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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豪杰

10月17日，久违的晴天，收割机终

于能进地了。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农

业公司的种植基地里，道路两旁红红的

高粱“耷拉”着脑袋，是时候收割了。

种植基地负责人陈庚华走到地头，

随手抓住一穗高粱，扒拉几下说：“长得

还不赖。”省农科院粮作所特色杂粮研究

室主任李君霞接过话茬：“这情况已经相

当好了。”就在不远处，被水淹过的玉米

田里，几乎颗粒无收。

贾湖农业公司流转了5000多亩耕

地，高粱种了一半。作为省农科院院县共

建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县，舞阳县的高粱种

植从品种选择，到种植技术，都得到了省农

科院粮作所专家的全方位技术支持。这

片高粱，李君霞如数家珍，她指着田间说：

“这片是晋杂22号，那边是豫粮10号。”

从高粱生长情况看，李君霞预计产量

在900斤左右。过多的降水给高粱生产带

来了不小的麻烦。李君霞介绍，相比玉米，

高粱比较耐涝，虽然经历了多次涝渍灾害，

甚至水淹，但仍有不错的产量。

种植高粱，收益咋样？陈庚华介绍

说，整片高粱都跟酒厂签订了订单，这

边收那边卖，一斤2块多钱，算下来亩

收益还是很可观。

“这几年，河南高粱发展较快，一是

国内市场本来缺口就大，需要大量进

口，遇上疫情等原因，造成行情上涨，二

是种植高粱收益较高，加上酒厂订单，

农民也愿意种植。”李君霞分析说，随着

河南酒企的转型升级，对高粱的需求预

计会越来越大，高粱种植面积也会随之

进一步扩大。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赵洪
宇李岩）为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近期，

