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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日，国网新蔡县供电公司

党委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到陈店镇小

李庄革命烈士纪念馆开展“缅怀英烈

筑忠魂 传承红色树新风”清明祭扫

活动，弘扬光荣传统，缅怀革命先

烈。广大职工认真地聆听讲解员讲

述着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为革命烈

士敬献花圈，深刻体会革命烈士为人

民甘于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

（裘倩）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紧盯问题

整顿，全力推进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

顿提升。强化组织引领，成立工作领

导小组，结合实际制订整顿提升方

案，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建立工作

台账，确定一名党建指导员联系指

导，精准管控整顿提升全过程，落实

村干部值班制度，将整顿提升工作纳

入村干部绩效、报酬月发放考核内

容，激励村干部履职尽责。（索昊勇）

近期，为加强村级集体经济的

健康发展，西华县奉母镇财税所强

化了村级“三资”的监管工作。对村

级财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审计，

确保每一笔资金的使用都符合规

定。建立严格的财务审批制度，确

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合理性。针

对村级资产和资源的管理，推动实

施了资产资源登记制度，确保每一

项资产和资源的流向都有清晰的记

录和合理的利用，有效防止了资产

资源的流失和不当使用。加强对村

级财务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能

力和职业素养，确保他们能够更好

地管理和使用“三资”。

（赵云龙）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贾晗）4月 7

日，在淮滨县阳光（河南）服饰科技有限公司的高档西

服智能生产车间，一条条盘踞在顶部的全智能自动吊

挂系统高速运转，通过智能芯片设定，精密复杂的机械

传动带上各式各样尚未加工完成的货品，被快速而稳

定地分配到不同工序上，完成从裁片到成衣的整个制

作流程。

“结合自动裁剪系统、智能吊挂系统，车间生产效

率大幅提升，质量合格率明显改善，目前高档西服生产

车间内设备共有1028台（套），其中自动化、数字化、智

能化设备有 860 台（套），车间自动化程度已超过了

83%，人工成本节省30%，车间年产西服150万套，社

会效益日益凸显。”阳光（河南）服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主任马晓斌说。

阳光（河南）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内外贸易

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服装加工企业。作为淮滨纺织服装

企业中智能织造的代表，该公司秉承“数字化”管理理

念，致力于创新研发涵盖数据采集、实时配送、自动运

输等先进技术，从智能分拣到成衣包装出库，全流程纳

入智能化管理，使整个生产过程更加高效。

纺织服装产业是传统制造业，为推动纺织服装产

业高质量发展，淮滨县高度重视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

级，不断引导民营企业加快全产业链改造升级，鼓励企

业提升设计研发能力，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推动传统

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在淮滨高新区的苏美达服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700多名工人正在赶制夏季防晒衣、运动服等

订单。只需要通过电脑排版将数据传输给设备，机器

就可以自动按照路线完成整匹布的裁剪工作，在避免

人工偏刀问题、提升裁剪效率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安全系数。

“通过对裁剪、钻洞等工段智能化改造，摆脱了之

前过于依赖专业技术人才的难题，效率比以前提升3

倍左右，在品质方面也提升了很多。今年一季度已完

成36.88万件生产订单，目前公司订单已排到七八月份。”淮滨苏美达服装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裁剪车间主任谭友说。

时尚纺织产业是淮滨县的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淮滨县锚定千亿级纺

织服装产业集群发展目标，通过延长和强化纺织服装上下游产业衔接链条，

打造引领转型崛起的“产业航母”，带动招引落地一批产业链链主型企业和产

业链关键配套企业，同时，将发展重点放到智能织造上，凭借先进智能生产技

术，将高品质产品带到国内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推动“一根丝”到“一块布”

