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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党
涛）9月6日下午，在济源举行的能力作

风建设年活动“我们都是答卷人”系列

新闻发布会上，济源公开发布《济源示

范区构建高质量人才发展体系若干措

施》。

“国家级杰出人才一次性发放安家

费120万元，政府政策很给力，相信我

们学院一定可以引进我们想要的人

才。”济源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兴

奋地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国家级杰出人才

一次性发放安家费120万元外，省级杰

出人才将一次性发放安家费100万元，

教授发放安家费 80万元，全日制博士

研究生发放安家费 50万元，还将为他

们提供不同金额的科研经费。

这是济源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的

一个侧面。

近年来，济源大力实施“人才强区”

战略，人才总量达18万人，占人口总数

近 1/4。其中，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近

2.5万人，专业技术人才近4万人，技能

人才 10万余人，同时新认定河南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6家，省级及以上科研

创新平台达到100家，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济源示范区构建高质量人才发展

体系若干措施》，从“识才、引才、育才、

聚才、助才、用才、暖才”七个方面提出

了 33条精准精细、周密周到的支持政

策和扶持措施，形成“1+1”人才政策体

系，持续推动人才政策升级迭代，让更

多的人才爱上济源。

为吸引更多优秀高层次人才和急

需短缺人才来济创新创业，今年济源开

展了“智汇济源·筑巢引凤”人才引进提

升行动计划；聚焦示范区重点产业、重

点领域，实施了“巡回访才”“柔性引

才”“专场引才”等专项行动。

济源积极组织各类优秀人才申报

“中原英才（育才系列）”评选，多人入

选“中原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济源还

将对济源人才项目进行整合，实施“王

屋英才”计划，5年内遴选50名左右创

新创业领军人才，150名左右教育教

学、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农业农村等

各行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60名左右

王屋科创之星，100名左右王屋农技

之星，并按标准发放政府津贴，切实让

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迸发，聪明才智

涌流。

济源示范区党工委组织部副部长

卢向阳说，济源要以求贤若渴之心暖

才爱才，打造人才“好生态”。设立高

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实行首席

人才服务官、人才服务代办员制度，提

供人才安居、子女入学、配偶择业等方

面办理指南和线上一站式人才服务，让

“数据多跑路，人才少跑腿”。

同时，济源将尽快完善国泰花园

200 套人才住房基础设施，加快筹建

“创新人才公寓”，加快“青年人才驿站”

建设；开发“王屋英才码”，颁发“王屋英

才”卡，为人才提供工商税务、金融信

贷、医疗保健绿色通道等更加方便快捷

的优质服务。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卢向阳说，

“8月25日，济源事业单位、重点企业人

才引进工作正式发布公告，计划招聘

317名优秀人才为示范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新鲜血液。奋进中的济源，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人才、需要人才，

欢迎每一位优秀人才加入济源，建功立

业，实现人生梦想，济源愿意成为有志

之士事业的起始地、拓荒田。”

国家级杰出人才一次性发放安家费120万元，并提供科研经费

济源用真金白银“厚待”人才

□本报记者 杨利伟冯刘克 文/图

从长江之畔到黄河之滨，杜磊

磊“利涉大川”。

毕业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杜

磊磊算是跟大江大河结上了缘。在

湖北省宜昌市委组织部任职时，他

挂职锻炼的宜昌市点军区点军办事

处离长江不超过 2公里；9月 2日，

坐在万滩镇政府的办公室，他和黄

河的直线距离是约3公里。

作为河南省应急管理厅的“墩

苗”干部，杜磊磊于2021年 10月来

到中牟县，任中牟县副县长、万滩镇

党委书记。“到万滩镇，能够快速找

到感觉、融入工作，还真是得益于在

点军办事处的工作经历。都是基

层，有不少能借鉴的地方。”杜磊磊

对记者说。

万滩镇位于中牟县西北部，是

传统的农业乡镇，也是中牟县三个

沿黄乡镇之一。历史上，黄河曾经

在这个地方决口，冲积成滩涂，后来

万姓人到这里定居，得名“万滩”。

虽然在基层工作过，初到万滩

镇，杜磊磊还是感觉“本领恐慌”。“上

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柴米油盐

醋，万事都缠身。”基层的事儿千头万

绪，如何化繁为简、抓住重点？他扑

下身子调查研究、学习思考，“身入”

