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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刘克

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

与土也。——管子

黄河蜿蜒奔流，润泽大地，百姓逐水

而居，繁衍生息。由此，黄河被称作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她滋养哺育了一代代华

夏儿女。而其奔腾不息、贯穿九州的气

势，也成为华夏民族不屈奋斗的精神写

照。

作为我国最早建设的河流博物馆，

黄河博物馆从多个方面展示了黄河的河

道变迁、水患治理、文明发展等内容。3

月25日，记者走进黄河博物馆，在这里

触摸黄河的肌理。

淅淅沥沥，雨下个不停。经雨水冲

刷，位于郑州市花园路北段的黄河博物

馆的黄色外立面更显雄浑沉郁。建筑不

太高，约相当于三层居民楼的高度，造型

曲折有致，展现出黄河的蜿蜒。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大家对母亲河的

发展变迁更加关注，黄河博物馆游客量

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升。”黄河博物馆社

会教育部主任张笑蕾说。

张笑蕾带领记者步入馆内，迎面就

是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彩绘画。这幅彩

绘画更像是一个大型雕塑，灯光照射下，

飞泻的水流充满动感，有种水雾升腾的

视觉效果。“这幅画本来就是立体塑成

的，采用的材质是玻璃钢，比较通透，在

灯光聚焦下，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

张笑蕾说。

黄河博物馆共分为五个展区，包括

流域地理、民族摇篮、千秋治河、治河新

篇、和谐之路，全面诠释了黄河的自然

史、文明史、治理史，展示黄河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因为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黄河流域生产力水平和社

会发展迅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伴随着农耕、冶金、文字等的发明和使

用，以及城市的建立，思想文化兴盛，奠

定了“民族摇篮”的基础。

从一张展图上可以清晰看到，我国

著名的“八大古都”，在黄河流经区域内

的就有郑州、安阳、西安、洛阳、开封5

座。

提到黄河就不得不提泥沙。在世界

年径流量前20位的河流排名中，黄河压

根没进榜单。但在世界年输沙量超亿吨

的河流排名中，黄河却夺得了世界之

最。“径流量不太大，输沙量却很大，这说

明黄河的含沙量太大了。”张笑蕾指着展

出的图表说。

黄河的径流量不算大，但却是我国

西北、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水源。她以占

全国 2%的河川径流量，哺育了全国

12%的人口，灌溉着全国15%的耕地，

支撑着全国14%的GDP，为沿黄60多

座大中城市340个县（市、区、旗）及众多

能源基地提供水源。

历史上，黄河水患频繁。从先秦到

1949年，黄河共决溢1590次，改道26

次，给人民带来不少灾难。新中国成立

后，经过大规模建设治理，饱经沧桑的黄

河消除水患，变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利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文明思想得以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治

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

断推进，黄河两岸变得越来越美，

古老黄河迈步崭新发展阶段，

焕发勃勃生机！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3月27日，

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公布

2021年度全国粮食流通统计工作考

核结果，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被

评为“2021年度全国粮食流通统计工

作优秀单位”，取得全国第二名的好成

绩，连续7年受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通报表彰为优秀单位。

其中，粮食产业经济统计、粮食流

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统计、粮油科技

统计全部位居全国第1名，马帅、史欣

艳、张冲、张艺四位同志被评为“2021

年度全国粮食流通统计工作优秀个

人”。

据了解，自开展统计调查工作以

来，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认真落

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不断提高统

计数据质量，为科学分析供求形势、加

强行业指导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3月25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近日我省印发

《河南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

（2022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采取49条措施，切实提升企业和群

众满意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

《行动方案》明确我省营商环境提

升的总体目标：全面实施全省营商环

境“118”（“1”个总体方案、“18”项专

项政策提升方案）优化提升行动，推动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突破。

在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方面。

3月份，落地实施第一批50件“一件事

一次办”事项清单；12月份，再梳理实

施一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清单，实

现全省企业开办1个工作日办结，网

上办理占比超过90%；社会投资小型

低风险产业类项目不动产首次登记办

理时间为1个工作日，最多不超过3个

工作日。

在持续提升宜居宜业基础能力方

面。今年年底，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0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6000

