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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心事暖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黄慧子 文/图）昨日上午，中原区三
官庙街道河南纺机社区的淑心解忧
室上演暖心一幕。郑上路 16 号院
83 岁独居老人王奶奶因记忆力衰
退，担心外出走失，向社区求助制作

“防走失关爱卡”，社区现场办公满
足了老人的心愿。

昨日，当老伴离世、子女远在外
地的独居老人王奶奶心情忐忑地走
进社区服务大厅时，社区书记张芳
热情地拉着老人的手唠家常，仔细
询问其饮食起居和身体状况。当得
知老人的来意后，工作人员当即精
心设计制作关爱卡，详细标注老人

姓名、住址、年龄，附上子女及社区
服务电话。一张卡片传递温暖，一
句承诺彰显担当，让独居老人感受
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情。老人感动得
执意支付制作费用，被工作人员婉
拒：“有困难随时找社区，这是我们
应该做的，这儿就是您的家。”

据了解，河南纺机社区目前已
为辖区 20 余位有需求的老人制作
并发放了“防走失关爱卡”。社区
同时还建立了包含多名老人的信
息台账，定期开展探访关爱服务。
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上
门探访老年人 500 余次，将关爱落
到实处。

小小关爱卡 浓浓爱民情

社区为老人制作的
“防走失关爱卡”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朱翔宇）走
进二七区，医疗健康产业活力涌动。
臻辉生物技术（河南）有限公司计划搭
建生物细胞领域“储存—制备—临床”
全链条技术体系，同步推进建设抗肿
瘤人源抗体库，重塑区域生物细胞制
剂精准治疗产业创新生态；赛奥斯博
国际 CGT 研究中心配备国际认证的
GMP生产车间及AI辅助研发系统，全
力攻克癌症治疗等医学难题，推动细
胞基因治疗技术迈向新台阶……

作为全省医疗资源富集区，二七
区拥有 8家三级医院、726家医疗服务
机构，4家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以及 31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410家
销售企业。近年来，二七区锚定“六
医”（医学、医疗、医药、医美、医养、医
心）发展战略，以大学路为轴线打造

“医疗健康产业发展轴”，联动樱桃沟
“体育康养+文旅融合示范区”，构建起
“一轴一区五园”产业空间布局，推动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药流通、健康
服务等产业协同发展。

聚焦政策提质，打造中部产业标
杆。区委、区政府将发展医疗健康产
业作为全区产业转型提质的重要主攻
方向，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牵
头的工作专班，深入学习研究产业发
展政策，出台《二七区促进医疗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并召开医
疗健康产业发展座谈会，邀请200余名
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共谋发展路径。

聚才引凤筑巢，推动产业集聚发
展。二七区坚持精准招引、延链聚群，结
合辖区资源优势，布局一批高质量健康
产业园。河医健康服务与医疗科创产业
园依托郑大一附院资源，打造“医生+平
台”“医院+工厂”的成果转化模式；二七
数科医疗医药科创产业园吸引赛奥斯博
等医药科研企业入驻；二七新区医疗仪
器高端智造产业园通过土地整理与招
商，成功引入图格医疗、美时医疗等企

业。此外，欧亚地块城市更新项目拟投
资6.9亿元，规划建设医疗研发、健康服
务、产业互联网综合园区；时事通医疗器
械产业园开业一年多，入驻企业超300
家；仲景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即将投运，
将成为行业领先的智能化医药储运配送
中心；华鹏飞医药健康产业园也在积极
谋划建设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为一
体的专业性园区。

聚力创新驱动，积蓄产业发展动
能。二七区依托辖区的郑州大学、郑
州健康学院、黄河科技学院等高校，为
健康产业输送科研与技能人才。目
前，全区已建成 24家省部级医学重点
实验室、104家市厅级实验室，以及河
南省MAH转化平台、药交天下大数据
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新建成赛奥斯
博国际 CGT 研究中心拥有 2000 平方
米核心实验室，配备国际认证的GMP
生产车间及AI辅助研发系统，形成“产
学研用”一体化格局。

金水区：
精准监督
居民家门口养老无忧

本报讯“这里哪儿都好哦。你
看，饭菜可口，环境温馨，服务贴心，
孩子平时工作忙，我在这里孩子们
特别放心。真是在家门口实现了无
忧养老啊！”说起金水区国基路街道
宏康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好，八旬
老人王爱国赞不绝口。这是金水区
纪委监委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
为居民带来的新变化。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重要
内容之一。如何把好事办好？今
年以来，金水区纪委监委聚焦养老
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采用“四
不两直”工作方式，对全区 17家养
老服务中心、178个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进行抽查，重点关注养老服务
机构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及政策落
实等情况，助推全区养老服务提质
增效。

金水区纪委监委通过坚持“查
改治”一体发力，通过实地走访、座
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督促民政
部门对综合服务差、运营质量低的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进行并转和提
升。截至目前，发现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利用率不高、医疗资源与养老
资源衔接不畅等问题 6个，督促 18
个不达标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已完
成整改，新增养老服务中心2家，社
区养老服务覆盖率达到100%，并打
造“金 i养老”智慧养老服务系统，
切实满足辖区群众多层次、高品质
的养老需求。

金水区纪委监委将持续深化
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

“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督促构
建多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确保普惠性养老兜底政策落到实
处，真正托起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晚年。
党贺喜 郭铮

巩义市米河镇：
廉政戏曲唱响乡村
清风正气沁润民心

本报讯（记者 李晓霞 通讯员
白哲）“陈州放粮查赃官，百姓的活
命钱谁敢贪！……”近日，巩义市米
河镇组织开展“廉政戏曲进乡村”活
动，将《包公辞朝》《下陈州》等经典
廉政剧目送到各村，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传播廉洁文化，营造崇廉
尚洁的浓厚氛围。

活动中，演员们用生动的表演
将清官廉吏的故事娓娓道来，赢得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铁山村老党
员王大爷感慨道：“这戏唱得好！既
热闹又教育人，党员干部就得清清
白白干事。”

今年以来，米河镇持续深化廉
政文化建设，通过“戏曲下乡”“廉洁
故事会”“家风课堂”等形式，推动廉
洁教育融入日常、贴近群众。下一
步，米河镇将结合本土文化资源，创
新教育载体，让清风正气在基层生
根发芽。

本报讯（记者 谢鹏飞 通讯
员 郭晶 文/图）近日，在上街区峡
窝镇大坡顶村红薯种植基地内，
一垄垄红薯苗绿意盎然，田间地
头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

今年，大坡顶村积极优化调
整种植结构，引进红薯新品种，由

最初的单一品种哈密冰糖薯到目
前的哈密、烟薯、西瓜红多品种结
合种植，种植面积约 280亩。种植
过程中采用机械化起垄覆膜和滴
灌现代化农业种植模式，提高种
植效率。

近年来，为了推进村集体经济

发展，大坡顶村改良闲置土地种植
哈密冰糖薯，建设鲜薯地下储藏大
棚，并建成 1080 平方米的农产品
标准化加工车间，引进涂布粉条全
自动加工设备及各项配套设施，实
现了红薯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
准化发展。

上街区峡窝镇大坡顶村上街区峡窝镇大坡顶村：：

多品种结合多品种结合 播种新播种新““薯薯””光光

栽种好的红薯苗

二七区医疗资源“强磁场”变身产业“增长极”

打造中部医疗健康产业新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