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6月 12日

至16日，农业农村部黄河禁渔第八交

叉执法组在我省开展黄河禁渔交叉执

法行动。

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加强黄河流域执法监管，严厉

打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农业农村部

组织沿黄9省（自治区）渔业渔政主管

部门组成9个执法工作组，分赴9个沿

黄省（自治区）开展交叉执法工作。

根据农业农村部安排部署，第八

执法组对我省开展禁渔联合交叉执法

行动。执法组一行先后在黄河洛阳

段、郑州段、开封段开展了联合执法和

督导检查，采取水上检查和岸上检查、

白天检查和夜间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重点查处电毒炸鱼行为、“绝户网”等

违规渔具、涉渔“三无”船舶和其他违

法行为。

执法组还调研了开封市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开展禁渔执法行动和队

伍建设情况，核查涉渔案件查办、案卷

制作及举报受理情况。执法行动期

间，未发现涉渔“三无”船舶、违规渔

具、电毒炸鱼及其他违反黄河禁渔期

制度的违法行为。

据了解，黄河在我省境内 711公

里，涉及 8 个省辖市 42 个县（市、

区）。在 2006年，我省就启动了黄河

干流禁渔期制度，在制度化养护水生

生物资源上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近

年来，我省按照国家统一安排部署，认

真落实黄河流域禁渔期制度，不断加

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涉渔违法违规

行为，取得了良好成效。2023 年以

来，我省扎实实施黄河禁渔专项行动，

出动执法人员 6160 人次，查办案件

65起，处罚金额30多万元。

执法组对我省黄河禁渔执法工作成

效予以充分肯定。执法组指出，河南渔

业执法工作机制健全有效，禁渔护渔政

策宣传到位，渔业执法质量较高，保持禁

渔严的势头、禁渔护渔宣传氛围营造都

比较好，有效保障了渔业高质量发展。

执法组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渔政执法能

力建设，推进人防与技防相融合、日常

监管和专项行动相促进，进一步规范执

法，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深入贯彻黄河

保护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保障

黄河安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报讯 （记者郭培远）6月18日，

第六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医疗卫生领域专场招聘活动在河

南中医药大学龙子湖校区举行。144

家省属医疗卫生单位和全省三级以上

医疗机构在专场活动上设置招聘展

位，提供岗位需求 6083个，其中招聘

博士1385个、硕士3667个。

据悉，已成功举办五届的中国·河

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累计签约

各类人才23.9万人、落地高质量人才

合作项目2400多个，为实现河南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未

来产业超前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蓄

势赋能。

“我是河南籍的学生，毕业于中山

大学药学系，现在在郑州居住，希望通

过这次专场活动，能找到心仪的工

作。”在活动现场，药学硕士毕业生康

双双说。

借助本次专场活动，省卫生健康

委和各用人单位围绕省医学科学院和

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双

中心”建设，注重搭好招才引智平台，

打造聚才载体、落实引才措施，以最大

诚意引进人才、集聚人才、广揽天下英

才，实现一批人才项目签约落地，建立

招才引智长效机制，不断扩总量、优结

构、提层次、强水平，扎实推动河南卫

生健康工作实现跨越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6月16日，

2023 年河南省农机“安全宣传咨询

日”活动在通许县举行。此次活动的

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目

的是推动农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防

范化解农机安全生产隐患，促进全省

农机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好转。

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主任张金龙

在讲话时说：“今年 6月是第 22个全

国‘安全生产月’，主要任务是持续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

全的重要论述，组织学习安全生产十

五条措施，深刻领会重要意义。同时，

各地农机监管部门要树牢安全发展理

念，强化农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

线思维，进一步加强农机安全生产监

管力度，提升应急管理水平。”

张金龙要求，各类农机合作社等

生产服务组织要全面落实农机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严守法律底线，做到

农机安全责任落实到位、安全投入

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

位、应急救援到位，将农机安全生产

理念和应急意识贯穿于农机作业过

程的各个环节。每一位农机手要立

足岗位职责，知悉农机安全生产操作

常识和应急规程，熟练掌握必要的农

机安全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理措施，切

实担起农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责任，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农机安全

