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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春 6 月 16 日
电（记者薛钦峰）短短六七年
时间，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
均翻一番，城区人口从 30
万增长到 42 万……位于东
北中南部的吉林省县域小城
梅河口市，凭借做强优势产
业，发展全域旅游，让市民共
享发展红利等，正成为产业
集聚、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
活力之城。

做强优势产业

　　今年吉林抗疫期间，在
梅河口市供应长春的蔬菜包
里，新鲜的蔬菜和冷面等方
便食品，被不少长春市民“点
赞”。
　　近年来，以冷面、麻辣烫
为主打的方便食品成为梅河
口市快速发展的产业。在梅
河口市大长今食品有限公司
加工车间里，一袋袋冷面经
过包装、装箱，被送往物流仓
储中心。这家企业凭借现代
化的生产工艺成为当地重点
扶持的初创企业。
　　“2 年免租金，3 年租金
减半，还能以税顶租，对孵化
期的企业来说是最实在的帮
助。”该企业负责人高晓玲
说。如今，这家小企业年加工
方便食品超 1000 万袋，带
动当地几十人就业。
　　食品加工是梅河口市的
传统优势产业。这里的松子、
食用酒精、大米远近闻名。梅
河口市每年拿出专项资金，
用于食品加工产业扶持。果
仁食品产业园、健康食品产
业园等纷纷兴建，各类食品
加工企业发展到 500 多户。
　　这几年，梅河口市把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重点
来抓，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迅
速。四环制药、步长制药等一
批大型药企纷纷到此投资兴
业。“保姆式的服务让企业安
心发展。”吉林津升制药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凯说。梅河口
市通过设立驻企联络员制
度，成立“帮办代办服务中
心”等一系列措施，帮助企业
解决发展难题。

　　凭借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惠企政策，梅河口市形
成了医药健康、食品加工等四大主导产业，实现年产
值上百亿元，成为小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念好全域旅游经　　

　　从去年“五一”开业至今，梅河口市的“不夜城”
已接待游客 500 多万人次。每到夜幕降临，不少来
自长春市、吉林市等地的游客到此体验小城夜生活。
　　“不夜城”是梅河口市打造旅游业的一个缩影。
近几年，爨街、山水广场、人民公园、啤酒博物馆等一
系列文旅项目相继落成，新兴旅游业态蓬勃发展。
　　作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梅河口市把文旅项
目和生态景观建设相结合，城区 8 个主题公园和 36
个城市花园让文旅、生态与城市深度融合。走在辉发
河湿地景观带，让人如同穿梭在田野间；海龙湖公园
里，江南水乡风格的景观群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来
此休闲；在梅小野星光花海景区，优美的自然景观和
田园设施让这里成为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每年 7 月开始，梅河口市利用 3 个月时间开展
多项特色文化旅游活动，泼水节、啤酒节、厨艺大
赛……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梅河口市打通旅游业上
下游产业链，释放消费潜力，展现城市活力。
　　 2021 年，梅河口市吸引域内外游客首次超过
10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50 亿元。

打造市民的“城市客厅”

　　梅河口市康美大道两侧是一个个社区。小区外
的草地旁，一条小溪沿着主路向远处延伸。小溪边木
制凉亭里，不少市民歇脚、乘凉。梅河口市投资 15
亿元在城区打造了 35 公里的生态水系，大大改善
市民生活环境。
　　近年来，梅河口市聘请国内专业的规划设计团
队设计城市景观，打造市民的“城市客厅”。在康美大
道上的一处公交站，市民正坐在座位上等车。封闭的
公交站里不仅有空调和卫生间，还设置茶水间。“冬
暖夏凉，很舒适。”市民高伟光说。
　　“出租车之家”是梅河口市专门为出租车司机建
立的驿站。每天中午，不少司机在此用餐、休息。“午
餐荤素搭配，种类丰富，只收 2 元钱，休息室和淋浴
间免费使用。”“出租车之家”负责人赵艳波说，运营
的费用由政府财政补贴。
　　市民生活也丰富多彩。在光明街道莲花社区的
工艺品美术室，几位阿姨边剪纸边聊天；健身房里，
有多人正“挥汗如雨”。月嫂培训中心、心理减压室、
少儿亲情驿站，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一应俱全。“不
收取费用，向所有市民开放。”莲花社区党委书记刘
丹丹说。
　　近年来，梅河口市实施了多项惠民政策，学生、
60 周岁以上老人在市体育中心可享受免费、低收费
开放政策，市区开通 3 条免费公交车线路……“作
为梅河口市民，幸福感满满。”高伟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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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县 城 看 发 展