到“一个家”在淮滨成为现实。

目前，淮滨县拥有纺织服装企业217家，签约投产喷水织机7万台，占全

省的60%以上，已成为中西部最大的化纤纺织基地。去年，淮滨高新区纺织

服装产业主营业务收入260.3亿元，年产服装超3500万件，纺织服装产业工

人达2.1万人。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张海军 高长军

4月 7日，在卢氏县文峪乡兰花

产业园的一座座育兰大棚里，一盆

盆形色各异的兰花飘来阵阵幽香。

“这个兰花产业园建于 2017 年，占

地30亩，总投资1.2亿元，共有40个

育兰大棚和 1个直销、网络交易大

厅，每月11日、23日交易日，全国兰

农、兰商齐聚于此，买卖奇花异草、

交流育兰经验、共商发展大计。”卢

氏县兰花保护协会副会长孙高军介

绍说。

卢氏气温适中，雨量充沛，植物

生长茂盛，非常适宜兰花生长，自古

以来就有大面积兰花分布，其中豫

陕两省交界处的官坡镇兰草、兰东、

兰西就因盛产兰花而得名。近年

来，卢氏依托好生态，在政府产业政

策扶持下，人工培育名贵蕙兰已初

具规模，经济和社会效益凸显，呈现

出名优品种多、花色全、市场前景看

好的发展趋势。

“要想养好兰，首先要喜兰、爱

兰。”今年52岁的盛福成说，他原来

从事小工程承包业务，在朋友的熏

陶中喜欢上了兰花，到后来转行培

育兰花。学到育兰技术后，他将多

年来积攒的360多万元投入育兰大

棚建设上，又动员合伙人筹资340万

元，加上县扶持产业发展资金300万

元，建成了豫西地区最大的蕙兰繁

育基地，4 年来培育新特名优蕙兰

300多个品种 1.2万多盆，市场价值

1.5亿元，每年带动 200余户脱贫户

在此务工增收，使文峪乡窑子沟村

年增加集体经济收入50万元。

该县徐家湾乡幸福村史建志、

李茂荣夫妻俩 2000 年开始繁育兰

花，20多年来数次往返陕西、四川、

广东兰花繁育基地学习取经。功夫

不负有心人，夫妻俩靠繁育兰花增

收致富，并新建了500平方米标准化

育兰大棚，还建成了电商直播间，每

年蕙兰交易额超百万元。

卢氏县瓦窑沟乡古寨村万吉

朝、万吉红、万吉祥三兄弟，幼时生

活艰难困苦。10年前，三兄弟由种

植香菇转向兰花培育，彻底脱贫致

富，分别建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买

了小轿车和商品房。万家三兄弟致

富不忘乡亲，成立吉祥兰花繁育合

作社，带动22户脱贫户培育兰花，无

偿提供种苗、技术服务和市场信息。

卢氏县培育蕙兰完全采用有性

繁殖技术，所繁育的蕙兰新品种具

有抗病耐寒、变异小、成活率高等特

点，深受全国兰花市场、兰花爱好者

青睐，前来参观学习、交易的兰友、

兰商络绎不绝，有效带动了当地服

务业的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全县

共有宝宝、发成、绿丰源等60多个兰

花繁育专业合作社，兰农 4000 多

户、3.5万余人，培育名贵蕙兰100万

盆，年交易额上亿元。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杨德坤

3 月 28 日，在舞钢市尚店镇保

利渔业养殖场温室养殖大棚里，在

农业水产技术专家指导下，历经3年

孵化培育及循环养殖成功的首批成

年鳜鱼出塘外售。

“此次鳜鱼人工养殖技术的摸

索成功，再加上此前已有的规模化

鲈鱼养殖、甲鱼养殖、脆鱼养殖等，

舞钢市水产养殖产业次第‘花开’，

‘桃花流水鳜鱼肥’‘鲈鱼清晓入池

塘’，这些诗歌里描写的水美鱼肥场

景，在舞钢市已变成现实。”舞钢市

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张

巧鸽自豪地说。

舞钢市域内共有大、中、小型水

库25座且坑塘遍布乡村，水域滩涂

总面积达5万亩左右，水域养殖环境

得天独厚。为此，该市做足“水”文

章，引领渔业发展调结构、转方式、

提质量、促增收、助发展，并在单产

和技术上搞研发、挖潜力，渔业年产

量从 2011年的 2000吨发展到现在

的4600吨，等量水域面积下实现水

产养殖产量翻番，初步实现年年有

“鱼”目标。

当天，在该市枣林镇的志兴种

植专业合作社160余亩鱼塘边，基地

负责人张广超正仔细查看着新一茬

儿鲈鱼的生长情况，随着投喂饲料，

鱼儿翻飞跳跃、长势喜人。据张巧

鸽介绍，志兴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

于2019年，是舞钢市成立的第一家

特种水产养殖基地，也是舞钢市最

大的鲈鱼养殖示范基地，主养加州

鲈鱼等，亩产连续 3年超过 2300公

斤，每亩利润达4万元以上。

为支持渔业做大做强，该市坚持

技术支撑提水平、优化品类调结构、

生态养殖拓空间、多措并举保质量，

多次组织技术人员外出学习水产养

殖技术，邀请专家集中培训，送技术

到塘边并开通技术热线，提供“养殖

户有需求随叫随到”的保姆式服务。

同时，该市坚持“绿色、生态、效

益”理念，一方面按照“以水养鱼，以

鱼净水”绿色生态养殖模式，大力发

展大水面生态养殖，挖掘域内水资源

潜力，另一方面围绕国家水产绿色健

康养殖“五大行动”要求，科学化、合

理化拓展水产养殖空间，初步实现规

模化养殖的“量质双升”和水产养殖