郸城县委巡察办精心谋划、稳步推进，

扎实做好驻村帮扶工作。

精心选配力量，做好后勤保障。郸

城县委巡察办精心选配年轻干部组成

工作队驻村帮扶，为驻村帮扶工作队配

置办公用品，配齐被褥、厨具等生活用

品，并做好经费保障，全力支持驻村工

作队开展工作。

全面座谈走访，掌握村情现状。驻

村帮扶工作队员遵循服从派驻乡镇统

一管理原则，严守工作纪律，积极主动

与村“两委”班子搞好团结，互相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进行全面走访，熟悉村

情村况，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信息支撑。

扎实开展工作，找准发力方向。按

照《郸城县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秋季攻势”十大行动

实施方案》要求，郸城县委巡察办扎实

开展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10月16日，

牡丹花礼品卡发行仪式在洛阳市洛邑

古城举行。从即日起，洛阳市将在线上

线下发售5万张牡丹花礼品卡。待到明

年春节，消费者在线激活牡丹花礼品

卡，就可足不出户等“牡丹上门”。

此次洛阳市推出牡丹花礼品卡，采

取线上线下同步预售的模式，消费者购

买牡丹花礼品卡后，可自主选择收花时

间，方便又快捷。此次发售的牡丹花礼

品卡为单一用途预售卡，通过商务部门

备案，由洛阳金水河农业生态有限公司

发行。牡丹花礼品卡通过“豫享购智慧

生活”平台在线对外发售，共发行“花开

富贵”“国色天香”“至尊花魁”三种，价

格从199元到1666元不等。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10月13日，

中国陶瓷工艺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范随州创作的汝瓷

《弦纹瓶》，在第十一届中国陶瓷产品设

计大赛中，荣获怀仁杯金奖。

今年55岁的范随州，师从新中国

第一代汝瓷烧制技艺恢复者马永杰，先

后获国家专利126项，河南省科技成果

奖3项，尤其是柴烧双火膛窑炉、修坯

工具和刻花工具的改进等专利技术为

汝瓷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重

要贡献。

此次获奖的《弦纹瓶》，器型施天青

釉，经柴烧淬炼，釉层厚腴，釉质莹润，

具有凝厚深沉的玉质美，又若水映青空

之色，澄澈莹润，隐透丹霞，不失温煦。

而颈部的弦纹让素雅的釉色富于层次

感的同时，增加了拙朴造型的节奏感；

器型形态优美，隽秀娴雅，浑然天成，表

现出汝窑极高的烧制技术，作品高雅不

失含蓄，缥缈却又疏朗。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于洁）

“村里的资金花费、低保评定不但可以

从公开栏和明白墙上看到，也可以通过

手机知晓，实在是很方便，手指动一动，

村里大事小事我心里就明白了。”10月

18日，在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街道办事

处姬崔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源汇区干河陈街道办事

处党建、民政、农业、三资等科室每月与

村（居）对接，对群众广泛关注的集体经

济、党员发展等内容进行公开公示，尤

其对群众特别关注的财务事项明确各

村（居）公开手工明细账，确保群众看得

全、看得清、看得懂。

为了让群众随时随地监督村务公

开内容，该街道在以往阳光村务公开

栏、明白墙、明白卡的基础上，增设新媒

体公开平台，建立村居信息公开群，制

作张贴公众号二维码，实现“手机扫一

扫，信息全知道”。

源汇区干河陈街道办事处增设新媒体阳光村务平台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周武申）

近日，我省举行第二期重点项目“三个一

批”集中签约活动，在焦作市参加全省签

约的30个投资规模大、发展前景好、带动

能力强的项目中，武陟县独占7个，全市

最多。

今年以来，武陟县承担的26个市重

点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119%；承担的

13个省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

110.3%。省市重点项目建设综合月考评

连续排名全市前列。

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武陟县克

服汛情疫情叠加、抗洪战“疫”并行的双重

影响，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把项目

建设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

石”，以“三个一批”“万人助万企”活动为

抓手，聚精会神抓项目、促投资、增动能。

高站位谋划项目。立足郑州都市圈

特别合作区等区位优势，抢抓战略机遇，

谋划了总投资1656.3亿元的338个重点

项目，同比增长36.4%。聚焦主导产业、

优势产业的关键环、中高端，谋划建设检

验检测小镇、热能小镇等项目，推动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年产值分别突破200

亿元、100亿元；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谋划实施了总投资

425亿元的国家干线公铁联运物流港等

152个重点项目，为武陟高质量发展蓄足

了后劲。

新举措招引项目。依托产业集聚区、

产业新城双平台，采取专业招商、网络招

商等方式，引进“三新一高”项目24个，总

投资77.2亿元；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等5个大类产业、16个产业链精准绘制

招商图谱，招引了总投资9.5亿元的半导

体检验检测项目、总投资6亿元的赛科中

药等一批延链补链强链的上下游协作配

套项目，为“三个一批”高质量滚动开展奠

定坚实基础。

优环境服务项目。全面推行企业投

资项目承诺制，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

动，创新推行“1345工作法”，依托智慧化

管理平台等4个服务平台，收集项目诉求

151条，已协调解决问题129条，为项目落

地建设、投产运营创造良好环境；强化作

风保障，扎实开展“守规矩、懂业务、真落

实”活动，严格执行“13710”工作制度，确

保中心工作快落实、重大项目快推进。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丰兴
汉吕明珠）近日，唐河县纪委监委驻县

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监督保

障执行作用，深入县文广旅局、县融媒

体中心两个单位开展清收公职人员不

良贷款专项监督检查，确保清收工作有

序推进。

该纪检监察组与县文广旅局、县融

媒体中心两个单位建立沟通协调长效机

制，畅通信息共享渠道，一人一策、精准

发力，确保清收工作取得实效。同时，利

用各种方式宣传政策和贷款逾期产生的

不良后果，营造主动还款的浓厚氛围，提

高清收对象的法治意识、诚信意识和还

款意识，切实承担贷款归还责任。截至9

月中旬，已成功清收欠款近50万元。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 刘润琪）“有了公益岗位，俺心里踏

实了，家庭也就有了稳定的收入，不用

担心返贫了。”10月17日，沈丘县洪山

镇宁庄行政村孙楼村村民孙夫亮，一边

清运垃圾，一边高兴地说。

近期，洪山镇纪委将“我为群众办

实事”与下沉遍访结合起来，组织各级

纪检监察干部，通过一线走访、开门接

访等方式，主动下沉田间地头、农家小

院，零距离倾听民声、了解民情，面对面

化解难题，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的困难事、烦心事。该镇纪委书记单朋

森介绍，目前，洪山镇已累计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23件。其中办理群众诉

求12件，群众满意率100%。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赵林
平庞磊 李飒）“这两年，我们积极实施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朱陈村已经从‘一

片美’延伸到‘处处美’，去年还荣获了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国家森林乡

村’称号。”10月11日，内乡县赤眉镇朱

陈村党支部书记陈新纪介绍道。

赤眉镇党委书记李丰高介绍，近年

来，赤眉镇坚持因地制宜，突出本地特

色，实施乡村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工

程，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步伐。去年

以来，赤眉镇修建游园2个、党建及文化

广场3个，建设入组路、产业路、扶贫路

等各类农村公里共56公里，栽种红叶石

楠、香樟等各类绿植5000余株，在主要

道路、关键位置安装太阳能路灯200余

盏，农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美丽乡村

建设日新月异。

抓项目 促投资 增动能
武陟县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汝瓷《弦纹瓶》获金奖

舞阳县订单高粱种销不愁

洛阳5万张牡丹花礼品卡开始发售

唐河县清收不良贷款 创优金融环境

郸城县委巡察办驻村帮扶工作步稳蹄疾

沈丘县洪山镇下沉一线走访 解决群众烦心事

内乡县赤眉镇建设美丽乡村 激发振兴新活力

（上接第一版）

强筋壮骨的“三年之谋”

