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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婷婷

近年来，我省将优质粮食工程和

“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作为推动粮食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逐渐把

粮油产业的生产优势转化为市场优

势，把粮油企业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使得粮油加工业总产值连续

多年稳定增长。2020年，我省粮油工

业总产值达到 2405 亿元，同比增长

7.6%。

谋实谋细 做农民增收的引领者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展处处

长王玉田介绍，为确保“中国好粮油”行

动计划取得实效，我省结合实际，制定了

“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与产业经济发展

紧密结合的发展思路，为“中国好粮油”

品牌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品牌提升，让产品实现了优质优价，

同时也带动了农民增收。镇平县文志粮

果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文志说：“以

前种粮拉到市场上卖，一斤只卖1元，这

几年和想念合作种植优质小麦，每斤可

以卖到1.2元，按照每年80万斤的产量，

一年可以多增收十几万元。跟企业合作

订单种植，已成为镇平县农民增收的主

要模式之一。”

产业升级，还让农民在产业链上实

现增收。我省先后启动的粮食银行、“五

代（代清理、代干燥、代储存、代加工、代

销售）服务”、一站式服务、全产业链服务

等模式，成为农民粮食产后服务的贴心

“管家”。“三年来，全省累计投资57.16亿

元，实现优质粮食增加量近800万吨，累

计助农增收超过20亿元；全省粮食产后

服务中心累计清理烘干粮食540万吨，节

粮减损37.8万吨，助农增收超过7.8亿

元。”王玉田介绍说。

政策加持 做高质量发展的践行者

从土生土长的“草根企业”到占领市场

的“行业引领”，想念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政

府资金的鼎力相助。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余秀宏告诉记者，通过省优质

粮食工程的资金支持，想念在镇平厂区的

设备升级投产后，挂面的设计产能由原来

的年加工13万吨提高到38.6万吨，面粉的

设计产能由原来的年加工7.8万吨提高到

43.8万吨。

在政策利好的浇灌之下，在河南有很多

像想念一样的企业，技术设备提高了、发展规

模壮大了。数据显示，目前我省优质粮油

产品和深加工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产值

占粮油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38%。

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筹集资金3.5

亿元，对43家优质粮油企业设备进行升

级改造，加快实现生产工艺高端化、生产

设备智能化、生产过程自动化，助力企业

迅速发展壮大，辐射带动上下游产业全

链提升、产品升级。

多措并举、多点发力、精准施力，凭

借贴心的利好政策和优秀的产品质量，

河南的“好粮油”品牌交出了亮眼的成绩

单，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本报讯（记者王旭）3月24日下午，

由河南省妇联主办，郑州市妇联承办的

“中原女性大讲堂·赋能女性创业系列

讲堂”第二场在郑州举行，邀请全国妇

联网络及新媒体工作专家智库成员、腾

讯星空明星演讲导师席越女士为郑州

女性作专题报告。省妇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张宇辉等人出席活动。

席越以《讲出她精彩奋斗新征程》为

题，围绕“自我介绍，说出自己的精彩”“学

会赞美，建造文明风尚”等方面展开授课，

深入阐述当代女性如何讲出自己的精彩

故事，在新征程中努力做一名伟大事业的

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

奋斗者。席越的讲授观点鲜明，语言鲜

活，内容丰富翔实，引起了现场听众的深

深共鸣。市妇联机关干部、各开发区、区

（县）市妇联干部等300余人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褚卫
东马世启）为积极落实“十四五”规划、

