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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遂平县供电公司

主动上门服务 助力春耕生产

鲁山县团城乡

民宿经济热乡村

提升服务效能 优化营商环境

卢氏县把“卢五味”做成“富民方”
4月 19日，国网遂平县供电公司

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到常庄镇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开展安全用电检查，消

除设备隐患，向客户普及电力设施保

护和安全用电知识，为高标准农田提

供充足的电力保障，助力今年夏粮稳

产丰产。

当前，小麦陆续进入抽穗和扬花

灌浆期，条锈病等病虫害频发，随着

“一喷三防”工作全面展开，农业生产

用电需求也同步增长。为确保农业生

产供电安全可靠，国网遂平县供电公

司密切关注群众生产生活，全力保障

高标准农田排灌和信息化设备的电力

供应。对农田涉及线路日常运行维护

加强管理，在日常巡视巡查的基础上，

采取“日巡+夜巡+灌溉期间特殊巡

视”模式，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更高

密度对农田涉及线路进行特巡特护。

对巡视摸排发现的故障隐患，做到及

时发现、及时处理，全面保障农业生产

用电需求。

针对农田电力设备，该公司组织

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主动上门，询

问了解客户用电需求和用电难题，协

调归口负责部门，及时予以解决。同

时，该公司对农户加大走访力度，采用

发放宣传单、架设宣传栏、宣传车载小

喇叭广播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安全用电

知识宣传，不断增强他们的安全用电

意识，有效助推夏粮丰产丰收。

（邢闯 杨钸博）

近年来，郑州市郑东新区园林水

务局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政务服务的

重中之重，不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

积极行动，始终以最优质服务、最高效

办事、最给力政策、最满意环境为工作

目标，着力解决群众和企业的急难愁

盼，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一是事前缜密谋划。深化事前辅

导机制，大力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

加强研究筹划，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全

力为企业靠前服务、排忧解难，为企业

健康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

二是事中快办快结。坚持深化惠

企政策、压缩办事时限，实行“一窗受

理、一套材料、一次踏勘、一次出件”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整合窗口资源，

积极探索重点高频审批事项创新服

务，不断增强企业获得感、满意度。

三是事后提质增效。坚持严格督

导抓实效，严格依法依规审批，深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确保服务事项“零差

错”，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双向推送，实

现审管协同、无缝衔接。

（丁若璠 王一霖）

今年以来，郑州市郑东新区自贸

办围绕郑东新区“三高地、两中心、一

新城”的建设目标，以全面对接RCEP

国际经贸规则，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为契机，采取多频次“线上+线下”等

方式，积极开展政策宣讲、项目对接、

企业座谈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大

对RCEP的宣传力度，助力外经贸企

业用足用好政策，开拓RCEP市场，通

过搭建RCEP企业供需服务站，收集

企业需求，帮助企业在其业务领域与

RCEP国别企业合作交流，促进产业

流通和分工合作，形成资源与技术互

补机制，促进国际贸易提质增效，推动

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张梦）

为进一步提升文明规范服务水

平，推进网点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建

设，4月20日，通许农商银行组织召开

文明规范服务提升年活动推进会，总

行相关部室负责人及辖内各营业网点

主管参加。

会议首先领学了开封农商银行系

统文明规范服务提升年活动方案，并

对阶段性工作进行总体安排和部署。

其次，对河南省银行业营业网点文明

规范服务提升标准进行了解读，对标

准中的易失分项进行了重点强调和

对策分析。最后，由财务总监对规范

化服务工作提出总体要求。（岳跃）

通许农商银行召开文明规范服务提升年活动推进会

郑东新区自贸办抢抓机遇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张
志超 杨恒战）“不但不要钱，还给发

补贴，我一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把

技术学到手，找一份更好的工作。”4

月 20日，来自封丘县黄陵镇黄陵村

参加技能培训班的脱贫户张大婶高

兴地说。

当天，黄陵镇 2023 年度“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培训活动在黄陵村

村委会大院正式开班。据悉，此次

培训班共有学员40余名，均为脱贫

户。通过此次培训，脱贫户们不花

一分钱就可以学习到烹饪技能，还

能领到相关从业资格证书。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培训

活动的开展，给脱贫户带来了致富

希望，他们用一双巧手将自己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展现在一道道菜品

上，‘烹’出了一条致富新路！”黄陵

镇镇长张璐璐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贾
黎明 王丹）“通过这次收纳师培训，我

不仅学会了收纳技巧，还取得了证

书，可以再就业，真的很不错。”4月

18日，参加孟州市河雍街道育新社

区收纳师培训的王娟高兴地说，希

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技能培训。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河雍街道高质量推进“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建设，把培训推动就

