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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晓龙
日前，记者从市扶贫办了解

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市
坚持分区分级抗疫情、精准施策
抓脱贫，有效破解贫困劳动力复
岗就业、带贫企业复工复产、扶
贫项目建设等方面的难题，最大
限度降低疫情影响。目前，我市
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率、带贫企
业复工复产率、已批复的扶贫项
目开工率三项指标均居全省前
列。

破解贫困劳动力复岗就业难
题。创新采取“三个统一、五个
一批”工作模式，即统一调查摸
底、统一发布用工信息、统一办
理健康证明，本地企业吸纳一
批、组织外出转移一批、利用项

目过渡安置一批、支持创业带动
一批、公益岗位兜底一批，推动
有意愿、有条件的贫困劳动力稳
定就业。截至3月31日，全市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38311人。

破解带贫企业复工复产难
题。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建
立市扶贫办班子成员联系分包县
区制度，组织开展“大排查、大
联系、大服务”活动，通过实地
查看和电话、微信联系等多种方
式，对扶贫车间、扶贫龙头企
业、带贫合作社等带贫企业复工
复产情况逐一排查，及时协调解
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目
前，全市 32 个生产加工类扶贫
基 地 已 全 部 复 工 ， 复 工 率

100%；全市 16 个扶贫车间已全
部复工，复工率 100%；全市 38
家扶贫龙头企业已全部复工，复
工率100%。

破解扶贫项目建设难题。印
发《关于做好2020年脱贫攻坚项
目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建设有关工作
的通知》 等文件，明确重点任
务，优化项目招标、审批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实行日通报制
度，对项目实施进度慢的县区
开展重点督导，切实加快项目
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已对接
扶贫项目 227 个，开工 227 个，
开工率 100%，圆满完成了 3 月
底前所有扶贫项目全部开工的

任务。
破解扶贫农产品滞销难题。

印发《漯河市消费扶贫六项行动
的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抗疫助
贫消费扶贫行动、保供·扶贫心
连心行动、雷锋日“漯河好网
民、点亮微心愿”网络公益活
动，动员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民营企业、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采取“以
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
合 力 解 决 扶 贫 农 产 品 滞 销 问
题，帮助农户销售草莓、香菇
等农产品。

解决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困
难。开展“四送”（为贫困户送
疫情防控知识、送体温计、送消
毒液、送口罩）活动，通过每天

打一个电话或发一条微信，掌握
贫困户健康状况和生活需求，防
止出现生活物资短缺、病患加重
和各种意外情况。组织贫困户开
展“五美庭院、宅家出彩”活
动，开展大清扫、大消毒，改善
户容户貌。开展“宅家帮”志智
双扶活动，引导贫困家庭学生在
学习之余，力所能及地帮助家
庭干农活、做家务，增强“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意识，养成
良好的道德习惯。围绕“停课不
停学”，对不具备网络听课条件
的贫困学生，采取赠送设备、畅
通网络、赠送上网流量、组织
教师志愿者一对一帮扶等措施，
确保全市所有贫困学生不耽误学
习。

精准施策抓脱贫 多措并举惠民生
——看我市如何破解疫情期间脱贫攻坚难题

■本报评论员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党中央
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今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
重、要求更高。从现在到年底还
有不到9个月时间，按日子算不
到300天，各级、各部门要以大
决战的状态、倒计时的节奏，在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的基础
上，按下脱贫攻坚“加速键”，
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受到的
损失补回来，确保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

我们应当清醒看到，剩余的
减贫任务依然繁重，且都是经过

多 轮 攻 坚 没 有 啃 下 的 “ 硬 骨
头”，有些脱贫人口还存在返贫
风险。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导致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就
业受阻，扶贫产业受到冲击，进
村入户帮扶工作也受到限制，给
脱贫攻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

直面挑战和困难。我市各级
党委、政府迅速行动，出台并落
实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做好脱
贫攻坚工作系列措施。广大党员
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
队员，深入贫困村、走进扶贫联
系点、来到贫困群众家里，加快
推动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扶贫
项目开工，积极解决贫困村民买
难、种难、卖难的问题，千方百

计把疫情对脱贫攻坚带来的影响
降到最低。

将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
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我市精准
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春季行动，优
先组织安排贫困劳动力就业，优
先安排带贫企业复工复产，推动
扶贫项目及早开工，持续搞好产

销对接、实施消费扶贫，促进产
业扶贫和群众增收，更加关心关
爱特困群体生活，及时落实好兜
底帮扶措施，保障贫困群众的基
本生活，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各项
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
冲锋就能打赢的。时间紧迫，任
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

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
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
到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
各项工作安排上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强奋
斗，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
脱贫攻坚，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

筑牢“安全线” 按下“加速键”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记者 李丽娟
通讯员 库耀刚

3 月 30 日，位于召陵区东城
产业集聚区的汉霖健仔食品有限
公司内，自动化生产设备排列整
齐，随时等待投产指令。

该公司第一条生产线项目从
去年11月份开工到建成，仅仅用
了60天时间。该项目的建成，是
东城产业集聚区实施“腾笼换
鸟”、盘活现有企业闲置厂房和土
地资源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为促进集约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拓展项目落
地新空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东城产业集聚区以高质量发展理
念为引领，坚持政府主导与企业
参与并举，大力实施“腾笼换
鸟”，让产业集聚区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

