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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丽娟） 一条条平
整干净的水泥路延伸至农家，一面面图
文并茂的文化墙引人驻足，一座座庭院
在绿树鲜花的掩映下分外美丽，一件件
崭 新 的 健 身 器 材 整 齐 地 排 列 在 广 场
上……近日，记者来到源汇区干河陈乡
何王庄村，深切感受该村面貌的美丽蝶
变。

事实上，何王庄村不过是我市推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的新要求、新部署，强化组织领
导，完善工作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强
化督导检查，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一
个个美丽的村庄不断呈现在沙澧大地
上，构成了一幅幅和谐幸福的农村发展
新画卷。

突出重点 打造亮点

今年，我市以农村道路畅通、乡村
绿化、村庄亮化等为重点，强力实施农
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行动，
积极开展达标村、示范村创建工作，
使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抓整治，改善农村环境。4～5 月
份，我市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
项行动，依据国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验收的“五有”标准，对城乡接合部
及各乡镇、行政村、自然村等进行拉
网式摸排、清理，重点清理生产、生
活 堆 积 物 ， 从 而 实 现 了 农 村 河 面 清

爽 、 地 面 干 净 、 立 面 整 洁 、 室 内 卫
生。据不完全统计，仅 4～5 月份，全
市共出动大型清除机械和车辆 300 多台
次，清运各类垃圾 5 万余立方米，新建
垃圾池 500 多个。

抓美化，打造靓丽农村。坚持把村
庄美化作为改善农村环境、提高群众生
活质量的重要抓手。目前，各县区均已
通过栽种各类绿化树木、粉刷墙面、绘
制“新二十四孝图”文化墙等方式，对
村庄街道进行绿化、美化、亮化，大力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树文明新
风，“村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
人在景中”的新农村面貌正逐步展现。

抓亮点，打造“环境整治示范村”
和“美丽宜居示范村”。今年，全市按照
每个县区创建省级达标村和示范村分别
不低于60%和30%的创建目标，在原有整
治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各县区按照
县区连片、全市连线的整体布局，选出
一批美丽宜居示范村进行重点培育和扶
持，把这些示范村打造成人居环境示范
带、乡村旅游观光带和城乡一体化靓丽
带。

多措并举 确保实效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是民生工
程，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大事、实事，也
是一项难度大、易反复的长期工程。在
推进中，我市通过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强力创新，开创工作新局面。创新
宣传形式。按照“精神引领、文化熏
陶、示范带动”的思路，深入开展“星
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公婆”等评
选活动，鼓励志愿者行动起来，培育文
明之风、优良家风。创新保洁工作运营
模式。为破解农村保洁难题，各县区在
学习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
引入市场化运作、外包式保洁新模式，
从而达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长效
管理、永久保
洁”的目标。
创新垃圾处理
新技术。在确
保无露天焚烧
和无防渗措施

堆埋的基础上，积极使用符合农村实
际、无二次污染的收集、转运和处理新
技术，开创人居环境工作新局面。

强化保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市
委、市政府及各县区都对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工作指挥部进行了调整，加强了领
导，充实了人员。同时，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指挥部办公室与“两城同创”办的
合署办公，实现了城乡环境治理有机结
合。各乡镇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形成
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
局。年初，我市组织召开了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工作观摩动员会，为各县区、各
乡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明确了目标
和标准。

同时，强化检查督导。建立了月检
查、季督导、年底考评的督导考评体
系。动真过硬的资金奖罚和责任追究，
使全市上下迅速掀起了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工作的新高潮。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让农村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王庄村村
民吕付喜乐呵呵地说：“以前的臭坑塘变
成了休闲广场，保洁员每天把街道打扫
得干干净净，村里还通了天然气、装了
路灯，村里美了，心情也好了，俺感觉
越来越幸福了，跟城里人生活一样啊！”

我市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初见成效
开栏的话：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是统筹城乡发
展的有效途径，是建设全国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更是广大农
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从今天起，本报联合市“双创”办推出《整治农村环
境 打造美丽乡村》专栏，聚焦全市各地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中的新
做法、新成就，为这项工作更好地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
七届一次会议将分别于6月9日、6
月 8 日 开 幕 。 一 年 一 度 的 “ 两
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
事，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您对今年的“两会”有何期待？您
最关心什么问题？有什么话想对代
表、委员们说？我们特开辟《我向

“两会”提建议》 栏目。您有什么
想法，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对收
集到的信息予以归类整理，经过精
心筛选后刊发。