　　新华社天津 6 月 15 日电（记者宋瑞、
殷晓圣）“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事项？”6
月初的一天，在天津市宁河区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内，宁河区信访办信访处理科
科长赵启迪化身“超市导购员”，服务来访
群众。
　　看到杨先生匆匆前来，赵启迪立即上前
询问缘由，从智能叫号机取出号码，全程
导访。
　　 2020 年 3 月，天津市宁河区创新信访
工作模式，将原本单一的信访接待窗口打造
为多部门联动接待的开放窗口，将群众矛盾
一站式接收。如今，在宽敞整洁的大厅内，20
多个开放式接访窗口有 10 个部门集中常
驻、58 个部门和街镇随驻。
　　赵启迪说，老百姓将烦恼“打包”带来，选
择相应“服务”后，工作人员就会尽可能及时
送上解决方案。“这里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群
众的‘信访超市’。”
　　随后，杨先生来到宁河区水务局的接访
窗口前，反映在蓟运河禁渔期间，有人偷偷使
用地笼、电鱼设备等进行非法捕鱼的情况。
　　宁河区水务局工作人员马海宁边聆听、

边记录，并与同在接访窗口的公安局宁河分
局工作人员王启忠联合接待研判，将杨先生
反映的事项及时反馈至负责科室。
　　第二天，宁河区水务局、宁河区农业行政
综合执法支队、公安局宁河分局等部门立即
联合开展夜查禁渔行动，最终抓获了犯罪嫌
疑人，并当场查获其使用的非法捕鱼工具。随
后，相关部门对宁河区辖区内的主要河道进

行不间断的禁渔期普法宣传和执法巡查，打
击非法捕捞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水域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是我们
每个人应尽的责任，我提供举报线索后，‘信
访超市’工作人员行动迅速，办事效率很快，
处理结果令大家满意。”杨先生说。
　　天津市宁河区信访办主任王树涛说，宁
河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集合了矛盾
调解、法律援助、信访调处等多项功能，实现
了“全科受理、集成联办、进一扇门、一站化
解”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成为群众化解
矛盾的“总枢纽”。
　　如今，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已经在
天津市 16 个区内全部建立。今年 1 月至 5 月
底，天津市、区、街镇三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中心已累计服务群众超过 2.4 万人次，办结
信访事项超过 1.8 万件，办结率达 94% 以上。
　　随着信访工作制度改革走向深入，化矛盾、
解民忧的“信访超市”在基层生根发芽，维护了
群众利益、凝聚了民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019 年前后，浙江省汲取政务服务“最
多跑一次”经验，结合信访联合接待中心、矛
盾调解中心建设以及诉调、访调对接机制等

前期探索成果，提出“信访超市”概念。
　　在浙江，丽水缙云等山区县设置流动
型信访代办员，打造“服务解忧站”；舟山一
些偏远海岛实行“信访漂流瓶”制，在交通
航船上增设信访箱，方便岛上居民解决困
难……该省各地县（区、市）的矛调中心因
地制宜，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在安徽，蚌埠市蚌山区信访局也推出
创新治理体系，信访群众是“顾客”，信访局
为“超市经理”，各职能部门为“产品供应
商”，专职代办员为“超市外送员”。百姓在
工作生活中遇到了矛盾纠纷，到“信访超
市”可以一站式答复或解决。
　　随着各地建立的“信访超市”越来越
多，很多街坊邻里纠纷、陈年信访积案等得
以化解。专家认为，这种社会矛盾纠纷多元
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是“最多跑一次”
改革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创新运用。
　　“我们的‘信访超市’会努力让百姓诉
求‘最多跑一地’，将‘化案’与‘解心’结合
起来，实实在在为百姓解‘疙瘩’、排难题，
让社会中加一分温暖、多一分和谐。”天津
市信访办公室接访一处副处长陆树声说。

