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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任怀卿）

“春节后上班的第二天，方城县委、县政府

就立即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邀请重点

企业负责人参会，对县直有关单位服务企

业情况进行民主测评。县委书记、县长在

讲话中反复强调优化营商环境问题，这让

我们深受鼓舞、备受感动。”2月15日，记

者在方城县开发区采访裕盛益民有限公

司董事长包文祥时，他激动地说。方城县

的“虎年第一会”向全县发出了优化营商

环境的动员令，企业家纷纷点赞。

近年来，方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营商环境，不断强化“营商环境就是第一

生产力”的理念，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

鲜明导向，各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万人

助万企”活动，人人争当“金牌店小二”，有

效解决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难题和

瓶颈。

政策惠企。方城县以“万人助万企”活

动为载体，以开展“观念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为契机，先后出台惠企政策193条，兑现

优惠政策资金2400万元，解决企业融资12

亿元；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累计为各类

市场主体减税降费7700万元。

服务便企。方城县成立5个工作专

班和19个专项工作组，着力打造便利高

效的政务环境。在县行政便民服务中心

设立“开办企业专区”，一般企业凭身份证

即时办理；围绕不动产登记，减环节、减材

料、减时限、减费用、减中介、优流程，从法

定30个工作日内办结压缩到一般登记2

个工作日办结，抵押登记1个工作日办

结，查封、查询、异议等7项登记业务“即

来即办”。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经常带

头深入企业、工地现场办公，千方百计为

企业排忧解难。

减负帮企。方城县聚焦市场主体反

映的“堵点”“难点”“痛点”，清理规范涉企

收费，减少各类检查和罚款，建立涉企收

费项目清单制度，实现清单之外无收费；

提升企业用电、用气、用水效能，全面降低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人文兴企。方城县推进中心城区、产

业开发区、高铁站区“三区融合”，分步启

动建设人才公寓、区域综合医疗中心、产

业学院等配套项目、设施，打造绿色低碳、

高效集约、配套完善的装备制造引领区、

科技创新示范区、产城融合标杆区。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有力推动了方

城县主导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该县轴

承装备制造业形成了“钢管—套圈—滚动

体及配件—轴承产品”闭合产业链，成为

全省第二大轴承产业集聚地；超硬材料产

业形成了“超硬设备—触媒粉—人造金刚

石—金刚石微粉—金刚石工具”产业链条，

正在建设全国最大的超硬材料产研基地，

着力打造世界金刚石之都；新的招引项目

陆续落地生根，1月18日，方城县与奇瑞商

用车（安徽）有限公司签约，一个新的产业

集群——汽车产业集群将迅速崛起。

乡情 乡魂 乡韵

□本报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梁有才文/图

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三，当三门

峡市陕州区原店镇郭家村还沉浸在新

春的氛围中时，外出打工的人就开始动

身了，送行的轿车、三轮车、摩托车不时

从村道驶过。村委会所在地对面的一

个背风向阳的地方，十几位老年人一边

晒着太阳，一边聊天，欢声笑语不绝于

耳。

郭家村位于陕州区政府西南2公

里处，有503户 1690口人，耕地面积

1900亩。“原来因为自然条件差，老村

实在是住不下去了。”郭家村党支部书

记成俊芳说，“十多年前，村里决定从改

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入手，实施搬迁，集

中连片居住。地址确定后，村里统一规

划建起了19排486座相同风格的两层

楼民宅。”

村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后，村里

决定开展移风易俗，改变村民落后观

念，建起了文化大院、文明学校、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等一批室内外场所，给群众

创造一个可娱乐、可休闲、可运动、可学

习的生活环境。同时，村里组织基层党

员群众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每年组织

开展“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乡

村光荣榜”等先进典型评选并大力宣

传，使文明创建、文明服务工作真正入

脑入心，成为农村文化的主流。

置身郭家村，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

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变化离不

开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的支持。“郭家村

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我们将其纳入城

乡环卫一体化示范点，每年专门拿出资

金进行补贴，并帮村里建了三座公厕，

专门拨付资金给村里绘制了文化墙。”