家以上；“科技贷”力争覆盖500家科

技企业，贷款额度达到30亿元；全省

技术合同成交额增幅15%以上；新增

技能人才240万人，新培养高技能人

才80万人，全省人才资源总量达到

1300万人；今年完成国土绿化面积

210.08万亩，新增城市绿地面积3000

公顷以上。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3月25日，在锚定

“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扎实推进生态

强省建设的关键节点，2022年全省林业工作

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通报表扬了2021年

全省林草重点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总结

2021年工作，安排部署2022年度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去年，我省主动融入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提升、

大运河生态带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初步

贯通沿黄五大生态系统，绿化生态廊道10.7

万亩，完成丹江口水库周边 10 县（市）

100.95万亩石漠化治理，在大运河267公里

有水段造林1.36万亩；全面推行林长制，省

委、省政府印发《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意

见》，全省如期建成五级林长体系，设立各

级林长60332名。

会议强调，2022年，我省林业的目标是

造林210.08万亩、森林抚育205.65万亩；种

草13.45万亩，改良草原20万亩；新建7个省

级湿地公园，修复湿地9000亩；完成乡村绿

化5.45万亩，建设各级森林乡村1000个；加

快建设黄河流域林木育种创新中心，建成国

家林木种质资源核心库；保证集体林地承包

经营纠纷调处率达到10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

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

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

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

神力量。河南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近年来，我省

着力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

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全景

展示厚重河南的文化积淀，

着力呈现河南“文旅融合”

新发展，即日起，本报推出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专栏，

全面反映河南作为文化大

省不断开拓创新，实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生动实践，敬请

关注。

我省粮食流通统计工作
连续7年受表彰

我省49条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今年我省将造林210.08万亩

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

在这里 黄河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通讯员董志
远）“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人才引领，

‘项目为王’离不开人才驱动，我们积

极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创新

实施‘才聚朝歌兴县计划’，是培养造

就一支高素质全能型队伍、增强县域

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县域经济

成高原的有效途径。”3月25日，淇县

县委书记杨建强在谈到该县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时说。

需求导向“引才”。该县以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围绕产业引才，着

力集聚一批创新型科技领军人才，培

育一批创新创业科技团队，为产业发

展提供智力支撑。创新实施“头雁领

航”工程、“春晖”计划，回引78名“头

雁”，聘请49名“乡村振兴顾问”，鼓励

他们创业投资、反哺桑梓。

创新机制“聚才”。开展高层次人

才认定，制定高层次人才认定和支持办

法，汇聚起一支高层次人才队伍。实施

“朝歌人才智领淇变”工程，打造党政、

企管、高技能等9支领军人才队伍。打

造5个高层次人才综合服务中心。

搭建平台“用才”。创建省级以上

创新平台8家，建成各类企业技术中

心27家。建成全市首家中原学者工

作站，开展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0余

项。创建国家级星创天地1家、科技

企业孵化器1个。

优化环境“留才”。强化资金保

障，用于人才引进、培养、关爱、激励及

其他人才项目。在住房、就业、医疗、

子女入学、落户等方面，解决人才干事

创业后顾之忧。建立党委联系服务高

层次人才机制，完善的管理、培训、宣

传机制，充分调动人才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

淇县“聚智引才”激活发展新动能

优环境 开新局 促发展

□本报记者张莹文/图

3月15日，一张项城市冬小麦苗

情卫星遥感监测图，送到了正在官庄

村查看苗情的周通手上：一类苗

99.2%，排名第一！全市小麦一类苗

的平均比例是91.7%，付集镇在15个

乡镇里苗情最好！

周通蹲下身子，仔细查看绿油油

的麦苗：“监测结果说明土壤适宜比

例很高，当前的墒情有利于小麦返青

生长。”

