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人员正在传授滴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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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落实好口腔种植医疗服

务价格全流程调控， 根据调研情况，
市医保局先后完成前期测算、专家评
审、评估论证等工作，与市卫健委、市
人社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口腔种植
医疗服务价格调控工作的通知》。“我
们整合确定了 ‘种植体植入费 （单
颗）’等 15 个口腔种植类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取消或调整了‘种植体植入
术’等 20 个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市
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政策落地，相比集采前，现
在来医院种植牙的患者大约增长了

三分之一。 ”周口市中医院口腔科相
关负责人说， 种植牙集采政策落地
后，不少患者以更低的费用享受到了
更优质的医疗技术服务。

据了解，我市为口腔种植体医疗
服务第三价区， 最高降价幅度按照
15%执行。 集采后，我市单颗常规种
植牙全流程医疗服务调控目标不超

过 3750 元；价格较高的士卓曼、登士
柏种植体系统，降至 1855 元左右；市
场需求量较大的百康特、仕诺康种植
体系统，降至 640 元左右。 除降低项
目价格外，我市同步对“单颗常规种

植牙” 医疗服务总费用进行调控，单
颗种植牙费用从近 2 万元降至最高
不超过 6261 元。 “全口牙种植总费用
从 20 万元左右降低到 8 万元左右，
降幅达 60%， 群众就医门槛降低，种
植牙医疗费用负担大幅减轻，种植牙
需求进一步释放。 ”市医保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

为了做好政策落地执行 “后半
篇文章”，市医保局综合运用监测预
警、函询约谈、提醒告诫、成本调查、
信息披露、 公开曝光等手段进行监
管， 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价格的监
测 ，对价格高 、采用 “介绍费 ”“好处
费”买卖客源引流的予以公开曝光。
按照价格管理规定，遵循公平合法、
诚实信用和质价相符的原则， 市医
保局积极引导民营医疗机构合理定

价，主动进行价格公示，体现技术劳
务价值，增加患者认可度，展现社会
责任。

“接下来， 我们将持续全面落实
药品耗材集采政策，及时做好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收
费行为，保障百姓种得起牙、种得上
牙，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市医保
局相关负责人说。 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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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大户地头学“滴灌”
������本报讯（记者 高洪驰）5 月 16 日
下午，全市“五育融合、创新发展”工
作现场会在沈丘县召开。副市长秦胜
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秦胜军强调，各县（市、区）在“五
育融合、创新发展”中，要健全组织、
强化保障，深入推动“五育融合、创新
发展”；要健全领导组织、完善政策保
障、强化督导机制、营造良好氛围。要
补齐短板、强化标准，加快推进义务
教育学校建设；要以农村中小学为重
点，抓紧完善基础设施，美化校园环
境； 要配齐配好体音美等专业教师，
开足开齐国家规定课程；要完善落实
校长职级等制度， 促进依法治校、民
主治校；要不断提升特殊教育普及水
平， 加大特殊教育专业教师招聘、培
养力度，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学校建设和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工作，
不断提高特殊教育服务能力。要突出
重点，统筹推进，认真做好当前各项
中心工作。
会上 ，沈丘县 、淮阳区教育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和学校代表分别围绕

中小学 “五育融合 、创新发展 ”工作
作了交流发言 ；各县 （市 、区 ）政府
（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
周发 【2023】15 号文件贯彻落实情
况。 市教体局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
全市中小学五育融合工作开展情况

和周发【2023】15 号文件贯彻落实情
况。
会前，与会人员先后深入沈丘县

树人小学、第二初级中学、第二高级
中学、第一初级中学，对校园“五育融
合、创新发展”工作进行观摩。 ①6

深入推动“五育融合、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晨）5 月 17 日上
午，由市政府残工委主办，市残联承
办的周口市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儿童轮椅捐赠

仪式在五一广场举行。今年全国助残
日活动的主题是 “科技助残 共享美
好生活”。
市残联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十

