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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王静会）投资4.8亿元的电子产

业园项目开工建设，投资1.5亿元的镇邓天然气管道开工建设，

投资1.3亿元的一舰农牧装备产业园开工建设……

眼下，在豫西南邓州，以电影《突破口》放映为契机，以项目

为突破口，选准突破口项目，撕开口子，激发全市活力、动力、潜

力，力争在县域发展中成为全省一流、南阳“排头兵”的干劲持续

高涨。

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9月28日晚，由邓州联

合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秉德行远影视传媒（北京）有限公

司等单位在该市摄制的革命历史题材大型院线电影《突破口》在

郑州省人民会堂成功举办首映式；10月3日晚该电影在中宣部

电影频道黄金档期首播，同时段直播关注度全国第一；10月22

日，该电影入选“2021国防军事电影盛典”十佳优秀影片。影片

播出后，在全社会引发热烈反响，关于影片的新闻报道阅读量、

转发量屡创新高，更是坚定了邓州以项目建设为突破口，谋划项

目、引进项目、做实项目的信心和决心。

在项目谋划上，邓州充分利用丹江口库区区域中心城市、汉

江生态经济带、省直管县（市）、省“三起来”示范县（市）等政策优

势，发挥邓州农业、人口等比较优势，抓住总书记视察调研南阳的

机遇，书记市长带头，部门总动员，以“钉钉子”精神跑省进京，反

复对接、盯紧盯牢，力争把更多的项目纳入上级“笼子”。

在项目选择上，邓州共确定“突破口”项目30多个。以“三线

三区”（“迎宾线”“邓十线”“回”字形内外城河岸线，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区、古城片区、高铁站区）为突破口，撕开县域治理“三

起来”重大要求落地邓州的口子；以2×660MW热电联产项目、

金碧、金丰、御厨等项目落地为突破口，撕开重大工业项目建设的

口子；以解放邓州“突破口”建设、内城西门平城门建设为突破口，

撕开古城复兴的口子；以黄志牧业、驰诚集团上市培育为突破口，

争取3年内实现“零”的突破。目前，邓州各领域都“动”了起来、

“活”了起来，只争朝夕的局面正在形成。

在营商环境上，把平安邓州、公平邓州、绿色邓州、人文邓州

“四个邓州”作为优化发展环境的战略安排，全面开展“项目落地不

过百日”“办事不求人”“服务企业提升年”活动，打造招商引资的政

策“高地”。建立了“一个平台共用”“乡镇税源涵养”“招商引资奖

励”等机制，对重点项目建设台账，落实“三个一”，一名牵头领导总

协调、一名分管领导搞配合、一名责任领导具体“操盘”，每月开展

1~2次“挤墙角”活动，选择若干个“问题项目”，部门领导“面对面”，

挤水分、找症结、定方案，批评问责责任人，加快项目落地。

10月8日，邓州又有18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60.9亿元，其中超亿元重大项

目9个。电影《突破口》的影响力正逐步转化为邓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本报记者李丽

近日，午后暖阳下，杞县沙沃乡杨寨

村小青菜种植园内，几十名村民正忙碌

着采割新鲜的上海青和小白菜。“大家都

知道杞县大蒜，我们这里的小青菜其实

也很不错。”刚上任一周，杞县副县长兼沙

沃乡党委书记崔敏就已经4次去基地了

解情况。除了耳熟能详的大蒜产业，沙

沃乡又摸索到了小青菜这条致富之路。

过去杨寨村既无矿产资源储备，又

远离城区没有区域便利；缺乏人才，大多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如何让村子能够富

裕、更加有活力，一直是乡村两级干部关

心的大事。崔敏积极寻求党建工作与乡

村振兴的结合点，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力。在乡党委的支持下，和村

“两委”班子成员多次召开党政联席会

议，成立了沙沃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领导小组，明确让党建引领成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

