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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晓峰） 食
品名城漯河，各类美食漂洋过海
走出国门，早已不是新闻，但很
少有人知道，伴随食品产业蓬勃
发展的我市食品机械产业，也已
名声在外。记者日前在市发改委
采访时获悉，我市食品机械企业
生产的产品除供应国内食品企业
外，已经出口到俄罗斯、韩国、
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食品机械是食品工业发展的
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市充分发
挥食品加工业长板优势，不断拉
长链条、完善功能、丰富内涵，
将产业链条向下游食品机械、印
刷包装等相关配套产业延伸，把
食品包装和机械产业发展作为推
进“三链同构”（产业链、价
值链、供应链）、促进农产品加
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作为

补齐食品产业发展短板、推动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招大引强、打造园区、强化推
介，推动我市食品和包装机械产
业集聚发展、快速发展，有力提
升了食品名城的影响力和辐射
力，取得了积极成效。

产业发展初具规模。据初步
统计，全市现有食品机械制造企
业 200 多家，其中规模以上食品
机械企业19家，2018年全市食品
机械企业销售额约30亿元，食品
机械规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约占
全省的五分之一。我市食品机械
制造企业产品主要集中在面粉、
肉类、休闲食品设备方面，面粉
机械、饺子设备生产线、烘焙设
备生产线、休闲辣条食品生产
线、油炸食品设备处于国内同行
业领先地位，产品除供应国内食

品企业外，已经出口到俄罗斯、
韩国、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
区。

产业规划集中集聚。目前我
市规划建设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中
国 （漯河） 食品和包装机械产业
园、临颍食品机械装备制造产业
园等专业园区。其中，经济技术
开发区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
究院合作规划建设的中国 （漯
河） 食品和包装机械产业园，已
被确定为河南省装备制造业转型
发展示范园区和我市重点建设的

“四大专业园区”之一，目前园区
标准化厂房正在建设。临颍食品
机械设备制造产业园，规划占地
300亩，总投资30亿元，拟建设
食品机械装备制造相关配套设施。

推介宣传力度加大。2015年
10月，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中国食
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合作，在
北京举行了中国 （漯河） 食品和
包装机械产业园推介会暨项目签
约仪式。在2018年河南省数字化
推动中国食品工业转型升级漯河
站活动、第三届中国食品工业互

联网大会、长沙国际糖酒会等大
型活动中，都对我市食品机械产
品进行了专题宣传推介。近几年
我市食博会，专设了食品机械专
业展区，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
2018年第16届食博会，举办了食
品机械产业创新论坛。今年食博
会，召开了2019中国（漯河）食
品机械产业技术发展大会，举办
了2019中国（漯河）食品机械产
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不断深化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必将有力推
动我市食品机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三链同构” 丰富食品名城内涵

我市食品机械产业快速发展
去年销售额约30亿元，约占全省的五分之一

近年来，临颍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狠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三无一规
范一眼净”为标准，在打造“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升级版美丽乡村方面交上了满意答
卷。

突出重点，推动工作顺利开展

抓治脏，改善农村环境面貌。全县各乡
镇统一规划建设垃圾池1357座，引导群众形
成定点投放垃圾的良好习惯。同时，探索实
行市场托管、公司化运作的垃圾处理模式，
大力推行村收集、乡清运、县处理的垃圾处
理机制，先后购置垃圾清运车1956辆，添置
垃圾桶6841个，形成了县、乡、村上下联动
的工作格局。

抓治乱，提高村庄管理水平。结合该县
开展的“一户多宅”治理和“三违整治”工
作，集中开展拆迁整治行动，从源头上阻止
了违法乱建现象。同时，加大集贸市场治理
整顿力度，坚决取缔马路市场、流动摊点、
店外经营，建立了良好的市场秩序。此外，
大力开展“六长治村”（片长、礼长、路
长、林长、房长、警长）试点工作，加强对
农村的卫生、治安、纠纷协调等工作的管
理，有效激发了基层管理的生机活力。

抓美化，打造靓丽农村环境。坚持把村
庄美化作为优化农村环境、提高群众生活质
量的重要抓手，加大资金投入，采取得力措
施，致力建设美好家园。目前，全县开展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村庄已栽种各类绿化
树木近9万棵，粉刷墙面145 万平方米，绘
制文化墙 7 万多平方米，基本形成村在林
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田园
风光。

