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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孙博）6

月8日，在许昌金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内，一排排光伏发电板迎着夏日清晨的阳

光，闪烁着灼目的光芒。生产车间里，各

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工人们忙而有

序呈现出一派高效生产的景象。“当前是

企业赶制订单的黄金时期，我们公司的两

期项目已经全部投入生产，公司上下正在

奋力冲刺二季度，为全年目标任务完成打

下良好基础。”许昌金萌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主任刘福斌说。

逆水行舟，一篱不可放缓；滴水穿石，

一滴不可弃滞。面对5月疫情影响，襄城

县在6月以更大的气魄和担当、更实的作

风和举措，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把稳经济促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咬定目标、精准施策，把因疫情耽误的

时间抢回来、延缓的进度赶上去、落下的

任务补上来。

在该县许昌安彩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4800万平方米光伏轻质基板项目施

工现场，记者看到，生产车间已经拔地而

起，占地350亩的工厂已初具规模，工人

们在烈日下紧张忙碌着，正在进行最后的

收尾工作。该公司总经理王庆勇表示，受

疫情影响，许多在外地订购的生产设施没

办法正常发货，现在疫情形势好转，6月

份，公司将加快施工进度，把5月份耽误

的进度给补回来，确保按照原定时间节点

顺利完工。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襄城县把项目

作为扩投资、稳增长、促转型、增后劲的有

力抓手，紧盯全县134个重点项目建设，

突出抓好上半年94个重点项目入库工

作，力争形成更多的投资量和实物量。

襄城县发改委主任毛毅澜告诉记

者，6月份，襄城县将重点做好许昌安彩

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800万平方米光

伏轻质基板项目、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半导体硅材料一期等计划竣工

项目收尾工作，为年产50万吨PBAT可降

解塑料，年产30万吨BDO（一期）、尼龙66

关键材料，年产25万吨环乙酮10万吨和

平煤隆基一期技改等项目提供好前期要

素保障，确保项目尽快落地开工建设。

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增长、保未来，围

绕企业面临的融资难、用工难、创新难等

现实难题，襄城县各职能部门主动担当作

为，持续深化“万人助万企”活动，因企所

需纾困，让精准政策跑到企业需求前，一

项项真正落下去、见实效。1~5月，襄城

县共核准留抵退税56户2.42亿元，办理

缓税 856 户次 2016 万元，其他减免税

5659户次3451万元。

为进一步激发在襄企业新活力，襄

城县将在6月底前全面完成先进制造业

开发区“三化三制”“管委会+公司”改革，

加快整合进度，剥离社会管理事务，落实

好企业分类评价，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加

大僵尸企业处置力度，盘活闲置、低效用

地，腾笼换鸟，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以开发

区发展高质量助推县域经济“成高原”。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延
伟）“禹州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治理项目的实施，将使当地矿山地质生态

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6月10日，在

禹州市磨街乡马垌村历史遗留废弃铝矾

土矿坑生态修复治理现场，该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地质环境股相关负责人说。

6月6日以来，随着各类施工机械陆

续进场，禹州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治理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据了解，禹州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治理项目涉及鸿畅、方山、磨街、神

垕、浅井5个乡镇的11个图斑，分别是早

期煤炭、页岩、铝石、青石、铝矾土、黏土等

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坑），修复治理面积377.35亩。2021年

6月，财政部印发《关于下达2021年度重

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第四批）

的通知》，禹州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治理项目获批中央2021年重点生态

保护修复治理补助资金314万元，禹州市

财政配套资金300.47万元。

据悉，禹州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治理项目于2022年5月底前完成了

项目施工和监理单位招投标工作。按照

项目施工要求，项目工期自6月6日至7

月31日，共56天。项目竣工后，可实现

新增耕地136.67亩、林地96.25亩、草地

80.17亩、其他土地64.26亩。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张瑞
敏曹建松唐智阔）6月7日，在长葛市佛

耳湖镇四三府社区排前路施工现场，机

器轰鸣，工人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居民们纷纷拿起铁锹帮忙，争取工程

早日完成。

“修建排前路，政府拿大头，我们出

的钱少，得多出点儿力，赶快把路修好。”

