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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服务
满足群众健康

新期盼
□姬国庆

为方便群众在家门口看病就医，9
月27日，市卫生健康委在牧野广场组
织开展了“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
诊活动。市属及驻市二级以上相关医
疗机构参加了义诊。（《平原晚报》9月
30日A06版报道）

市卫生健康委通过组织开展大型
义诊活动，方便群众咨询看病，让群众
不用到医院就可以享受到便捷、有温度
的医疗服务，这样守护群众健康的义诊
活动就是医疗为民的具体体现。

义诊服务有多好？亲身体验很给
力！当天上午，笔者经过牧野广场时，
看到正在举办大型义诊活动，就到义
诊服务台咨询问诊，看到每个医生都
很用心、很专业。

在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义诊
服务台，医生张军艳认真地解答笔者
的问题，在分析笔者的健康状况时“刨
根问底”，颇为细致。

之后，笔者在张军艳的“催促”下
回家拿体检报告，她结合体检报告和
口述，对笔者的健康进行了“精准指
导”。她还专门绘图示意，并用浅显易
懂的“大白话”讲解“高深莫测”的医学
知识。这样的义诊服务很负责、很贴
心，值得为之叫好。

义诊面对面，服务零距离。其实，
笔者的上述体验只是义诊服务的一个
缩影。在每个义诊服务台前，每一名
医生都非常负责任，他们耐心细致地
解答群众的咨询，讲解健康知识，发放
健康资料，现场给群众看病，免费量血
压、测血糖……

义诊活动送健康，医疗服务暖人
心。有目共睹，此次大型义诊活动聚
集了十多家医院的众多医疗专家，将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群众身边，给群
众提供的医疗服务形式好、种类多、服
务全。他们传递的关爱与温暖就是守
护群众健康的“良方”，每个参加义诊
的群众都感同身受。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对
健康有了新期盼，市卫生健康委组织
开展大型义诊活动给群众提供便捷、
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极大地满足了
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健康新
期盼，是医疗为民的务实举措和具体
体现。

一言以蔽之，大型义诊活动紧密
结合群众需要，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
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看病就医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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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延）10月8日，由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开
黄河大桥项目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
建设场面，筑路工人放弃节假日，为保
障年底正式通车进行着最后的冲刺。

据介绍，新开黄河大桥项目又叫国
道 230 封丘至开封黄河大桥及连接线
工程，路线全长24.2公里，其中，黄河特
大桥全长14.73 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
车道一级公路技术标准，是国道230跨
越黄河的“咽喉”工程。2022年12月24
日，与全省高速公路“13445”工程16个
项目同步举行开工仪式。

作为国道 230 线跨越黄河的交通
要道，新开黄河大桥位于开封黄河大桥
和安罗高速黄河特大桥之间，建成通车
后将成为一条南北大通道，实现“一桥
连三路”，成为连接国道327线、兰原高
速和连霍高速的又一“关键一纵”。大
桥建成通车后，对加快黄河两岸郑州、
开封、新乡三地的融合发展进程，以及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均具有重要意义。

据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新开黄河大桥项目技术负责人李兴旺
介绍，截至10月8日，他们已完成全部
工程量的 95%。其中，连接线段交通

标线施划、交通标志安装、护栏板线形
调整、桥梁伸缩缝安装等线上施工基
本完成，互通区绿化补栽、边坡防护整
修提升等线下施工接近尾声，正在筹
备工程交工施工符合性自检工作。引
桥沥青路面铺筑进度正在快速冲刺，
主桥桥面施工加快收尾，桥梁伸缩缝、
交通标识标志、防眩板和声屏障等正
在加紧安装。

新开黄河大桥项目建设创下多个
“之最”。一是投资最多，新开黄河大桥
项目概算总投资49.11亿元。二是结构
最多，新开黄河大桥全桥共 104 联，由
北堤外引桥、北跨大堤桥、北堤内引桥、
主桥、南堤内引桥、南跨大堤桥、南堤外
引桥等七部分组成，单幅桥面宽度为
15.25米。三是桥长最长，全桥长14.73
公里，共66联275跨。

建设中的新开黄河大桥项目

加快速度 年底通车

新开黄河大桥项目工程量已完成95%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10月7日，
记者了解到，今年夏播以来，全市上下
抢农时、抓管理、防灾害，落实落细各项
粮食稳产措施，力保秋粮丰产丰收。截
至 10 月 7 日 15 时，全市收获秋作物
599.4 万亩，占总面积近九成。从实产
情况看，今年秋粮丰收已成定局。

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表示，全市
“三秋”生产进展顺利。今年我市秋作

物播种期遭遇极端高温干旱天气，7月
局部田间积水，8月大部分区域干旱少
雨。面对不利天气状况，各地加强应变
管理指导，狠抓增密、滴灌、分次施肥、
病虫草害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落实，为
实现秋粮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依托 59 支
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30个区域农机服
务中心，指导种粮户、农机服务组织抓

紧收获，指导农机手提高机收减损技
能，引导农机服务组织、农机大户与各
乡、村签订作业协议，推广收、运、耕、
种、管“一条龙”作业模式，极大提高了
农机作业组织化程度和作业效率。全
市共投入使用玉米收获机 9503 台、花
生收获机3431台、拖拉机12万多台、秸
秆还田机 1.7 万多台、播种机 4.8 万多
台，有力保障了“三秋”生产顺利进行。

秋作物收获近九成 秋粮丰收已成定局

本报讯（记者 崔敬）培厚专利转
化土壤，激活创新发展动能。10 月 7
日，记者了解到，我市加入粤港澳大湾
区跨区域专利转化合作联盟，旨在推动
知识产权资源共享，提升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效率，加强跨区域协同创新，促进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专利
转化合作联盟由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知识产权局）、澳门城市大学、横琴

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广东、浙江、湖
北、山东、辽宁、陕西、广西等地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和知识产权运
营转化机构等24家共同发起成立。

该联盟通过搭建专利转化、交流协
作、资源共享平台，旨在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之间、大湾区与内地城市之间
的知识产权资源共享，提升知识产权转
移转化效率，加强跨区域协同创新，促
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建设支撑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我市将以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专

利转化合作联盟为抓手，锚定“产业兴
市”“制造强市”，聚焦新乡八大产业集
群、17条重点产业链，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创
新专利转化模式，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
从样品到产品、从“书架”到“货架”，加
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点燃新乡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我市加入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专利转化合作联盟

推动知识产权资源共享

本报讯（记者 崔敬）10月8日，记
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提高企业和残疾人
群体办事便利度，市残联畅通线上和线
下途径，通过“政务下沉 全城通办”，实
现政务服务就近能办、快办、好办。截
至9月底，全市累计办理残疾人证7806
个，办理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
证519件，企业和残疾人群体政务服务

满意度显著提升。
连日来，市残联梳理下沉事项，确

定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
证、残疾人证办理两项作为下沉服务事
项，同时联合卫健部门加强对残疾评定
医疗机构、评定医生的业务指导，通过
培训切实严格办证标准和检查程序，杜
绝假、冒、伪证问题的发生。

其间，我市在河南政务服务网开设
专门端口，各县（市、区）、管委会残疾人
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工作、残疾人
证申请办理都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业务受
理。对有线下办理需求的企业和残疾人，
也可以到相应辖区政务服务中心和残
联“打包式”办理业务，全力打造残疾人
无障碍家园。

“政务下沉”打造残疾人无障碍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