“心入”，在工作中逐步理清了思路。

“根据万滩镇的特点，我认为推

动乡村振兴应当重点抓好‘红黄绿’

三个方面的工作。‘红’是党建引领，

‘黄’是黄河防汛和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绿’是发展绿色高效农业。”杜

磊磊说。

党建引领，纲举目张。万滩镇

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两个作用”，

有效推动以党建带动中心工作开展，

全力做好“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做细

基层网格化治理，在网格优化调整中

合理分配党员、党建资源，串联起基

层治理“千条线”。同时探索“党支部

引领合作社”模式，通过示范性种植，

引导群众开展订单化农业，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为了全力

推进沿黄生态高质量发展和湿地保

护工作，万滩镇对黄河大堤以内的

鱼塘进行清退。“渔业养殖是村民们

的传统产业。万滩镇有万亩鱼塘，

其中 4500亩在黄河大堤之内。”杜

磊磊介绍说。

清退鱼塘，要先做通村民的思

想工作，争取大家的理解。万滩镇

成立了鱼塘清退工作专班，实行镇、

村干部包户制度，讲政策，说利害，

清理了312个鱼塘、341座管理房。

4500亩鱼塘全部清退后，杜磊

磊看着成片成片的坑塘，又犯了

难。“如果把这些坑塘全部填埋，土

方量大得惊人，那将是一个费时耗

力的大工程。另外，土从哪来？谁

来填埋？”

最终，鱼塘的事儿解决得比较

圆满。经过多次考察，万滩镇选择

利用废弃鱼塘种植莲藕。莲藕不喂

食、不用药，几乎没有什么污染，对

生态环境有利无弊，关键是还能增

加农民收入。

（下转第二版）

哪个“外滩”？黄河岸边的万滩！

垂钓、赏景、品乡愁，快来一起解锁河

畔“外滩”新玩法！

来，到鱼塘边“小憩”。鱼米之乡万滩

镇有千亩鱼塘，一年一度的垂钓文化节，

以鱼会友、以赛会友，用垂钓换一份内心

的宁静，在树阴下、鱼塘边等鱼儿上钩，微

风徐徐吹来，掠过水面，又得浮生一日凉。

来，尽情“撒欢儿”。在千亩荷塘赏万

朵花开，在稻草人农场畅游农庄田园间，

由听风栈道穿越水稻田，从盆景小院到秸

秆画，感受田园牧歌，唤醒内心深处的淡

泊自如。

来，与城市短暂“失联”。走进黄河岸

边的美丽乡村，晨时沐浴阳光，暮时凭栏

望月，重温乡野、回归童年，享三季有花、

四季常青的美丽风景，漫步于村落之间，

细品记忆时光中的故园。

晨曦中缥缈，夕阳下宁静，这里有你

我所向往的诗和远方，在忙里偷闲的生活

碎片里，约三五好友相聚于此，揣着一口

袋的开心满载而归。

联系电话：0371—62292001

眼下眼下，，宁陵县宁陵县 2222万亩酥梨进入万亩酥梨进入

成熟期成熟期，，黄澄澄的梨果挂满枝头黄澄澄的梨果挂满枝头，，煞煞

是喜人是喜人，，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气息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气息，，

让人陶醉让人陶醉。。

99月月77日日，，宁陵县按照宁陵县按照““疫情要防疫情要防

住住，，助农要增收助农要增收””的原则的原则，，在线上启动在线上启动

中国中国··宁陵宁陵20222022年农民丰收节暨第年农民丰收节暨第

十六届酥梨采摘节十六届酥梨采摘节。。在启动仪式上在启动仪式上，，

宁陵县县长蔡勇通过云直播向广大宁陵县县长蔡勇通过云直播向广大

网友介绍了宁陵梨文化网友介绍了宁陵梨文化、、梨产业梨产业，，并并

诚挚邀请八方宾朋通过线上线下采诚挚邀请八方宾朋通过线上线下采

购宁陵酥梨购宁陵酥梨。。

““得益于县委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对梨产业县政府对梨产业

发展的重视发展的重视，，目前目前，，宁陵梨产业已形宁陵梨产业已形

成种成种、、收收、、储储、、销全产业链销全产业链，，保证了梨保证了梨

农收益最大化农收益最大化。”。”宁陵县葛天农业科宁陵县葛天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华说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华说。。