四三府社区居民李占军说，以前出行是

不平整的砂石泥土路，别说车了，人走过

去都磨鞋底子。

今年以来，为彻底解决群众“晴天沾

土，雨天沾泥”的出行问题，长葛市有效

组织调动各方资源，加大力度推进排前

路修建，提升群众对全域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佛耳湖镇通过“干部带着群众干”，

干部“冲锋在前，身体力行”，发动带领群

众推动全镇全域排前路修建目标落地。

目前，全镇修建排前路2.42万米、排水

沟1.5万余米，上半年8个村（社区）已实

现硬化全覆盖，其余17个村（社区）正在

紧锣密鼓建设中，预计年内基本实现全

镇25个村（社区）排前路硬化全覆盖的

目标。

大周镇采用“镇级奖补+社会捐助+

群众自筹”的办法保障资金投入，并且通

过印发《大周镇排前路修建奖励办法》，按

照“干一米补一米，先干先补、多干多补”

的原则，对在规定时间节点前完成修建并

且验收合格的村（社区）发放奖励补助，极

大地激发了各村（社区）参与排前路修建

的主动性。目前大周镇共修建排前路2.4

万米，投入资金540万元，其中群众自筹

396万元，政府投入奖补资金144万元，推

动了全镇排前路建设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员

邓智勇）“非常感谢查山乡党委、乡政府帮

助我们解决了灌溉用水问题。现在荷苗

都长出来了，到七八月份，月湖一定会是

荷花满塘、十里飘香。”6月9日，信阳市平

桥区查山乡信昊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潘俊峰说。

日前，查山乡党委、乡政府在了解到信

昊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百亩荷塘干旱缺水

后，主动帮助该企业与上游水库沟通，协调

灌溉用水。同时还帮该企业打下两口机井

用于灌溉，目前百亩荷苗长势良好。

自“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查山

乡牢固树立“抓牢项目，服务企业”的理

念。该乡党委书记刘传慧对全乡企业首

席服务官提出“有疑必解、有难必帮，无事

不扰、亲清政商”十六字工作要求。各首

席服务官履职尽责深入企业，同企业一道

梳理问题，共谋企业发展，努力打造最优

营商环境，以优质的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6月9日，记

者从省发改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

于印发第三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认定名单的通知》，在100家示范

园中，我省有6家单位入选。

此次我省入选的6家单位分别是：濮

阳市濮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信阳市新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商丘市虞城县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洛阳市孟津区国家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济源市玉泉国

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平顶山市

宝丰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加上此前两批，截至目前，我省累

计获得国家认定17家，居全国前列。

下一步，省发改委将按照国家要

求，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协调和业务

指导，抢抓国家新一轮加大基础设施投

入的有利机遇，加大对示范园建设支持

力度，总结推广经验，以点带面示范带

动我省农村产业融合加快发展，推进乡

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

实现共同富裕。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昆明
张阳）6月9日，记者从平舆县委宣传部