10月13日，唐河经济开发区总投资

10亿元的海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紧张有序。

正在企业上门服务的开发区负责人

范泽平眉头舒展、心情愉悦：“这是县里的

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分期建设的高倍率、

高容量动力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生产线

建设项目全部建成后，营业收入可达3亿

元以上，税收约2400万元，可提供400个

就业岗位。这说明，我们的工业强县战略

基础正在夯实。”

工业有梦，振兴有路。在经历了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浴火重生之

后，唐河工业迎来了新的起点、拐点和爆

发点，唐河县的决策层深刻认识到：要想

挺直脊梁，必要强筋壮骨；要想工业振兴，

必要全力一战。从而走出一条步履坚实

的强工之路。

竭诚筹谋，谋定而动。经历一番审慎

而又深入的研究谋划后，唐河县委、县政府

于9月底出台了《唐河县工业振兴三年攻

坚计划（2021-2023）实施意见》《唐河县

工业百企升级行动方案》《唐河县关于建立

“链长制”推进产业链做大做强的实施意

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召开高规格的全县

工业振兴动员大会，把目标任务锁定到每

一项产业，把方法路径传递到每一个部门，

把工作压力传导给每一位领导干部。

以“三年之谋”博取“工业之变”，唐河

加快培育以农牧专用机械为主的装备制

造产业、新型电子元器件产业、以粮油加

工为主的农副产品加工产业、资源开发产

业四个百亿级产业链群，实施链群发展、

招大引强、项目建设、培优育强、科技创

新、品牌强县“六大攻坚战”，加快实现从

农业大县到工业强县的跨越性历史转变。

县长乔国涛介绍，通过三年攻坚，唐

河要“踮起脚尖摘果子”，使全县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16%以上，达100亿元以上；

工业增加值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

升2个百分点以上。到“十四五”末，打造

百亿级产业链群4个，十亿元企业达到5

家，亿元企业达到100家。

链条同构的“集群之变”

今年第二季度，建成后的南阳格瑞智

能设备有限公司二期项目顺利投产。

格瑞智能总投资5亿元，年产值4.5

亿元，累计实现税收5000余万元，年利税

3500万元以上，现有员工550余人，拥有

国家专利70余项、软件著作权40项。

企业负责人肖鹏飞感触颇深，作为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从项目入驻到生产扩

张，他亲眼见证了企业的成长裂变和唐河

新型电子元器件产业链群的崛起，对唐河

经济开发区的投资信心更加坚定。

坚持“项目为王”，唐河抓招商育链群

的决心坚定不移。围绕以农牧专用机械

为主的装备制造、新型电子元器件、以粮

油加工为主的农副产品加工3个主导产

业，同步构建三大链群。其中，装备制造

产业链群关联企业53家，年产值35亿

元，链主企业南商农科拥有专利54项，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新型电子元器件

产业链群关联企业17家，年产值27亿

元，链主企业格瑞光电拥有国家专利70

余项；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群依托链主企

业三乐园食品，关联企业25家，年产值

13.3亿元。

如今，三大链群总产值分别占开发区

工业总产值的26.7%、18.6%和 12.4%。

同时，唐河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51

家，今年已实现增加值8.7亿元。

统计显示，链群招商同步发力：今年

以来，唐河新签约项目61个，合同引资额

154.6亿元。其中，工业项目59个、合同

引资额142.6亿元，高新技术企业6家；新

开工项目35个，到位资金66.4亿元。新

签约、新开工项目数量和引资额均已超过

2020年全年，招商引资工作连续四年居

南阳市第一。

作为中心城区五个功能区之一的唐

河经济开发区，在产业链群的支撑下步入

高质量发展轨道，建成区面积达到19.6平

方公里，从业人员近4万人，目前共入驻

企业209家，其中工业企业98家，高新技

术企业20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创新平台23个，成为省一星级经济

开发区。

诚挚迎商的“千金之诺”

每月16日的“企业服务日”，唐河县

四大班子和县直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要走

进分包企业上门服务，这已经成为雷打不

动的助企常态。

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唐河创新

“随时收集、适时建账、定时交办、限时办

结、超时默认”“五时闭环”工作机制，9月

份共收集交办问题217条，解决205条，

办结率95%。

“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把企业需

求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唐河

坚持企业至上，用竭诚服务践行“千金一

诺”。

破解用地“紧”。开发区储备国有工

业用地1400亩，处置僵尸企业5家，盘活

低效闲置土地480亩，让企业用地无忧。

在南阳市率先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出让，供

应土地12宗920亩，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6800余万元。积极推行工业标准地出