生产氛围。

本报讯 6月15日，开封市产销对

接会（生物医药专场）举行，全市共有

34家二甲以上医院、25家生物医药企

业参加对接洽谈，现场签署采购意向

合同 5个，涉及产品 26种，签约金额

830万元。通过现场产品展示和座谈

达成合作意向 37个，意向金额 1300

万元。

近年来，开封市各级党委政府把

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一项重点工

作，出台优惠政策，优化营商环境，积

极招引优秀企业、投资人前来投资兴

业，取得了良好成效，吸引了大批企业

入驻。此次对接会为政府与企业、企

业与医院交流互动提供平台，打通“生

产端”与“消费端”的供需对接，助力实

现企业发展壮大、医院医疗水平提升、

地方经济发展“三方共赢”。

此次对接会由开封市制造立市暨

“万人助万企”活动工作专班主办，市

工信局、市卫健委、市医保局、鼓楼区

人民政府、市产城融合示范区管委会

承办，主题为“搭建交流对接平台 引

领产业融合发展”，旨在通过“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促进该市生物医药及

医疗机械生产企业与医院密切合作，

提升全市生物医药产业整体发展水

平。 （焦宏昌）

本报讯 （记者郭培远）6月 18日

上午，国家级名老中医李郑生教授

开门收徒仪式在郑州举行，徒弟仪

式现场，李郑生在主席台正中端坐，

25 名徒弟依次行拜师礼，正式拜入

李郑生门下，今后将继承恩师独到

的学术经验，弘扬岐黄之术，造福中

原百姓。

据了解，李郑生1958年出生在河

南一个中医世家，父亲是著名的国医

大师李振华。受父亲的影响，李郑生

从小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一直随父

习医，深得其父真传，现为河南中医药

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

师，是全国第六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多年来，李郑生始终坚持在基层

门诊坐诊，定期深入社区、农村义

诊，并且开展科普讲座，每年带领团

队深入贫困山区送医送药。先后主

编了《中医脾胃病学》等 12部专业著

作。《中医脾胃病学》是李郑生一生

研究、治疗脾胃病的经验总结，对脾

胃方面的疑难杂症，特别是萎缩性

胃炎的治疗方法等都有详细的介

绍，是中医从业者、爱好者学习参考

的宝贵资料，也是胃病患者自我保

健的重要参考资料。

据悉，此次收徒对全面提升河南

省中医药诊疗能力和工作水平，促进

基层中医药人才建设，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本报讯 （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李娟）动感音乐、啤酒展销、美

味小吃、特色文创……6月16日晚，卫辉市大禹湖畔热闹非凡，

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当晚，以“点燃卫辉夜经济，嗨啤激发新活力”为主题的“豫

见卫辉”大禹湖美食音乐啤酒节在此开幕。

此次美食音乐啤酒节为期 9天，融合了百威啤酒、非遗产

品、农特产品、本地名吃、文艺演出等要素，同步举办“食在卫辉”

名吃名店名厨评选活动，打造“吃在卫辉、喝在卫辉、游在卫辉”

的新消费理念，丰富广大群众夏季休闲文化生活。

同时，本次美食音乐啤酒节还通过网络直播、网红打卡、线

上线下互动等形式，全方位、分众化、宽领域、立体化进行宣传推

介，着力把美食音乐啤酒节打造成对外展示卫辉形象的新平台，

持续提升卫辉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夜间消费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对推动地方服

务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乡市副市长、卫辉市

委书记崔红建表示，此次美食音乐啤酒节，旨在以啤酒、美食为

媒，进一步营造消费空间、丰富消费形式，点亮夏日“夜经济”，助

燃城市烟火气。

据介绍，今年以来，卫辉市举办了“豫兔迎新”迎春消费季、

“比干文化旅游节卫辉食品包装产品展”等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

活动，进一步打造“季季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消费矩阵，持续

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热情。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陈鹏旭 王永安）6月15日晚8