多地“信访超市”一站式化解矛盾解民忧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记者叶婧、杜
一方、韩朝阳）记者 6 月 16 日从河北、山东、
河南等省份了解到，当地出现高温天气，局地
达 40 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 16 日 18 时
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华北黄淮等地将出
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提示公众注意防范高温
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6 日 8 时许，记者在河北省新河县寻
寨镇南杜兴村村口看到，不少村民们拎着铁
锹、锄头等农具，忙着为刚收割过的麦田引河
水灌溉。“现在天气热，趁着早上还算凉快赶
紧浇上水，不耽误接下来的玉米播种。”年逾
六旬的南杜兴村村民邱玉娥告诉记者。
　　来自河北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 3 天，
河北省中南部最高气温可达 35 至 37 摄氏
度，其中，18 日到 19 日，石家庄、沧州及以南

可达 37 至 39 摄氏度，邢台、邯郸部分地区
可达 40 摄氏度。
　　河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买文明说，在
气象学上，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 35 摄氏
度时称为高温。连续 3 天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过程称作“高温热浪”天气。需防范高温天气
对夏收夏种工作、夏季用电安全及中考带来
的不利影响。
　　 16 日 12 时 35 分，河南省郑州市气象
台已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红色预
警信号，预计 16 日下午郑州市主城区、航空
港区、上街区最高气温将升至 40 摄氏度以
上。此外，鹤壁市、安阳市、新乡市等地也发布
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河南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高温过程持续
时间长、强度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户外工
作人员应缩短连续工作时间，谨防中暑。
　　气象部门分析，受大陆暖高压影响，河南
省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拉开序幕，预计会持续
一周以上。16 日至 21 日，除西部高海拔山区
外，河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 36 摄氏度以
上，北中部部分县市气温达 40 至 41 摄氏度。
　　 13 时许，太阳格外炙热。在山东省德州
市陵城区新市街路口，发生一起三轮车与电
动车相撞事故，正在附近执行巡逻任务的陵
东派出所民警潘继洲和同事赶紧上前进行处
理和救助。完成救助任务时，潘继洲的一身警
服已经湿透。潘继洲说，因三轮车司机年纪
大，高温驾驶时忽然感到头晕不适，躲闪不及
时而与旁边电动车相撞发生事故。
　　记者了解到，16 日 11 时，山东省气象台

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受大陆暖脊影响，
预计 16 日至 20 日，山东将出现大范围 37
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气象服务中心表示，高温天气会对情
绪、工作能力、技术效能等产生不良影响，
造成情绪“中暑”；心血管系统处于高负荷
运行状况容易诱发心脏疾病，出现高血压、
冠心病等。
　　中央气象台 16 日 18 时继续发布高
温黄色预警，未来 10 天，山西南部、河北
南部、河南、山东及苏皖北部以及内蒙古西
部、甘肃西部、陕西大部等地将出现持续高
温天气，日最高气温 35 至 38 摄氏度，局
部地区可达 40 摄氏度左右。22 日后，江
南东部和华南东部的部分地区也将出现高
温天气。

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

  ▲ 6 月 6 日，天津市宁河区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来访群众进行
导访。          新华社发

　　站在伶仃洋上空 270 米高的跨海大桥施
工平台，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机活力尽收眼底。
　　在宽阔的伶仃洋上，国家重大工程深中
通道正在稳步建设。这个全长 24 公里的大湾
区超级工程，将在两年后连通隔海相望的中
山市和深圳市，让两地的车程从现在的 2 个
小时缩减为 20 分钟。
　　伶仃洋大桥是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
工程之一，其主塔高度为 270 米，相当于
90 层楼高。为了架设大桥的主缆，建设者们
在高空建起了跟主缆平行的施工平台猫
道。猫道的面网由两层镀锌钢丝网组成，透
过脚下的网眼看水面上的施工船，如同一
片叶子。
　　在这个高点，可以看到大湾区“脉”动，感
受到交通运输的活力恢复。
　　一艘艘巨轮经过伶仃洋大桥下的主航

