会成为“学雷锋出租汽车志愿
服务队”的队员，继续为社会作出更
多的贡献。 輥輳訛

���本报讯 （记者 张迪） 11月初，市
住建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商务局相继
发布《关于印发濮阳市家装改造补贴
实施细则的通知》《关于调整濮阳市
家装改造补贴政策的通知》。11月 29
日，我市首批家装改造补贴资金 10万
余元支付到户，8名业主成为这项新
政的首批受益人，享受到政策红利。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按照上述文件精神，经市、县（区）、乡
（镇、办）相关部门审核比对，首批共
有 8笔家装符合改造补贴政策条件，
共计 104725元。 第二批已审核通过
18笔，共计 252399.1元，且已报送至

我市商务和财政部门再次审核。
截至 11月 29日 17时， 我市共

有 194人通过 “云闪付”APP提交家
装改造补贴申请。 其中，32人因不动
产证办理时间、装修时间及提交材料
不符合家装改造补贴政策，未通过审
核，其余申请人正处于材料审核或现
场复核阶段。

据介绍，想申请家装改造补贴的
业主可通过以下途径 ： “云闪付 ”
APP—河南焕新—河南省旧房改造
补贴申请—旧房改造补贴专区—濮
阳—立即申请， 按要求填写信息后，
点击提交审核即可。 輥輳訛

���本报讯 （记者 宋仁志） “演员演
得真好！ ”“好， 远远超出了我的预
期。 ”11月 29日，我市参加河南省第
十六届戏剧展演剧目豫剧 《柿树·柿
子》在许昌市襄城县文博中心大剧场
亮相后，赢得了当地戏迷一致赞扬。

当天下午，襄城县文博中心大剧
场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当地观众
被我市演员婉转悠扬、韵味十足的唱
腔及富含情感的精彩演绎所打动，掌
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

“《柿树·柿子》是 2024年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 自去年以来，用不
到一年的时间进行了提升打磨。 希望
通过这个平台向全省乃至全国的观

众展示濮阳戏曲、推广濮阳戏曲。 ”市
戏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主任罗志金说。

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剧贾璐于

1992年发表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

来， 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
合的艺术手法， 描写了一名烈士遗
孀一生的命运与爱恨，并通过她的命
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反映了人们
的价值观、 伦理观的变化与进步，反
映了母爱、亲情、孝道这一永恒主题。

据了解，此次展演由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 许昌市政府联合主办，以
“戏剧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
为主题，是我省近年来集中展演规模
最大、密度最高的戏剧活动。 经各地、
各单位推荐， 本次展演共有 66台剧
目参加，涉及 12种艺术门类，参加展
演的剧目数量再创新高。 我市创排的
豫剧 《柿子·柿树》《社稷诤臣———汲

黯》《英雄无名》 分别参加市级院团
组、县区级院团组、青年组 3个组别
的展演。 其中《柿子·柿树》是我市第
一个登台亮相的剧目。 輥輳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洪中
通讯员 王博）11月 28日， 市中级
人民法院、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
召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

发布会，发布 5件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典型案
例警示 、教育 、指引作用 ，以案说
法，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抵制各
种诱惑，劝诫不法分子悬崖勒马。

这 5件典型案例是： 林某、周
某诈骗案，胡某等 3人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案， 曹某某诈骗案，刘
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付某
某等 3人诈骗案。

据介绍，面对近年来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全市法院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组织
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贯彻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精准区别对待 ，用足
用好现有法律规定，从定罪、量刑、
财产处置等各方面落实从严要求，
有力打击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

动。 今年前 10个月，全市法院累计
审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

案件 743件 1105人。 其中，以诈骗
罪定罪处罚的案件共 30件 43人，
涉案金额约 4492.05万元； 以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的

案件共 308件 410人； 以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的案件共

389件 622人；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等其他关联
犯罪定罪处罚的案件共16件30人。

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 全市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市
政府部署要求 ，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 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出重拳、
下狠手， 以更大力度推进打防管控
各项措施落实， 持续保持对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从严从重打击的高压态

势， 坚决为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和全市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

献。 輥輰訛

———访河南省家家宜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洪伟

我市发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我市启动“最美的哥的姐”系列评选活动

全市首批家装改造补贴发放

�����今年以来，市文化馆持续开展“市民夜校”公益性免费培训活动，丰富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推动全
民文化艺术普及。 图为 11 月 27 日，市民在学习舞蹈。 輥輳訛 本报记者 高崟人 通讯员 刘新辙 摄

8名业主成为首批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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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创排豫剧《柿树·柿子》
亮相河南省第十六届戏剧展演

（上接第一版 ）原来 ，在 “游梁式抽
油机 ”展区 ，有一块采用负折射平
板透镜技术的屏幕。 站在特定位置
观看 ，画面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立体
实物模型 ，为参观者带来身临其境
的视觉体验。

科创天地巧妙地融合了我市特

色，突出优势主导产业，大力展示我
市科技成果，让参观者直观感受我市
澎湃的创新活力和科学发展的无限

可能。展项“石油的一生”通过多媒体
展示讲述，让参观者直观了解石油形
成的过程；“油气的开采利用”通过互
动装置、知识讲解，全面展现石油、天
然气是如何被开采和利用的；“生物
基材料的循环利用”通过触碰墙面线
稿出现相应动态画面，全方位展示从
玉米秸秆到可降解购物袋、一次性餐
具、薄膜、水稻育秧盘、被服等终端产
品的神奇变化……真可谓琳琅满目、

数不胜数。
此外，科科岛还布局多种经营业

态，包括咖啡馆、文创礼品等。 参观者
来此参观，逛累了，可以坐在二楼休
息区， 来上一杯清澈醇厚的燃喵咖
啡，感受时光静好；临走时，挑上一两
件喜欢的麦秆画、 玩偶等文创产品，
让大家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科科岛的启用，不仅满足了市民
对科学知识的需求，而且为城市科普
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它就像
一座灯塔，照亮孩子们探索科学的道
路，同时在孩子们心中埋下科学的种
子，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 ”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还从濮阳投资集团了解到，
未来，科科岛将以丰富多彩的科普宣传
活动和优质高效的管理服务，激发公众
对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助力全市科技创
新和科普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輥輳訛

从一粒好米到一桌好饭

■ 优质文化润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