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抓发

展必须抓党建的工作理念。在乡党委政

府的指导下，村“两委”干部决定发展大

棚种植产业带领老百姓致富。以往，大

棚种植都是单打独斗，没有规模化的种

植，收获的农产品本地市场都消化不完，

卖到大批发市场运费高又不划算，想大

规模发展对于群众来说又是无力完成

的。经过多方努力，村“两委”为园区建

设争取到资金先期建设了25座大棚。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焦莫寒实习生吕舜

今年7月的特大洪涝灾害发生后，我

省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灾后重建工作。灾

情核查评估是灾后恢复重建决策的重要

基础。那么如何及时高效地核查统计受

灾情况，防御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能力

怎样提升？近日，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

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长训。

“灾情发生以来，省应急管理厅迅速

开展洪涝灾害损失核查评估，采取地方上

报、抽查核查、现场调查等多种方式，加强

与应急管理部相关司局、市县及省直有关

部门灾情会商，同时结合受灾地区自然状

况、社会经济等情况，最终确定了我省灾情

核查评估结果，划定44个受灾重点县

（区）。”李长训说。

据李长训介绍，此次特大洪涝灾害

共造成全省17个省辖市（含济源示范

区）、150个县（市、区，含20个功能区）、

1664个乡镇、1417.85万人受灾，全省直接

经济损失达1767.03亿元。

省委省政府一直将村民住房重建作为

灾后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受灾民众怎么

申请灾害住房补助？

李长训说：“本次特大洪涝灾害居民住

房补助对象需要满足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在

7月16日至23日暴雨洪涝中受灾并经过住

建部门损失鉴定，二是无基本安全住房保

障。蓄滞洪区住房按国家补偿标准执行。”

据介绍，具体申请程序主要有“户申、村

评、乡审、县定”四个程序。户申是由受灾人

员按户向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

会提出申请；第二步是由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进行民主评议；第三步则是乡审，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将有关材料提交乡镇

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最后是县定，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将审核意见和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提交的材料报县级应急管理部

门或县（市、区）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由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审批认定。

申请通过了，重建资金会怎么发放？

“中央、省和市补助资金会一并下达县级财

政，由县级应急管理部门配合财政、住房和

城乡建设等部门，将补助资金按进度、补助

标准及时拨付到位。”李长训说。具体来讲，

村民自建住房的，补助资金会通过“一卡通”

发放到补助对象账户。政府组织统筹建房

的，补助资金将拨付到施工等单位。据了

解，目前已经认定需要政府帮建农户41552

户，需要修缮房屋农户87145户。

灾后重建做到位了，再发生自然灾害

怎么办？对此，李长训表示：“省委、省政府

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将应急能力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我们已经编制了《河南省特大暴雨

灾后应急能力提升专项规划》，同时围绕实

战重点规划了任务。”李长训介绍，省应急

管理厅会加快建设“一中心二队伍六基

地”，形成以省应急指挥中心为枢纽、以省

级综合性救援队伍和省级航空救援队伍为

骨干、以六个省级区域性应急救援基地为

支撑的救援体系，建成覆盖全领域、贯通各

层级的一体化应急指挥平台；同时，构建省

市县乡政府储备、社会企业储备和家庭储

备相结合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天眼+应

急”建设也将扎实推进，提升安全生产和自

然灾害实时监测、精准预警能力；宣传和培

训方面，会对全省党政领导干部、应急管理

人员进行应急处突专题培训，深入推进防

灾科普“五进”，筑牢应急管理人民防线。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杨振辉周梦醒

“省党代会为高质量建设

现代化河南、高水平实现现代

化河南擘画了宏伟蓝图，对加

强生态文明、加快生态强省建

设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10 月 30 日,省十一次党代会

代表、淅川县金河镇党委书记

周保全表示，将传达好、宣传

好省党代会精神，切实把省党

代会决策部署转化为实际行

动和工作成效。“没有等出来

的精彩，只有干出来的辉煌。

金河镇作为水源区大镇、移民

乡镇、城郊重镇，将从四个方

面发力，书写水清民富镇强的

‘金河答卷’。”周保全说。

常态抓实水质保护。水质

保护是淅川的首要政治任务，

金河镇作为水质保护重镇，将

继续扛牢政治责任，以“碧水、

蓝天、净土”三大保卫战为统

领，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

治理与修复工程，综合治理库

区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

持续推进集镇污水管网配套和

农村污水收集处理，加强镇区

内河治理、工业企业治理和面

源污染防治，坚决守护好碧水

清流，确保水质绝对安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宋广军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擘画了新时代河