陕州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秦润新说。

人多地少，这是郭家村的现实。如

何解决失地农民的收入问题，成了郭家

村的头等大事。“土地确实是农民的命

根子，没有了土地就没了依托。这时候

党组织就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成为他

们的主心骨，引导村民克服困难，增加

收入。”成俊芳说。郭家村依托三门峡

西货运站、中储粮三门峡直属库和其他

几家民营企业，由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

社统一组织运输和装卸服务，在增加集

体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为村民提供就业

岗位120余个。

“就我这一个门市部，养活一家人

不成问题。”今年59岁的村民张建森在

西站商贸城开了一个日杂门市部，年收

入在30万元左右。在张建森的帮助

下，几户村民跟着他学做生意，每年的

经济收入也很可观。

外出务工人员多，留守现象就比较

突出，如何使老人安居？村“两委”进行

了有益探索：投资150万元对闲置多年

的校舍进行改造，建起陕州区首个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记者在入院规定上看

到：凡是郭家村年满65周岁、生活能够

自理的老人，均可入住养老服务中心，

老人入院后，每天只象征性交纳五毛钱

费用。

在郭家村，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矩：每逢春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

日，村里的党员干部都要到养老服务中

心献爱心；每逢老人生日，村党支部都

会提前订好蛋糕，并提醒子女为老人过

生日。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城郊区

位和资源优势，挖掘自身亮点，因地制

宜发展，培育文明乡风，帮助农民树立

发展信心，努力走出一条以文明乡风为

引领的乡村振兴路。”成俊芳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长
坡 姬冠鹏）2月12日上午，江苏省昆山

市奇力特油缸液压设备有限公司加工

车间内机声隆隆，技术员刘帅昆正在认

真熟练地操作着数控车床。他所从事

的油缸液压活塞杆加工制作对数据精

密度要求很高，容不得丝毫差错。

“现在国家都提倡持证上岗。我刚

参加了公司组织的职业技术培训，现在

正准备申报国家技术工人等级认证，已

经报过名了，拿到证之后工资又能大幅

增加！”刘帅昆兴奋地说道。

今年40岁的刘帅昆是叶县任店镇

刘口村人，2008年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

外务工，先后在郑州干过五金冲压杂

工、在乌鲁木齐学过电工、在郑州宇通

客车当过焊工，但都因学历不够、缺乏

系统培训，最终半途而废。“当时就是干

体力活，不仅累工资还不高。”说起这段

经历，他感慨道。

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帅昆

带着孩子到昆山看望务工的妻子。他

的妻子在当地一家汽车配件厂打工，收

入还算不错，妻子希望他也留在昆山。

“当时，在街上溜达的时候，看到了这个

公司门口贴的招聘启事，于是就进来问

了一下，没想到被录用了，工资待遇还

不错。”他说。

昆山市奇力特油缸液压设备有限

公司是一家从事油缸液压加工的小微

企业，有技术工人40多名，其中一半都

是叶县人，这让刘帅昆找到了家的归属

感，于是就决定留此工作。

“缴纳‘五险一金’，而且还提供食

宿补贴，手把手教我技能的老师傅也是

咱叶县人。”莫名的亲切感加上师傅教

得负责，刘帅昆学得也格外认真，很快，

刘帅昆就从一个“技术小白”成为公司

的“技术大拿”，现在他一个人可以看管

2~3台设备，工资也从原来的4000多元

上升到了现在的8000多元。

“前年，在平顶山市买了一套新楼

房，60多万元，虽然是分期，但还款压力

不大。等拿到证之后，工资预计还能比

现在多拿一半。”说着，刘帅昆脸上泛起

了满满的幸福。

从叶县到昆山
记者随车采访异地复工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杨
清令）眼下，邓州市220万亩冬小麦陆

