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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晓峰）连续两次集中
开工活动，掀起项目建设热潮；领导分包
真帮实扶，推进例会现场办公，联审联批
直入工地，“三色预警”加压推进……综合
施策、过程管理，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挡
加速。市政府大项目办的数字统计显示，
截至6月底，全市155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
投 资 235.8 亿 元 ， 占 年 度 投 资 计 划 的
53.9%，赶超时序进度 3.9 个百分点。其
中，73 个续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57.8 亿
元，占年度目标的 61.6%；82 个新开工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 78 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43.2%。重点项目建设投资完成量占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比例、贡献率持续提升。

开工项目多、项目质量高、推进速度
快，这是今年上半年重点项目建设呈现出
的喜人特点。春节过后和麦收后，我市先
后举行两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累计
开工143个项目，总投资545.3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228.5 亿元，与 2015 年上半年两
次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相比，项目个数增加8
个，总投资增加94.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增加26.1亿元。同时，项目质量也明显提
升，个头大的项目、延链补链项目更多，

集群集聚发展态势更加凸显，如金大地20
万吨小苏打生产、临颍辣椒食品电商冷链
物流、传化物流漯河公路港等项目，更加
体现出食品加工、盐化工等产业的精细化
发展方向，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市传统优势
产业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省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保持全省先进，
这也是今年我市重点项目的一大亮点。今
年，我市成功争取 57 个项目为省重点项
目，其中市本级项目46个，数量居全省第
五。截至5月底，46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 134.6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53.6%，
完成比例名列全省第二。至 6 月底，我市
省重点项目核准、环评、土地、规划等联
审联批事项完成率已达100%，提前6个月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围绕重点项目快推进、快建设、快投
产，我市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持续开展重
点项目大走访、重点项目周边环境集中整
治、集中开工项目暗访督查、银企对接面对
面、联审联批集中办公、联审联批入工地、
重点项目融资需求对接、重点项目“三促一
抓”（促开工、促进度、促前期，抓协调服
务）、竣工投产项目集中展示等多形式、多

层面的参观竞赛和协调服务活动。强化和创
新市委办、市政府办、市大项目办、市优化
办“四办”联合督导，全省重点项目巡回观
摩，四大班子集中观摩评价，市级领导分包
项目定期通报，重点项目定期公示，集中开
工项目定期报告等政策措施，有效地加快了
重点项目的推进速度。

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我市创新机制，
不断加大协调服务力度。完善领导分包责
任制。15 位市领导分包全市 55 个重大项
目，分包领导定期深入项目一线现场办
公，切实做到了真帮实扶。完善重点项目
推进工作例会制度。上半年共召开重点项
目推进例会、现场协调会等13次，协调解
决问题31个。深入推进重大问题研究进部
门机制，逐一到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
开辟项目审批、建设的快速通道。同时，
强化落实目标
责任制，进行
名 单 、 任 务 、
清 单 、 节 点

“四对照”，加
强重点项目督
导。实行“三

色预警”机制，对重大项目建设按照推进
情况，给予绿色通行牌、黄色警示牌、红
色警告牌，获得三次红色警告牌的单位，
年度政府责任目标考评中将给予“一票否
决”。严肃追责问责机制。对应开工而未开
工和进展缓慢的项目单位和责任单位实行
月通报、专项督办、约谈等制度；对进度
严重滞后于计划节点的项目，取消其重点
项目资格，收回已配置的要素资源，问责
相关责任人；对要素保障不力、环境营造
不优、建设进度滞后等方面的反面典型在
全市通报。上半年，共发重点项目建设情
况通报 3 期，对未开工和进展滞后的重点
项目专项通报批评 7 期，对未按计划开工
的省重点项目西城区养老产业园、开发区
中国钢研集团人造蓝宝石项目下发了专项
督办通知。

上半年重点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155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35.8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53.9%

本报讯 （记者 张军亚） 弘扬廉政文
化，倡导社会正气。7月13日，全省优秀
廉政戏剧《九品巡检——暴式昭》在人民
会堂隆重上演。蒿慧杰、张社魁、余丰
立、吕岩、胡杰、孔祥智、蒋志安、高喜
东、宗万志、陈平、杜广全、赵坤炎、刘
国勤、胡新峰、邓武昌、田冠亭、陈连东
等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同观看了演出，接受

了一场生动而深刻的廉政洗礼。
《九品巡检——暴式昭》 由省纪委、

省委宣传部、省委省直工委、省文化厅联
合打造，河南豫剧院二团倾情演出，是继
廉政豫剧《全家福》之后，我省精心打造
的又一部廉政题材的精品力作。该剧讲述
了古代基层廉吏代表、我省滑县人暴式昭
在清朝光绪年间任江苏苏州西山九品巡检