时许，在鲁山县汉代冶铁遗址公园广场，演员们在舞台上时而引

吭高歌，时而吹奏萨克斯，广场四周特色小吃摊位生意火爆，舞

台下的食客们围着烤羊肉串、麻辣虾尾等美食大快朵颐。

前不久，鲁山县文广旅局创新思路，在汉代冶铁遗址公园设

置了大汉不夜城“夜经济”广场，统一设计、构建了22间特色美

食屋，并交给专业餐饮公司打理。餐饮公司招聘服务员，统一为

摊位及顾客服务，并提取美食屋一定的日营业额作为宣传推广

费用。

为吸睛引流，餐饮公司不仅每天聘请文旅演出团队演出，还

举办消费抽奖返利活动。自“夜经济”广场5月19日设置以来，

每天晚上都有不少顾客前来逛夜市、赏夜景、吃烧烤、享美食。

此外，县文广旅局还不定期在这里举办“艺心向党·艺美鲁

山”消夏晚会，为观众送上精神、视觉盛宴，助力“夜经济”发展。

为让顾客吃得放心，县市场监管部门每周都对各小吃摊位的食

材进行抽检。

“顾客们都说吃着小吃看演出，充满烟火气，格外有氛围，广

场美食屋日最高营业额已达6万多元，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营业

额有望突破10万元。”餐饮公司负责人贾思平说。

据悉，鲁山县还在县城东关、德秀步行街、鲁山之窗城市商

业综合体等处，开设了消夏夜市，日渐燃爆旅游大县的“夜经

济”，激发全域旅游的潜力。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恒 张科峰

解时代之需、河南之需、生存之需，

为河南发声、为人民发声、为时代发

声。6月16日，顶端新闻迎来战略品牌

升级，媒体定位从“河南优质资讯集散

地”升级为“中国优质资讯集散地”。

围绕这一战略品牌升级目标，顶端

新闻同步推出两个旗舰产品：打造“中

国顶端创作者 MCN”，做大做强传媒

经济，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启动“一端百

面”工程，加速传媒数字化基础平台建

设。

“中国顶端创作者 MCN”工程以

顶端新闻平台为依托，以顶端优质创作

者为主力，通过优质内容营销、品牌全

案矩阵营销的智慧型媒体营销方式，打

造平台创作者营销生态。顶端已入驻

认证优质创作者1.49万个，覆盖 20多

个领域，集合了一批和顶端紧密联系的

国内大咖队伍，并已成功打造济源文

旅、南阳烟花秀、仰韶百亿目标传播等

多个运营案例。

“一端百面”工程是一站式智媒孵

化、运营、管理平台，可为省、市、县三级

媒体生成客户端等智媒产品。通过推

进三级主流媒体互联互通，实现全省宣

传资源“一张网”“一盘棋”，实现省、市、

县一体化指挥调度和联动传播，为河南

“建设一体化全媒体传播体系”提供技

术支持和平台保障。

作为河南日报社融媒改革的重点

工程，顶端新闻App于 2021年 1月 1

日正式上线，是一款向用户开放的平台

型的互联网产品。2021年 6月 16日，

顶端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成立，开

始以市场化的方式全面负责顶端运营。

两年来，顶端新闻不断满足用户在

新闻资讯、问政求助、社交互动、便民服

务等方面的需求，实现了从“媒体”向

“平台”的跃迁。顶端新闻作为党媒平

台的主阵地日益扩大、舆论引导力日益

增强、平台内生动力日益增强，初步形

成了自我造血能力。不仅在关键时刻

能“顶起来”，影响力也在从河南的顶

端，阔步迈向中国的顶端。

两年来，顶端新闻的日活、用户生

产内容量（UGC）等关键数据都十几

倍、几十倍增长，全网粉丝总量已达

3000余万，影响力渗透到全省十余个

省辖市以及文化、教育等十多个重点行

业人群中。顶端新闻探索出来适合自

身发展的技术研发道路，拥有知识产

权，为技术输出打下良好基础，逐步形

成基于平台的数字营销能力。

河南日报社负责人说，顶端新闻是

青春版党媒、新时代党端、平台型智媒，

是河南日报改革转型的求索，是河南媒

体深度融合的星火。做顶端，就是“自

我逼迫、自我革新、自我重塑”。

将顶端影响力做上去、将顶端自我

造血能力提上去，是顶端新闻2023年

的两个重点方向。

顶端新闻正建设优质内容生态，升

级顶端算法。按照“给你想看的，给你

适合看的，给你应该看的，给你最好看

的”的算法逻辑，进一步打造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顶端算法，提供更

多优质内容。推进“我想@领导”升级

至网上便民服务新平台，发挥“@系

列”产品“连党心、接民意”的桥梁纽带

作用。经营方面，紧紧围绕“快速提升

自我造血能力、扩大营收规模，全面深

入推进数字化、智慧化营销转型”两个

重点。

“把顶端新闻打造成平台型智媒，

是艰巨艰苦的任务，也是河南报业人光

荣伟大的使命，我们有信心摘取皇冠上

的明珠。”顶端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
应峰 常寅飞）“龙井乡第四届五月鲜

桃采摘节，正式开幕！”6月16日上午，

在信阳市平桥区龙井乡范山村，随着

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万永胜高声宣

布，如潮的人流涌进桃园，争相采摘鲜

桃。

当天，开幕舞台上，歌曲、舞蹈等

精彩节目连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

声。展销区，五月鲜桃、小龙虾、茭白、

西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

“范山村是龙井乡‘五朵金花’中

的‘桃花村’，种植有桃树2200亩，已

挂果面积1000亩。”范山村党支部书

记冯天鹏介绍说，“我们的五月鲜桃核

小肉厚、饱满多汁，比市场上出售的普

通桃子口感更甜、更脆、更健康，目前

的售价是10元 3斤，预计产值300万

元，现在主要是以采摘为主，同时配有

电商销售推广。”

