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丰兴汉左力

工业振兴号角长鸣，环境优化步履铿锵。

时下在唐河县，县委常委会或县政府

常务会每月至少研究1次工业振兴工作；

县工业振兴领导小组和11个专班的全体

县处级领导干部每周至少到分包企业办

公1次；各专班牵头县领导每月至少分析

研判、督导推进1次负责的工业振兴攻坚

专班工作。

这是全县领导干部新的工作常态。

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级级传递。“项目

为王、企业至上、环境至尊”理念在唐河各

级各部门引发共鸣：县住建局围绕住建领

域“放管服效”改革，创新推出取消部分审

批事项、优化审批服务流程等十条“硬核”

措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聚焦公共资源

交易领域关键环节和瓶颈问题，打造交易

服务“直通车”、代理机构“自选库”、服务

企业“小灵通”三大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领

域营商环境优化的利器……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是进行时，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唐河以打响‘南阳一流、

河南先进’营商环境品牌为目标，全力打

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

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最佳营商环

境，铸造营商‘暖巢’，‘孵化’市场主体，蹄

疾步稳加速向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

示范区迈进。”唐河县委书记贺迎说。

当好群众“贴心服务员”、企业“金牌店

小二”，快速生发出“孵化效应”。今年1~8

月，全县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7亿元，增长19%，实现利润4.6亿元，增

长8.7%，税收2.3亿元，增长26.7%，实现

了“三大提升”：一是项目建设大提升。截

至9月底，全县实施工业项目72个，比去年

增加19个，英拓智能、海宏科技、南商农科

等8个项目纳入省重点项目，项目数量和

投资总量均居全市第一。二是企业活力大

提升。截至8月底，全县工业项目完成投

资55.6亿元，比去年增加3.2亿元，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达到140家，比去年增加8

家。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72.3亿

元，增长20.7%，缴纳增值税9628万元，增

长44.5%。三是发展成效大提升。今年上

半年绩效考评中，唐河取得了招商引资南

阳市第一、项目建设南阳市第二、第二季度

营商环境监测评价南阳市第四的好成绩。

一心一意搞服务，一桩一件抓落实。

唐河县委、县政府用“六个一”工作机制诚

挚迎商、热忱安商、真心富商。

——建立一套机制。成立由县委书

记、县长任双组长的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领导小组，构建了“一办六组”的工作机构，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进行安

排部署、强化落实。由县政府办牵头，县纪

委、营商办、政务和大数据服务中心等部门

配合，建立了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周调

度、月督查制度，每周召开一次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联席会议，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和关键环节，进行专题分析，研究解决办

法，推动工作落实；（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通讯员朱海
鑫 李伟峰）10月22日，新密市开展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亮承诺、赛实绩、比

干劲”暨“支书论坛”活动。

活动采取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新

密市委主要领导，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组

织委员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代表在主

会场参加，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党建办主任，各村（社区）“两委”干部

在分会场参加。

活动现场，18名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通过“3分钟短视频+5分钟现场讲演”

的形式，围绕党的建设、灾后重建、产业发

展、基层治理等工作，亮承诺、赛实绩、比

干劲。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据了解，开展“亮赛比”活动，旨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深

化农村党建“五起来”工程，激发基层带

头人队伍活力，推进基层党建全面进步

全面提升。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10月26日，全省农业科技引领优势产业发

展试点县共建工作培训班在郑州举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马万里出席并讲话。

在培训班上，我省农业科技引领优势产业发展共建

工作试点县名单公布，新安县、汝阳县、郏县、内黄县、

滑县、浚县、长葛市、卢氏县、内乡县、西峡县、民

权县、夏邑县、商城县、泌阳县、遂平县、省黄泛

区农场等16个县（市、场）被确定为第一批试点

县。

据了解，到2025年年末，我省将建成

30个左右的农业科技引领优势产业发展试

点县。

马万里介绍，开展农业科技引领优势

产业发展试点县共建工作，重点任务是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充分

发挥涉农科研教学推广单位、新型农业

经营服务主体、企业等农业科技社会化

服务体系作用，探索构建农业科技引领

产业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

据介绍，共建工作的主要内容包

括：通过省级组建技术顾问团，市级组

建技术指导团，县级组建农技推广服务

团，依靠新的机制加强沟通协作，实现

利益联结、成果共享，服务试点县农业

科技的需求；找到制约产业生产发展、

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技术瓶颈，通过科技

成果和技术模式集成应用，提高试点县产

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以各类示范基

地、农业园区为基础，联合试点县农业生产

经营服务主体，组织全产业链的集中试验、

交流观摩和技术培训等活动；发动技术专家

团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

资料，为试点县优势产业发展和技术研究提供指

导；统筹农业科技创新、农技推广、农民教育培训三

大体系力量，让农技推广业务骨干和各类高素质农民

更好更快融入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在培训班上，16个第一批开展共建工作的试点县