创新载体，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中，临颍县创
新开展了“双示范村”创建活动。建立群众
自我管理机制。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完善村民自治管理制度，制订村规民
约，规范村民行为。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在
各乡镇建立分区包干机制，层层签订目标责
任书，乡镇干部分包行政村，村干部分包重
点路段。建立长效卫生保洁制度。安排专职
保洁员，确保垃圾日产日清；同时推行市场
化运作模式，引入专业保洁公司，探索建立
日常化保洁队伍，实行定人、定岗、定责、
定薪，建立和完善垃圾定点投放、定时清运
等卫生保洁制度。创新多元投入机制。县、
乡两级财政把改善人居环境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并保持每年10%的增速；在进一步加大
县、乡财政补贴力度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
引导和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及志愿
者通过结对帮扶、捐资捐助等多种方式参
与，逐步建立政府财政奖补、群众筹资筹
劳、部门投入整合、社会力量补充的资金投
入新机制。实施严格督导奖惩机制。成立县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定期或不
定期对各乡镇改善人居环境工作进行督促检
查，督查结果及时通报。

目前全县建成的“双示范村”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村内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同步到位，建设完善了文化广场、健身器材
等公共基础设施。

强化保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该县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为高标准推进工作，建立了县级领导定期
调度机制、“周督查月排序”机制和乡镇机关干部分包行政村，村干部
分包路段机制。为保障工作顺利推进，临颍县探索建立了财政筹措
一点、项目资金整合一点、受益农民出资一点、企（事）业单位帮
扶一点、社会捐助一点的“五个一点”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截至目前，全县142个行政村通过市级高标准验收，达到省级
示范村标准，占全县行政村的38%；224个通过市级验收达标村，占
全县行政村的61%。全县367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长效保洁机制，实
现了人居环境整治全覆盖。

韩 静 刘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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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时
值蚊虫肆虐的夏季，晚上外出游
玩的市民却明显感到身边的蚊蝇
少了，这一切多亏了分布于居民
小区和城市绿地中的病媒生物防
控设施。

近年来，作为我市“创卫”
工作的重点，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工作在各级、各有关部门的扎实
推动下，取得明显成效，切实保
障了市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
环境的卫生洁净。继 4 月份开展
了声势浩大的“全民爱国卫生
月”活动后，市政府于 5 月底召
开了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暨病

媒生物预防控制提升工作会，再
次安排上述工作。

为确保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
作有效推进，我市制订并下发

《漯河市 2019 年病媒生物预防控
制巩固提升工作方案》和《漯河
市 病 媒 生 物 预 防 控 制 工 作 规
范》，明确各单位的责任分工，
要求各相关单位对照任务，快速
行动，严格落实。由此，一场大
规模的病媒生物防控活动迅速在
各区、各单位全面铺开。

各级爱卫办和爱卫中心加
大指导和考核力度，对市区建
成区的市场化运作的病媒消杀

工作进行部署和指导，对工作
成效每月考核、每季讲评，根
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对于农贸
市场的商铺和摊位、“七小”门
店的防鼠防蝇设施不达标，夜
市、餐饮行业后厨卫生不达标，
垃圾中转站基坑清理不彻底、消
杀不到位等难点、重点问题，

“创卫”各责任单位正在抓紧排
查、深入治理。对工作不力的，
要追责问责。同时，各级财政部
门及时拨付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专
项经费，确保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专项经费落实到位。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

区 迅 速 召 开 会 议 落 实 有 关 要
求，强化辖区内病媒生物预防
控制活动的组织协调及督促工
作 ， 全 面 负 责 辖 区 内 各 办 事
处、社区、单位、“七小”行
业、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等病
媒 生 物 密 度 控 制 水 平 达 标 工
作 ； 加 强 城 乡 接 合 部 环 境 治
理、公共区域防治设施建设，
指导、督促所管辖范围内的食
品 生 产 和 销 售 单 位 、 餐 饮 行
业、宾馆、旅店、医疗卫生场
所、农贸市场、居民小区等进
一步完善防鼠、防蚊蝇设施，
确保各行业设施达标、生物密

度控制达标。
对此，市爱卫办主任孙海武

认为，我们虽然已于 2017 年成
功摘取“全国卫生城市”的牌
子，但“创卫”工作却是长期
的、动态的，不能有丝毫放松和
懈怠，同时还要为成功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加分”。为此，市爱
卫办要在推进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工作中充分发挥职能和专业优
势，协助指导各级各有关单位做
好防控措施，确保我市病媒生物
预防控制工作顺利通过省级考核
评估，为明年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打下坚实基础。

做好病媒体生物防控 巩固全市“创卫”成果

6月12日，舞阳县北舞渡镇农
民冒着高温为刚播种的秋作物浇
水。据了解，三夏以来，我市气
温持续走高，降雨较少，田间土
壤失墒较快，大部分地方出现明
显旱情。为了保证秋作物出苗
率，我市农民积极行动起来，抗
旱保苗。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抗旱保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