获悉，该县荣获“2021年度全省平安建

设优秀县”称号，这是该县连续5年获此

荣誉，实现省级平安创建“五连冠”！

近年来，平舆县以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平舆为目标，以开展安全稳定“大

走访大调研大排查大化解”活动为载

体，聚焦“四零”创建，深入推进“平安

平舆”建设和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扎

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全力化解

社会矛盾，着力完善治安防控体系，严

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大力整治治安

突出问题，创新民情调查服务模式，不

断加强基层网格化管理和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救治救助，全面推行治安保险，

强力推进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各项措

施落实，有效维护了全县社会治安大

局稳定，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
强刘铠）6月5日，在位于鲁山县张店乡

刘湾村的河南沣瑞食品有限公司，站在

隔着玻璃的参观走廊上，可以看到“白

花花”一片的工人正在流水线上作业。

“人们常说‘黑压压’一片，但我们

的工人穿的都是白色的连体卫衣，所

以看上去‘白花花’一片了。目前是生

产淡季，只有300多名工人在岗，主要

生产羊肉串、牛排等，等下半年羊肉

卷、牛肉卷等主打产品进入生产旺季

时，上岗工人最多时650多人。”河南

沣瑞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李雅坤

介绍道。

另据李雅坤介绍，该公司董事长名

叫邢德昌，今年48岁，老家在白象店

村。邢德昌早年曾是省内一家知名速

冻食品厂的大区销售代理，后又做过其

他一些大型速冻食品公司的销售代理，

最多时年销售额达4000多万元，在同

行中小有名气。

“做代理时间长了，就积累了在速

冻食品行业的人脉和资源，后来就决定

回老家办厂，自产自销，也带动乡亲们

就业增收。”邢德昌在电话中说。

2015年6月，邢德昌在县、乡政府

的支持下，在刘湾村投资建设了烧烤肉

串、牛羊肉串、黑猪肉卷、牛排、滑类和

水发类等专属车间。2021年5月，公司

二期厂房及冷库投入使用，产能提升至

80吨/天。

据悉，河南沣瑞食品有限公司目前

女工每月工资3500元左右、男工每月

工资4500元左右，员工除了来自附近

村的闲散劳动力外，周边的董周乡、下

汤镇、观音寺乡，甚至邻近的宝丰县和

石龙区也有人来公司打工。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三期扩建，等

年底完工后，将再招收100名工人，到时

员工总数将超过700人。”李雅坤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付炳
鑫）6月8日，在平顶山市湛河区荆山街道

梁李村地头，村民李自奇一边数着钱，一

边高兴地说：“今年这收成中，价格也中，

不到两亩地的小麦就卖了3000多元。”

今年夏收期间，将收获后的小麦在

地头稍加晾晒，直接卖给“粮经纪”，在

湛河区成为一种风气。

“家里3个麦囤，都装得满满的，前年

的存粮还没吃完呢。新麦下来就成了

‘余粮’。”该区曹镇乡银王村村民王营一

句话说出了群众地头售新麦的原因。

近年来，湛河区把抓好粮食安全生

产、提高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头

等大事来抓，从建好高标准农田、科学

施种、强化管护等方面入手，实现了农

作物连年增产。

湛河区以向土地要效益促粮食稳

产保增，由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牵头，

动员各乡（街道）统计辖区各村耕地，合

理划分耕地等级，并登记在册，统一规

划布局。先后投入5600余万元，修建

田间生产路20余千米、引水渠10余千

米、排水沟30余千米，打机井290余眼，

按照“田成方、路成行、渠成网”的标准，

建成高标准农田3.5万余亩，实现了庄

稼旱能灌、涝能排。

该区组织30余支技术指导服务队，

深入辖区68个村，因地、因时、因苗向群

众传授技术，做好查苗补种、中耕灭茬、

施肥浇水、化学除草、防病治虫田间管理

工作，确保农作物苗全、苗齐、苗壮。据

统计，去年秋种以来，该区共开展各类田

间培训200余次，受益群众达3万余人。

同时，组织农业专家团队，深入田间地

头，测土配方，结合当地土壤肥力及土质

情况，为群众精准推荐肥料、良种，现场

指导农户高效施肥、科学播种。

抢时间 赶进度 补任务

襄城县开足马力忙生产
我省6家单位入选第三批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平舆县连续5年荣获
“全省平安建设优秀县”称号

鲁山县邢德昌

返乡创业带动600多人就业

平顶山市湛河区

万亩新麦成“余粮”

信阳市平桥区查山乡

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禹州市
修复废弃矿山
改善生态环境

长葛市 修建排前路 惠民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向阳刘洋）“现在办抵押登记居然不用