四五’以来，我市 9394 名儿童获得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5 万余人（次）残疾
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1.4 万余名残
疾人接受了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近万
名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创业。 下一步，
市残联将持续围绕科技助残主题，进

一步推动残疾人康复科技发展、辅助
器具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科技助力
无障碍环境建设、数字赋能助残等工
作， 用科技点亮残疾人幸福美好生
活，提高残疾人救助受益面，提升科
技助残水平，共同构建包容和谐的社
会氛围和良好风尚。 ”

据悉，本次活动市残联向县（市、
区）残联及市直医院共捐赠 348 辆轮
椅。接受捐赠的周口惠济康复医院负
责同志表示， 市残联捐助的儿童轮
椅，将极大地改善医院残疾儿童的出
行条件，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
会，享受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②6

用科技点亮残疾人幸福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 乔小纳）为大力营
造家庭文明新风尚，5 月 16 日， 由周
口市妇联、市文明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市民政局、市教育体育局主办，
川汇区妇联、川汇区教育体育局、周口
市图书馆承办，周口市实验学校、周口
市家庭教育学会协办的周口市第二届

“家风家教文化节”启动仪式在周口市
实验学校举行， 家长与孩子们共同聆
听家风故事、感受文明力量。

周口市第二届 “家风家教文化
节” 主题为 “奋进新征程·共筑家国
梦”。启动仪式在感人肺腑的《红色家
书》诵读和激昂的《少年中国说》节目
后拉开帷幕。 仪式现场，按照全国妇

联、省妇联安排部署，市妇联特邀我
市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一线的专家老

师、 各级先进家庭典型组建宣讲团，
共同启动“最美家风润万家”家风故
事接力宣讲活动。李彩霞、李纪龙、孙
彩云依次围绕家风家教、 孝老爱老、
志愿服务分享他们的家风故事，他们
朴实的语言和真挚的表达感染了在

场的每一位听众，让大家感受到了中
华民族家庭美德的时代内涵，感悟到
了优良家风的向善力量。

启动仪式后，与会嘉宾参观了涵
养好家教、培养好家风书画展，观摩
了巧手剪出“廉”“福”“家”非遗剪纸
活动。 ②6

我市第二届“家风家教文化节”启动

�������5月 17日，中心城区庆丰路与周口大道交叉口四个临时施工隔离区已经
布置完毕，即将施工。市政部门为了优化交通组织，提高通行能力，保障车辆和
行人安全，对该区域进行升级改造，增设导流岛。导流岛投入使用后，将为居民
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和景观效果。 记者 沈湛 摄

刘记森：麦田里的 90后“新农人”
□记者 牛思光

刘记森毕业于河南农业职业学

院， 作为第一批深入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的大学生， 曾经被很多媒体
评为“新型职业农民”。 刘记森的事
迹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河南
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多次报道。

2014 年， 刘记森毕业后决定到
基层带动农民致富， 并在商水县天
华种植专业合作社任职， 利用所学
专业知识参与合作社管理。

针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常年外出

务工、 小农户生产效率低下和农民
不愿流转土地经营权等问题， 刘记

森所在合作社结合实际 ， 创新模
式，以提供全程托管服务为主，通过
“合作社+ 农户”“合作社+ 村集体+
农户”“粮食银行” 等多种模式开展
粮食生产全产业链托管服务。

为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进一步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 ，
2016 年， 刘记森联合商水县天华种
植专业合作社以及周口市 28 家优
秀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了周口市第

一家联合社。
目前，联合社经营土地规模 3.7

万亩，有农业机械 300 多台，联合社
充分发挥先进农业机械的优势，在
服务好当地农业生产的同时， 还组

织进行跨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 。
2021 年初至 2023 年春，联合社在河
南、河北、内蒙、山东等省区耕地 50
多万亩、收割小麦 30 多万亩 、开展
小麦病虫害防治 27 万亩，获得经济
效益 400 万元。