让，对开发区实施区域评估，开发区内2.4

万亩土地将在10月底前全部完成评估。

破解融资“窘”。唐河与省财政厅下

属企业中原联创合作，近期将成立3亿元

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基金，为开发区重

点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积极拓宽融

资渠道，为650家企业融资近20亿元。

破解硬件“软”。今年，唐河打通断头

路 11条，投资 10亿元的县职教中心、

1750套棚改房和栀香路等3条雨污分流

线路已开工建设，思源小学、兴唐九年一

贯制学校、县卫校附属医院加快推进，日

处理能力4万吨的第四污水处理厂10月

底将试运行，开发区综合承载力显著增

强。

破解推动“慢”。构建和形成高效闭

环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坚持专班推进。成

立工业、农业、城建交通和社会事业“四大

专班”，每周一晚上召开专班汇报会，集中

解决项目推动问题。今年谋划实施工业

专班项目69个，目前完成投资71.7亿元，

占年度计划投资的82.7%。强化企业服

务。强化闭环管理，当好企业的“金牌店

小二”。在开发区成立企业服务中心，为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提供全程无偿代办、帮

办服务；通过工改系统新增项目38个，涉

及审批事项87件；在县政务和大数据服

务中心成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部门解

决不了的问题，报县委、县政府解决，目前

已收集解决问题13个。严格督导问责。

紧盯重点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和建设时序

进度，每周开展专项督查，今年以来，共问

责处理24人，有力促进了项目建设。

驰而不息，行稳致远。唐河正一步一

个脚印地把兴工强县之梦变成现实！

唐河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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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镇蔡围孜村河镇蔡围孜村

江威合作社社江威合作社社

员正在收获小员正在收获小

香葱香葱。。该合作该合作

社采取社采取““合作合作

社社++基地基地++农农

户户””的种植经营的种植经营

方式方式，，吸纳了当吸纳了当

地地3030多名村民多名村民

在 家 门 口 就在 家 门 口 就

业业。。合作社小合作社小

香葱现在喜获香葱现在喜获

丰收丰收，，亩均收入亩均收入

2000020000多元多元。。

谢万柏谢万柏摄摄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杨青 通讯员

宋跃伟 王璐）方寸传国粹，豫剧更出

彩。10月18日，由河南豫剧院三团、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联

合主办的《豫剧》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在

登封市朝阳沟村举行。

豫剧主要流传于河南，是全国最大

的地方戏剧种之一，以唱腔大气、韵味

优美著称，被称赞为“东方咏叹调”“中

国歌剧”，成为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为

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世

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今年是豫剧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5周年。

登封是著名的戏曲之乡，在朝阳沟

一个村，就产生了豫剧现代戏的扛鼎之

作《朝阳沟》和曲剧力作《卷席筒》两大

名剧。“一个村子出两部大戏，这在戏曲

史上可是独一家。”登封市朝阳沟文化

研究会会长冯书太自豪地说。

近年来，根植嵩山文化的沃土，登

封邮政紧扣时代脉搏，发挥行业优势，

相继推动了《魅力登封》、登封《天地之

中》历史建筑群等本地题材邮册、邮资

纪念封的发行，并启动了村志文化工

程，通过编写村志来传承乡村文化，打

造登封新名片，提升了登封的文化形象

与竞争力。

据了解，这套《豫剧》特种邮票选取

了《花木兰》《七品芝麻官》和《朝阳沟》三

个豫剧经典剧目，分别表现了木兰从军出

征、唐知县读状纸、银环和拴保毕业后出

发去往朝阳沟的故事内容。该套邮票在

我国已经发行的戏剧类邮票中首次独立

表现了现代戏剧目，首次在大版边饰中采

用特殊油墨印制，呈现了梆子、板胡、方

笙、闷子等豫剧舞台上特有的8种乐器，

首次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了“空间破

局”。因豫剧现代戏《朝阳沟》1958年首

次演出，郑州邮政分公司特别向中国邮政

集团申请了编号为1958的《豫剧》特种邮

票，具有非常特别的纪念意义。戏迷或邮

迷只要打开手机扫一扫《豫剧》特种邮票，

就能还原出与三枚邮票场景对应的三个

剧目的经典唱段，还可以通过手机点击听

到8种乐器的声音演示，是一套可赏、可

视、可听、可藏的戏剧邮票。

《豫剧》特种邮票在登封朝阳沟首发

范随州与他的金奖作品《弦纹瓶》。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