到登记大厅了，你们银行能直接办了？这

才几十分钟就办完了！咋觉得跟做梦一

样！”6月10日，刚在潢川县农商行办完不

动产抵押登记的黄先生惊喜地说道。

据了解，以往企业和群众办理不动

产抵押贷款，需先到银行签订借款合同，

然后去登记大厅申请抵押登记，最后返

回银行办理放款，需多次往返于银行和

登记大厅之间。去年，随着全县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不断深入，各金融机构相继

设立了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虽大幅

提升了抵押登记效率，但受限于登记人

员不足和业务权限等因素，群众办理抵

押登记的体验感和便利度依然不高。

为彻底解决问题，今年以来，潢川县

自然资源局利用“互联网+”和数据共享

等技术手段，加速推进不动产登记便民

利民改革。通过对金融机构不动产登记

便民服务点进行升级再造，签订“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合作协议，将业务权限

下放至试点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一

并办理抵押登记，实现抵押人与登记机

构的“不见面”。

潢川县农商行负责人介绍，该行是

全县首家按照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改革

要求，实现企业和群众与登记机构“不见

面”办理的金融机构服务网点。通过与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授权互信，利用专线接

入确保登记数据实时共享，并利用电子证

照技术实现抵押登记与银行放款同步办

理，不仅精简了纸质材料，还将以往从签

订借款合同到登记发证再放款的时限，从

动辄3~5天压缩为即时办结，大幅节约了

企业和群众的时间成本和融资成本。

潢川县 抵押“不见面”登记“零跑腿”

泌阳县 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林金华
马帅）“你看俺这绿树红花、健身器材，

还有四周墙壁上美丽乡村宣传彩绘，置

身其中，像不像走进了旅游景点？”6月

10日，正在夏邑县韩道口镇韩庄村广场

上健身的村民韩秋杰高兴地说。

“韩庄村辖5个自然村，483户1827

人，其中回族群众73户346人。大家互

帮互爱，共同建设美丽乡村。”该村党支

部书记刘福光说。

目前，韩庄村共绿化道路33条，栽

植绿化苗木3000余株，培育花苗1000

多株，绿化广场6000余平方米，安装路

灯120盏，村容村貌大幅度提升，基本上

做到了四季常青、花开不断。

该镇宣传统战委员马帅介绍说，

近年来，韩道口镇注重提升群众满意

度和幸福感，引导全镇群众齐心协

力，致力美丽乡村建设，共绘宜居田

园画卷。

夏邑县韩道口镇

美丽乡村四季常青

6月13日，扶沟县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内，工人正在采摘西红柿。扶沟县围绕近郊乡镇，建设“一乡一品”特色蔬菜基地，实现了新

鲜蔬菜从采摘到餐桌的“30分钟”及时达。 谷志方摄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成
亮陈远志）6月8日，在泌阳县马谷田镇

河南村万亩果园里，村民余永启正在梨园

里查看果子生长情况，望着一个个饱满的

果实，余永启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余永启一家曾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生活一度比较困难。2018年，在村

“两委”的帮助下，余永启发展林果业，如

今他承包了20多亩果园。由于果苗较

小，他在地里还套种了花生和红薯，不算

果树，一年一亩地也有2000多元收入。

“这几年还没进入采摘盛果期，再等一两

年，果树一年一亩地可以收入 5000多

元！”余永启说。

脱贫后，余永启仍享受相关政策。由

于是易地搬迁户，他在县城易地搬迁社区

分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平时一

家人就在县城住。果园忙的时候，他就回

到村里打理果园，把勤劳的身影留在山坡

上。“不等不靠，依靠辛勤劳动摘掉穷帽，

靠自己的双手去收获幸福，这就是我对小

康的理解。”余永启说。

今年以来，泌阳县聚焦“守底线、抓发

展、促振兴”扎实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各项工作，持续推动巩固脱贫成果再上新

台阶、乡村振兴开新局。

在持续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中，泌阳县用好“脚底板+智慧化监测帮

扶”，开展防返贫致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

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

总体稳定，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在开展防返贫致贫监测工作中，泌

阳县从构建健全两条机制入手，一是健全

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及早发现苗头问题，

将有返贫致贫风险和突发严重困难的农

户及时全部纳入监测范围，精准确定监测

对象，切实做到应纳尽纳。二是建立精准

帮扶机制，对新纳入的易返贫致贫户，明

确一名公职人员为监测联系人，因人因户

制定帮扶计划，落实产业就业帮扶、医保

社保综合保障、教育专项救助等针对性帮

扶措施，及时把返贫致贫风险消灭在萌芽

状态。”泌阳县乡村振兴局局长梁超说。

泌阳县还积极开展脱贫人口（含监测

对象）劳动力及就业需求排查工作，建立

健全脱贫人口（含监测以对象）就业情况

台账的同时，扎实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建设工作，提升脱贫群众就业技能，拓

展就地就近创业就业渠道，确保脱贫劳动

力就业增收。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县脱贫人口实现就

业14824人，其中，安置公益岗位478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