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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新郑市梨河镇陈
庄村王松梅的家里，出现了一群“蓝精
灵”。他们有条不紊地为王松梅量血
压、做体检、问饮食、完善健康档案……
原来，他们是来自梨河镇卫生院的家庭
医生，此时正在进行家庭医生签约“三
进服务”。

近年来，新郑市医疗部门致力于家
庭医生队伍建设，在市各基层医疗机构
均成立签约服务领导小组，建立签约服
务工作室，签约服务流程及各项制度上
墙，组建“1＋1＋1”的组合签约服务模
式,成立 132个签约服务团队，共计 676
名医务人员。

据悉，新郑市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工作实行月报制度，各基层医疗机构
对四类人群（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
疾人），四种疾病人群（高血压、糖尿病、
重性精神病和结核病）,以及两类特殊
关注人群（困难群众、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共十类重点人群开展优先签约和
服务。

截至目前，新郑市城市居民签约
64201人，签约率为 45.7%，农村签约
409728人，签约率为 82.7%，全市重点
人群签约 158875人，签约率为 91.5%。
全市智能化“家医平台”共签约 149000
人，重点人群签约 13552人，履约服务
8285人次。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田胜利 文/图

本报讯 9月 3日，河南省研学旅游
大会在安阳开幕，会上，河南省旅游局
发布了 6条河南研学线路，并为首批包

括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在内的 55家河
南省研学旅游示范基地进行授牌。

河南省旅游局局长姜继鼎，安阳市

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致
辞。会议由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周耀霞
主持。中国旅行社协会研学旅行分会秘
书长张云凤，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调
研员张明星，以及来自北京、山西、上海、
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陕西
和河南等省（市）旅行商，媒体记者约
200人参加了会议。

研学旅游综合性强、关联度大、开放
性高，在改革创新、融合发展中空间巨
大，前景广阔。开展研学旅游合作，是推
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助力中原出彩的有
效途径；是增强区域融合，打造优质旅游
的重要举措；是追寻诗与远方，增进民生
福祉的有力方式。此次河南省研学旅游
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对传播“老家河
南”研学旅游新形象、搭建研学旅游合作
共赢新平台、壮大研学旅游发展发挥重
要推动作用。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时凯 文/图

本报讯 随意闯红灯、走路玩手机，这
样的行为，不仅会忽视身边的交通状况，
也会增大事故的发生率。近日，新郑市部
分街头出现了一种“会说话”的红绿灯。

“现在南北方向是红灯，行人请止
步。”近日，在新郑市区最繁忙的路口之
一，人民路与中华路交叉口的红绿灯们，
悄悄“说起了话”，引起了许多过路市民
驻足。记者通过现场观察，发现与传统
红绿灯不同的是，升级版的信号灯有一
块电子显示屏，会出现醒目的大字，滚动

提醒行人，红灯时是“红灯禁止通行”，绿
灯时是“绿灯安全通行”。同时，还伴随
相应的语音提示，十分贴心。

据了解，这个新款红绿灯学名为“一
体式人行信号灯”，除了电子显示屏和语
音提醒外，还配有声音提醒，“就是在绿
灯时，会出现节奏快速的嘀嗒声。这种
声音和语音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交
通协管员马淑玲说，这种新型信号灯对
手机“低头一族”、视力较差者或是色盲
色弱者来说，能起到比较好的提醒效果。

在记者 5分钟的观察中发现，至少
有12名“低头族”被语音和文字提醒，停
在了斑马线前。同时也对习惯于“中国
式过马路”的行人多了一份约束力，有助
于市民摒弃交通陋习，从自身做起为新
郑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据交警部门介绍，这种新型红绿灯
目前只在部分路段设有试点，下一步将
认真总结试用经验，然后在城区人流量
大的路口进行全面推广。
新郑时报 李显文

“会说话”的红绿灯亮相新郑街头
“叫醒”低头族

本报讯“谢谢你们，我老婆终于有
户口了！”赵喜成拉着梨河派出所民警
姜林和林向阳的手激动不已。8月 14
日上午，一面印有“廉洁高效，为民解
忧”的锦旗送到了新郑市公安局梨河派
出所户籍民警姜林和林向阳的手中。
经过一番询问得知，原来是梨河镇三刘
村村民赵喜成特地感谢民警为其妻子
解决了24年没有户口的难题。

2017年 12月，姜林在三刘村进行
“一标三实”工作时，得知该村有一名无
户口人员名叫罗麻直，是低保户赵喜成
的妻子。原来，家庭贫困的赵喜成已经
三四十岁却还是个光棍汉，1994年那
年，他在邻村长葛市杜庄修鞋时，杜庄
村的王秀英把流浪到他们村的罗麻直
介绍给了赵喜成。

姜林在多次调查中了解到，罗麻直
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经常意识不清，
不认字不会写字，自己的出生地、籍贯
地和家庭成员姓名也都不记得，与人正

常沟通都是个大问题，所以赵喜成就一
直没有给罗麻直上户口。

姜林多次与该所户籍民警沟通，商
量解决办法。罗麻直的情况户籍民警
林向阳也非常重视，他明白这是属于无
户口类别中最为复杂的一种情况。为了
尽快帮助罗麻直解决户口问题，林向阳
利用休息时间在全国门户网、河南人口
信息系统、居民身份证系统进行多次核
查，并比对人像近百张，又通过DNA技
术排除了被拐被骗的可能。该所所长
陈景霞积极联系协调局领导和治安大
队，在新郑市中医院为罗麻直出具了精
神诊断证明。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解决了罗麻直
的户口问题，并免费办理了二代居民身
份证。在新郑生活了 24年终于不再是
“黑户”，拿着户口簿的罗麻直激动地流
下了眼泪。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郭瀛浩 文/图

黄帝故里景区入选
首批河南省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新郑市食药监局
开展生猪肉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为确保新郑市生猪肉质量
安全，新郑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迅速
开展了生猪肉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行动对农贸市场等重点
场所的生猪肉及肉制品经营单位开展
拉网式检查，主要检查经营肉类是否具
备“两证两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动物检疫合格证》和在猪胴体加盖的
《肉品品质验讫印章》《检疫验讫印
章》），其次检查是否销售疫区猪肉、注
水肉、病死猪肉、来源不明等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猪肉。

同时，加大《食品安全法》《动物防
疫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强化经
营者的行业自律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
提高其诚信守法经营自觉性和社会责
任感。宣传安全消费知识和技巧，提醒
广大消费者，如发现或者购买到问题猪
肉，可及时拨打12331向监管部门投诉
举报，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114人
次，检查生猪肉经营户 178户次，暂未
发现不符合规定的生猪肉。
新郑时报 李显文

组建家庭医生队伍
实现上门服务

24年“黑户”终解决
多亏了新郑这两位民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