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原腔声】

强化 12345 热线与企业、群众常态
化沟通互动，主动发现办事堵点，9月7
日，记者了解到，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开通5周年之际，当日，热线平台走
进社区，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平原晚
报》9月8日A03版报道）

在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开通
5周年之际，他们走出办公大厅，走进社
区，从原来的电话受理群众诉求到现场
面对面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
工作方式很创新、很便民、很惠民。

客观而言，对于一个单位来说，成立
5 周年，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

点，某种程度上有庆祝的意义。
庆祝可以有，关键是采取正确的庆

祝方式，这样才能让庆祝更有意义、更
有价值。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适
时开展“下基层、进社区”活动，此举甚
好。

——这样的方式很创新：客观而言，
我们不反对搞庆祝，但是搞庆祝也有必
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开展“下
基层、进社区”活动，给群众提供优质服
务，这就是一种庆祝创新、服务创新，让
人耳目一新，让群众喜闻乐见，给大家留
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的方式很节俭：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没有铺张浪费搞形
式，而是把人员拉到基层，把办公桌摆
在社区，基本不会产生费用。这样“零
成本”搞活动的方式确实很节俭，与当
下大力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不谋而
合的。

——这样的方式很便民：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群众面对面接触，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服务群众，升华了庆
祝的仪式感，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较好地体现了市 12345 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的责任担当和对自己服
务群众角色的正确定位。

不必讳言，有些部门、单位或企业甚
至个人，开展活动时过于注重形式主义，

表面看上去轰轰烈烈，实则产生的成效
极差，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极
易产生负能量，甚至起到了反作用，实不
足取。

细节之处见真章。透过开展“下
基层、进社区”这件事，不但让我们看
到了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务实
为民的工作作风，而且对于市 12345 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意
义深远。

有鉴于此，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开展“下基层、进社区”活动给我们
的有益启示是：不管干任何工作、开展任
何活动，都应当切实结合工作实际，让活
动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姬国庆

城市洁净是幸福生活的基础。
今年以来，我市努力巩固国家卫生城
市成果，强力提升城市卫生管理工
作。各辖区、责任单位领导深入一
线，带领职工群众和志愿者，清理垃
圾、整治环境，城区的卫生状况有了
明显提升。街道干净整洁，农贸市场
井然有序，城中村卫生状况显著好
转。在成效面前，我市并未止步，而
是自我加压，把目标转向卫生管理的
重点、难点部位，再掀国家卫生城市
常态化创建高潮。

近日，我市召开创建卫生城镇讲
评推进会，将督导组明察暗访的问题
一一公布。会后，各县（市、区）、责任
单位认领清单，立即投入到创建行动

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牧野区委
书记牛晓辉，副市长、卫辉市委书记
崔红建，红旗区委书记刘宏锋，卫滨
区委书记李海潮，获嘉县县长杨新意
等分别带领相关部门深入创卫点位、
背街小巷检查创卫工作，要求各行业
部门和责任单位查漏补缺，努力提升
创卫工作水平及社会治理能力。经
开区在辖区各行业部门开展病媒生
物消杀；平原示范区各行业自发行
动，对照要求，自我提升；牧野区各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对辖区卫生死角进
行排查，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卫滨区
针对滨河摊贩区制定管理措施，力争
短时间内让此处卫生管理有质的提
升；获嘉县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进一步强化督导机制；辉县市、延津
县、封丘县、长垣市纷纷组织环卫工
人，加大城乡环境卫生的清扫频次，
号召群众共同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

与此同时，我市各辖区基层单位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充分发动辖
区群众，积极开展清洁家园活动，推
动我市创卫工作走深走实。据不完
全统计，自9月4日以来，全市共清理
垃圾782吨，清除卫生死角892处、小
广告1354处，修整绿化带及杂草249
处，清洗果皮箱2330个，督导整治“四
小”场所 266 家、餐饮场所 594 家、农
贸市场23家、餐饮油烟单位33家。

“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相关部门

自发行动，全市上下齐抓共管，久久
为功，创卫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全
民参与的氛围日益浓厚，社会环境卫
生秩序明显好转，广大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持续增强。”市巩固提升国家卫
生城市前线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二
级警务专员王宗仁表示，相信随着我
市创卫工作的持续开展，家园会变得
更美，民生福祉也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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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布
8月消费投诉信息