征集方式：
1.发送电子邮件。请将建议发

送至漯河日报社邮箱：lhrb001@
163.com， 邮 件 主 题 写 明 “ 我 向

‘两会’提建议”。
2.电话征集。请拨打本报新闻

热线电话：0395-3139148。

3.网络征集（请注明“我向‘两
会’提建议”）。登录漯河名城网点
击《市民建言》栏目，进行留言。

4.手机平台。
①添加漯河日报微信、漯河晚

报微信、漯河名城网微信、漯河小
城生活微信，进行留言。

②下载“漯河发布”和“沙澧
河”客户端，进行留言。

（附相关二维码）
漯河日报社

2017年6月6日

“我向‘两会’提建议”
征集启事

本报讯（记者 刘 丹） 6月5
日上午，我市投资类企业“双随机
一公开”联合抽查启动仪式在市工
商局举行。市工商局、金融办、发
改委、国税局、地税局等多个部门
的执法人员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了解，这是我市首次举行跨部
门“双随机 一公开”联合抽查，在
全省也属首次，是我市贯彻落实国务
院、省政府关于“双随机 一公开”
抽查工作的有力举措和积极探索。

“双随机 一公开”指通过随
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
查人员、全面公开抽查结果的抽查

方式，对投资、担保、小额贷款类
市场主体实施跨部门联合抽查，敦
促其依法诚信经营，维护金融稳
定，更好地服务于中小微企业。

仪式现场，工作人员运用 “双
随机 一公开”综合监管平台，在全
市229户投资类企业检查对象库中随
机抽取 45 名检查对象，在以工商
局、金融办、发改委、国税局、地
税局5家单位组成的执法人员库中随
机抽取15名检查人员，自动匹配成
三个组，实行联合检查，结果将进
行公示，确保 “双随机 一公开”
联合抽查公平、公开、公正。

“双随机 一公开”联合抽查启动
在全省尚属首次

本报讯 （记者 李 丹） 2017
年全国统一高考 6 月 7 日至 8 日举
行，我市将有18166人参加考试。

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今年全
市高考普通类、对口生和专升本三
类考生共报名24636 人，已被高职
高专单招提前录取6469人、保送生
录取 1 人，实际应参加考试学生
18166人。普通类报名18626人，比
去年增加318人。对口生 （招收中
职学校毕业生）报名4094人，比去
年减少3231人。专升本全省统考报

名学生 1916 人，比去年增加 117
人。

2017 年高考，全市共设源汇
区、郾城区、舞阳县、临颍县4个
考区，共15个考点615个考场。其
中，源汇区共 5 个考点 230 个考场
（3 个普通类考点 144 个考场、1 个
对口生考点22个考场、1个专升本
考点 64 个考场），郾城区共 4 个普
通类考点 175 个考场，舞阳县共 2
个普通类考点75个考场，临颍县共
4个普通类考点135个考场。

我市近两万名考生参加高考

本报讯 （记者 熊勇力 通
讯员 刘沛源） 为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实施更加主动的
开放带动战略，服务全市六大攻
坚，6 月 5 日，市委组织部、市
商务局联合在重庆大学举办 2017
年实施开放带动专题研修班。

研修班为期一周，围绕招商引

资实务，邀请资深教授、行业内知
名专家讲授项目引入与培育、“一带
一路”投资贸易发展战略等课程。

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
同志，商务、招商局长；各县区产
业集聚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市直招商
牵头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近60人参加
培训。

实施开放带动专题研修班开班

（上接1版）

加强研发 创新发展

围绕市场需求特别是消费升级新趋
势，着力以科技创新、业态创新引领食
品产业向高端化转型。

加大研发创新力度，推动产品提档
升级，提升中高端供给能力。全市食品
行业拥有院士工作站3个，肉制品、休闲
食品“国”字号食品检验检测机构2个，
博士后研发基地4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31个，每年研发新品种上千种，成
为国内领先的食品研发基地。

发展新型业态，大力实施“互联
网＋食品”专项行动。双汇集团在打
造肉制品国际品牌的同时，开发进厨
房上餐桌系列产品，全面进入主食化
消费领域，并筹建全国最大的食品电
商企业——双汇商城；平平食品公司依
托科研院所，大力引进人才，注重技术
创新，加强产品研发，并在营销模式上
大胆创新，在互联网渠道入驻天猫、淘
宝、苏宁易购、京东、1号店等各大平台
的旗舰店，做大线上市场，电商网络销
售额占企业销售总额的四分之一多，“卫
龙”辣条爆红线上线下，走俏国际市
场；阿里巴巴·漯河食品产业带上线企
业突破 1000 家，线上交易额突破 40 亿

