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生产线在不停地运转，只有

几个工人在一旁配合着。很多工序不需要

人工，都由现代化的机器搞定。

“这是桶装面的生产线，现在都是自

动化，工人工作量明显减少，但是产量更

有保障。”生产厂长钮方亮说，“和面、压

延、蒸烤、油炸、包装……总共7个工艺

段，我们只用11名工人。”

“今麦郎之所以落户驻马店，就是看

中了这里深厚的农业基础和未来的发展

前景，从今麦郎落户遂平开始，公司联合

合作社、农户种植的小麦都是采取订单生

产模式，我们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优

质小麦，农民不出门就能得实惠，也让优

质小麦有了出路。”钮方亮竖着大拇指说，

“‘国际农都’，不一般！”

农产品加工业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助农

增收。发挥资源优势，借助中国农加工投

洽会和国际农加工产业园两大平台，驻马

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

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成效显著。

目前，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

1710家，年产值突破1880亿元，农产品

加工转化率达到70%，农产品加工业成为

该市第一大支柱产业。62个农业产业化

集群，规模稳居全省第一。

“未来的‘国际农都’必将吸引更多世

界级跨国公司、企业集团落地生根，驻马店

农产品加工的舞台必将越来越大，这块金

字招牌也将更加耀眼。”驻马店市市长朱是

西说。

优环境，留住企业聚人心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营商

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

记者采访中听到这样一件事，一家国

内有名的企业看中了驻马店这块宝地，有

心入驻。洽谈过程中，这家企业提出了

140多个问题，驻马店市相关部门照单全

收，一项一项责任到人给予落实解决。

好事传千里。一件又一件这样的事

情形成的口碑，让一家又一家的企业落户

天中大地。

驻马店把打造一流政务环境作为鲜

明标识，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作为重

要抓手，把为企业发展搭台减负作为关键

环节，不遗余力地为企业提供金融、手续

审批、政策落实等服务，真正做到有事必

服、服必高效、效必廉洁、无事不扰、贴心

周到，让企业拥有更多获得感、满意度。

马记娜是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的

工会主席，工厂在遂平14年，她也在这干

了14年。

马记娜回顾在克明面业的工作经历，

感慨道：“现在驻马店的营商环境是真的

好，作为企业，有什么困难我们都能直接

对接到人，政府办事效率也高，对于企业

来说，省心多了！”

栽下梧桐树，引凤落枝头。

吃的油、泡的面、下的面条、用的调

料，王守义十三香、鲁花花生油、今麦郎方

便面、克明挂面、1+1面粉……不经意间，

我们就会吃到或者用驻马店农产品加工

的食品，或者是名企设在驻马店的加工基

地生产的食品，或者就是驻马店土生土长

的企业生产的食品。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深入，驻马

店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吸引知名企

业相继落户这里，给了驻马店叩响“国际

农都”之门的底气，更带领着驻马店农业

朝着高质量、现代化、国际范不断发展。

驻马店市委书记陈星表示，在扛稳粮

食安全的重任下，驻马店将强力推进“以工

促农”，在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中挑起“金扁

担”，落实打造“国际农都”的历史重任，赓续

奋斗精神，书写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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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旅游精品线路发布

济源农业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

首届洛宁县河洛牡丹文化节开幕

起重机行业“大咖”齐聚长垣

叩响“国际农都”之门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郭
小梅 李金洲）4月27日，记者从济源

示范区农业农村局获悉，第一季度，

济源示范区农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13亿元，同

比增长14.6%；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4.05亿元，同比增长11.7%，比全

省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

夏粮生产基础良好。全区夏收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1818公顷，同比

增长1.6%。生猪产能持续恢复。生

猪生产呈现良好恢复势头，生猪存栏

26.49万头，能繁母猪存栏2.9万头，

与 2020 年一季度相比，同比增长

34%、20.9%。一季度出栏9.47万头，

同比增长31.9%。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张鸿飞通

讯员桂焱炜 许凯）4月27日，汝州市

举行“汝瓷知己·汝州等你”2021年

旅游精品线路发布会，现场推荐精

品一日游线路4条，精品两日游线路

3条，精品三日游线路1条，涵盖九

峰山、风穴寺、王湾民俗村、云堡妙

境民宿集群等多家旅游景点及精品

民宿，并结合线路推荐汝州特色美

食。

近年来，汝州市坚持以特色山水

资源、人文资源、产业资源为支撑，持

续开展全域旅游创建和发展乡村旅

游，打造了云堡妙境民宿集群、牛角

岭火车旅馆等乡村民宿；打造了硕平

花海、龙山花海、华予生态园等乡村

生态园区；发展了王湾民俗村、李楼

民俗村等一批民俗文化村落和天泽

湾温泉康养中心、汝泉康养度假中心

等康养旅游体验地。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贺
书云 赵笑菊）4月27日，首届洛宁县