业、持证促进增收作为工作重点，扎

实开展技能培训，提升群众就业本

领，助推“宜业兴业星”高质量创建。

多形式宣传，调动培训积极性。

通过网格员入户、悬挂横幅、投放LED

屏、微信公众号推送等多种宣传方式，

广泛宣传技能人才培训的益处及相关

培训政策，增强群众创业就业意愿。

点单式授课，提高培训针对

性。针对参与群众广泛开展调研、

了解培训需求，同社会培训机构、辖

区企业广泛对接，有针对性地聘请

家政、电商等专家授课，采取“理论

讲解+现场实操”的模式，真正实现

学以致用。

跟踪式服务，提升培训实效。

实行“技能培训+跟踪服务”模式，从

市场需求入手，组织、培训、输出、就

业跟踪服务一条龙。截至目前，河

雍街道共举办收纳师培训 3期 130

人，电工培训58人，小儿护理30人，

养老护理28人，开展法律“明白人”

培训49人，实现就业55人。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杜福建 王
海鲲）4月 20日，中国桐柏首届映山红文化

旅游节暨“畅游南阳 走进桐柏”活动在该县

淮源风景区启动，旅游节期间将举办网红打

卡赛、摄影赛、航拍大赛、旅游线路推介会以

及千人徒步等一系列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

革命老区，观赏英雄之花映山红。

桐柏县是革命老区、苏区，先后有 3个

中央级、6 个省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在此设

立。映山红又名杜鹃花，是世界四大高山花

卉之一，盛花期为4月中旬至5月上旬。其

花繁茂艳丽，色红如血，又称英雄花，现为桐

柏县花。

桐柏县映山红观赏园位于淮源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小平顶区域，集中连片万余亩，

是中原地区海拔最高、面积最大、品种最多

的野生映山红观赏区。目前，该区域正在建

设红二十五军长征文化主题公园，包括红旗

坡、长征路、五星广场、英雄群雕、将军议事

台、红军广场、开窍石等景点景观，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桐柏山文旅融合的又一亮点。

“我们要通过万亩映山红苑、红二十五

军长征文化主题公园等旅游景点建设，把红色自然景观

与红色革命文化有机结合，全面提升桐柏山淮源风景名

胜区的内涵，让绿水青山蝶变金山银山，造福老区人民。”

桐柏县委书记、县政府县长党建凯表示。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

韩田田 李治齐 张培华）4月20日，

沁阳市柏香镇七彩南西第一届采

摘节在南西村农业产业园热闹开

幕。来自周边县市的游客、摄影

家、美术家和书法家汇集于此，体

验采摘乐趣，共享丰收喜悦。

在铿锵的锣鼓声中，采摘节拉

开帷幕，扇子舞《中国红》、葫芦丝

演奏《月光下的凤尾竹》、唢呐演奏

《一枝花》、太极拳、太极扇表演等

节目轮番上演，甜蜜的试吃瓜果一

盘盘呈上，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欢乐

甜蜜的视觉、听觉、味觉盛宴。欣

赏完精彩的文艺演出，游客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陆续进入羊角蜜和

西瓜大棚参观、采摘。称重台前水

泄不通，大家争购香甜的水果。

近年来，柏香镇以南西村温室大棚为主，逐

步形成七彩南西品牌，走出了一条现代化农业产

业园区带动农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目前南西

村温室大棚种植羊角蜜甜瓜、2k西瓜、黄皮西瓜、

黄肉西瓜、精品西红柿等特色农产品，带动周边

村镇60余名村民就业。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张海军 高长军

卢氏县的男女老少都熟知一些中

药材，今年 60岁的横涧乡代家村农民

牛金会更是精通药材，也发了“药财”。

“去年我的合作社销售中药材

1300多吨，销售额1亿多元。其实，我

主要经营五味中药材。”4月21日，牛金

会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去年销售连

翘干品 1100 多吨，每公斤 110~120

元，黄精、五味子、苍术、天麻四味药材

供应药厂，有200多吨。”

牛金会创办了卢氏县金宏连翘合

作社，入社村民88户，每户年收益少则

十多万元，多则数十万元。今年年初，

牛金会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儿子回乡创

业，创立了一家中药材公司，带领乡亲

共同致富。

牛金会说的连翘、黄精、五味子、苍

术、天麻5种中药材被称为“卢五味”，

是独具卢氏地域特色的道地中药材。

“通过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我们

实现规模由小变大、产品由粗变精，把

药材变成药品，通过产业优化升级，把

山区老百姓司空见惯的‘卢五味’做成

了‘富民方’。”卢氏县县长刘万增说。

卢氏县是全国十大中药材生产基

地县之一，境内盛产1225种中药材，国

家重点保护的42个中药材品种中卢氏

县盛产 21个，河南省 473个重点中药

材品种里卢氏县盛产 316个。如何变

资源优势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卢氏县科

学处理“少与多”的关系，品种少才能规

模大，有重点才能创品牌，围绕“卢五味”