产值的稳步增长。截至目前，该市近

4万亩宜渔水域中，已有效利用养殖

面积两万亩，年水产产出效益达1亿

元以上，在传统水产养殖的基础上，

名特优水产养殖已初具规模。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建

基地、育主体、树品牌、强产业’这一

目标，建立健全育、繁、推一体化水

产养殖体系，延伸渔业产业链条，促

进渔业养殖与乡村振兴、全域旅游

等的深度融合。”张巧鸽说。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德才）

“今天是您91岁大寿，社区祝您老人家生日快

乐，健康长寿！”4月5日，是禹州市颍川街道十

里社区四组岳春玲老人91岁生日，上午9时

许，社区干部刘敬伟就和志愿者们一起带着

提前定制的生日蛋糕，来到了老人家里。

“为每位80岁以上老人过生日送蛋糕，

是十里社区从 2013年以来坚持了 12年的

敬老暖心行动，至今已先后为老人们送生日

蛋糕430人次。”十里社区党委书记梁雍宏

说，一个小小的生日蛋糕，代表着社区对老

人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更是倡导尊老爱老

敬老风尚的鲜明导向。

自 2013年开始，十里社区每年底登记

核实所有 80岁以上老人的台账档案，不论

是户籍老户还是退休后回乡定居的老人，

只要到了80岁都自动享受社区的敬老政

策。

“2024年十里社区80岁以上老人共有

42名，每一家我们都提前安排好了！”社区

负责这项工作的刘敬伟对每位老人的情况

都了然于胸。

每逢社区老人生日到来，刘敬伟都提

前为老人预定生日蛋糕，当天上午把蛋糕

送到老人家中时，给老人戴上寿星帽，送上

美好祝福。

在坚持为老人送蛋糕庆生日的同时，

十里社区还在每年重阳节为每位80岁以

上老年人送上200元敬老金，营造全社会

孝老爱亲的浓厚氛围。

□许金安 任费伊

4月7日，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

洛阳国际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红

薯育苗大棚内，工人们分工合作，挖

坑、施肥、放种、覆土、洒药……大家

有条不紊地开展育苗工作，棚内一片

繁忙景象。

据悉，工人们从3月初就开始育

苗工作，他们把红薯种进土里，等到

4月中下旬，种苗就能出售定植。

“育苗是红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

环节。今年，我们将常规育苗与组培

室育苗同时进行，红薯育苗大棚面积

约 7400㎡，可为当地红薯种植提供

优质红薯秧苗。”洛阳国际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什么是组培育苗？

走进园区生物科技组培室，数千

个组培瓶中，一簇簇红薯苗嫩绿娇

柔。看似普通的小薯苗，实则科技感

十足：技术人员给它们装上了“科技

芯”。

负责人介绍说，利用新技术培育

的脱毒红薯苗与传统薯苗相比，几乎

不带病毒，移栽大田成活率高，植株

长势旺，产量和品质显著提升。

据了解，园区先后进行过红薯、

马铃薯、大蒜、百合、草莓等的脱毒快

繁，为农业稳产高产作出了积极贡

献。

目前，园区已初步形成了集红薯

育苗、规模种植、产品深加工、线上线

下销售于一体的产业体系，年培育包

括组培薯苗在内的红薯苗500万株，

还为“洛阳源耕”等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量身定制”了众多薯类爆款产

品，提高了品牌竞争力。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

员原钰恒 杨林涛）“以前申领社

保卡，需要先去镇便民服务大厅

咨询，再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银

行，现在好了，只需要去镇里就可

以全部办理了。”4月8日，来沁阳

市西向镇便民服务大厅补办社保

卡的常乐村村民王女士高兴地

说。

目前，按照“应进则进、能进

则进”的基本原则，西向镇便民服

务大厅设置16个服务窗口，整合

阵地资源，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人

社、退伍军人、金融服务、市场监

管等10个部门集中办公，还配备

自助服务机等便民设施，设立“有

诉即办”服务窗口，新增项目建设

和金融服务窗口，实现“一门式办

理”，解决了以往进多门、来回跑

等难点、堵点、痛点问题。今年一

季 度 ，大 厅 各 窗 口 累 计 办 件

13222件，政策惠及14526人。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

者陈炫羽 通讯员王平萍）“前两

天，他来家里排查房屋安全，还

教俺跟老伴怎样做好春季安全

用电、用气，俺心里很感激。”4月

8日，民权县绿洲街道吴庄村村

民张玉娥说起该村党支部书记

陈风伟，言语中满是感激。

据介绍，今年3月份以来，吴

庄村党支部按照“党员联户”机

制，组织联户党员入户开展春季

消防安全大排查，第一时间发现