河洛牡丹文化节在该县赵村镇河洛

牡丹田园综合体盛大开幕，主题为

“赏河洛大鼓游牡丹花海”。活动期

间，广大游客除能观赏牡丹外，还能

欣赏到独具山水田园魅力的歌曲、古

筝以及洛宁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代表节目——河洛大鼓舞等。

近年来，洛宁县委、县政府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

力推进特色旅游开发，全力打造“山水

田园·秀美洛宁”的旅游品牌，积极抢

抓机遇，立足自身优势，制定油用牡丹

产业发展规划，成功引进北京强佑集

团，在当地已种植油用牡丹3万亩。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王
晨光）4月26日，第七届中国·长垣

国际起重装备博览交易会在长垣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为期三

天，主题为“创新引领、智造未来、

开放协作、绿色发展”，来自国内外

制造行业 600 余家企业在这里集

中展示了起重装备相关产业技术

创新成果。本次展会大咖云集，徐

工集团、太重集团、河南矿山携高

新产品精彩亮相，起重装备新产

品、新成果、新应用在本次展会中

集中展览，为展会奉上一场起重机

械领域的“智慧”盛宴。除展览外，

本届展会还同期安排有20场高端

论坛及相关配套活动。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

子。这是河南乡村一个流传久远的谜

语，谜底是花生。谁能想到，不很适宜

种花生的土壤，硬是让正阳农民种出

了闻名全国的花生，还把花生种成了

全国面积第一。来到驻马店采访，这

样的“没想到”实在不少。从各种特色

农产品，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农业深加

工产品，有那么多名牌或产自驻马店，

或是原料来自这里。初次听到驻马店

的目标是打造“国际农都”，不了解的

人会问：口气不小，底气何在？然而，

事实胜于雄辩，耳闻目睹的一切告诉

我们，“国际农都”绝非遥不可及。只

要坚定信心，一步一个脚印迈步前行，

目标就会越来越近，逐步变为现实。

当然，前行的路并不平坦，尚有许多困

难和坎坷，尚需不懈努力！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孙双涵柯征

“我能扩大种植规模，离不开农商行

信用贷的资金支持！”近日，淅川县仓房

镇柑橘种植大户吴占华望着满山绿油油

的橘子树高兴地说。

手里有钱，心里有底。吴占华种植

柑橘多年，由于流动资金紧张，难以扩大

规模，淅川县农商银行在了解情况后，提

供信贷支持，有效缓解了其资金不足的

困难。

资金不足是不少产业发展的难

题。淅川县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

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全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担

负着生态和经济发展两大重任。为此

该县采取了“党建+金融”的方式，通过

党组织“牵线”、农商行“搭台”、党员和

群众“唱戏”，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搭建

良好平台。

开展“党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是落实全域党建要求的具体体现和创

新党建工作模式、提升党建水平的有效

探索。为有效推动乡村振兴，该县坚持

党建引领，选派“金融助理”“金融协理”

和“金融村干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与农商银行点多面广、贴近群众

的服务优势相融合，构建“基础业务不

出村、综合业务不出乡镇”的金融服务

体系；把准投放重点，聚焦林果、食用

菌、中药材等生态高效产业，围绕水肥

一体、冷链物流、精深加工、品牌培育等

产业链条，提供便捷高效的差异化、特

色化金融服务，助推产业做大做强，优

先支持乡村振兴示范村和重点对象；强

化信用建设，积极开展信用乡镇（街

道）、信用村（社区）、信用户等信用评级

工作，扩大农户信用评级覆盖面，健全

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进一步

优化农村金融生态，优化信用环境；突

出合力推动，农商银行发挥金融主力军

作用，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

自安排，对接协调共建相关工作、信贷

资金的落地，相关管理部门树立鲜明导

向，引导其他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共同

推进“党建+金融”工作的开展。

“从提升引领力、凝聚力、推动力入

手，我县全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通过

‘党建+金融’打通了金融服务‘三农’的

‘最后一公里’，为实施乡村振兴、建设水

清民富县强新淅川提供了组织保障和金

融支撑。”淅川县县长杨红忠说。

淅川县“党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刘理政
罗立锋）近日，“叩问经典——庞然当代琢