贡献“创新驱动发展”的中行力量，3月

23日，中行漯河分行与漯河市科学技术

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此次签约标志

着双方合作开启了新的篇章，为健全创

新体制机制，打造创新生态圈奠定了基

础。

近年来，中行漯河分行持续加大创

新力度，打造了“专利贷”“科技贷”等科

创金融服务专属品牌。2020年，中行漯

河分行先后为16家有专利技术的企业

提供授信支持，“专利贷”授信金额9368

万元，位居系统内全省第一位。

中行漯河分行行长杨勇表示，此次

与漯河市科技局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将

通过共同举办各类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

资对接会、推介会，在普惠金融领域深入

挖掘科技创新项目和科技型企业的业务

潜力，推动区域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杨青）“感谢第一书

记啊，我们脱贫了！”这是电影中最具魅

力的一句台词，也是所有参与电影拍摄

的父老乡亲面对镜头时的真情流露。3

月26日，《驻村第一书记》将登陆全国院

线，与观众见面。

该片历时2年筹备，编剧兼导演康

红立对河南237名驻村第一书记采风了

解后开始拍摄，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

心、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宁陵县委、县政

府等联合出品。

《驻村第一书记》聚焦打赢脱贫攻

坚战这一重大事件，以河南驻村第一书

记为原型，通过对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党

勤福不畏艰难，科学求实，全心全意带

领村民脱贫致富的细致刻画，诠释了党

和政府关爱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心，树立了广大驻村第一书记扎根基

层、鞠躬尽瘁、真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

的光辉形象，讴歌了驻村第一书记无私

奉献、一心带领百姓脱贫致富的崇高品

格，展示了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王丽丽 蔡晓鹏）3月 23日上午，

漯河市“追忆初心·红映沙澧”《百

年百人》《党史百讲》大型系列微

视频开机仪式隆重举行。省委组

织部党员教育处处长邱春梅，漯

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娜等

共同揭镜。

该大型系列微视频将由中共

漯河市委组织部、市委党史和地

方志研究中心联合摄制，以宣传

和弘扬那些为漯河解放事业和

改革发展作出巨大牺牲和突出

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典型事迹，

引导广大党员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断增

强信念之“钙”、精神之魂、动力

之“源”。

“各创作团队要坚持把政治标

准摆在第一位，兼顾艺术性和教育

性，沉心打磨、精益求精，做出特色、

创出精品。”吕娜说，要以政治过硬、

质量过关的优秀作品教育引导全市

党员干部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激发

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强大

正能量。

本报迅（记者黄华 通讯员高万宝）自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正阳县借力红色资源

丰富这一独特优势，不断整合宣传力量、创新

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丰富宣传内容，多

措并举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让党史

学习教育接地气、有声势、见实效。

正阳县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是一方

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红色热

土。1926年 7月成立的正阳党小组，是驻

马店市第一个中共组织，也是河南省成立

最早的中共组织之一。全县有30多处红

色革命遗址，现已普查在册的红色资源有

中共正阳支部遗址等14处红色资源，用活

用好本土红色文化元素，灵活多样地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干群

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发扬

好。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到这些纪念地开展

“学习先烈精神传承红色教育”学习教育活

动，让党员干部在缅怀先烈的情怀中继续

弘扬革命精神，不忘初心和使命，建设美丽

正阳。为做活这些“实景课堂”，3月22日

至23日，该县邀请20家中央、省、市、县媒

体共同开展“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不忘

初心寻访红色足迹”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记

录历史伟业、展现百年风华，让正阳红色资

源叫响全国。

该县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

优势，广泛宣传报道正阳党史学习教育相关

内容，讲好党史故事的典型宣传。在“阳光正

阳”等14家县内媒体开设专栏，推送正阳重

大党史事件、重要党史人物，让党员干部随时

随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设党史知识专栏，

及时积极转发党史问答题，让党员干部充分

利用碎片化时间普及党史小知识。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

史源远）“1934年11月，湖南汝城

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

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

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

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

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

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3月25

日，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

南阳市宛城区百姓宣讲团团长梁

海磊，来到红泥湾镇佰泉农庄，走

到田间地头，和农民朋友面对

面，用最朴实的话语向大家讲述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初心使

命。

梁海磊围绕党的百年奋斗史，

从打土豪分田地到改革开放再到

如今的乡村振兴，对党的光辉事

迹、乡村振兴政策进行了全面宣讲

和深入阐述，解决老百姓心中的问

题。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

服力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就是要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用党的奋斗历程和

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

念、凝聚力量。”梁海磊在宣讲中

表示。

佰泉农场负责人刘持强说：“梁

团长今天的党史课内容和我们农民

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对党史的学

习，更加激发了我下一步干事创业

的热情，我有信心、也有决心把我们

农场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群众致

富。”