道，不断进出广州南沙港。在最近一个月，南
沙港新开了美东和泰越两条国际海运航线，
海铁联运方面则开行了首个中欧班列。
　　广州港物流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合顺说，
今年以来，广州港已净增外贸班轮航线 8 条。
通过拓宽外贸物流通道，优化港口集疏运体
系，不断满足外贸企业进出口货物需求。广州
港目前有 194 条集装箱班轮航线，其中外贸
航线超过七成。
　　站在伶仃洋大桥上远眺，深圳宝安机场
的穹顶在阳光下清晰可见，一架架民航客机
在蓝天上爬升。6 月上旬，中国南方航空恢复
了深圳至上海虹桥的 2 个直飞航班，标志着
深圳至上海的客运航线正式复航。
　　近两个月以来，南航在广州和深圳共执
飞 1500 余架货机、“客改货”航班，运输货量
超过 10 万吨，货物包括电商货源、医疗器械、

海鲜和水果等。端午节期间，南航在大湾区
共保障货物近 8000 吨，同比去年增长 15%。
　　伶仃洋水面上，几艘专业施工船正在浮
运安装深中通道的海底隧道沉管。稳定的交
通基础设施投资，保障着项目顺利推进。深
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范传斌说，深中通道
总投资概算 446.9 亿元，目前已完成概算资
金的 65%。按照有关部署，今年的计划投资
额从 70 亿元提高到 75 亿元，年底时力争再
多完成一些。
　　曾经被伶仃洋隔断的珠江口两岸城市
群，正被一条条交通大动脉连通。在建的深
中通道，和它南北两侧已经运营的港珠澳大
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一起构建了大湾区
跨海通道群。
　　珠江入海，动能澎湃。
 （记者田建川）新华社广州 6 月 16 日电

270 米高空感受粤港澳大湾区“脉”动

▲这是 6 月 7 日拍摄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东塔、西人工岛及远处的深圳市区。    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新华社长沙 6 月
16 日电（记者帅才）“潘
主任，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接收了一位 70 岁女
性患者，严重胸痛，有慢
阻肺和哮喘史。心电图
提示患者可能发生房
颤！”6 月 14 日接近中
午时分，湖南省长沙市
东屯渡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石远长向湖南省
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潘
宏伟发出重症患者的转
运申请。
　　“赶快转运，我们派
救护车！”潘宏伟在“胸
痛 转 运 微 信 群 ”快 速
回复。
　　“李奶奶，你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原地等
待！”湖南省人民医院急
诊科医生熊涛在“胸痛
转运微信群”看了患者
的检查结果，反复叮嘱，
以免耽误救治。
　　中午 12 时左右，
救护车到达东屯渡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
员立即将老人送到湖南
省人民医院胸痛中心进行救治。当天晚上，
老人转危为安。
　　“如果错过救治时间，老人可能发生脑
梗、心梗。在胸痛中心，患者享受绿色通道，
可以先诊疗、后交费。”湖南省人民医院心
内科医生张宇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长沙市二级以上医院建
立了提供 24 小时诊疗的胸痛中心，作为
中心城区的芙蓉区，13 家基层医疗机构依
托湖南省人民医院，建成免费胸痛门诊，群
众在胸痛门诊看病免费，还能享受快速接
诊、及时转运服务。
　　长沙市芙蓉区卫健局副局长屈沪军
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搭建了远程心电
会诊平台、远程影像和远程 B 超平台等，
开展 24 小时便民医疗服务，打通转诊绿
色通道，方便群众就医。
　　 16 日，记者在马王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胸痛门诊看到，全科医生王海正为患者提供
诊疗服务。王海说，辖区内有不少心血管病患
者，胸痛门诊有 6 名医生轮流坐诊，每个医生
都建立了微信群，方便患者随时咨询。
　　“在社区医院挂号免费，小病痛可以
在家门口解决，出现急症找社区医生帮忙
转诊，更有安全感。”72 岁的心血管病患
者姚建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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