时，廉洁爱民、克己奉公、不畏强权，除
恶霸、斗贪腐的感人故事，生动地展现了
一个以民为本，“只唯下、不唯上”，有血
有肉，“官九品、人一品”的廉吏形象。
整场演出精彩纷呈，跌宕起伏的剧情、扣
人心弦的矛盾冲突、引人入胜的表演，深
深地打动了观众，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
声。

通过观看此次演出，广大党员干部
心灵受到了震撼，精神得到了洗礼。演
出结束，大家纷纷表示，以后在工作中
要严格落实廉洁自律相关规定，进一步
增强党性修养，坚守清廉底线，遵纪守
法，勤政为民，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
入开展。

优秀廉政戏剧《九品巡检——暴式昭》上演
蒿慧杰张社魁等观看

■本报记者 周鹤琦
这里起草的铸铁机、高炉进风装置两

套黑色冶金行业标准，由工信部批准颁
布，在全国实施；这里的低聚木糖项目，
填补了河南省糖产业的空白；这里的“新
三板”上市企业入库数量11家，居全市各
县区首位，现有两家企业成功在“新三
板”上市；这里有 4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10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以上企
业95%以上建立了工程技术中心……

一项项荣誉、一项项成就，诠释着召
陵区的科技含量。在这块奋进的土地上，
以科技为引领，以创新为驱动，一场科技
创新的生动实践在酝酿、生发、绵延。工
业发展气象万千，现代农业异彩纷呈，处
处涌动着实干快上的热潮。

“唯有科技创新，才能实现持续增
长；唯有推进科技创新驱动，才能打造区
域经济升级版。”召陵区委书记刘耀军坦
言，引领召陵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是
科技创新，这里有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基
因，在此基础上，全区上下积极求新、求
变，科技创新“硬件”、“软件”建设更
强，召陵正一步步登上科技创新高地，迎
来跨越发展的新天地。

从强企到兴农 汇聚发展正能量

6 月 27 日，艳阳高照，世林 （漯河）
冶金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
鸣，钢花四溅，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紧
张地忙碌着。

“如今，冶金业发展步履维艰。如果
不是科技创新做支撑，世林冶金根本撑不
到今天。”面对着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世
林冶金设计研究院院长张进感慨万千。作
为漯河的老国企，世林冶金创建于 1966
年，曾占据漯河工业发展的半壁江山，但
后来受全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冶
金业发展步入低谷，世林冶金发展一度遭
受重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更是盘活世林
冶金的生命线。”张进说，在此理念引领
下，世林冶金大力开展科技创新，与院校及国内各钢铁设计院建
立紧密的研发协作体系，目前公司拥有专利55项，其中发明专利
22项、实用新型专利33项。2007年，中国钢铁协会、全国冶标委
授权世林冶金主持起草铸铁机和高炉进风装置两套黑色冶金行业
标准；2009年12月，由工信部批准颁布；2010年6月1日实施。
在科技创新引领下，公司的“高炉热风系统阀门”等多个产品远
销美国、韩国等国家。新近研制开发的用于工业润滑油净化的跨
行业新产品——闭式碟片离心机正在布点推广中。

政策指挥棒，创新风向标。召陵区坚持以科技创新统
揽发展全局，强化抓科技就是抓经济、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的理念，成立高规格领导小组，研究部署全区重大科技创
新工作，先后出台 《召陵区企业创新能力培育三年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 等文件，大力扶持科技创新。企业科技创新
的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投巨资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步
伐。际华三五一五、兴茂钛业、世林冶金成立省级工程技
术中心，永光电气、亿博橡胶、绿世界新能源等 9 家企业
成立 11 个市级工程技术中心，全区规模以上企业大多建立
了工程技术中心。

在召陵区，一条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路
径已清晰可见。在科技兴农，助力现代农业腾飞的道路上，召陵
区同样加快了步伐。

召陵区大力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出台发展现代农业、特
色农业的八项措施，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科技知识，积极创建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通过技术示范和推广，有效地带动了农业增收
和农民致富。该区的漯效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独家推行的“茎叶
喷施替代根部追肥”新型施肥方式在全国推广，在降低土壤污
染、农业成本和增加产量等方面成效显著。