玉艺术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

近年来，镇平县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理念，多元筑基育强玉雕人才，积极

引育玉雕技能人才转型升级，玉文化产业

乘势而上，玉雕大师群星灿烂，多彩玉雕作

品承载着玉文化的浑厚底蕴，展示着中华

玉文化的博大精深。

人才是立事之基，创新是发展之本。该县

结合特色产业出台了《玉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人

才培养三年规划》，按照“初级+骨干+领军”的

人才体系，以实用为导向，育强科班技能人

才。全县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建起了10多

所初级玉雕加工培训学校，1所玉雕职业高中，

1所工艺美术职业中专，建立健全多层次育才

平台。

为破解优秀玉雕创新设计人才匮乏的

难题，该县在中国玉雕大师创意园组建玉

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在玉之魂珠宝等龙头

企业内设立玉文化科研所，不断拓展玉文

化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维度；与全国八大美

院合作，每年精选40名优秀青年玉雕人才

外出培训，重点培养玉石雕刻行业领军人

物。

为了满足客户对玉雕大师作品的购买

需求，该县在中华玉网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玉

雕大师大数据库平台，方便各地客户与100

多位省级以上玉雕大师在线联系。邀请专

家推选委员会对玉雕大师上报资料进行现

场审核监督，联合淘宝拍卖会组织，以“文化

中国”为载体全面推出镇平玉雕大师作品，

推介镇平玉雕大师、企业，开拓玉雕产品的

网络市场销售渠道。举办高峰论坛，以“互

联网+玉雕”为主题，扩大宣传效应，让存量

变销量，让危机变商机。

目前，该县共培育国家级工美、玉雕大

师30多人，省级工美、玉雕大师450余人，省

技术能手3人，高级技师66人，

技工技师6000余人。

育强玉雕人才 催生美玉无瑕

4月27日，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办的“退役出彩大舞台——河南省2021年

度退役军人春季招聘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500余名退役军人和军属，

100家民营企业、退役军人创办企业代表参加了开幕仪式。 本报记者 杨远高摄

4月24日，夏邑县火店镇田集村两位妇女在加工锦旗穗。近年来，该村积极组织留守妇女进

行手工生产，家家户户从事锦旗、锦旗穗、布老虎、布娃娃、中国结等手工产品加工，既照顾了家庭，

又增加了收入。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郭利军 摄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

员古国凡 冯帅军）“现在，硬化的

水泥路修到俺家门口，卖樱桃再

也不做难了。”4月22日，襄城县

湛北乡北姚村正在采摘樱桃的村

民孙福兴说，一篮樱桃3斤多重，

卖40元，一亩樱桃收入1.2万元

没问题。80岁的孙福兴住在东沟

自然村的最东头，在山上种了20

亩樱桃。由于道路不通，孙福兴

每年都为卖樱桃犯愁。去年冬

天，该村为了打通全村最后一公

里，对通往孙福兴家果园的一公

里多路进行了硬化，并安上了路

灯。连日来，不少游客前往孙老

汉家的果园，采摘购买。孙老汉

说：“好路修到果园边，樱桃卖上

了好价钱！”

道路畅通产业兴。近年来，

该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大力发展林

果经济，鼓励群众上山栽植樱桃

树，还有不少村民开始大胆试种

大棚樱桃，并引进了红灯樱桃、黄

樱等10余个品种，可满足游客不

同时期的采摘需求。目前，北姚

村的樱桃由原来的100亩发展到

了1200亩。每年4月中旬至5月

樱桃成熟之时，北姚村都要举办

“樱桃节”，樱桃已成为北姚村民

的“致富果”。

“要致富先修路，要发展，绿化

荒山栽果树，倾力打造美丽乡村

群，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

入。去年，北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由2015年的3100元，猛增到现在

的1.6万元，全村13户贫困户21

人全部脱贫致富。”湛北乡党委书

记张永涛充满自信地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任晓卿）“俺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

