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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牛朝
霞）“要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

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激发潜能、提

振信心、做大做强，让民营企业在发展

舞台上‘唱主角’，让民营企业家站在偃

师绝对‘C位’，奏响支持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高质量发展‘最强音’……”6月12

日上午，洛阳市偃师区千亿级产业发展

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召开，

会上，偃师区委书记彭仁铿锵有力的讲

话让参会的260位企业家备受鼓舞，获

得感满满。

会议上，偃师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

中心揭牌成立。该中心为洛阳市首个

县（区）级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

偃师区民营经济发达，起步早、产

业门类全、基础条件好。20世纪 80年

代，偃师以乡镇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异

军突起并迅速发展，民营经济遍地开

花、特色产业块状发展，20世纪90年代

中期就形成了现有支柱产业的雏形，特

别是形成了以三轮摩托车、耐火材料、

石油管件、制鞋、针织、建材、钢制家具

等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这些产业在

增加就业的同时造就了一大批敢为人

先、敢闯敢试的民营企业家。经过多年

的发展，目前该区拥有民营企业 4.4万

家、市场主体近 6万户，按常住人口 54

万人计算，平均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老

板，每 12个人就有一家民营企业。偃

师区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

7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90%以上的

企业数量，吸纳就业人口近30万人，在

41类工业门类中，偃师就有36类。

此次会议还印发了《偃师区关于加

快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等

惠企文件，围绕营造公平市场环境、优

化民营企业发展政务环境、加大民营经

济金融支持、创新民营企业引才留才机

制、提升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

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完善保障措施等

7个方面，出台 28项举措，着力降低企

业经营成本，全力扶持民营企业高质量

发展。

“今天来参加这次会议，让我很受

鼓舞。公司能取得今天蓬勃发展的局

面，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良好服

务。”华泰建材同泰物流负责人张文奇

表示，政府“给力”的服务让企业吃下

“定心丸”，下一步将深化技术创新，不

断做大做强，为“锚定千亿总目标再创

偃师新辉煌”贡献力量。

洛阳市偃师区全力扶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以赴战全力以赴战全力以赴战全力以赴战““““三夏三夏三夏三夏””””

6月12日，在通许县竖岗镇张瑞宇村
的农田里，刚刚抢收完小麦的农民正忙着抢
种玉米。 焦宏昌 赵倩 摄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韩功
勋 薛森辉）6月 9日，在周口市淮阳区

刘振屯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种粮大

户赵书华趁着墒情及时进行玉米播种。

为确保夏种顺利进行，淮阳区提前

安排各类大中小型种植机械，镇村干

部、网格员全员出动，组织群众抢墒早

播，加快播种进度。群众按照农技专家

指导，积极采用推广玉米单元多株、错

位密植播种技术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种植方式；实施种肥同播，作业效率明

显提高。

“玉米单元多株、错位密植模式种

植密度可达6500株/亩左右，相较于传

统种植方法，增加亩播量 1500~1600

株，预计实现增产20%左右。”淮阳区农

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新颜说。

淮阳区玉米、大豆等秋作物实现适

时播种，为秋粮丰收、农民增收打下了

基础。

本报讯 （记者李丽）6 月 11~

12日，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

系黄瓜品种改良岗位专家团队邀请

蔬菜专家“国家队”来到河南现代农

业研究开发基地，开展河南省黄瓜

育种学术交流会及技术培训会。会

议由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

主办，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

所承办。

此次的蔬菜专家“国家队”包括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张圣平

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任

华中教授、张小兰教授、刘兴旺副教

授，专家们分别就黄瓜育种、生长发

育等问题作报告交流。河南省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人员、

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种植大户等60人参加。

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专家、河南农业大学李胜利教授

说：“河南省蔬菜播种面积居全国第

一位。河南省的白菜、韭菜、露地小

辣椒、西甜瓜育种在全国具有优势地

位。但是，在设施蔬菜品种的培育方

面，如辣椒、彩椒、黄瓜、番茄等还有

差距。此次特别邀请国内一流的专

家来河南省进行黄瓜育种的学术交

流，加强省体系与‘国家队’的协作，

将对我省黄瓜育种起到较大推动作

用。”

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邀请

蔬菜“国家队”来豫指导“种黄瓜”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谢
歌 李雨佳 张伟）6月8日，记者从漯