从帮“资”到帮“智” 点燃发展新引擎

从2015年1月项目立项，到当年11月15日投产，漯河源隆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刷新了召陵企业发展的速度。对于这段经历，该
公司财务总监陆军印象深刻，并将其归功为政府扶持、团队门
槛、资金投入这三大“车轮”驱动，而驱动核心仍是科技创新。
在政府帮“资”帮“智”的扶持下，企业大胆涉足低聚木糖这一
崭新产业，让企业实现了从生产猪肠衣的小企业到成为高新科技
企业的“蝶变”。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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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记者
从有关部门获悉，为了加强对沙
澧河风景区 （以下简称景区） 的
开发、建设、保护和管理，提升
景区服务质量，我市近日出台

《漯河市沙澧河风景区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从7月1日
起施行。

《办法》 共分六章：一、总
则；二、规划和建设；三、开发和
保护；四、管理和监察；五、法律
责任；六、附则。《办法》明确沙
澧河风景区管理范围：澧河段从
107国道澧河桥至两河交汇处，沙

河段从107国道沙河桥至淞江路沙
河桥以及节制闸区域（包含水域管
理），堤外到规划沿河控制绿线以
内或堤外堤角外 50 米以内；控制
区范围：沙澧河风景区绿线外一个
街坊。漯河市沙澧河风景区管理处
（沙澧河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景区管理处） 作为景区管理机
构，对沙澧河风景区实行职能封闭
式管理，具体负责沙澧河风景区的
规划、建设、维护和管理。景区管
理处可以对景区采用社会化管理模
式，通过公开招标，选择物业公
司、保安公司等进行管理。

《漯河市沙澧河风景区
管理办法》7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近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漯河日报社、市社科联联
合举办的“漯河精神大家谈”
征文评选揭晓，共评出特别奖
11篇、一等奖10篇、二等奖20
篇、三等奖 25 篇、优秀奖 35
篇，优秀组织奖5个。

为宣传弘扬“崇文尚德 务
本图强”的漯河精神，营造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的浓厚氛围，提供统一思
想、凝心聚力、引领发展的强

大精神动力，今年3月至6月，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漯河
日报社、市社科联联合开展了

“漯河精神大家谈”征文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各县区、各单
位认真组织干部职工撰写稿
件，积极参与征文活动，共收
到作品 300 余篇。经评审委员
会评选，其中，《我理解的漯河
精神》、《漯河精神——城市的
灵魂》、《弘扬新精神 传播正
能量》 等 11 篇作品获得特别
奖。

“漯河精神大家谈”征文评选揭晓

11篇作品获特别奖■罗 平
7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 《漯河

市沙澧河风景区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 《办法》），为我们开
发、建设、保护和管理沙澧河提
供了明确遵循，必将推动我们进
一步提升沙澧河开发建设水平和
景区服务质量。这也是市委、市
政府依法行政，提高社会治理水
平的重要举措。

沙澧河是我市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我们有理由、有责任、
有义务保护好自己的母亲河。然
而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人有意
无意破坏着她的美丽，攀折花
木、践踏绿地、损坏公共设施、

抛撒垃圾等不文明行为时有发
生，另外，犬只和电动车随意进
入景区也影响广大市民休闲娱
乐。在此情况下，作为地方专项
法规的 《办法》 出台，势在必
行。

《办法》 以法规形式，明确
了沙澧河风景区开发建设事项的
原则、程序和相关管理机构的职
责，并在法律责任认定上作出明
确规定。这从根本上保护了沙澧
河这一独特的城市风貌和宝贵的
自然资源，遏制了短期规划、无
序开发、随意建设等行为的发
生，对于我们科学利用自然资
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

意义。一方面，它为相关建设
管理部门开展相关工作时提供
了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群众
可以依照这部法规对相关职能
部门进行监督。同时，《办法》
就景区保护作出规定，严禁排
放 污 水 、 倾 倒 垃 圾 、 漂 洗 脏
物、攀折花木、携带犬只等十
余种行为，并以相应的惩处措
施予以强制执行。

保护沙澧河，不能只停留在
口头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执
行好、遵守好 《办法》，是对我
们的最起码要求。让我们学习
好、宣传好 《办法》，依法依规
保护自己的母亲河。

依法依规保护沙澧河

7月13日上午，我市天蓝水碧、景色
宜人。今年4月份以来，市委、市政府明
确提出把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作为当前事关
全局、极为重要的一项中心任务来抓，痛
下决心、背水一战，采取一系列最严格的
举措，坚决打赢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翻身
仗，坚决打赢环境保护攻坚战。经过全市
上下3个月的不懈努力，我市环保攻坚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优
良天数明显增加，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不
降反升势头得到根本遏制，省控7条河流
出境断面水质，有5条实现稳定达标、1条
基本达标、1条明显改善。

本报记者 王晓东 焦海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