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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牡丹区

本报讯（牡 丹 晚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郭卫东） 棕 色 的

塑料编织条在指间不停地穿

插 翻 折 ，钉 枪 射 出 的 排 钉 击

穿金属方管时发出“啪啪”的

脆 响 …… 近 日 ，在 牡 丹 区 何

楼街道办事处枣陈庄社区苗

翠 英 的 家 里 ，六 七 个 村 民 正

忙着编织藤椅。

该社区副主任苗翠英与

村民致富带头人李静一起创

办了藤编车间，组织当地群众

进行藤编加工，何晓夫妻被招

进车间务工，现在两人每月有

6000 多元的收入。“这样的沙

发座板，我一天编 10 多个，挣

80多元钱。”陈女士说，能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工作家庭两不

误。

“我们社区留守妇女和在

家的老人比较多，为解决本村

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我们积

极联系对接厂家，自费购买了

气泵、气枪等藤编生产所需工

具 ，组 织 村 民 们 进 行 藤 编 加

工。”苗翠英告诉记者，为了调

动村民们的积极性，刚开始时，

哪怕他们一天编不出一个成

品，她也会垫资给村民们发工

资，等到技术熟练后再按件计

酬，这个做法打消了工人们的

顾虑。

“加工藤椅的材料由厂家

提供，村民编织好后由我们集

中收购，然后再交付厂家。村

民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苗翠英说，村民熟练掌握技术

后一天可以有 80 元左右的收

入，非常适合年纪偏大和没有

外出务工条件的群众就业。

考虑到有的村民家中有

老人小孩需要照顾，苗翠英就

将一些占地小、编织时间短的

品种挑拣出来，让他们带回家

进行编织。“这样不仅使部分

劳动能力稍差的村民有了务

工收入，也让藤制品有了更灵

活方便的加工方式。”苗翠英

说。

如今，何楼街道通过推行

“企业+车间+村民”发展模式，

依托藤编产业优势，大力发展

手工产业，已带动 300 多名当

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小藤椅

编出了幸福好生活。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

体 记 者 郭卫东 通 讯 员

侯永发） 日前，在牡丹区西

城街道环翠苑小区附近，一

个崭新的便民市场已经建成

招商；在东方红大街后面、紧

挨商业步行街的一个便民市

场也正在加快建设。这是牡

丹区督查中心现场督查看到

的景象，也是老旧小区改造、

便民服务市场快速建设的一

个缩影。

今年以来，牡丹区督查

部 门 按 照 区 委 总 体 工 作 部

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老

旧小区改造、便民服务市场

建设等民生工程作为重点督

查事项，持续跟踪督导，加快

推动工作落实。在城建施工

中，住建部门坚持因地制宜，

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建议，“一

小区一方案”，量身定制改造

方案；积极统筹协调综合行

政执法、电信、热力等有关部

门，解决施工难点突出问题，

着力加快外墙更新、道路翻

修、自来水改造、雨污分流、弱

电管线规整等工程进度。

截至 11 月中旬，牡丹区

有 9 处便民服务市场完成选

址，已建成 4处，在建 3处，全

部工程交付后，将有效改善居

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讯（通 讯 员 王璐

瑶 王肖慧） 为进一步提高

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日前，

牡丹区吴店镇开展了以“诚

信 尚 俭 共 享 食 安 ”为 主 题

的食品安全活动，积极营造

食品安全共治共享的浓厚社

会氛围。

在活动现场，吴店镇食药

安办、市场监督管理所、农产品

质量检测站、畜牧站的工作人

员各司其职。畜牧站工作人

员向来往群众传授怎样选购

合格的肉蛋产品；食药安办工

作人员当场讲解了如何正确

储存食品、如何处理食物中毒

等实用知识，并倡导辖区群众

要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工作

人员还用专业检测设备对群

众提供的瓜果蔬菜等进行严

格检测，前来检测的群众当场

就可以领取到检测结果报告

单，“检测合格”让大家买得放

心、吃得安心。

吴店镇始终强化食品安

全责任意识，保障食品市场秩

序，经常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开

展食品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

企业、进商超集中整治活动，全

力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

环境，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郭卫东） 11 月 19 日，

牡丹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牡丹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召开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新闻发布会。

近年来，牡丹区坚持以防

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常备不

懈，不断提高全区防大灾、救大

险的能力。在防汛抗旱方面，

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构建起统

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属地

管理为主的防汛抗旱工作体

系。组建了 44 支防汛应急抢

险队伍，储备物资种类 4 大类

216种，完善汛情防范方案，明

确 25项工作任务，夯实防汛减

灾基础；加强应急值守，随时接

报、协调处置汛情和突发事件。

在防灾减灾救灾方面，逐

步构建起“全灾种、大应急”的

“1+N”应急管理工作格局。加

强防灾基础设施建设，绘制黄河

河势图，根石加固石方 1371立

方米，增设小流量观测水尺，检

修应急通信线路，组织疏通城市

管网，清掏雨水口，安装窨井盖

防坠落装置，安装智能化测雨设

施，实现了雨量及时监测。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郭卫东） 11 月 19 日，

牡丹区“创优创新环境，培育科

技型企业”工作新闻发布会召

开，介绍科技型企业培育等方

面的工作情况。

近年来，牡丹区科技局把

科技型企业的培育作为全面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

手，坚持量质并重，不断创新工

作方法、创优创新环境，多措并

举推动实现科技型企业数量和

质量“双提升”，全区呈现出创

新要素加速聚集，科技综合实

力不断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

地促进了牡丹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截至 2023年底，科技型中

小企业增至 62家，高新技术企

业增至 44家。截至目前，全区

共组织 21 家企业申报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94家。在高新技术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大力支持

企业开展科技攻关，积极组织

帮助睿鹰制药、广源铜带、菏鲁

电子等企业申报各级各类科技

计划项目和人才项目，获得省、

市 3200余万元项目资金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

华 楚凯 刘超） 近日，牡

丹区医保局局长刘海涛先后

以帮办人员和监督人员的身

份到漱玉平民实验小学店、联

众药店第二药店等体验指导

互联网门诊购药流程。

“局长走流程”是牡丹区

医保局实施的体验群众办事

的举措之一。刘海涛每到一

处药店，都详细了解在线问

诊、医保支付、药品价格等互

联网门诊购药的全部流程，听

取和解决定点医药机构反馈

的相关问题。

目前，牡丹区部分药店依

托数字化平台持续优化医疗

服务流程，提高医保服务效

率，实现了“线上问诊、药店购

药、医保结算、即时取药”全流

程就医购药结算服务，极大便

利了群众就医购药，这是牡丹

区医保系统认真落实“高效办

成一件事”部署的事例之一。

牡丹区医保局通过“局长

走流程”等活动，进一步督促

定点药店不断优化服务，更优

质更便捷地服务患者就医购

药。今后，该局将综合运用大

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平台，加

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

查，全面提升患者就医购药的

满意度。

日前，村民参观牡丹

区 小 留 镇 康 庄 村 村 史

馆。该馆重点打造 4 个

年代的特色农家房屋，在

每个屋内布置了村民当

时的生活生产用品，展现

了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村

民的幸福生活，留住乡愁

记忆。小留镇以留住乡

愁为主题，建设了多处集

生态旅游、民俗观光、文

化展示等多元素于一体

的新型农村社区，成为美

丽乡村建设的新亮点。

通 讯 员 郜 玉 华

翟军帅 摄

小藤椅编织出幸福生活

多措并举推动科技型企业“双提升”

防灾减灾救灾保安全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现场督导加快民生工程建设

“局长走流程”走出新效能

留住乡愁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