河市委组织部获悉，该市以项目化管

理为抓手，围绕中心工作，丰富奖励

形式，充分发挥及时奖励的激励导向

作用，激发公务员干事创业热情。

据了解，漯河市对促进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满意，工

作成效在全国、全省处于领先位次，

作出突出贡献的干部，第一时间给

予相应奖励，真正做到奖励该奖之

事、应奖之人，让干部在实干中得实

惠、受尊重。

在此基础上，漯河市还建立奖

励项目立项评审制度，让申报单位

“晒成绩”“比贡献”，确保奖励“过得

硬”、能服众，先后实施“优化营商环

境、国务院大督查、乡村振兴”等作

出突出贡献的19个奖励项目，奖励

98个集体和 527名个人，收到良好

政治和社会效果。

与此同时，漯河市把公务员及

时奖励与干部提拔使用、职级晋升、

评先评优等紧密结合起来，在提拔

使用和职级晋升中，优先考虑获奖

公务员。近年来，该市先后对受到

奖励的38名公务员予以提拔重用、

59名公务员晋升职级，营造了“优秀

者优先、实干者实惠、有为者有位”

的浓厚氛围。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6月 11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我省

今夏麦收工作已经基本结束。面对

大范围强降雨给小麦适时收获带来

的困难，全省上下、社会各界齐心协

力，有效开展机具调度，全方位提供

服务保障，顺利完成了黄河以南抢

收战、种子保卫战、豫北攻坚战的各

项任务，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带来的

损失，最高效率保住了劳动成果。

截至 6月 11日 17时，我省 8500多

万亩小麦机收作业圆满收官。

全省大规模机收作业自5月30

日开始，至6月11日基本结束，历时

13天，全省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

21.6万台。经历5月25日至5月29

日持续大范围强降雨之后，南阳、信

阳、驻马店、平顶山、漯河等地小麦

大面积正常或非正常集中成熟，机

具调度面临空前压力。为降低损

失，各地排水降渍，组织联合收割机

抢晴天、战阴天，抢打快收，赶在6月

3日新一轮强降雨前实现成熟小麦

应收快收、应收尽收，抢收小麦

4023 万亩。麦收期间，日收获超

900万亩的有 5天，累计达到 5456

万亩。其中，6月2日投入联合收割

机 13.85 万台，日收获小麦 1543万

亩，均创历史最高纪录。豫北地区

突出 281万亩种子田，依据天气预

报、成熟时间，科学制订小麦抢收方

案，实行挂图作战，分区负责，6月

11日雨前基本完成 1800多万亩小

麦抢收任务。

近期，全省天气持续晴好，土壤

墒情充足，各地发挥7600多家农机

合作社装备强、技术精优势，一手抓

收获、一手抓播种，夏收夏种压茬进

行，夏播持续快速推进。

全省麦收共投入收割机21.6万台
最多一天收获小麦1543万亩，创历史最高纪录

漯河市

丰富奖励形式 激发干事热情

本报讯“初次产卵、孵化，估计

超过 200 万尾，健康状况良好！”6

月 12日，嵩县陆浑鱼种场，正在观

察鱼苗的洛阳师范学院张耀武教授

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标志着伊河鲂

鱼亲本落户洛阳后首次人工催产孵

化成功。

伊河鲂鱼是我国地理标志认证

产品，也是洛阳特有的地方珍贵鱼

类。

2011年 4月，嵩县陆浑水库首

次发现几条几近枯竭的伊河鲂鱼，

经过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专家团

队异地精心保护繁育。2023 年 2

月底，800 多尾伊河鲂鱼回归故乡

陆浑水库。

伊河鲂鱼回归后，洛阳市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洛阳师范学

院共同发力，对伊河鲂鱼生长环境

进行严格监控。据介绍，自然条件

下，伊河鲂鱼也可以正常产卵和孵

化，但是孵化率极低，不利于保护

和发展。挑选性腺发育成熟的亲

鱼统一注射促排卵激素催产，可以

促使集中排卵，进而获得优质、整

齐和规模数量的苗种，提高孵化

率。

今年是“伊河鲂鱼”回归后的第

一次产卵，洛阳即遭遇天气多变、气

温反常。为准确掌握伊河鲂鱼亲本

成熟度，把握合适催产时机，技术人

员与洛阳师范学院专家多次前往鱼

种场，记录水温变化、查看性腺发育

情况。6月8日，开展了第一批人工

催产：对 40尾雌鱼、44尾雄鱼注射

了促黄体素释放激素药品，产卵300

万枚。

洛阳师范学院教授张耀武介绍

说，伊河鲂鱼保种基地“迁回”洛阳，

意味着洛阳伊河鲂鱼资源保护工作

进入新阶段。人工催产，标示着伊

河鲂鱼“繁育”彻底本地化；伊河鲂

鱼“洛阳宝宝”诞生，对于种群扩大、

丰富水生物多样性、开发保护利用

等将起到积极作用。

（许金安 江燕）

伊河鲂鱼回归故乡传宗接代
亲鱼迁回洛阳首次人工催产孵化成功

淮阳区 抢墒抢种忙

楼阳生到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走访调研时强调

母鸡住公寓 产蛋提三成
舞钢市禽畜养殖自动化带来高效益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实习生

