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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国定在全省流转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开展流转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专项整治
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第四届中国第四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第二届中国第二届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

2021年10月23~24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喜迎党代会 阔步新征程

祥符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造乡村振兴高地

□本报记者张莹丁需学

青山环绕，茶米飘香，秋日的舞钢山

村，亦静亦动美如画。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舞钢市人头山

村、楼子沟村、姬庄村，感受百姓眼中的

“景区村”，体验它们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游

的最新成果，看到了舞钢市实施全域旅

游、推进山区村庄景区化的成效。

人头山村白茶绿

绿油油的白茶，绵延的浅山，潺潺的

流水，白墙青瓦的民居……一幅人头山村

特有的山水水墨图。

舞钢市庙街乡人头山村乡村游的发

展离不开一个人：安晓军。在红石崖村民

组白茶产业园加工车间办公室，记者见到

了34岁的安晓军，他是千宝农业种植公

司总经理。

“这是我们的灵珑山白茶，真正的有

机茶。”安晓军介绍，几年来，他们秉持绿

色、有机、健康理念，人工拔草，物理除虫，

虽然苦点累点，产品却赢得了消费者认

可。“今年的白茶早已销售一空！”

手机里的一条信息，安晓军一直舍不

得删。这是今年5月的一条喜讯：在第十

一届“中茶杯”国际鼎承茶王赛春季赛上，

灵珑山白茶获得了金奖！这个茶王赛，有

“中国茶界奥斯卡”的美誉。

2009年，在江苏打工的安晓军返乡

创业，在舞钢市的几处山区试种白茶，灵

珑山上种植的白茶品貌上佳，脱颖而出。

2012年，他把鲜茶叶用冰块保鲜，连夜开

车送到江苏加工。“专家说舞钢白茶比当

地产的白茶口感还要好！”安晓军说。

沿着新修的水泥路，记者来到茶叶种

植基地的山坡。放眼环顾，植被茂盛满眼

绿，透过山间薄雾，能看见山脚下九龙湖

中的波光峰影，宛若人间仙境，令人心旷

神怡。“这样的小气候和这里的土壤适宜

白茶种植。”安晓军说。

2012年，安晓军从浙江安吉引进安吉

白叶1号，一期流转120亩坡地规模种植

白茶。他们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村

村联建等形式，带动周边村民种植白茶，面

积1160多亩。从此，河南不产白茶的历史

告终，舞钢成为我国种植白茶的最北地区。

在红石崖村民组，村民刘国荣乐得合

不拢嘴：家里10亩荒山流转给安晓军的

公司，自己不但有租金，还可以到白茶种

植基地打工挣工资。“土地流转签了30

年，租金5年一付，第一次就拿到了一万

多元。”刘国荣说。

对原贫困户，安晓军免费提供茶苗、

指导技术，按保护价收购。每亩白茶毛利

润2.6万元，村民仅种茶年人均就增收

4000多元。白茶人工除草和采摘，每年

用茶工15000余人次，村民在家门口务

工，比外出打工舒服多了。

人头山村曾经是贫困村。由于长期

开采砂石，这里的生态遭到破坏，村民不

得不外出打工。如今的小山村，因发展茶

产业，涵养了水土，恢复了生态，山更绿

了，天更蓝了。2018年，全村依托白茶产

业打造北方茶叶小镇，创建国家3A级旅

游景区。

“清明节办了茶文化节，平顶山、南

阳、漯河等地的游客都来体验采茶的乐

趣。”庙街乡党委宣传委员翼小永告诉记

者，村里挖掘文化内涵，建成了村史馆、白

茶文化馆，沿河民居被修葺一新。被这里

的景色吸引，郑州一个老板投资，依山傍

水建设了民宿。今年5月，村里第一个农

家饭店开张营业，顾客盈门。

临近中午，一辆豫A牌照的车子开进

了村。50岁的饭店老板王铁栓忙乎起

来，开始杀鸡备菜。“中午预订了两桌，说

不准还会有人来。周末、节假日人更多！”

王铁栓说，他平时经营饭店，清明节前后

上山采茶，有时一天能挣二百多元。“没想

到我家吃上了旅游饭！”

楼子沟村活力足

海盗船、旋转飞机、星空杯……色彩

斑斓的考拉儿童乐园让人眼前一亮，动感

音乐中，舞钢市红山街道办事处楼子沟村

活力十足。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王恪峰
石本利 赵儒学）10月19日，在万隆乡厚

荣商贸有限公司的电商发货中心，小高庙

村脱贫户仝长杰笑得合不拢嘴：“俺家就

在这附近，我每天来分拣红薯，再打包、装

箱，虽说累点，工资最多时一天都能拿到

300元。”这是开封市祥符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的一个缩影。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区委书记王彦涛说，祥符区