建立组织体系，制定生产和招商“双图

谱”，建强中药材产业链，10多万户药农

链接产业、企业和市场，走上了致富路。

今年春季，卢氏县新发展“卢五味”

2.3万亩，其中连翘8000亩。2016年以

来，卢氏县出台中药材种植、管理、加工

等全产业链奖补政策，全县已建成连翘

万亩以上示范基地5个、千亩以上示范

基地 34个，全县连翘总规模达到 120

万亩，黄精等其他道地药材15万亩。

发展生产的同时，卢氏县强力培育

以中药材精深加工为特色的工业体系，

该县开发区已入驻 8家加工企业，其

中，新建投资亿元以上的瑞之恒、涵越

健康两家中药材加工厂已开始试运行，

连翘等中药材提取、中兽药数条生产线

已试产成功，黄精系列药食同源产品已

开始试生产，投资10多亿元的乐氏同

仁经过重启改造，近期4条生产线将量

产降脂灵、黄连上清片等40种药品。

为推进以“卢五味”为重点的优势

中药材产业发展，卢氏县推广“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金融”模式，引进以

岭药业、北京康仁堂、汇辰实业公司供

货商入驻，促成以岭药业和金宏连翘专

业合作社订单合作，4个初加工基地年

加工销售连翘干品2100吨，占全国连

翘总产量的15%，新建5个乡村中药材

加工项目。为有效解决贸易资金不足

问题，卢氏县还探索创新订单、仓单、存

货、应收账款等供应链金融产品，发放

贷款6亿多元，以销促产，产销两旺。

“卢五味”渐成品牌、越叫越响，卢

氏县中药材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

来越好。全县已发展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 180 余家、药农 1.9 万户，建成初加

工、烘干车间和冷库1000多个。目前，

卢氏县还打造“中药+”产业融合发展

模式，研发了艾草、黄精等系列保健品，

建成连翘、五味子等中药材研学实习基

地10多个，连年举办连翘花节，培育发

展文旅康养专业村 20多个，建成康养

民宿和农家乐300余家，开发了药浴、

药膳等文创品牌，获评“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郭冬
青 王维鹏）“有了驾驶员体检中心真方

便，再不用两头跑了！”4月 20日上午，

辉县市政务服务大厅公安窗口前来更

换驾驶证的群众络绎不绝，刚办理完驾

驶证换证业务的孙先生在窗口前连连

称赞。

据了解，之前驾驶员办理换证、增

证业务无法在政务服务大厅体检，必须

跑两趟，与“一件事一次办”的理念存在

偏差。对此，该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积极与安康体检中心负责人进行

协商、沟通，4月12日，驾驶员人工体检

服务正式进驻政务服务大厅一楼南大

厅入口处，方便群众在政务服务大厅一

站式完成驾驶证换证、增证等手续。

本报讯“从最初的两头牛发展到

现在 50 多头，一头母牛一年可赚

8000元以上，一头公牛可收益五六千

元。”4月18日，柘城县老王集镇余心

白村家庭养殖户李明伟说。

“村里将闲置的宅基地、空房子

协调给养殖户使用，帮养殖户协调资金，助推

余心白村养牛事业做大做强。”余心白村党支

部书记史本杰说。

老王集镇大柴村家庭养殖户马修现在村

委会的帮助下，建成了一个能容纳30多头牛

的牛舍，“村里出面与县畜牧局、保险公司沟

通对接，按照育肥牛6000元、母牛8000元标

准进行补助，解除了我养牛的后顾之忧”。

同时，老王集镇不断优化服务，积极破解

土地、资金瓶颈，以户带村、以村促镇，推进肉

牛产业发展。

近年来，柘城县把发展肉牛产业作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重点，健全组织保障，制订支持政策，加快

肉牛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目

前，全县发展存栏 50头肉牛以上的养牛场

70个、存栏 10头肉牛以上的养牛场212个、

肉牛养殖场户 441 个，肉牛饲养量达 15 万

头。 （马学贤）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志辉 平高
见）4月18日，在郏县茨芭镇茨芭村的蔬菜大棚

种植基地，50多名工人在育苗棚内熟练地采摘

着红薯幼苗，扎捆、剪根。

“今天上午我摘了 80多捆，人家手快的能

摘100捆，一捆七毛钱，一天能挣六七十元。”来

自附近许洼村的50岁村民许凤娥说。

“这些红薯苗按100棵一捆捆扎整齐，除了当地销

售外，直接供应山东的电商公司，由他们在网上销售。”

