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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城镇
燃气覆盖率的逐年提升，极大方
便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但是，因
为操作不当、使用不合格零件或
软管老化等导致燃气泄漏发现
不及时进而多次发生燃气事故，
给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
重威胁。

为消除事故隐患，新郑市印
发《新郑市城镇燃气用户加装安
全装置工作实施方案》等相关文
件，根据方案要求，新建住宅管
道天然气工程，燃气具连接管必
须使用金属软管。自9月1日至
2023年 10月底前，新郑市既有

管道天然气居民用户加装自闭
阀，非金属软管更换为金属软
管。经测算，所需费用为 240
元，由市财政、企业、居民按照各
三分之一比例承担，逾期将不再
享受政府补贴政策。2022年 12
月底前，非居民燃气用户全部安
装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燃
气泄漏报警器及联动切断装置，
非金属软管更换为金属软管，并
确保正常使用，所需费用由用户
自行承担。

根据 2021年 9月 1日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餐饮等行

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
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
保障其正常使用。第九十九条
规定: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
位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
警装置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孟凤玲

本报讯 8月 19日，在新郑
市薛店镇草庙马村的红心火龙
果种植大棚，一垄垄火龙果树
整齐排列，碧绿青翠的枝叶间，
一颗颗色泽艳丽的火龙果犹如
灯笼挂在枝头，煞是好看。20
多亩火龙果迎来今年首批采摘
期，大棚负责人马付山提着桶、
拿着剪刀，正忙着采摘成熟的
火龙果，现场一片忙碌的丰收
景象。

马付山是新郑市首批红心
火龙果种植户，为了种植好红心
火龙果，他研究种植技术，赴广
东、广西等地的火龙果种植基地
参观学习，并向专业人员学习管
理经验。

“我是 2018 年试种植了
2200棵红心火龙果树，今年已经
是第 5年了。通过精心管理，目

前，红心火龙果长势良好，预计
一年可以收获 5000斤左右，明
年可达 1吨以上。种植火龙果
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还能吸引游
客前来观光。”马付山说。

马付山介绍，种植火龙果
比种传统农作物方便，平时只
需施施肥、除除草，一年可以结
6次果，利用人工养殖蜜蜂对火
龙果花进行授粉。一周左右，
授粉成功的花蕊就会结出小
果，45天至60天后，就可以采摘
成熟的火龙果。

据了解，红心火龙果具有预
防贫血、美白减肥、抗衰老等功
效，其内含的独特成分对人体有
极好的保健效果。

“这是第一次吃到家门口种
植的这种热带水果，特别新鲜，
味道也很甜，所以带着一家人来

采摘游玩。”采摘游客吕怡彤告
诉记者。

火龙果作为新兴果树产业，
具有“短、平、快”的特点，经济效
益高。随着种植管理技术的成
熟，种植成本降低，亩产也逐年
增加。火龙果的花果期长，9月
初即可大面积成熟上市，采摘期
可至1月，历时4个月，不仅能上
市销售，还适合观光采摘。圆圆
滚滚、鲜红多汁的火龙果，鼓起
了果农的钱袋子，还带动了乡村
旅游发展。

马付山告诉记者，计划在火
龙果种植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品
种、拓展项目，打造成一个集水
果采摘、儿童乐园、休闲观光为
一体的现代化采摘园。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江华 思澄 双双 文/图

新郑市全面启动城镇燃气用户加装燃气安全装置工作

为居民用气安全“加把锁”

火龙果大丰收
赶紧收藏这个摘果好去处

本报讯“城市是我们共同
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讲
文明礼貌、做文明市民……”8
月 21日，新华路街道毛园社区
党支部书记王淑英拿着她的小
喇叭在炎黄广场向居民讲解文
明知识。

炎黄广场作为新郑市的地
标性建筑，也是市民重要的休
闲场所之一，每天来此休闲的
市民都很多。为了给市民创造
舒适的休闲环境，助力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新华路街道毛园
社区动了不少脑筋。

“我们在广场设置了志愿
者服务站，为前来休闲的市民
提供文明劝导、扶老携幼、帮困
助残等服务，及时纠正不牵绳
遛狗、赤膊游玩、乱扔垃圾等不
文明行为。”王淑英介绍，由社

区工作人员和党员组成的志愿
者服务队，近段时间每天都会
在广场上进行巡查，为市民发
放“文明扇”，用小喇叭向市民
喊话，引导大家树立文明意
识，养成文明习惯；与广场管
理人员一起，对广场内的灯
具、器械、座椅、标牌等公共设
施进行清查，发现安全隐患立
即维修，并将整改情况照片每
日记录销号。

“一般晚上吃过饭我都会来
广场转转，广场的环境、秩序现
在都很不错，确实感觉到人的素
质提高了。”市民李先生说，每天
都能看到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
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仅广场的环
境卫生持续改善，市民文明素质
也不断提高。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高举

新华路街道毛园社区
走进广场向居民讲解文明知识

本报讯 为巩固提升能力
作风建设成效，新郑市人社局
近期在全系统启动开展“人社
干部全员走流程”活动。8月
19日，新郑市人社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燕作为首个体验者，走
进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通过
看、办、听、问等场景形式，实地
感受办事服务质量，以“走”促
改推动服务优化提升。

变身“办事人”，亲自体验
找不足。社会保障卡是服务群
众生活的“市民卡”，目前全市
已初步形成“掌办优先、网点主
办、自助补充、大厅兜底”的办
卡服务常态。王燕来到 24小
时自助服务区，在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亲身体验社保卡自助
办理，认真观看“郑好办”等线
上渠道办卡演示。如今，通过
自助服务终端，群众仅凭身份
证便可当场取卡；选择线上申
领的，则直接邮寄到家实现“零
跑腿”。

聚焦“全链条”，全程陪办
听意见。办事便利度决定企业
满意度。为提升社保登记业务
办事体验，新郑市人社局优先
推荐企业选择省网“企业开办”
套餐实现线上即办，对于单独
申请社保登记的，压缩环节、多

科联动，实现与医保部门一窗
办妥。王燕特意来到社保医保
“一件事”窗口，当了解到新郑
市冠宜陶瓷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企业社保登记业务情况后，随
即陪同企业办事人员咨询流
程、填写表单、提交材料，全程
体验办事服务。业务顺利办完
后，王燕与办事人员畅谈感受，
倾听企业意见建议。

建立“清单库”，明责定措
抓快改。走流程不是“走过
场”，旨在真正解决一批政策落
实和经办管理服务中的痛点堵
点难点问题，推动人社政策和
服务更快更好惠及企业群众。
王燕在体验完社保卡办理、企
业社保登记业务后，对企业群
众关注度高、办理量大的职工
退休、就业创业事项继续进行
深入调研，了解业务环节、办理
时限和经办标准，帮助科室查
找短板不足。

一把手率先“走流程”，全
面拉开人社系统持续近 3个月
的“全员走流程”活动序幕，为
全局干部职工边走边改树立了
导向、划定了标准。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高良 文/图

直面痛点堵点难点
人社“走流程”体验式促改全面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