南更加出彩的宏伟蓝图，为我们走好乡村

振兴道路指明了方向。”10月30日，正组织

全村党员干部学习党代会报告的长葛市后

河镇闫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闫东

锋说，闫楼村要抓住机遇，坚持党建引领，

加快产业发展，做好乡村治理大文章，让乡

村振兴有抓手、有亮点、有奔头。闫楼村人

均耕地不足一亩，5年前村集体经济还是一

片空白。在闫东锋和村党支部一班人的努

力下，闫楼村在发展特色产业上下功夫，村

集体年经济收入一举突破10万元。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挖掘

农业农村多重价值，丰富乡村经济业态，

拓展农民增收空间。闫东锋说，这对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我

们将坚持以党建统领各项工作，用自身

“汗水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发

挥文旅资源优势，激活乡村旅游一盘棋；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掘农业多种功能，

培育更多农村致富带头人，带领群众增

收致富，共同描绘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本报讯（记者郭培远）10月30日下

午，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委党组中心组

（扩大）集中学习会议。会上，省卫生健

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传达学习贯

彻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和楼阳生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安排

部署卫生健康系统贯彻落实举措。

会上，阚全程强调，全省卫生健康系

统要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多举措为健康中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民生；

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加强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特别是第三针加强针以及3岁

至11岁儿童的疫苗接种工作，做好中高

风险地区返豫人员的疫情防控工作。

二要为全省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的健康服务，坚持医疗、医保、医药、医养、

医改“五医联动”；抓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按照国家要求，结合河南实际，加快

补齐公共卫生制度短板，做好省、市、县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尤其是市级传染病

医院建设、县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

乡镇卫生院的发热门诊建设。

三要建设高水平市级公立医院，提

高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其中市级综合医

院、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和中医院要

全部达到三级甲等医院水平；县级综合

医院、中医院和妇幼保健院要全部达到

二级甲等医院水平；乡镇卫生院要提质

增效，符合国家建设规范，全部达标；村

卫生室建设要全部达标。要抓好“一老

一小一青壮”健康服务工作。

四要抓好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重点

抓好5个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15个省

医学中心、60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105

个县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五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解释

中医药的原理，持续做好创新发展工作；

在信息化建设特别是科研创新方面，要

按照省委要求，加大科研创新力度，加大

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快健康河

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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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飘“红”产业透“绿”
杞县沙沃乡以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

为全省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用“汗水指数”换“幸福指数”

筑牢应急管理人民防线
——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长训

“干”字当头
确保水清民富镇强

10月30日，灵宝市寺河乡磨湾村果农杨凤娇在采摘富士苹果，她家种的15亩苹果喜获丰收，每亩收入1万余元。苹果是

寺河乡农民的主导产业，目前该乡6万亩苹果陆续开始采摘。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灾后重建厅局长访谈灾后重建厅局长访谈

□本报记者马丙宇刘亚鑫

四面环山，依水而长。

辉县市西平罗乡白土岗村的苹果

林地，处在要街水库旁、太行山凤凰坡

下。充足的光照、肥沃的土壤、优质的

水源，让这里的红富士苹果口感脆甜。

11月1日下午，指着山间的苹果树

林，白土岗村村支书司陆山欢喜中掺杂

着担忧。

“极端的降水天气不仅破坏了路，

还让苹果大量减产。”辉县市人社局驻

白土岗村第一书记杜青东向记者介绍，

今年7月份的特大暴雨，让要街水库水

位大涨，淹没了苹果树林的运输路，前

段时间300多亩的早熟品种采摘完成

后，几乎只能靠船从水库周边运出。连

续的阴雨天气，更是对果树产量造成了

影响。

事在人为，经过村“两委”和驻村工

作队的不懈努力，300多亩的苹果被陆

续卖出。现在，村里山上200多亩的晚

熟品种已经同时成熟，产量达到30万

斤，急需再寻销路。

“我们的苹果分为套袋与不套袋

的，价格每斤2元至3元不等，是前几

年新引进的红富士新品种，种植管理

也很用心，口感与品质绝对有保障，红

彤彤的苹果等您来！”司陆山告诉记

者。

有需要苹果的厂商和朋友，可联系

司陆山，电话：13937333667。

辉县市白土岗村

30万斤红富士等您来

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
发表书面致辞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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