宋沣益 通讯员张露凡 梁亚洲）6月

12日，记者走进舞钢市枣林镇铁炉

王村玉民养殖合作社养殖区，一排

排厂房内，四层自动化鸡舍整齐排

列，一枚枚鸡蛋滑落到蛋槽上，再通

过传送设备传送到人工分捡口，由

工人进行装箱、打包。

“这是去年在镇农业服务中心

的帮助下新引进的设备，每平方米

蛋鸡饲养数量由原来的 24只增加

到 72只。”该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袁

玉民说，“以前最多时候养了2万只

鸡，建了 10座厂房，雇了十来个人

来饲养和管理。现在养 6万只鸡，

只需要3座厂房，4个人管理都绰绰

有余，而且产量比以往提高三成以

上。”

走进舞钢市省级鸽业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园区北侧二期项目的“鸽

子洋楼”显得与众不同。

“我们的鸽子住的是新建的双

层楼房式鸽舍，每层里有三层立体

鸽笼养殖区。鸽舍在加高建筑层高

的同时，每层都设有通风装置和日

照补光，能充分让鸽子沐浴阳光。

鸽子住上小洋房，有利于鸽子的生

长和繁殖。”天成鸽业董事长杨明军

在介绍肉鸽养殖环境时说。

“鸽子楼”项目占地 53亩，12座

双层全自动标准化鸽舍全部采用“高

效率、智慧化、机械化、自动化”绿色

养殖技术，以“龙头企业+合作社+代

养代管+特殊群体”方式进行鸽子养

殖，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群

众增收。

近年来，舞钢市立足现代农业

发展趋势，积极探索自动化养殖新

路径，推进农牧企业现代化、自动

化、规模化、数字化发展，既做大了

产业，也促进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新华社北京6月 12日电 记者

12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

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联合财

政部分批下达 2023年以工代赈中

央专项投资73亿元，占年度拟下达

投资规模的 90%以上，支持中西部

20余个省份实施 2000余个农村中

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据介绍，项目实施后，预计发放

劳务报酬20余亿元，吸纳带动20多

万困难群众参与工程项目建设，人均

增收1万元左右。下一步，国家发展

改革委将尽快下达2023年度剩余以

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督促指

导有关省份加快项目开工建设，抓实

抓牢群众务工组织和劳务报酬发放

等工作，充分发挥以工代赈稳就业、

保民生、促发展的重要作用。

本报讯 （记者冯芸 马涛）6月 12

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到部分中央驻豫新

闻单位走访调研，看望慰问新闻工作

者。他希望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充分发

挥党媒舆论引导作用，真实立体全面讲

好黄河故事、河南故事，唱响主旋律、弘

扬正能量，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凝聚精神

力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楼阳生来到人民日报社河南分

社，了解电子阅报栏推广应用、内容服

务等。他说，要创新媒体传播手段、服

务方式，在向基层拓展、向群众靠近上

继续下功夫，推动党的声音进入各类

用户终端，守牢主阵地、把握主动权。

楼阳生询问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办理情

况，希望更好发挥领导留言板“连心

桥”作用，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把

线上线下结合起来，助力各级党委和

政府更好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纾

民困。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南总站，

楼阳生与正在基层采访“三夏”工作的

记者连线。他说，连日来，新闻工作者

走进田间地头，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中

原大地抢收抢种的生动场景和感人故

事，为打好打赢“三夏”攻坚战作出了

积极贡献。楼阳生勉励新闻工作者，

要传承发扬心系人民、甘于奉献、作风

优良的职业精神，不断锤炼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深入基层、深入实践，用一

篇篇高质量的报道展现更加出彩的河

南。

在新华社河南分社，楼阳生参观分

社社史馆，了解“新华精神”形成历程和

内涵。他说，新闻的生命力来自于实事

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开拓创

新。楼阳生察看全媒体报道平台，指出

要深入研究新媒体、融媒体传播规律，

坚持移动优先策略，优化流程、再造平

台，做优做强新型主流媒体，牢牢占据

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

民的传播制高点。

在调研中，楼阳生感谢中央驻豫

新闻单位长期以来对河南发展的关心

支持。他说，当前，全省上下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奋勇争先、更加出彩”殷殷

嘱托，锚定“两个确保”、深入实施“十

大战略”，奋力走好现代化河南建设新

征程。希望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充分发

挥优势作用，继续关注河南、支持河

南、宣传河南，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

度、有分量的好作品，用心用情讲好黄

河故事、河南故事，传播河南好声音，

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

大合力。

王战营参加调研。

国家发改委已下达 2023 年
以工代赈中央专项投资73亿元

讲好河南故事 凝聚出彩合力
为现代化河南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主主角角民企当 老板站CC位位

6月11日，尉氏县十八里镇孟家村村民在整理瓜蔓。近年来，该镇鼓励农民利用麦田间隙套种西瓜、花生、辣椒、玉米等作
物，增加种植效益。 李新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