元，带动线下交易额超百亿元。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

国际化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力度，筹建食品产业区域研发
中心，建立保税物流仓，进口肉类口岸
漯河查验区进口业务量居全国内陆肉类
口岸第一位。支持双汇集团走向世界，
整合全球资源和市场，打造肉制品国际
品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推动本土企业通过开展
国际合作、靠大联大、战略重组实现转
型发展，三剑客和澳大利亚西盟乳品联
手，平平产品远销欧洲、美洲。

延链补链 配套发展

围绕食品产业集群化发展，推进产
业链拓展延伸和配套完善——

完善产业内配套体系。实施以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和补短板、补链
条、补支撑为主要内容的“三品三补”
战略，形成上下游紧密协作配套体系，
提高全产业链编辑能力。临颍县围绕休
闲食品生产，引进天然色素生产企业中
大生物、低聚木糖生产企业路得生物等
配套项目，既源源不断地为现有企业提
供了原辅料，也带动了质量检测、电子
商务、产品展示等配套体系快速完善，
构筑了链条完整、协作有力、名企荟萃

的特色食品产业集群。经济技术开发区
围绕肉制品加工，引进美国杜邦大豆蛋
白，壮大恒瑞淀粉、乐佳香精香料等本
土辅料生产企业，产业链越拉越长，企
业间协作配套更加紧密；围绕饮料制造
形成了嘉吉果糖、统一饮料、可口可乐
饮料、紫江瓶胚管道连接无缝合作局面。

加强产业间融合配套。围绕提升制
造业效率和节省成本，推进制造业与服
务业互为配套、相互融合、互促共进。
以双汇为引领的冷链物流、以中储粮为
引领的粮食物流规模不断扩大，我市成
为全省重要的粮食物流基地。双汇数字
化冷链物流覆盖全国，稳居同行业前三
强，是全国冷链物流标准化试点企业。

增强人才支撑保障能力。建设发展
漯河工学院、食品职业学院、技师学院
等食品专业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院校，
并充分利用全市职业教育资源，通过订
单培养、校企合作等多种模式，为食品
产业量身培育一大批专业人才。同时积
极引进高层次人才，天萌、裕松源、威
森、美邦等企业引进了博士团队，其中
天萌医药引进4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有
力地引领支撑了企业创新发展。

源头控制 安全发展

漯河特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食品安

全对漯河来说是天大的工程。多年来，
我市始终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从源
头入手，大力实施标准化生产、规范化
监控、品牌化经营、经常化整治、立体
化宣传，自上而下筑牢了以技术标准为
基础，以法律法规为保障，以质量检验
检测、基地认定和产品认证为手段的标
准化监管体系，成为全国唯一的食品安
全信用体系和保证体系建设双试点市。

源头控制。推动食品加工产业链条
向农业延伸，把农业当作食品产业的

“第一车间”，实施标准化生产，大力发
展以优质小麦、玉米等为代表的粮食生
产基地，以生猪、鸡、奶牛为主的养殖
基地，以辣椒、大蒜等为代表的蔬菜生
产基地，实现原料基地化，成为全国首
家农业标准化综合示范市。

标准化生产。积极建设食品安全试
点市，落实了12个国家和行业标准，制
定了88个地方和企业标准，食品生产企
业标准覆盖率达98％以上。

全过程监管。建立各类食品检验检
测机构和站点 328 个，形成市、县、企
业、市场四个层次的食品安全网络体
系，同时加强原料生产、产品加工、市
场销售等各环节监管。今年 1 月，央视
焦点访谈以 《从民生难点求突破》 为
题，对我市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做法进
行了报道。

千亿大产业让漯千亿大产业让漯河美食香飘世界河美食香飘世界

注销公告
漯河市天之丰实业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王荣

领、王荣坤、马亚丽组成，请债权

人于 2017 年 6 月 6 日（公司发布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8339584867

漯河市天之丰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6月6日

不动产权继承公告（2017）59号

郑刚（身份证：411102******0516）申请对坐落于嵩山路淞
江芳园小区14号楼（房产证：房权证郾城区字第20080008877
号，土地证号：漯国用2011第002200号）的一处不动产权继承
登记，本登记机构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有关继承证明材料，经初
步查验、询问，确认原权利人马玉霞名下的上述不动产由郑刚
继承。郑普凡（身份证：411102******0176）放弃继承权。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的
有关规定，现公告如下：上述不动产权利拟登记给郑刚，如有
异议者，请在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漯
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逾期无异议的或异议不成
立，本机构将直接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联系电话：0395-3101081
特此公告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6月6日