2017 年 ，刘记森尝试采用 “村
委+农户+合作社服务”的全新整村
土地托管模式，村民以土地入股的
形式把土地交给村委管理，村委将
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给合作社，村集
体拥有直接监督权、管理权。 “联合
社+ 村集体+ 农户”模式打破了小
农户碎片化生产的局面 ， 实现了
“棋盘” 式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经

营，改善了豫东多数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收入短缺的现状，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

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 刘记森
决定拿出土地托管 30%的纯利润作
为村集体收入 ， 拿出村集体收入
60%和联合社收入来补助贫困户托
管费用。 这种模式在 2020 年被评为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
并被编入 2020 年“全国产业扶贫故
事”。

接受采访时，刘记森表示：“发展
智慧农业，试种新品种，引进新技术，
用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争取为粮食
高产稳产作出自己的贡献。 ”②6

������5 月 17 日，记者在河南周口国
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展示
大厅看到，两个“中国碗”造型的大
粮仓满满装着小麦、玉米、大豆、绿
豆等粮食，寓意“中国碗”装满“中国
粮”。 近年来，河南周口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先后落地实施
国家小麦玉米现代农业产业园等 6
个国家级项目，实现高标准农田全
覆盖，累计繁育推广小麦新品种 31
个， 完成小麦优良品种种植 10 万
亩。 记者 徐松 摄

�������（上接第一版）
2024 年初夏，记者再次拜谒太昊

陵。 在明媚灿烂的阳光下，宏大的古
建筑群透着古朴和庄重。 太昊陵保护
中心主任雷铁梁介绍，太昊陵是纪念
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的大型陵

庙， 因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所
以太昊陵也被誉为“天下第一陵”。 它
现在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 也是首批全国旅
游标准化示范单位。 太昊陵依据伏羲
先天八卦数理兴建，是中国帝王陵庙
中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之孤例。

记者从午朝门出发，向北而行看
到， 从午朝门到陵墓的中轴线上，排
列着一道又一道式样不同的门，并且
院落大小不一、宽窄不等，在这些多
重的庭院里面，营造的氛围不断在变
化。 一直到统天殿广场，由金碧辉煌

的大殿、40 多间东西厢房、太极门、仰
观门、俯察门，以及钟鼓二楼，形成了
建筑格局上的高潮，再穿过显仁殿和
太始门之间的狭窄过道，一座高达 20
多米的圜丘状墓冢出现在眼前，这里
就是伏羲氏长眠之地 ， 在古柏佑护
下，墓冢显得庄严肃穆。

伫立在此 ，遥想数千年前 ，伏羲
氏率领先民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辛

勤劳作，奠华夏之初基、开文明之先
河，是何等伟大！

雷铁梁介绍，据史书记载，太昊陵
始建于唐、增制于宋、重修于明、完善
于清，历代帝王 50余次御祭。 现在的
太昊陵建筑群格局形成于明朝洪武

年间，据考证是仿照南京明故宫建造。
太昊陵为何要仿南京明故宫而建

呢？
相传在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兵起

义打了败仗， 被追兵追得走投无路，
惶惶然逃到了伏羲氏庙内躲过劫难。
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便依照自己
的皇家宫殿重修了太昊陵。

太昊陵中央规模宏大的建筑为

统天殿。 统天殿在太昊陵内体量最
大、等级最高，也是全国古建筑等级
最高的殿宇，里面供奉着中华人文始
祖太昊伏羲氏。

统天殿通高 15.7 米， 面阔 5 间、
进深 3 间， 上用黄色琉璃瓦覆顶，龙
凤大脊，南龙北凤，中间为 3 节彩釉
吉星陶楼。 殿的 4 个挑角为“四绝人”
（庞涓、子都、罗成、韩信）及吻兽。