将做好思想转换、政策对接、产业对接和

工作衔接，让脱贫攻坚成果转化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路径更加清晰。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

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化监测和针对性

帮扶，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边缘人口不

入贫。总结梳理“十链百园千基地”建设

中的典型经验，积极构建“村有优势特色

产业、户有稳定增收渠道、人有一技之长”

的稳定发展新模式。继续选派第一书记

和驻村工作队，确保选得准、下得去、融得

进、干得好。不断健全“六型产业”增收机

制，在“六重保险”的基础上，加快完善“政

府托底救助保险”，构建“七重保险”的防

贫机制。将防返贫动态监测、精准帮扶、

产业发展纳入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合理

把握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

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平稳过渡。

实施乡村振兴动力更加强劲。深入

整合乡村振兴“1+6”示范带民俗文化资

源，重点推动西姜寨田园综合体、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朱仙镇千年古镇等项目建

设，让古镇文化与现代农业交相辉映、魅

力四射。围绕兴隆、八里湾、罗王、曲兴、

杜良等乡镇沿线村庄，以文旅和农业为主

导，建设近郊休闲农业、特色蔬菜、生态康

养、大地艺术观光农业、立体混养农业和

高效农业“六大产业区”，形成“一条闭环、

两大产业、三季有花、四时有果”的城郊现

代农业示范带。高标准规划沿黄生态农

业旅游观光带，依托沿黄四个乡镇，成片

开发沿黄生态田园综合体，深度融入郑汴

洛沿黄旅游资源带，打造成汴东沿黄生态

休闲产业带和北部生态农业发展增长

极。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持续实施“百村整治提升”工程，新创

建一批美丽乡村、美丽庭院，新改建一批

农村公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让农村生

活更便捷、农民生活更有尊严。

乡村振兴环境更加优越。区领导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

的骨头，以“钉钉子”的恒心和韧劲，深入

基层开展工作。逐步探索建立了区级领

导联系基层、联系企业的“五个一”工作机

制，由区“四大家”领导牵头负责、专班推

进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全区上下对标看

齐，敢想、敢干、敢拼，创造性推动各项工

作落实落地，形成乡村振兴大合唱。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王超
许卫玲 李蔓）“出差人员采取多报住宿

天数、房间等方式虚报住宿费。”……近

日，修武县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查室针

对部分单位在差旅费管理中存在问题，

分别向主管单位和案发单位下发了纪律

检查建议书和监察建议书。

为了防止发生“两书”一发了之、整改

走过场等现象，该县纪委监委办案科室在

向有关单位下发“两书”的同时，一并抄送

其派驻纪检监察组，“室组”协调联动，密切

配合，督促责任单位开展整改落实工作。

今年以来，修武县纪委监委切实发

挥“两书”的“纠偏矫正”作用，对监督检

查和审查调查中发现的管理薄弱点等典

型问题，发出“两书”20余份，起到了“发

出一份建议，解决一批问题，完善一批制

度”的效果。

本报讯（记者刘彤）10月21日，省

政府召开全省流转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专

项整治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指出，开展专项整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贯彻省委

省政府安排部署，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

制度、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重要举

措，是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发展的重要举措。

武国定强调，这次专项整治为期3个

月，聚焦工商资本、新型经营主体流转耕地

中的违法违规问题，重点整治在流转耕地

及永久基本农田上违法违规从事非农建

设、挖湖造景、建设“大棚房”等“非农化”问

题；整治在永久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及挖

塘养鱼、流转农田闲置撂荒、不按技术规范

发展稻渔、稻虾、稻蟹等“非粮化”行为；整

治耕地流转违背群众意愿、合同不规范、工

商资本流转土地审查审核不严格等问题。

全省各级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注意方式

方法，严格控制增量，把握时间节点，确保

按时高质量完成专项整治任务。

武国定还对抓好秋收和秋冬种工作

进行安排，要求确保全省麦播面积不低

于上年，确保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

舞钢涌现“景区村”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
韩璐）10月20日，新蔡县首届十大名吃

评选暨烧饼大赛颁奖仪式举行，评出顿

岗油馍等新蔡十大名吃及烧饼大赛一二

三等奖。

本次大赛共有92位选手在14大类

名吃、10多种风味小吃中各显神通，展

现精湛料理技艺，献出各类美味小吃。

近年来，新蔡县积极推进地方特色

饮食文化传承、创新和繁荣。目前，新蔡

已形成以“燕窝烧饼”为主的8大类20多

种烧饼和顿岗油馍等14类不同美食，迅

速打响了“美食新蔡”招牌，擦亮了“烧饼

之乡”名片。新蔡县被河南省食文化研

究中心授予“中国烧饼之乡”称号。

新蔡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

滕飞告诉记者，大赛提升了新蔡传统美食

的知名度，将加快新蔡文旅产业发展步伐。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周武
申）10月18日晚，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直