正在检验红薯苗是否合格的大棚承包商叶得安说。

叶得安是郏县白庙乡人，今年春节过后，在茨芭镇

政府的邀请下，同合伙人李红亮一起到茨芭镇考察大

棚基础设施后，决定在茨芭镇发展红薯育苗。两人常

年从事红薯育苗、种植，有成熟的技术和稳定的销售渠

道。

说话间，几个种植大户就拉走了3车红薯苗。

“我们俩共租了52个大棚，全部用来育红薯苗，24

个棚供应电商，其余的卖给种植大户。我们2月初开始

育苗，4月采摘，一直采到7月，能采六七茬，一棚苗采

40万棵以上，每棵电商收购保底价6分钱。7月红薯苗

采完后种植哈密瓜、芹菜等，每棚年收益2万元以上。”

李红亮说。

据了解，该蔬菜大棚种植基地由茨芭镇政府利用特

色产业奖补资金建设，共有春秋大棚131座，采用“基

地+种植大户+农户”模式运营，每棚年租金3000元，可

带动村集体年增收30万元左右，常年带动附近村民务

工60人以上，实现了村集体、租户、村民三方受益。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天
增）4月 18日，鲁山县团城乡清水河

畔，游人如织，嬉戏、垂钓、烧烤、网红

打卡等，玩得不亦乐乎。

今年以来，随着旅游市场逐渐回

暖，众多游客选择拥有自然生态风光

的团城乡作为旅游目的地，特别是随

着“五一”假期临近，当地的民宿预订

情况更加火爆。

“从 4月 15日开始，‘五一’假期

的房间就开始有人预订。我们民宿共

有 6栋 18间房屋，5月 1~2日的房间

已经全部预订完，剩下的 8间房屋应

该很快被预订出去。”该乡某民宿老板

张总说，他们的民宿是老房改造的自

助民宿，每间房每天的价格在 300~

800元。

在清水河流域众多乡村旅游网红

打卡点中，该乡花园沟村是不能错过

的。这个小山村依山面河，植被丰富，

过去家家户户“靠山吃山”，收入不

高。近年来，该村依托鲁山县发展全

域旅游的东风，发展起“乡村旅游+民

宿”产业，吃上了旅游饭。村民们除了

销售农产品外，还可以就近在民宿打

工赚钱。

“随着天气转暖，游客来得多

了，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光卖野山药

就收入 4000 多元。”该村脱贫户张

大孩说，除了山药，这几年他还卖山

蘑菇、拳菜等农产品，两口之家年收

入 2万元以上，家里的砖瓦房也变成

了小楼房。

随着以精品民宿为载体的乡村

旅游成为新潮流，团城河畔的枣庄

村适时推进滨河景观、整村绿化、夜

景美化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

提升乡村“颜值”；整合闲置土地，村

集体以资产入股、租赁承包等形式

参与香菇种植、民宿合作经营，促进

村集体经济增收；建成了集民宿体

验、特色农产品销售、文创休闲等功

能于一体的团城香菇驿站，吸引种

植、养殖、运输等经营业主入驻。

“民宿产业与乡村旅游相辅相

成，有效带动村民由较低附加值的

农业生产转向中高附加值的服务

业，形成以‘民宿+’带动多业联动、

多业融合的乡村旅游新业态。”团城

乡分管文化旅游的负责人肖川川

说。

据了解，团城乡现有乡村民宿（农

家院）23家、近130个房间，日接待能

力 360多人，直接带动群众就业 600

多人，民宿产业俨然成为团城乡村振

兴的重要引擎。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陈远
志）“煤气进厨房、厕所有水冲、保洁有

专人、运动有广场、休闲有廊亭，俺村

的环境真是大变样。”4月 18日，泌阳

县杨家集镇郑庄村村民张金亭站在自

家美丽的庭院前，逢人就夸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带来的新变化。

近年来，杨家集镇坚持以创建美

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污水处理、“厕所革命”、村容村

貌提升等专项行动为抓手，农村人居

环境实现了大变样。

该镇副镇长宋旭说：“去年以来，

我们因村制宜、一村一策，分包各村的

镇干部将分包村内的黑臭水体、残垣

断壁、垃圾死角、旱厕等逐一拍照，标

注清楚具体位置，明确责任人和最后

整改期限，建立工作台账。”

目前，全镇累计投入各类整治资

金 140 余万元，累计出动各类机械

350余辆次，出动人员 5000余人次，

清理渠塘河沟等 190余处，清理乱搭

乱建、乱堆乱放 2000余处，拆除残垣

断壁 139处，栽植石楠、百日红、海棠

等树木9000余棵，全镇人居环境焕然

一新。

4月20日，社旗县举行“河南省曲艺之乡”专场汇报演出。近年来，社旗深挖本土曲艺文化资源，广泛开展曲艺进

乡村、进社区等惠民活动和曲艺表演培训活动，促进了全县曲艺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张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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