进入殿内，身披树叶、腰裹兽皮、
目光慈善、 居中坐定的便是伏羲氏，
伏羲氏手中捧着的是先天八卦。 “当
年伏羲氏率领部落子民从成纪到宛

丘，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一路上的四

时节气、风土民情记挂在这位爱民如
子的部落首领的心头， 他仰观于天、
俯察于地、中得心源。 ”雷铁梁说，伏
羲氏发明了八卦，非常了不起。 这是
中华《易经》文化之始，在中华文化史
上占有极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每年的二月初二至三月初三，拜
谒人文始祖伏羲氏的游客络绎不绝，
太昊陵成为海内外华夏子孙寻根问

祖的圣地，创下了单日祭拜人数 82.5
万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何以如此？
记者心想，除了寄托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外，也表达了中华儿女对人文
始祖伏羲氏创世功绩的崇高敬仰和

无限尊崇。 还因为，这里，跳跃着中华
文明的脉动，这种脉动凝聚起一种深
沉的感召力 ， 感召华夏子孙来此寻
根、铸魂、筑梦、聚心。 ②6

□记者 刘彦章 徐启峰 /文 刘俊涛 /�图

������5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天气晴热，
沈丘县百余位种粮大户相聚周营镇

绿生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块实验

田里，观摩“玉米单产提升滴灌带铺
设暨水肥一体化”现场演示。 头顶阳
光毒辣，地上浮土飘荡，丝毫挡不住
他们学习的热情。

“咱们每亩玉米地现在能收 1500

斤，如果用上滴灌带，在小、大喇叭口
和灌浆期进行三次追肥，可以收 2000
斤，商水、太康都试验成功了。 ”沈丘
县农村农业局高级农艺师赵彬拿着

喇叭，讲解新技术的好处。
这次活动是沈丘县农村农业局

组织的，选在“三夏”前半个月举行，
就是提前给种粮大户授课，让他们在

夏种时能够用上新技术。
技术人员开始演示滴灌技术，种

粮大户“呼啦”一下围上来，学习怎样
安装水管、阀门，并不时询问：“水泵
功率开多大？ 管子能扯多少米？ 流量
怎样控制……”现场气氛热烈。

不一会儿，滴灌带接好 ，打开水
泵，汩汩清流从管子里渗出，渗入干
旱的土地，润物细无声。

滴灌技术专家刘教授从民权县

赶来，现场讲学：“粮食要增产，合理
密植不可少。 但合理密植就需要水肥
到位，庄稼才能长得壮。 我们在外地
做实验， 使用滴灌带水肥一体化，一
亩地能种 6600 多株玉米。 ”

石槽集乡种粮大户张艳菊听得

认真，还用手机录了音。她去年种小
麦时就铺设滴灌带了， 但是有些细
节没掌所好，管子不时被堵，这次听
专家讲解，豁然开朗。她说：“滴灌带
不是铺上就万事大吉了， 还要注意
清洗，像刷锅一样，追一次肥后就要
用水清洗一遍……我还有很多东西
要学。 ”

“大水漫灌会降地温 ，让作物吃
不消， 而滴灌就很温和 ， 还省水省
电。 ”本次活动的“地主”、绿生源合作
社负责人赵鹏飞准备在 1500 多亩地
里全部铺设滴灌带。 他说，以前种玉
米只上一次 70 多公斤的底肥， 如果
用滴灌带，底肥上 20 公斤就够了，后
期追肥三次，总用肥量与以前基本相
同，效力却更均匀持久。 “肥力足了就
能合理密植， 亩株数达到 5500 甚至
更多，千粒重也会提升，产量就上来
了。 ”赵鹏飞说。

赵彬对新技术带来的增产前景

十分看好 。 “沈丘县现在大力推行
‘吨半田 ’， 即一亩地小麦一季收
1500 斤 ，玉米一季收 1500 斤 ，一年
下来打粮一吨半。 现在小麦单产大
面积突破 1500 斤有难度， 玉米种植
如果能在关键时节落实关键技术 ，
产量有望达到 2000 斤。”赵彬高兴地
说，“种粮大户学习很积极， 相信他
们学习吸收后， 能把大部分地块打
造成 ‘吨半田 ’，更进一步扛稳粮食
安全重任。 ”②6

在太昊陵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