近年来，龙井乡秉持因地制宜，

走“赏花聚人气，摘果见效益”发展之

路，打好生态牌，做精水文章，绘好花

果图，念活乡旅经，努力把龙井建设

成龙井人的幸福家园、信阳人的公园

和游人的乐园。

龙井乡党委书记陈汝河表示，本

次采摘节旨在吸引更多游客到乡村来

欣赏田园风光、感受乡土气息、体验采

摘乐趣、品尝绿色美味，进一步提升龙

井乡五月鲜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助

力农旅融合，让五月鲜桃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推动乡

村振兴的致富果、幸福果。

据了解，此次采摘节将持续到本

月26日。

本报讯 6月 17日，周末，雨后的

嵩县城关镇叶岭村千亩丹参种植基

地，薄雾氤氲，蝶飞蜂舞，如梦如幻，引

得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叶岭村属丘陵地区，距离县城5公

里，2021年10月该村采取“合作社+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流转土地1070余

亩，高标准打造了千亩丹参种植基地，陆

续开发了丹参蜜、丹参茶、丹参宴、民宿、

婚纱摄影等，激发了振兴新动能。

叶岭“药”上好生活，是嵩县着力

打造“中原药谷”的缩影。

嵩县地处伏牛山区，独特的地域、

土壤和气候环境适宜各类中药材生

长，拥有野生中药材1300余种，素有

“天然药库”之称，是中国道地药材强

县、河南省十大中药材种植基地之一，

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十强县。

近年来，该县依托独特的自然禀

赋和资源优势，抢抓国家发展中医药

产业机遇，大力推动产业链延伸、价值

链提升、供应链贯通、生态链完善，着

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该县积极探索“合作社+公司+基

地+农户”“科技协会+合作社+种植农

户”产业经营模式，依托 33条富民奖

补措施，着力打造丹参、柴胡、皂角刺、

连翘、山茱萸、黄精“六朵金花”。

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60

余万亩，形成了药地、药企、药市、药会

齐头并进，生产、加工、销售、科研一体

化的产业化发展格局，“中原药谷”特色

品牌日渐凸显。（许金安 王博 李清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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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农业农村部在我省开展黄河禁渔
联合交叉执法

产业开路产业开路产业开路产业开路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 通讯

员沈诚）“这些天聘用苹果套袋工

人花费较大，有了这笔贷款，一下

子解了俺的燃眉之急。”6 月 16

日，灵宝市寺河乡坡根村果农刘

春龙拿到从灵宝农商银行贷到的

20万元，喜悦之情挂在脸上。

为进一步深化乡村信用体系

建设，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将服务

送下乡、送到田间地头，近日，灵

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灵

宝农商银行为坡根村授予了“创

业担保贷款信用村”称号。

整村授信后，群众可享受无

抵押贷款，不用出村就能获得 5

万元到20万元的授信额度，并且

两年内无需缴付利息。

坡根村党支部书记王福生介

绍说，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

坡根村累计授信55户 520万元，

授信率 91.7%，第一批已累计办

理创业贷款23户310万元。

本报讯 6 月 15 日，在潢川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开标室

里，该县引泼入潢供水工程项目

准时开标。与传统的招投标不

同，此次开标采用“不见面开标”，

相关投标人足不出户，通过网上

电子交易开标系统进行签到、文

件解密、在线唱标、结果确认、异

议提出和解答等操作，整个开标

流程用时不到20分钟。

“不见面开标”是潢川县全面

推进“不见面交易”，优化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的务实之举。近年来，该

县以全流程电子化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行“线上

投标”“不见面开标”“线上评标”等

“不见面交易”举措，为各方交易主

体提供便利，营造公开、公平、公正

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

截至目前，2023年进场交易

的政府采购和工程建设项目全流

程电子招投标率、不见面开标率

均达 100%，开标项目总金额约

为18亿元，节省财政资金约800

万元。（尹小剑 李振阳 凡定坤）

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举办专场招聘活动

医卫领域人才需求6000+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2023年河南省农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通许举行

开封市产销对接会（生物医药专场）举行

现场签约830万元

中医在传承
国家级名老中医李郑生开门收徒仪式在郑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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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县
实施“不见面服务”
打造“阳光”交易平台

灵宝市寺河乡
整村授信
助力乡村振兴

从“河南”走向“中国”，顶端新闻战略品牌再升级

举办鲜桃采摘节平桥区龙井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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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市

6月18日，长垣
市赵堤镇博宏水产
专业养殖合作社负
责人赵永振在检查
大闸蟹生长情况。
近年来，赵堤镇因地
制宜发展水产养殖，
实行“公司或专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实施连片开发、
规模化发展，带动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赵博 摄

振兴加速振兴加速振兴加速振兴加速

红火夜经济 激发新活力
鲁山县

嵩县 60万亩中药材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