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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晓峰） 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推动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把实体经济
做实做强做优。今年以来，面对
复杂严峻的宏观形势和经济持续
下行的巨大压力，我市紧抓工业
转型升级这个“牛鼻子”，扩量提
质壮大市场主体，创新驱动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调整结构推动
产业升级转型，向高质量发展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工业转型升级提速。实施工
业扩量提质专项升级行动，大力
推进工业“十百千”亿级企业及
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和“小升规”
工程。开展企业成长促进行动，
加快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加快创
新 驱 动 发 展 、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培
育。在食品、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新能源、电子信息五大产业
中开展科技创新提升行动，围绕
液压软管、花生、辣椒、食品、
盐化工、医药化工等特色产业的
发展，先后组建7家产业技术创新
战 略 联 盟 。 加 快 智 能 化 、 绿 色
化、技术化进度，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实施百企上云、双百工
程技术改造、智能工厂、绿色示
范工厂创建，推动 115 条重点工业
生产线实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产业结构调整加快。食品产
业向中高端迈进步伐加快。围绕
市 场 需 求 特 别 是 消 费 升 级 新 趋
势，我市各食品企业着力以科技
创新、业态创新引领食品产业向
高端化转型。双汇集团拥有 10 个
专业技术中心和海外研发机构，
每年推出的新产品占总销量的10%
以上。平平食品聚焦细分市场，
不断研发时尚化、概念新、营养
健 康 、 口 味 独 特 的 方 便 休 闲 食
品，“卫龙”辣条走俏国际市场。
传 统 化 工 产 业 改 造 升 级 效 果 明
显。金大地集团投资 80 亿元，新
上合成氨、小苏打、集中供热、
总部搬迁等扩能升级和绿色循环
化项目，项目全部投产后，将成
为合成氨、真空制盐全国产能最
大、销售收入过百亿的大型化工
企业。银鸽造纸通过淘汰落后产
能转型调整，不但扭亏为盈，而

且抢抓市场向好机遇又谋划新上投资超 50 亿元的包装纸、生活
纸项目。着力培育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
产业增长迅速，规模优势显现，增速和贡献率超过传统产业，成
为引领全市经济转型发展的主引擎。

产业集聚区发展提质增效。今年，我市对产业集聚区制造业
企业开展分类综合评价，改变传统总量评价标准，以“亩均论英
雄”，建立以单位资源产出效益为核心的绩效综合评价机制，根
据评价结果实行要素差别化配置和分类施策，倒逼企业“腾笼换
鸟”、“机器换人”、“退低进高”，让优质资源跟着企业走、跟着
效益走。不断加大产业集聚区产业结构调整项目推进力度，完善
提升产业集聚区物流、投融资、电子商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
务业功能，加快绿色循环化改造和生态水系建设，先后组织春季
和麦收后两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产业集聚区发展呈现出稳
中向好、量增质升的发展态势，有力地带动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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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 俊 霞
实习生 褚子琪） 近日，河南
省新闻奖评选揭晓，本报选送
的 11 件作品分获一、二、三等
奖 。 其 中 ， 摄 影 作 品 《风 雪
夜 大营救》 和新闻论文 《 担
当 历 史 使 命 打 造 精 神 家
园 》 获得一等奖；消息 《漯
河企业打破国外技术壁垒研发

出食品级润滑油 （脂） 并获国
际权威双认证，专家评价 对
提 升 食 品 安 全 水 平 意 义 重
大》、通讯 《漯河，从这里走
向世界》、漯河发布客户端作
品 《漯河坠井小女孩的生死 6
小 时》 和 2017 年 2 月 9 日 的

《漯河日报·晚报版》 8 至 9 版
版面获得二等奖。

河南省新闻奖评选揭晓

本报11件作品获奖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 通讯员 吴
国培）近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第
一轮圆满结束，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共向我市交办信访举报件 32 批 80 件，在
全省直辖市中最少，是唯一一个没有“破
百”的城市。截至7月11日，所有交办我
市的案件全部办结。

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市委书记蒿
慧杰任第一组长，市长刘尚进任组长的漯
河市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并成立由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
任组长的协调保障领导小组，强化对我市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的组织领
导。6月8日，市委书记蒿慧杰主持召开市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研究安排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
办问题整改工作；市长刘尚进主持召开市
长办公会，研究解决交办案件整改突出问
题。蒋志安、李军信、徐汇川等市领导先
后4次现场督导黑臭水体治理和垃圾填埋
场整改工作。各县区党政主要领导也坚持
一线督察，确保交办案件办理整改工作有
力推进、快速落实。