宁陵县投资宁陵县投资22..22亿元亿元，，建成了集建成了集

仓储仓储、、分选分选、、物流物流、、深加工于一体的果深加工于一体的果

蔬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蔬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孵化培育了孵化培育了

77家大型电商企业和家大型电商企业和500500多名电商带多名电商带

头人头人，，网上年销酥梨网上年销酥梨 11 亿多公斤亿多公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燕李燕 通讯员通讯员 宋涛宋涛 王卫王卫
杰杰 文文//图图））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康
帆）“淅川一高奖励800万元，淅川二高

奖励600万元……”9月7日，在庆祝第

38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淅川县拿出

2600万元，对教育教学突出贡献单位、

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评选出的“师德标

兵”等先进典型进行嘉奖表彰。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

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受工程建设和

区位条件的影响，曾是国家级贫困

县。淅川县委书记周大鹏明确指出：

教育是淅川加快绿色崛起，决胜全面

小康的希望所在，要真心真意重视教

育工作，诚心诚意解决教育困难，全心

全意关爱教师队伍，推动淅川教育工

作高质量发展。

“四个优先”强化保障。淅川县始

终坚持教育发展优先规划、教育投入

优先安排、教育用地优先保障、教育人

才优先引进。2021年以来，淅川县新

补进教师近800名，完成了县一高、县

二高整体搬迁，新建、改扩建幼儿园5

所，建成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51套，升

级改造学校食堂56所。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淅川县按照

“试点先行、稳慎推进”思路，推动集团

化办学试点改革和农村学校布局优

化。通过“强带弱”“城带乡”等方式，

该县将全县中小学（幼儿园）组成 11

个教育集团，集团内通过集中教研、送

教下乡、捆绑评价等实现优质资源共

享。

严管厚爱建强队伍。淅川县持续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积极引进课堂“四

清”和研课磨课新经验，促进教师内涵

提升；深入实施名校长、名教师、名班

主任“三名”培养工程，涌现出索玉婉

等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的带头

人。每年拿出真金白银，重奖“功勋教

师”“师德标兵”“最美教师”“优秀教

师”，全体教师的内生动力得到充分激

发。

近年来，淅川县幼儿、小学、初中

阶段基础教育水平不断夯实，高中阶

段高考成绩连年刷新纪录。2022年

高考，淅川县一本上线2530人，上线

率 34.8%，是全省平均上线率 16.9%

的两倍多。

淅川县 2600万元重奖教育功臣

□本报记者 李丽焦莫寒

三产融合，让花生产业玩出“新花

样”，河南省农科院加工中心在这上面

下足了功夫。

自2020年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启动

新一轮的院县共建以来，省农科院加工

研究中心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

向，积极推动省市县“三级联动”，加强

各学科协调联动，集聚育种、栽培、植

保、土肥、加工、品牌推广等多学科专

家，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镇样板，助推

开封市祥符区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表示，在乡村

振兴的过程中，产业振兴是第一位

的。发展产业离不开科技，科技是产

业振兴的一个重要引擎。

做精做特一产实现绿色兴农

优质品种缺乏、配套绿色高质高

效栽培技术落后，是制约祥符区花生

产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为解决这一棘

手问题，省农科院加工中心联合经作

所、资环所、植保所及开封市农林科学

研究院的多学科专家，通过高油酸花

生新品种及配套新技术示范与推广，

加强高标准生产示范基地建设，助力

祥符区花生种植产业发展壮大。

通过近三年的实施，祥符区优质花

生新品种及配套新技术推广面积已达5

万亩。此外，加工中心农产品产地减损

团队围绕祥符区花生产业采后损失大

等问题，开展鲜食花生机械化收获、清

选、去尾、分级等集成技术以及花生采

后干燥减损技术的示范推广，实现花生

损失率由常年的10%降低至5%以内。

做大做强二产实现质量兴农

花生要想身价大涨，除了种植环

节发力，还必须盯住加工环节。延长

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成了

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围绕这个目标，省农科院加工中

心结合自身优势，加强花生蛋白类、油

炸类、烘焙类等精深加工及质量改进

技术的示范推广，延伸产业链条，促进

祥符区加工产业发展。

“加工中心的专家出谋划策，以花

生饼粕为生产原料，加工成花生蛋白

粉，相比于以饲料原料直接销售，每吨

花生粕效益高出3倍~4倍，利润十分

客观。”河南大士有机食品公司负责人

赵大士介绍说。

做优做活三产实现品牌强农

省农科院加工中心依托河南爱思

嘉农业旅游开发公司，建立了集花生

种植、种子初加工、精深加工、成果转移

转化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示范基

地。同时依托开封汴花产农业科技公

司、河南千裕食品公司搭建“成果转移

转化”平台，提升服务水平。围绕“开封

县花生”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助力