本报讯（记者 崔敬） 9月10日，记者
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我市发布8月
份消费投诉信息。今年8月份，全市12315
工作机构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123件，占诉
求总量的40.84%。8月份消费投诉量与前
一月份相较增加253件。

其中，8月份，我市商品消费类投诉共
2849件，占投诉总量的69.10%。涉及食品
类896件，占商品类投诉量的31.45%；涉及
家用电器类 275 件，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9.65%；涉及家居用品类 181 件，占商品类
投诉量的6.35%。

服务消费类投诉1274件，占投诉总量的
30.90%：涉及餐饮住宿服务类196件，占服务
类投诉量的15.38%；涉及互联网服务类94
件，占服务类投诉量的7.38%；涉及文化娱乐
体育服务类93件，占服务类投诉量的7.30%。

相较7月份，我市受理消费者投诉量
持续上升，8月份受理案件增加253件。中
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我市将再迎消费高
峰。本报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食品安全，
科学理性消费，出现消费纠纷或者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时，及时拨打 12315 电话进行
投诉举报。

我市再掀国家卫生城市常态化创建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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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在新奥社区九州宾馆家属院，一群身着鲜艳醒目“红马甲”的志愿者手持清洁工具，在
小区楼道口、绿化带和其他公共区域，对社区环境卫生进行打扫。当天，新乡日报社组织干部职工
参与全国卫生城市创建工作，持续开展深入社区清洁志愿服务活动，共同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
城市卫生环境，营造浓厚的爱卫生、爱文明氛围。

透过12345进社区可以看到什么

本报讯（记者 陈曙光） 9月
9日，新乡市2023年“质量月”活动
启动仪式暨起重产业高质量发展
研讨会在长垣市举行。省、市有
关领导及各县（市、区）相关负责
人、企业代表等160余人参加。

本次活动由新乡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长垣市人民政府、河南省
质量协会主办，主题为“增强质量
意识 推进高质量发展”。活动现
场宣读了“质量倡议书”；通报了
新乡市2023年“质量月”主要活动
安排；与会领导为长垣市、新乡
县、原阳县质量基础设施“一站
式”服务工作站授牌；新乡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主要领导进行了动员
讲话，并宣布2023年“质量月”活
动启动。

据了解，在“质量月”活动期
间，我市将组织开展“质量宣传、
质量提升、质量监管、质量文化”
四大专题52项主要活动，全面聚
焦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着重强化质量安全

监管，健全“双随机、一公开”、
“互联网＋监管”等监管手段，严
厉打击制售伪劣商品违法犯罪行
为，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和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持续强化食品、药品、特种设
备、工业产品安全监管，强化燃
气具、儿童用品、电线电缆、危化
品隐患风险排查整治；加强重要
民生商品价格监管，加大侵犯知
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等领域执
法力度；持续开展放心消费创建
活动和消费教育引导活动，推动
完善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切
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质量关键

“小事”，构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

近年来，我市全面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全市质量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在全省质量工作考核
中荣获 A 级等次，进入全省第一
方阵；8 家企业荣获省长质量奖，
居全省第二位；围绕当地区位优
势和产业特色，大力推进质量强

县示范县创建；开展标准化建设
提速提标行动；由河南矿山集团
主导、长垣市市场监管局参与起
草的团体标准荣获中国标准创新
贡献奖，全省仅此1项；深入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全市专利授权总
数达 12452 件，位居全省第三位，
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量达到37件，
居全省第二位，拥有地理标志商
标17件，居全省第一位；推进“美
豫名品”公共品牌建设培育计划，
首批“美豫名品”入库企业达 59
家，持续加快品牌强市建设，为现
代化新乡建设提供有力的品牌支
撑。

下一步，我市将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深入实施
质量强市战略，开展全产业链质
量提升行动，大力推动新乡品牌
建设，强化质量考核激励力度，不
断夯实质量基础设施，持续优化
质量发展环境，营造质量发展浓
厚氛围，推动质量强市建设再上
新台阶。

营造质量发展氛围 优化质量发展环境

我市举办2023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

□记者 李文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