在宛城区，逐步形成了具有

鲜明地域特色的“宛城百姓宣讲

模式”。党的十九大以来，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百姓宣讲团”逐步

实现了“百姓宣讲”的制度化、规

范化、长效化，先后设置有关乡村

振兴、志智双扶等宣讲主题，开展

各种宣讲活动1500多场次，受益

20多万人次。“‘百姓宣讲团’就是

要解开老百姓思想的扣子，一定

要把老百姓的问题讲好解答好，

让党的创新理论离百姓更近更

亲，只有老百姓的愿望和党的政

策有效对接，‘百姓宣讲’才有意

义。”梁海磊表示。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谭亚廷 刘
亚钦）“雪枫将军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给我们留

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进入新时代，大家更应

发挥雪枫精神，把村庄建设得更美丽宜居。”3

月23日傍晚，在镇平县雪枫街道七里庄村文

化广场上，20余名党员、群众正全神贯注地聆

听村党支部书记彭长宏讲述彭雪枫将军的点

点滴滴。

“这地道的‘土话党课’，通俗易懂、简单

实用，既把党的声音传达给了基层党员，又教

育我们如何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七

里庄村老党员彭德奇听了后颇为感慨。

为了让村里党员更好地学党史，七里庄村

“两委”班子创新讲党课形式，把党课搬到田间

村头，让农村党员、普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听党

课、学技术、受教育，从而提升思想觉悟和致富

本领。

同时，七里庄村用文明新风滋养群众，通

过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引导村民

移风易俗，组织文化演出，丰富群众生活，尊

老爱幼、崇文尚学在该村已蔚然成风。

3月25日，游客

在新蔡县李桥回族

镇洪河畔葛陵村桃

园赏花拍照。随着

气温回升，新蔡县洪

河岸边的桃林进入

花期，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踏春赏花。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摄

3月25日，杞县产业集聚区七里岗小学开展“党史入童心”社会实践课外活动，老师和孩子们携手走进田间，

沐春辉，话党恩，传承红色基因，让孩子们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刘银忠摄

政策加持“好粮油”交出亮眼成绩单

南阳市宛城区 田间地头话党史

正阳县

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

镇平县七里庄村

乡村党课别样红

中原女性大讲堂·赋能女性创业系列讲堂举办

为女性创业送“秘籍”

漯河市

政银携手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驻村第一书记》今日起全国上映

《百年百人》《党史百讲》系列微视频漯河开机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为提升大别

山片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强

化社会工作者实务能力，推动社会工作

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有机融合，3月21

日，大别山片区首届社会工作实务创新

大赛在信阳师范学院举行。

大赛以“汇聚社工力量，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信阳师

范学院等共21个团队的参赛作品。开幕

式期间，我省第一所高校社工站——信阳

师范学院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

该站将秉持“立足公益、服务师生”

专业价值和“辐射周边、面向社会”的运

作原则，通过利用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

人才资源，面向青年教师、退休职工、困

难群体以及周边社区、外联单位，开展

情绪疏导、为老助残、亲子教育、社区营

造、文明实践等社会服务。同时，该社

工站还将依托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

中心，开展学生实习实训、基层治理创

新、专业人才培养、高校社会工作等相

关领域的教学实践和行动研究。

大别山片区首届社会工作实务创新大赛举行

我省第一所高校社工站揭牌

3月25日，柘城县与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合作，在柘城国际辣椒小镇万亩辣椒种植

示范区内开展“辣椒丸粒化直播新技术”应用工作。即把辣椒种子直接播种在田间，改变

了辣椒集中育苗和移栽传统方式，每台直播机每天可播种30亩以上，为辣椒产业推行机

械化作业进行探索和试验示范。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何志远摄

3月24日，民权

县褚庙乡开展为民办

事在一线、化解民忧

零距离活动，图为该

乡财政所党员干部

（左四）在金杰家庭农

场了解蔬菜生产情

况，并提供财政帮扶

资金支持。

通讯员薛寒 周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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