企业强化“宏花”“汴花昇”“豫老汉”“大

士”等品牌培育和高油酸花生“三品一

标”认证，增强了品牌竞争力。

依托省农业科学院院县共建项

目，省农科院加工中心紧紧围绕“产业

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同构，通过

“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三部

曲，助推祥符区花生产业由“增产导

向”向“提质导向”转变，由“传统种植

业”向“三产深度融合”转变。

科技赋能 花生产业“开花溢香”

宁陵宁陵 梨园梨园

我与乡村共成长墩墩苗墩墩苗墩墩苗墩墩苗 搜索15515779057 添加微信“墩墩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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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这次比赛，提升了我的农

产品质量检测技能，今后可以更好地

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9月 7

日，在第五届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技能竞赛河南省选拔赛闭幕式上，

获得个人奖二等奖的济源市畜产品质

量监测检验中心的张振宇回顾赛程深

有感触。

9月5日~7日，由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

南省总工会主办，河南省农畜水产品

检验技术研究院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河南省选

拔赛在郑州开赛。为期三天的比赛，

来自全省的 17支代表队 48名选手同

台竞技，评委现场打分，比赛现场精彩

纷呈。最终，遴选出团体奖13个，个人

奖21个，优秀裁判奖3个（扫码看获奖
名单）。

据了解，对获得选拔赛第一名且符

合推荐条件的选手，由选手所在市总工

会按程序优先推荐申报“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附加赛前5名选手，经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准后授予

“河南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闭幕式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赵耕表示，开展检测技能竞赛活动，

是提升检测队伍素质，推进我省农产

品质检体系能力建设，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也是推动“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工作的重要举措。通过技能竞

赛，以赛促练，以赛促干，努力打造一

支专业素质好、综合能力强、能打硬

仗、能打胜仗的质检队伍，为我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提供人才保障。

据悉，第五届全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技能竞赛国

家总决赛初步定于9

月19日在北京举行，

河南参赛代表拟从

获得个人奖的优秀

选手中选出。（于涛）

锤炼检测技能 守护舌尖安全
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河南选拔赛落幕

河畔“外滩”——万滩镇

万滩振兴路上的“红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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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磊磊（左）到杨岗村600亩
桃园了解生产情况

飘香飘香飘香飘香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9月 7日，记者

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以来，省财政坚持把

推动实施水利工程项目作为拉动有效投

资、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抓手，树牢“项目

为王”鲜明导向，加大投入力度，强化资金

统筹，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用真金白银

支持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重大水

利工程项目，为纵深推进“四水同治”、增强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提供有力支撑。

统筹财政资源，服务重大战略实施。

今年，省财政厅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切实发挥积

极的财政政策效应，推动谋划储备一批打

基础、利长远、上水平的好项目大项目，积

极争取中央资金25.2亿元，筹措安排资金

61.5亿元，支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

区工程、小浪底南岸灌区工程等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推动提升水资源配置效率。

拓宽筹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充分发挥财政撬动社会资本作用，高效推

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对具有一定

收益的项目，在风险可控、操作可行前提

下，采用市场化方式多元融资，撬动社会资

本投资。

我省强化水利项目资金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