3月14日下午2点，周通推掉记

者的采访，前往项城市参加防汛会

议；晚上7点半，他回到镇里开了班子

成员会，传达了上级防汛精神，又对

监测户进行研判确定，直到晚上10

点多。15日上午8点，付集镇按惯例

进行点名后，周通主持召开了早会，

把防汛、抗疫等工作精神一一部署压

实；上午，他就站在了官庄村的麦地

里。

“包村干部领了任务，都下村传

达落实了，乡镇每天的工作都是这

样，白天干不完的晚上挤时间。”周通

说。又是一整月没回郑州的家了，这

是周通在付集的日常工作节奏。

报名2000多人，2008年郑州市

选拔了17名省选调生，周通是其中一

名。郑州市马寨镇工作4年，省发改

委工作10年；2021年10月21日，36

岁的周通被选派至项城市任副市长、

付集镇党委书记，成了一名“墩苗”干

部。

豫东是我省粮食主产区，付集镇

在项城东南部，泥河、汾河之间，全

镇 21 个行政村 104 个自然村，共

10667 户 51015 人 ，耕 地 面 积

42805.51亩。

“地理位置偏僻，东临沈丘县，是

项城最偏远的乡镇；面积、人口、耕地

全市最少；以种粮为主，农产品加工

主要以纯手工小作坊为主，底子薄、

起步晚，经济发展在15个乡镇中比较

靠后。”到任后，周通马不停蹄，走村

庄、访农户，渐渐摸清了家底，厘清了

思路：稳主粮，强产业！

付集5万多人口中，有一半以上

在外打工，人少地多。官庄村种粮大

户刘跃进，今年又流转了700余亩地。

3月15日上午，看见刘跃进，周

通连忙主动打招呼。

“老刘家啥家伙都有，收割机、打

药机、脱粒机……小麦种植、收割、运

输，全部机械化。”周通说。

“每样还都是两台！光农机投资

了100多万元。”刘跃进说，“国家政

策好，购买农机有补贴，对种粮大户

也有补贴，种子和化肥是按亩播种量

和施肥量补贴的，种子每亩补贴25

斤，肥料每亩补贴120斤。除了政策

支持的补贴外，还免费做‘一喷三

防’。”

镇农办的农技人员、植保技术人

员对种粮大户重点指导，刘跃进每

年都去市里参加新型农户技术培

训。

付集风调雨顺，刘跃进种植的优

质小麦“周麦”系列，去年亩均产量

1150斤！总产量80.5万斤。按市场

收购价，扣除农资和土地流转金，刘跃

进一年净收入30多万元。

近期的一场拔节孕穗喜雨，让刘

跃进对夏粮充满了信心：预计今年最

少与去年持平！产量稳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传来好消

息，将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周

通告诉刘跃进。刘跃进说：“虽然粮

价提高了，但肥料、农药价格也涨了

不少，盼望农资价格降一降。”

付集小麦种植面积4.3万亩，官庄

村小麦种植面积1850亩，百亩以上种

植大户有4户，所种小麦面积占全村

的一半还多；全镇百亩以上种粮大户

有130余户，种植小麦面积占全镇的

四分之一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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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阅千年见证

招商引资：围绕农产品加

工企业、轻工业等招商引资，欢

迎前来洽谈项目。

欢迎来付集看看

农特产品：付集腊菜、徐

家花生米、于楼双孢菇、付集

牛肉等。

交通线路：216、328省道

迂回付集，西距大广高速15公

里，北距郑合高铁25公里。

付集位置偏，发展方向不偏

乡村旅游：泥河、汾河两

岸成片的油菜花正开，生态旅

游观光带非常美丽，可自驾车

前往。

周通（右）在查看小麦长势

本报讯（记者王侠）3月25日，省

统计局发布主要食品价格变动情

况。据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

对我省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40

种主要食品价格调查监测结果显示：

2022年3月中旬与上旬相比，全省主

要食品价格跌多涨少，其中下跌的有

23 个，上涨的有 16 个，持平的有 1

个。

粮食及制品价格涨跌互现，面粉

价格上涨。监测的8个品种中，微涨

的有4个，下跌的有4个。其中，特二

粉环比上涨1.92%，特一粉环比上涨

1.64%，水豆腐环比上涨0.47%，小米

环比上涨 0.14%，香米环比下跌

1.14%，绿豆环比下跌0.94%，黄豆环

比下跌 0.32%，东北米环比下跌

0.15%。

食用油价格小幅波动。大豆油环

比上涨0.07%，花生油环比下跌0.3%，

调和油环比下跌0.11%。

肉禽价格跌多涨少，鸡蛋价格上

涨。监测的8个品种中，上涨的有2

个，下跌的有6个。其中散装鸡蛋环

比上涨5.96%，羊肉环比上涨0.28%，

后臀肉环比下跌3.84%，五花肉环比

下跌2.91%，排骨环比下跌0.64%，白

条鸡环比下跌0.63%，鸡胸肉环比下

跌0.47%，牛肉环比下跌0.12%。

水产品价格全部下跌。鲤鱼环比

下跌1.49%，草鱼环比下跌0.61%，带

鱼环比下跌0.35%。

3月中旬我省粮食及制品
价格涨跌互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