续进入返青期，为全面掌握小麦返青

长势情况，邓州市坚持做好“科技壮

苗”工作，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小麦返青期调查。

2月15日，在文渠镇李洼村的千

亩小麦示范田里，农技人员和种植大

户刘飞正在查看小麦返青期的长势

情况。他们结合麦田苗情、墒情监测

结果，对小麦生长状况进行分析。“今

年小麦长势总体不错，大部分都达到

了一类苗标准，均产应该在1200斤以

上。”刘飞说。

自2021年秋季以来，邓州市在全

市规划了11个千亩以上的小麦玉米

连作示范方，通过进行高标准农田建

设，落实井泵电配套、渠系配套、林网

配套等，同时开展土壤有机质提升、

土地平整、土地深翻等农业技术的创

新与集成，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对不同地

段的田块进行实地调查和采样，对冬

小麦返青期茎数、分蘖数、高度等进

行测定。

据了解，今年邓州市小麦整体长

势良好，是近几年来苗情较好的年

份。邓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

艺师刘家新介绍，下一步的管理措施

就是对于部分弱苗，要进行早追肥、早

浇水，促弱转壮，对旺长苗要进行镇压

控旺。针对病虫草害，在温度适宜的

时候，要及时地进行防治。如果遇见

倒春寒的情况，要及时浇水防冻。

近日，柘城县农民在进行麦田管理，为小麦丰产

打好基础。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马学贤张子斌摄

2 月 16 日，

春季开学第一

天，灵宝市第三

小学学生重返校

园，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迎接新学

期的到来。本报

记者 杨远高 通

讯员马俊娥摄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通讯

员王同满）鼓王迎春、高台大戏、舞狮贺

岁、年俗巡游……2月15日，元宵节，获

嘉县同盟古镇袁家村景区里，民俗表演

热闹开场。

走在袁家村景区的民俗小吃街上，

游客熙熙攘攘。张年有站在自己的小

店门口，乐呵呵地等着锅里的油热起

来。这间店铺只有十几平方米，门口炉

灶上架着一口大铁锅，油热后，张年有

站在锅边，从桌上拿起准备好的面剂开

始炸糖糕。

“有保底工资和分红，挣得可比在

外打工多。”张年有是获嘉县亢村镇红

荆嘴村村民，2019年袁家村景区建成

后，他以技术入股在小吃街卖糖糕。春

节期间，张年有的糖糕一天能卖出3000

多个。

袁家村景区集民俗非遗、特色美

食、休闲娱乐、文化创意、民宿客栈于一

体，是获嘉县文化旅游新亮点，带动了

周边约5000人就业。

说起了河南的袁家村，不得不提陕

西的袁家村。陕西的袁家村没有山，没

有水，没有历史遗迹，只有286名村民，

他们通过打造村景一体、全村参与的体

验式旅游休闲模式，带动周边万余农民

增收，走出了乡村振兴的“袁家村模

式”。

为推动县域旅游发展，带动当地群

众增收，获嘉县引进了袁家村文旅项

目。新乡市区西行20公里，是获嘉同盟

山武王庙景区，依托同盟文化，同盟古

镇袁家村文旅小镇应运而生。2017年，

同盟古镇袁家村一期开工，2019年9月

底正式开放。

郭家村的“幸福转身”

叶县籍务工者刘帅昆

小白变大拿 工资8000+

抓好春耕春管 夯实丰收基础

邓州市 科技“大礼包”送田间

好吃好看又好玩
获嘉袁家村您去过吗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近日，国务院

印发《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决定自2022年起开展第

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利用四年时间全面查清

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

《通知》明确，普查对象为全国耕地、园地、

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

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

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

关的土地，如盐碱地等。普查内容主要包括四

个方面：立地条件普查，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地

质等；性状普查，包括有机质、酸碱度、养分情

况以及颜色、质地等物理、化学性状；类型普

查，包括不同成土母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地

形地貌、不同利用状况下土壤类型的核实与补

充完善等；利用状况普查，包括灌排设施情况、

植物生长情况、种植制度等基础信息，以及肥

料、农药、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况。

《通知》明确，普查时间为 2022-2025

年。

用四年时间查清土壤质量家底

我国将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新学期
加满油

村党支部组织慰

问养老中心的老人

整洁的巷道

抵押登记一日办结
方城县发出优化营商环境动员令，走深走实“万人助万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