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www.

sf.taobao.com/0395/02）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17年6月19日
10时至2017年6月20日10时，拍卖漯河市源汇区柳江路文
萃江南4号楼4幢三单元2层西户11号。2017年6月21日10
时至2017年6月22日10时，拍卖：1.漯河市郾城区MOCO新
世界6号楼6幢104号；2.郾城区嵩山路锦绣天地9号楼2层7
号房产。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11日10时拍卖漯河
市郾城区淞江路阳光花园8号楼8幢6层54号房产。有意竞
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的信息。

咨询电话：0395-3561822
特此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2017年6月6日

●宋 军 华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证 号 ：
4111010020304004459）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怡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040001909001）丢失，声明
作废。
●王 广 涛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编 号 ：
4100277729）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众达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 公 章 及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040001623301）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0322978，姓名为卢思辰，出
生日期为2014年7月22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刘 志 敏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证 号 ：
4100306888）丢失，声明作废。
●潘 小 乐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证 号 ：
4100294726）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金蛙建材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
（1）号章（编号：4111010037003）丢失，声
明作废。
●编号为Q411490852，姓名为李晓乐，出
生日期为2016年11月24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讯 （记者 张晨阳） 6 月 5
日，记者从我市粮食部门了解到，为落
实好国家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护种
粮农民的利益，市粮食局早着手、早准
备，全力以赴做好夏粮收购工作。

据了解，国家已经公布了今年小
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仍然是每市斤
1.18元 （三等）。当小麦市场价格低于
国家规定的最低保护价时，按程序启
动收购预案开始收购，时间截至 9 月
底。目前，我市各级粮食企业共腾备
空仓容量达105万吨，准备输送机697
台、检测仪器 346 台、清理筛 202 台、
通风机 646 台、汽车衡 72 台、麻袋
27.85 万条、篷布 116 块。市粮食局还
组织开展全市质检、计量等一线人员
业务培训；主动加强与农发行等各类
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确保及时足额
兑付农民售粮款。

涉粮部门建立联席会议机制，部
门之间协同作战，明确分工，形成合

力，统筹推进。目前，全市首批确定
收储库点50个左右，以后将视收购情
况分期分批增加收储库点，方便农民
就近售粮。市粮食局要求全市国有粮
食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收储政策，挂牌
敞开收购，多收粮、多储粮；同时，
指导收储企业积极开展自营收购，引
导市属大型面粉加工企业主动开展市
场化收购。

适时发布粮食生产、质量、价
格、收购进展等信息。要求全市粮食
收购企业做到价格上榜、标准上墙、
样品上柜；做好收购设备、人员、物
资的科学调度；在粮食运输、清理等
方面提供优质服务，及时给农民结算
售粮款；高度重视贫困户售粮工作，
开展预约收购和上门服务。同时，成
立4个督导组，加强收购期间的监督检
查，严防压级压价、“打白条”等行
为，对违反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涉粮
案件将进行严厉查处。

夏粮收购准备就绪
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仍为每市斤1.18元（三等）

本报讯（记者 张晨阳） 6月5
日，我市召开打击取缔“地条钢”
企业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了打击
取缔“地条钢”企业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要求各县区及相关单位
务必高度重视，按照要求抓紧落
实，6 月底前必须彻底完成取缔

“地条钢”企业的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地条钢”的生产

销售存在严重的能源浪费、环境污
染、安全隐患。各级、各部门要不
遗余力、坚决彻底打击取缔，确保
将专项整治行动的各项任务落实到
位。对已查实的“地条钢”企业在

最短时间内处理整改到位，要再动
员、再部署，并成立督察组，对所
有机械制造和使用中频炉的企业开
展拉网式、地毯式大检查，不遗漏
一家一户，半个月内，摸清底数，
建好台账，制订清单；在打击取缔

“地条钢”企业问题上，思想上到
位，态度要坚决；措施上到位，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上到位，
严厉追责。同时，严格源头把控，
严把审批关口，健全长效机制，强
化社会监督，做到重拳整治，铁腕
监管，始终保持打击取缔“地条
钢”企业高压态势。

打击取缔“地条钢”企业
工作推进会召开

端午节期间，游人自觉将垃圾放入垃圾箱，文明出游被越来越多人付诸实践。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