立交立查立改。对中央第一环境保护
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我市坚持立交
立办，第一时间督办调查，始终边查边
改，确保彻底整改到位，经得起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督察和人民群众检验。针对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的信访举报件

中畜禽养殖污染、扰民占比较高的问题，
我市迅速成立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制订治
理方案，对全市畜牧养殖污染情况进行大
排查、大整治。每接到一批交办件，市协
调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迅即呈签，市领导
亲自督察督办，承办县区和市直部门连夜
组织联动核查，能立即查办整改的迅速办
结反馈。截至7月11日，所有交办件提前
一天全部办结，以准确彻底的整改、从严
从快的查处向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和
全市人民群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全面督察督导。为确保中央环保督察
组交办问题全面彻底、迅速保质整改到
位，市委书记蒿慧杰、市长刘尚进分别主
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专题

听取交办案件整改情况，市政府办公室先
后整理5期交办案件整改情况专报。市协
调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成立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整改督查组，市环保局班
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分包各个县区、各个
领域交办案件的督办、查处和上报。6月
23日、24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下
沉督察组到我市督察交办问题整改情况，
市委书记蒿慧杰作专题汇报。6 月 28 日，
市委书记蒿慧杰带领相关负责人到交办案
件涉及的源汇区民主路50号院，对查办上
报的不属实案件进行现场核查。6月8日，
市长刘尚进带队督导市垃圾卫生填埋场环
境污染问题整改情况，现场研究制订11项
整改措施。（下转2版）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第一轮结束

我市交办信访举报件数量全省最少

■本报记者 李丽娟 通讯员 柴永超
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随处可见这样

一群人：他们带着庄严而艰巨的使命，冲
在前、干在前，不脱贫不离开，他们就是
驻村帮扶干部。

在召陵区，帮扶单位、驻村工作组、
第一书记们在实践中因人、因户施策，量
身定制，使扶贫帮在点子上、扶在紧要
处，提高了扶贫实效，赢得群众的一致好
评。

实干的背后，是时不我待
的责任感

一家一户地走，田间地头问；谁家几
口人，家里啥情况；争取啥项目，如何富
起来……凭借脚踏实地的精神，万金镇郭
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田林喜一步一步地得到
了村民的认可。

郭庄村，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没

有集体经济，全村 792 户 3520 口人，有
耕地 3798 亩，是一个较大的省定贫困
村。

驻村以来，田林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用心、用情、用生命
与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靠着实干的心、
为民的情，他不仅迅速掌握了贫困户的信
息，还研究制订出精准扶贫措施：组织成
立了村集体企业漯河市众益食用菌有限公
司，规划建设了蘑菇生产基地；帮助村民

李四杰扩大变蛋加工生产规模，帮助村里
成立两个农业种植合作社和5个村级股份
制建筑队，引进一个鞋料加工厂；实施了

“光伏发电”和“小额贷款融资”增收项
目。

以“精准扶贫”为指南，郭庄村的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变蛋加工厂已安
排贫困户就业 15 人，使每户贫困户年增
收 2000 元；流转土地 500 多亩，使入社
农户每亩土地净增收益 1000 多元；5 个
村级股份制建筑队安排村民和贫困户就
业 80 余人，从业人员年均收入达 2.3 万
余元；鞋料加工厂安排村民就业 20 余
人，从业人员年均收入达 2 万余元；“光
伏发电”和“小额贷款融资”增收项目
可使每户贫困户年增收 7400 元……田林
喜成了村民口中有口皆碑的“焦裕禄式
的好书记”。

（下转2版）

扶 贫 路 上 的 感 动
——召陵区脱贫攻坚工作纪实之四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然而，有这么一群人整天都
在室外工作，将汗水洒在平凡的岗位上。

7月18日，记者走近高温下的劳动者，记录下这些朴
实而又动人的场面。

图① 漯河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冒着高温抢修电路。

图② 烈日下的交通执勤人员。
图③ 环卫工人顶着烈日维护城市环境卫生。
图④ 祁山路上，城市排水管道改造工程的工人冒着

酷暑坚守在工作一线。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高 温 下 的 劳 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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