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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
生，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持续为民办实
事办好事，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
市范围内公开征集 2021年民
生实事项目，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征集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结束。
二、征集原则
按照“尊重民意，普惠

共享，绵绵用力，久久为
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的原则，坚持把群众呼声和
社会需求作为决策的主要依
据，根据轻重缓急，重点选
取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
烈、需求最迫切以及对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的民生事项。
三、征集内容
征集内容应具有普惠

性、亟须性、可行性，围绕
群众所急、所需、所盼，尽
量征集“衣食住行教医保”
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受惠面广的项目，努力
解决群众的操心事、揪心
事、烦心事，确保人民群众
共享发展成果。（下转3版）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12月 17日上午，华电漯河
热力公司的工程技术服务人
员，来到市区五一路南段的香
樟花园小区，对小区用上集中
供暖的居民家庭进行回访，查
验室内温度是否达标、室内管
网有无跑冒滴漏现象等，并恳
请居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以对不足之处进行整改，让居
民暖气用得放心，生活过得更
舒心。

“供暖企业的服务真的太贴
心了！俺家 12月 4日用上暖气
后，这些服务人员已经来三趟
了，老怕温度不达标。”看着热
力服务人员认真地检查家中的
水管和暖气片，小区居民韩大
娘赞不绝口。

“今年，沙南居民集中供
暖，这是历史性的大事。”市住
建局科技科科长王勇兴奋地告
诉记者，城市集中供热工程一
直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
民生工程，也是我市治理大气
污染的环保工程，更是广大市
民期盼已久的幸福工程。2020
年我市供热管网建设取得历史
性突破，实现多项第一，超额
完成市定民生实事任务。

下面一组数据，可以看出
我市集中供热建设突飞猛进，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步伐：两年
前我市城区居民集中供暖还未
开展，2019年我市单位和小区
集中供热面积已达到300万平方
米，2020年我市 （含两县）集
中供热面积又净增 420 万平方
米；至 2019年，市区建成集中
供热交换站 44座，2020年又新
建 60座；今年，全市新建集中
供热管网 41.11千米，市区总供
热管网里程达到130千米。

惠民工程进展迅速，得益
于我市以民为本、关心民生的
浓浓民生情怀。今年，我市总
结集中供热工作中的经验和教
训，优化了组织实施路径，改
进了实施方式方法，强化了重

点环节管控，在市政府印发的
《漯河市2020年集中供热实施方
案》予以明确规范。市住建局
还加强了与自然资源和规划、
发展改革、财政及城市管理等
相关部门的沟通，在热力专项
规划修编、热价体系完善、实
施财政补贴、热力企业运营考
核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有的已被采纳实施，有的纳入
议事日程。目前我市集中供热
政策框架基本建立，为推进集
中供热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王勇向记者介绍，今年以
来，供热建设相关单位克服疫
情影响，克服施工点多线长面
广、阻力大、协调难等不利因
素，统筹推进管网工程、居民
小区和公建单位供热改造项目
建设：华电热力公司敷设供热
管网15条路段33.16千米，天阳
供热公司完成 10条路段 3.45千
米供热管网铺设；目前市区已
改造实施居民小区 53个，新增
供热面积达343万平方米；按照
分级负责原则，组织实施 15个
市直公建单位供热改造，指导
各区做好 18个区属公建单位供
热改造，改造任务已基本完成。

目前，华电热网工程澧河
以南全部贯通并实现沿线区域
正常供暖，市区中心城区实现
集中供热全覆盖，在西城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探索应用分
布式能源供暖扎实推进，初见
成效。随着管网工程的推进和
已供暖效果的口碑相传，集中
供热工作成效得到社会各界充
分肯定，关注支持集中供热的
社会氛围日益浓厚，为下一步
集中供热工作开展夯实了基础。

“近段时间，为应对重污染
天气，一些供热管网施工受到
了影响，道路供热主管网与小
区供热管网相连的最后节点还
没有贯通，延迟了部分改造小
区居民用暖。”王勇说，“不
过，大气质量好转后，我们将
督促供热部门抓紧时间施工，
争取用最快的速度让居民早日
用上暖气！”

家里通暖气 生活更舒适

■文/本报记者 尹晓玉
图/本报记者 杨 光

“这个菊花茶是自然风干
的，颜色比较正，能清热去
火。”12月 18日上午，在舞
阳县为民服务中心前的广场
上，正在参加农产品展销会
的李志明向大家介绍着自家
的菊花茶。2020年受疫情影
响，全国大部分展会取消，
以参加菊花展为主要盈利点
的李志明事业遭受重创。这
一年，他重新出发，转战电
商直播带货，迎来了事业发
展的新起点。

1991年出生的李志明是
舞阳县保和乡人，2011年高
中毕业后开始做销售工作，
其间结识了一名种植菊花的
老板。2012年，他到这个老
板的菊花地里打工，逐渐学
习了菊花种植、田间管理、
深加工等技术。2016年，李
志明辞职到重庆创业，承包
土地开始自己种菊花。

2019年，李志明回乡创
业，承包了 15亩地种菊花，
下半年扩张到 150亩，并成
立种植合作社。致富不忘乡
里，李志明的合作社不仅为
当地群众提供了工作岗位，
还吸纳贫困户入股，为他们
带去致富的希望。

让 李 志 明 惊 喜 的 是 ，
2019年菊花行情正好，他种
的菊花供不应求。卖菊花
苗、参加各类菊花展会……
第一年利润近百万元。“首战
告捷”的李志明准备在 2020
年大展拳脚，但疫情让他有
点措手不及。

“我种的菊花，有40%左
右是盆栽菊，主要是用于参
加各类菊花展。受疫情影
响，今年很多菊花展会都取
消了。”李志明说，盆栽菊暂
时不能种了，今年 4月他转
变思路，种植食用菊，并探
索延伸产业链，对菊花进行

深加工，注册商标，做成菊
花茶销售。今年 10月，李志
明又转战线上平台，在拼多
多开店，抖音直播带货。

“在做直播带货前，我的
抖音账号只有四五百粉丝。
第一次直播，直播间就俩
人，感觉可尴尬，也不知道
说啥。”李志明说，后来和他
同事一起每天坚持直播十几
个小时，不停向别人学习，
锻炼自己。现在，粉丝量有1
万多，线上每月销售 1万多
单。

“未来，希望通过积极尝
试电商直播这种新型模式，
提升品牌影响力，让我们的
菊花香飘万家。也能为周边
更多的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带动更多贫困家庭过上好日
子。”李志明说。

电商直播 菊香飘万家
——“90后”种植户李志明的故事

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21年民生实事项目的公告

李志明（左）介绍自家的菊花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