属机关工委、省民政厅、省慈善总会、河

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暨河南省慈善总会建会

20周年特别节目在郑州举行。晚会对

2021腾讯“99公益日”活动慈善募捐超

千万元的县（市、区）进行表彰，武陟县位

列13个受表彰县（市、区）首位，该县慈

善助力乡村振兴项目荣获省慈善总会

“最具爱心项目之星”称号。

4年时间，武陟县腾讯“99公益日”

慈善募捐项目募捐量由最初的30万元

猛增到今年的3314.5 万元，参与人数

30.43万人次，募集资金、参与人数居河

南省慈善总会第一、全国县级第一。

修武县纪委监委

“室组联动”防止“两书”走过场

新蔡 评选特色名吃 烧饼油馍上榜

武陟县

慈善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受表彰

10月 17日，

宝丰县康乐农牧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女工在包装艾

草养生枕。2015

年以来，该公司带

动当地发展艾草

种植3000余亩，

开发出足浴包、艾

灸贴等70多种产

品，提供就业岗位

50多个，促进了

当地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10月21日，记者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10月21日17时，

全省已腾茬面积 9423 万亩，整地 5922 万

亩。小麦已播种3535.8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41.6%。

分地市来看，商丘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

面积85.6%，周口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

70.7%，驻马店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

59%，郑州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31%，

三门峡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28.1%，漯

河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28.1%，许昌小

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27.2%，南阳小麦已

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26.4%，安阳小麦已播种

面积占预计面积26.1%，新乡小麦已播种面积

占预计面积25.7%，开封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

计面积25.4%，洛阳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

积21.4%，濮阳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

19.5%，信阳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

积 19.4%，平顶山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

积18.4%。

本报讯（记者张莹）10月21日，作

为2021年全国“双创”活动周郑州主会

场的重点活动——2021数字经济峰会

暨新型智慧城市大会在中原龙子湖学术

交流中心开幕。根据会上发布的《河南

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2020年

河南数字经济总体规模接近1.6万亿元，

排名全国第10位。

近年来，围绕数字河南建设，我省密

集出台系列政策措施，着力推进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赶超发展，全面推动传统产

业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积极培

育新业态新模式，数字经济新优势正成

为实现全省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的重要牵引，成为驱动全省经济发展

的核心动力。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10月

22日至23日，第四届高校院所河南科技

成果博览会（以下简称“高博会”）在新乡

举办。“高博会”是由河南省政府主办的第

二届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

大会综合性专场活动。

新乡市自2018年起连续成功举办了

三届“高博会”，旨在为国内外高校、科研

院所、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机构搭建交

流合作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

公里”。

据介绍，本届“高博会”以助力国家创

新高地建设为目标，以“创新引领发展协

同融合共赢”为主题，精心安排各项活

动。截至10月16日，邀约线上线下参会

嘉宾481位、单位292家，征集签约项目

87个，总投资190.7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旭）10月21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今年以来，省管企业经济运行呈现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

据省政府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

孟连介绍，省管企业今年前三季度经济运

行取得了良好成绩，为实现全年生产目标

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我省国民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省管企业前三季度稳中向好

新乡再迎“高博会”

艾草养生枕

我省小麦播种近半

河南数字经济规模近1.6万亿元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成亮
侯伟峰）10月20日，记者从泌阳县政府

办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县把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培育发

展新优势的重要抓手，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打造“三化”政务服务模式，创新不动

产登记“日办日结”，实行企业“三单式”

服务机制，建设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

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

的一流营商环境。

该县通过企业座谈、窗口追踪、信息

系统核查等方式发现并清理隐性壁垒

200余项，降低企业准入门槛。围绕解

决用工难题，把企业招工纳入招商引资

考核范围，吸纳就业人员5450人。成立

泌阳县投资开发公司，累计为企业融资

42亿元。推进多部门并联审批，企业开

办时限由原来的20天压缩到1天，工程

建设审批时限由原来的10天缩减为3

天。建立乡村两级标准化便民服务中

心，形成15分钟便民利企服务圈。截至

目前，该县帮助企业化解问题难题330

个，帮助7家企业获得1780万元的资金

支持。

泌阳县

“政策洼地”变“服务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