（市、场）与省现代农业产业科技服务体系专家代表签订了共

建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鸿雨
于战胜）10月26日，郏县2021年小麦免

耕播种现场演示会在薛店镇韩店村帅彪

农机合作社农机科技示范基地举行，部

分农机大户、操作机手及附近群众现场

观摩。

演示现场，两辆1000型拖拉机分别

牵引着2BMSF-12/6型免耕施肥播种

机播种小麦，一次性完成旋耕、碎土、开

沟、施肥、播种和镇压等多道工序，省工、

节本、增效，现场观摩人员赞不绝口。

据郏县农机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拥

军介绍，今年，受前期连续降雨影响，全

县耕地普遍较湿，大型农业机械进不了

地，耽误秋收和秋播进度。目前已进入

霜降节气，麦播最佳时期已过，推广小麦

免耕播种技术，可以减少机具往返在耕

地上作业造成土壤板结，还可以改善土

壤结构、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减少水

土流失、增加土壤肥力、降低生产成本。

□本报记者马丙宇刘亚鑫

10月27日上午，阳光洒落在辉县市

孟庄镇南李庄村的幸福院内，几位老人沐

浴着暖阳在聊天。

77岁的王金叶坐着小马扎，身旁放

着自己的拐杖，聊到高兴处，笑得合不拢

嘴；不远处的房间内，王金叶的丈夫和福

喜也乐呵呵地看着电视连续剧。

和福喜今年80岁，南李庄村人。“俺

们住在这里有七八年啦！”坐在床边，和富

喜向记者说起在幸福院的幸福生活，“要

是住得不舒服，俺老两口早都走了！”