如何更好更快发展
——腾出新空间

随着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
展，一些企业因为技术含量低、
产品附加值低和转型升级滞后，
生产经营困难，甚至成了“僵尸
企业”。

面对这种情况，如何破解企
业资产闲置、土地指标紧张，帮
助企业转型升级等问题，成为东
城产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陈宝山
经常思考的问题。

“必须迅速行动，腾出低
效或闲置土地，引入新项目。”

经 过 多 次 走 访 调 研 、 摸 底 排
查、专题讨论，陈宝山认为，
只有实施“腾笼换鸟”，把“笨
鸟”“死鸟”淘汰掉，培育和引
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

“俊鸟”，才能促使企业浴火重
生、脱胎换骨，最终推动东城
产业集聚区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

据统计，东城产业集聚区共
排查闲置厂房18万平方米。通过
企业拍卖、厂房租赁、股份合作

等方式，目前已解决15万平方米
厂房闲置问题，占闲置厂房总面
积的 83%，既破解了企业资产闲
置、土地指标紧张等问题，又增
加了经济效益。

如何转型提升——
引进能“生蛋”的“新鸟”

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引
进新项目的一个样板。

（下转2版）

“腾笼换鸟”激发产业升级新活力
——东城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
城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市
工作部署，正确处理疫情防控与
企业复工复产之间的关系，坚持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发展，做到
两手抓两手硬，全力支持和有序

引导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复工
复产，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

紧盯防疫不松劲。坚定必胜
信念，强化底线思维，保持高度
警惕，始终坚持联防联控、群防
群控、严防严控、依法防控，严
格落实分区分级防控工作要求，

出台《西城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十条措施》，按照市委“九
个一律、两个准备、三个全面、
七个全面从严”要求，落实精准
化、差异化防控措施，做好境外
返漯人员的排查工作，持续做好
人员排查、重点区域消杀等工
作，尤其是加大对养老院、学校

等重点区域疫情防控力度，筑牢
疫情防控严密防线，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复工复产不迟疑。严格按照
中央和省、市安排，坚决落实精
准化、差异化分区分级防控要
求，编制《西城区建筑工地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

南》《疫情防控现场管理制度》，
科学制订防控措施。抓实企业防
控，指导项目方成立防疫专班，
制订防控方案，签订承诺书，夯
实企业第一责任。抓好服务保
障，统筹考虑项目复工用工、生
产资料、建设手续、流动资金
等，（下转2版）

西城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本报讯（记者 谢晓龙）围绕建设
中原生态水城，实施八大工程共计
172 个项目，总投资 230.13 亿元，当
年计划完成投资64.85亿元……日前，
记者从“四城同建”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上获悉，今年我市谋划实施一批中
原生态水城建设项目，涉及水、林、
园、桥等多个方面，推动大美漯河提
档升级。

八大工程分别是：河湖水系建设
与修复治理工程、水污染防治与中水
利用工程、海绵城市建设与防汛排涝
工程、饮用水水源保护与地下水资源
保护工程、森林漯河建设与植物多样
性工程、水安全保护与植物安全保护
工程、健康设施与文化植入工程、水
上交通与水上旅游工程。

在河湖水系建设与修复治理工程
方面，强力推进沙澧河二期综合整治
PPP项目，对沙澧河一期进行提升改
造，完成幸福渠城区段生态水系建
设，加快推进一批生态水系、河湖工
程、河流治理、景观工程等项目，建
设生态优质、环境优美、设施优良的
公园城市。在水污染防治与中水利用
工程方面，强力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工程，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餐厨垃圾处理等项目建设，完成
黑河东、西支综合整治工程，通过污
染防治和资源利用，实现城市可持续
发展。在海绵城市建设与防汛排涝工
程方面，持续推进雨污分流工程，启
动一批道路防汛排涝工程建设及提升
改造项目，加快推进防汛排涝、污水
管网、雨水管道等一批工程设施建设
项目，让城市既有“面子”，更有

“里子”。在饮用水水源保护与地下水
资源保护工程方面，加快推进城乡水
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做好河道疏浚清
障工作，完成澧河取水口上移扫尾工
程等，更好保护水资源。在森林漯河
建设与植物多样性工程方面，完成一
批街头游园建设工程，对市区绿地进
行排查并完成苗木补植补种，开展绿
色创建工程、绿化提升工程，大力推
进相关县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项
目建设，完成生态造林、森林抚育等
目标任务。在水安全保护与植物安全
保护工程方面，主要是推进城市供水
管网改造工程和一批建设工程，完成
部分道路绿化修复，完成2020年杨柳
絮防治工程和树木保护工程。在健康
设施与文化植入工程方面，主要是围
绕提升城市文化旅游功能，在公园建
设、小区绿化亮化工程、公共广场更
新改造、城市书屋建设等方面发力。
在水上交通与水上旅游工程方面，重
点是持续推进沙河复航工程，加快一批桥梁项目建设，打造水城
特色的交通出行新模式。

以务实举措抓推进。我市将结合新形势、新特点，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强力推进项目开工复工各项工作，建立月报
告、月巡查和指挥部观摩推进等机制，以项目化管理、台账式推
进和节点式督导，确保建设项目有序推进、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
位，努力把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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