俺村现在会这么美，没想到现在日

子越过越得劲，更没想到我的炭画

进了村里的书画苑。”4月25日，叶

县仙台镇西马庄村村民任灵召把

自己二十多年来亲笔绘的炭画放

进村里刚刚建成的“书画苑”里，一

边摆放一边兴奋地说。

西马庄村人口不足千人，素有

绘画村之美誉。过去，全村80%

的农户以炭绘山水画闻名。

据介绍，20世纪70年代初，

村民任中华炭画山水灵禽，形神逼

真，参加平顶山画展获得众多炭画

者点赞，闻名百里，来看炭画者络

绎不绝，学之者众，自此，村里人开

始学习炭画艺术。80年代，炭画

中堂四扇屏也成为村民首选的致

富路子。当时，全村村民以画为

业，炭画作品装裱后，价格不菲。

更有技高者在乡里临街办起绘画

工艺店，有的户还在浙江等地办起

了炭画装裱艺术工艺美术公司，村

民自此走上了致富路子。

今年年初，仙台镇党委、镇政

府组织实施乡村振兴，把西马庄村

作为乡风文明一个点来打造，依托

叶县在高标准农田核心区内布局

的展馆、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旅

游公厕，从核心区延伸出去到西马

庄村的道路两旁，全部栽植了不同

的景观树、菊花等开花时令不同的

植物，扮靓了村庄。

如今，村里改善人居环境，家

家珍藏的炭画也摆进了村里的“书

画苑”，伴随着时代发展，油印画虽

然占据了市场，但西马庄村人画笔

不辍，传承着乡风文明，感受着今

天炭画墨香带来的幸福生活。

交通“变”利农民致富

炭画“绘”就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永安）“以前年年收缴合作医疗和养

老保险费用都会遇到假币困扰，现在

中原银行让村民在家门口畅享普惠

金融服务，不仅让村民们少跑腿，我

们村干部也少了不少琐碎事务的烦

扰。”4月24日，鲁山县马楼乡释寺村

党支部书记陈克介绍说。

当天，中原银行在鲁山县设立了

第60家普惠金融服务站，受到释寺村

村民的欢迎。

中原银行平顶山分行乡村振兴金

融部总经理宋文魁介绍，普惠金融服

务站不仅让村民享受存取款不出村的

便利服务，还将定期开展义诊、金融知

识宣传等活动，为广大老百姓提供全

方位、深层次的优质金融服务，全力打

通农村金融的最后一公里。

鲁山农民畅享普惠金融服务

□本报记者杨青

在鹤壁市淇县北阳、灵山露天矿山

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区，一棵棵新草从石

头缝里吐出绿芽，昔日沙土飞扬的露天

矿山初绽新颜……通过露天矿山整治

修复，我省许多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山变

身都市后花园，展露新颜，成为一道道

亮丽的风景线。

统计显示，“十三五”期间，河南共完

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45.25万亩。

特别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来，全省各地多

措并举，部门间密切配合，矿山生态修复

明显加快，仅2020年一年，全省责任主

体灭失矿山恢复治理面积16.86万亩，超

过了前三年治理面积总和。

在露天矿山整治修复中，我省坚持

“宜建则建、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景则

景”的原则，一矿一策，推动了矿山生态

环境的巨变，促进了矿山企业转型发展

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山青、水碧、林

郁、田沃、湖美、草茂的美丽河南。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张兴辽介绍，河

南各地实施“生态修复+”，把露天矿山

整治与旅游开发、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紧密结合，努力把矿产资源绿色发展转

化成“富民资本”，真正绿了环境，也鼓了

钱袋子。

在焦作市博爱县月山水库东与半

架山西、玄坛庙，安阳市张二庄，新乡市

凤泉区青龙山及济源市下冶煤铝土开

采区等矿山环境治理项目中，地方政府

积极探索“生态修复+乡村振兴”模式，

种植樱桃、山楂、核桃、冬桃等经济林，

增加了居民收入。焦作市大沙河水生

态治理项目、鹤壁市淇滨区黑山头玄武

岩废弃矿山治理项目等，成为“生态修

复+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治理

区成为网红打卡点。

目前，我省继续加大绿色矿山建

设力度，实行边开采边治理，目前全省

92家矿山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数量

居全国第一。

石头缝里吐绿芽 昔日矿山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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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迈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