问题、排除隐患。

在吴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党

员活动室，墙上张贴的“党员联

户分包图”十分醒目，村党支部

书记、党员的“联户”情况一目了

然。据了解，近两年来，绿洲街道

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以联

系服务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入推进“党员联户”机制，织密

党群“连心网”。

该街道在推行“党员联户”机

制中，按照“就近、就亲、就熟”的原

则，750名党员联系7500户群众，

每名党员分包10户家庭，分层分

级建立“党员联户”微信群，切实做

到“联系不漏户、党群心贴心”，有

效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现在每个村都有‘党员联户

分包图’，实现了全覆盖。”绿洲街

道党工委书记程中华介绍说。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
阳 通讯员马晓冲）“自从菜市场搬

走后，这里的交通顺畅多了。”4月

7日，说起被“搬”走的占道经营了

30余年的大坝菜市场，固始县徐

集镇八庙村的李大爷感触颇多。

徐集镇原大坝菜市场位于该

镇八庙与吴庙两村交界处的公路

两旁，是30年前形成的“骑路”市

场，菜农和商户都是沿着道路两

边摆摊设点，每到集市开集和重

大节假日，这里就会出现交通拥

堵现象。

“去年年底，为了彻底解决困

扰多年的骑路市场问题，镇里决

定在大坝菜市场向东 200 米的

马家河河堤右侧一处空闲地上，

新建一座设施齐全的菜市场。”

徐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夏志冉

介绍说。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施工，

一个投资 140 多万元的新市场

顺利建成。搬迁公告一出，长期

在老市场经营的商户，“齐刷刷”

地搬了过去，一个占道经营30多

年的骑路市场“乔迁新居”。

“在这里卖菜，太阳晒不着，

雨雪淋不着，也安全多了，政府

办了件大好事啊！”商户王先生

高兴地说。

3月29日，新蔡县佛阁寺镇铁台村豫港玩具厂女工正在制作玩具。豫港玩具厂全年可生产玩具300
多万件，产值达500万元，通过深圳贸易公司远销海外。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琳琳摄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
炫羽 通讯员朱倩倩）4月 7日，走进

商丘市梁园区刘口镇张陈庄村，一棵

棵刚刚栽植的树苗迎风挺立，为春天

增添一片生机。

“现在国家政策非常好，送树进

村，包种包活，啥都不用问，村里就

能绿起来、美起来啦！”张陈庄村村

民王仃山一边给树苗培土一边高兴

地说。

今年年初，梁园区园林绿化局提

前谋划，紧抓春季绿化的有利时机，

大力开展乡村绿化工作。“我们这次

大规模乡村绿化美化项目从3月 12

日开始，在李庄镇、双八镇和刘口镇

等6个乡镇的8个行政村实施，栽植

主要树种为栾树、法国梧桐和大叶女

贞等10余种乔灌木，共2200余棵。”

梁园区园林绿化局绿化造林股负责

人刘美红介绍说。

据统计，2023年以来，梁园区园

林绿化局在刘口镇、双八镇、李庄

镇、观堂镇 4个镇 10个行政村开展

“乡村林果化”工程，共栽植4000余

棵石榴、1000 多棵无絮杨、近 2000

棵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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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 一朵花一朵花一朵花一朵花开出亿元财富

舞钢 一条鱼一条鱼一条鱼一条鱼养出亿元产业

禹州市十里社区

连续12年为80岁以上老人祝寿

沁阳市西向镇

只进“一扇门”可办“百件事”

民权县绿洲街道

家家党员联 户户见党员

固始县徐集镇

“骑路”市场搬家 群众商户叫好

这里的红薯苗装上了“科技芯”

商丘市梁园区

打造绿美乡村 共建生态家园

缅怀英烈筑忠魂 传承红色树新风

整顿提升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强化村级“三资”监管 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全县有6060多个多个
兰花繁育专业合作社，

兰农 40004000 多户多户、

33..55万余人万余人，培育名

贵蕙兰100100万盆万盆，年

交易额上亿元上亿元

全市近 44万亩万亩
宜渔水域中，已有效

利用养殖面积两万两万
亩亩，年水产产出效益

达11亿元亿元以上，名特
优水产养殖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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