幸福院，就是南李庄村的敬老院，

2013年建成。“建这个敬老院，初衷是为

了让村内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养老。”南

李庄村村委会副主任段继富告诉记者，幸

福院就建在南李庄社区内，有30多个标

间，屋内电视、空调、暖气、热水器等一应

俱全，还配备了专业的服务人员照顾老人

们的生活起居，村内年满70岁的老人，都

能入住。

住在幸福院，南李庄村的老人们总会

提起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这是

俺和范书记！”和福喜将放在床头的一张

照片拿给大家看，是一张几年前他和范海

涛的合影。“范书记每年都来好多趟，买衣

服、发红包、和大家唠家常，年年都是如

此。幸福院建成俺就来了，俺能证明！”和

福喜很坚定。

和范海涛的合影，南李庄村的老人们

几乎人人都有。“范书记和村里对老人们

的关心，他们都记在心里。”幸福院负责人

姚海琴说，2019年“七一”，几位老人在幸

福院里连夜绣制了一面写着“幸福感谢共

产党”的党旗，当天交给了范海涛，以此感

谢南李庄村“两委”。平时村里的义务巡

逻、打扫卫生、公益事业等，老人们参与的

热情也都极高。

范海涛和村内老人们的“互相惦

记”，让南李庄村敬老爱老的氛围越来越

浓，更获得了外界的肯定。2020年，南

李庄社区荣获“河南敬老文明号”；今年

10月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

办公布了《关于命名2021年全国示范性

老年友好型社区的通知》，南李庄社区榜

上有名，获得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

社区”称号。

“老辈人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做出

了无私的贡献，以孝顺、孝敬回报给他们，

让他们安度晚年，才是我们南李庄人的立

身之本，处事之德。”范海涛说，南李庄村

还积极探索健全养老服务机制，创新文明

家庭积分制管理办法，将主动到老年公寓

义务服务、晚辈为长辈洗脚、给父母添置

新衣服及送礼物等内容纳入管理项目，列

入积分事项，鼓励奖赏村民服务老人、关

爱老人，进一步增强了南李庄群众关爱老

人的意识。

“别聊啦，准备去餐厅吃饭了！”上午

11点半，姚海琴冲着院子里的老人喊道，

幸福院的餐厅开始热闹起来。“前几天俺

们几个跟海琴说想吃炸丸子，没想到今天

真做啦，可不赖！”打完饭，看着桌上的炸

萝卜丸子和热腾腾的胡辣汤，王金叶笑得

更开心了。

中午阳光明媚，幸福院里，飘满了欢

笑声与饭香。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0月26日，

中国（河南）—以色列调水工程及水资源

利用技术对接会在郑州举行。

副省长武国定、以色列驻华大使潘

绮瑞分别作视频致辞。武国定在简要介

绍省情后，他指出，近年来，河南通过深

入实施“四水同治”，着力构建兴利除害

的现代水网体系，全省水资源、水生态、

水环境明显改善。以色列凭借先进的水

资源利用技术、“北水南调”等以色列国

家输水工程，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建设在沙漠上的发达国家。希望豫以双

方充分发挥彼此产业优势，不断拓宽合

作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提升合作层次，

共同推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再上新台阶。

潘绮瑞表示，以中友谊源远流长，以

豫双方加强水利工程合作，有利于互助

进步，共同推动两国水利工程和水利技

术的发展。希望通过此次对接活动，促

进以豫企业深化合作，共同推进双方友

好合作。

对接会上，6家拥有世界先进水资

源技术的以色列企业做了路演推介，21

家河南优质企业现场参会，共开展了35

场一对一分组对接，多家豫以企业现场

合作签约。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 通讯员王东
风）10月27日，记者了解到，省林业局出

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生态廊道管护

质量成效专项奖补政策，下拨700万元

对干渠沿线的南阳、平顶山、许昌、郑州、

焦作、新乡、鹤壁、安阳等8个省辖市进

行奖补。

我省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水源

地和干渠途径的主要省份。省林业局组

建专班，制订工作方案，加强动态监测，

大力推进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生态廊道完

善提升。2014年到2018年，干渠沿线

各地相继建成生态廊道建设，在宜林地

段共完成造林绿化18万亩，为提升南水

北调水质、保障“一泓清水北送”发挥了

重要作用。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10月27日，

2021河南（郑州）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2021郑州农博会）于郑州会

展中心开幕。

2021郑州农博会由河南省委批准，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商务厅共同主办，河南省供销合

作总社、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河南省乡村

振兴局支持，大河报社（大河传媒有限公

司）、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承办，

郑州会展行业协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河南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河南分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分公司协办。

据了解，2021郑州农博会展厅设置

了数字农业展区、优质农产品及餐饮食

材展区、优质道地中药材展区、农业综合

展区等四大展区，来自省内和全国各地

的近500名商户参展。现场能看到全省

数字乡村示范县建设成果和农业物联

网、智能灌溉设备的展览，由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打造的直播电商IP“大河甄选”也

将在开幕式现场正式亮相。

2021郑州农博会将进行三天，同期

还将举办2021首届大河农业品牌高峰

论坛、第二届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创新发

展高峰论坛、“数字新蓝海”企业资源对

接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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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辛丑年九月二十三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第4330期 今日8版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王东亮 值班主任 孙雅琳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成睿智 版式 魏静敏 校对 王仰瑞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28

唐河县“营商暖巢”生发“孵化效应”

“幸福院”里幸福长

中国（河南）—以色列调水工程
及水资源利用技术对接会举行

2021河南（郑州）
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开幕

生态廊道保障“一泓清水”
省林业局奖补八省辖市

新密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
“亮赛比”活动

郏县推广小麦免耕播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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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

▲10月27日，在灵宝市寺河

乡姚院村，71岁的全国劳动模范

刘天送在采摘苹果。30多年来，

刘天送努力钻研苹果栽培、管理

与储存技术，使苹果的品质和产

量大大提高，为果农增收做出了

突出贡献。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

讯员何金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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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渑池县天池

镇芮沟村“红薯大王”白明伟在采

挖红薯。多年来，白明伟刻苦钻

研红薯种植技术，培育出繁育龙9

等十几个红薯新品种，带动周边

农民种植红薯5000余亩，红薯亩

产高达3500余公斤，亩均收入达

1万元。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

员古俊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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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国务院新闻

办27日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

动》白皮书。

白皮书介绍，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国家战略，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

政策体系，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实施

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积极探索低碳发展新模

式。加大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力度，推动城乡

建设和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构建绿色低

碳交通体系，持续提升生态碳汇能力。推进

和实施适应气候变化重大战略，持续提升应

对气候变化支撑水平。

白皮书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生历史

性变化。经济发展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凸

显，绿色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

色，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取得显著成效。持续推动产业绿

色低碳化和绿色低碳产业化。生态系统

碳汇能力明显提高。绿色低碳生活成为新

风尚。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