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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晓龙
全国28个省（区、市）的1023家企

业参展，562名重要投资商出席展会，到
会各类采购团208个、采购商21836家，
现场交易额和意向采购额达 462.21 亿
元……第十九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
（以下简称食博会）打开了食品业界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的大门，为八方宾朋留下了

“食在漯河、食全食美”的美好印象。
食博会的成功举办，展现了我市持续

强化招商引资、推进“三链同构”、实施
“六个打通”的丰硕成果和生动实践。不少
与会客商嘉宾表示：“漯河食品产业发达，
名企名牌集聚。食博会越办越火，参会客
商多、产业链条长、展会成效好，彰显了
食品名城的担当与自信！”

这自信，得益于我市发达的食品工业
和区位优势。我市年均粮食产量180万
吨、年加工转化600万吨，食品及相关产
业高速发展，是中国食品名城和全国主食
产业化工程示范市；我市地处中原之中，
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快递物流企业集
聚，是中国快递示范城市和中部最佳投资
城市。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我市理
应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
次产业融合发展上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
列。

这自信，体现在我市对食品产业发展
的深度谋划。我市把食品产业作为立市之
基，出台了《坚持“三链同构” 着力打
造完善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的工作部
署》，把“三链同构”细化为47项具体工
作，形成了有目标、可操作、能落地、可
考核的路线图、任务书、责任状。特别是
当前，我市正围绕产业链延伸和细分领
域，着力实施“六个打通”，加快培育食
品机械、食品包装、生物医药、高端绿色
食品添加剂、冷链物流、宠物食品等产
业。

这自信，展现了我市凝心聚力办好食
博会的决心。多年来，我市以食博会为平
台，大力开展招商邀商活动，持续推动供
给与需求对接，聚力打造“舌尖上的产
业”。食博会一年比一年质量高、效果
好、影响大，全产业链式的博览会格局正
在形成。今年食博会期间，参展产品涵盖
休闲食品、肉制品、乳制品、面制品、酒
水、食用油、食品机械等八大类5000多
个品种，参展企业涵盖食品原材料、食品
包装、食品机械、食品销售、食品电商等
上下游产业；（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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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与会领导在漯河电子商务产业园考察。 本报记者 胡鸿丽 摄

■本报记者 张晨阳
一次次激荡心灵的学习研

讨，一场场热气腾腾的党史宣
讲……从机关到企业，从社区到
农村，从学校到家庭，从线上到
线下，召陵大地掀起党史学习教
育热潮。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召
陵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这门

“必修课”走实走心、见行见
效，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从百年党
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初心变
为恒心，化激情为动力，汇聚起
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
量。

高起点开局
高质量推进

召陵区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
注重统筹谋划，创新丰富载体，
务求工作实效，高起点高质量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全面铺开、点面
开花。

第一时间按下“启动键”。3
月8日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
署大会召开后，召陵区当天召开
区委常委会，3月9日召开动员大

会，成立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组建8个巡回指导组，精
选50名理论宣讲骨干成立专家、
先进典型、基层党支部书记、志
愿者、老干部等党史宣讲团。

结合实际细化措施。出台指
导性文件，根据工作任务，制订
89项具体举措；建立县级干部、
各级党员干部年度、月度工作台
账，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
不同对象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列
出任务清单，明确责任主体、目
标任务和时限要求。

着力抓好“三个七”。学习感
悟做好“七个一”，即每月举办一

场党史讲座、观看一场红色电
影、组织一次学习研讨、开展一
次学习实践、讲好一堂微型党
课、记好一本学习笔记、组织一
次知识竞赛；宣传教育做到“七
进”，即进企业、进学校、进机
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
进公共场所；学史力行抓好“七

个结合”，即与民生实事办理、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双承
诺”“双报到”“双结对”活动、
深入纠“四风”持续转作风、全
国文明城市建设、优化营商环
境、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七个方面
工作相结合。

（下转03版）

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智慧力量
——召陵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纪实

本报讯（记者 张军亚） 5月
29日，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现
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中央农
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
书记、副部长刘焕鑫出席并讲
话。副省长武国定、市长刘尚
进分别致辞。国家首席兽医师
（官） 李金祥主持。国家发改
委、工信部、财政部、自然资
源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单位，
各省 （区、市） 及计划单列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
部门负责同志，市领导贾宏宇、
李建涛、周学功、乔彦强出席会
议。市四大班子有关领导参与了
对口接待。

刘焕鑫指出，河南着力发展
“ 大 粮 仓 ”“ 大 厨 房 ”“ 大 餐
桌”，开展“三链同构、农食融
合”，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在粮
食主产区形成了一套可学习、
可借鉴、可推广的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模式。漯河是河南打
造农业全产业链的典型，在破
解稳粮保供与促进乡村产业难
以两全、保护耕地与乡村产业
用地难以两全、农民种粮与农
民增收难以两全等乡村产业发
展难题方面树立了样板、作出
了示范。就做好下一步工作，
他强调，一要深刻认识推进农
业全产业链建设的重大意义，

切实增强推进乡村产业链供应
链现代化的责任感紧迫感。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发展乡村产业特别是延伸粮
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

供应链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
“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
工作定位，认识和发展农业全
产业链，不断扩大覆盖面、延
伸领域、提升档次，使之成为

乡村产业发展的新的增长极。
二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加快
培育和壮大农业全产业链。要聚
焦农业主导产业，着力将产业定
位突出、产业成长性好、链条参

与主体全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
打造。要聚集农业多种功能，充
分发挥农业的食品保障、生态涵
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功
能。要聚合上中下游完整环
节，通过建设标准化原料基
地、发展规模化综合加工、构
建体系化物流网络、开展品牌
化市场营销、推进社会化全程
服务、推广绿色化发展模式、
促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全
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
业融合。要聚力科技和资金支
撑，着力以产业链、供应链来部
署创新链，以产业链、供应链来
畅通资金链。要聚拢全链条各类
经营主体，通过纵向联合、横向
联合、侧向联合，以“集团军”
的形式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三要
加强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为
农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创造
良好条件。要以建立农业全产
业链“链主制”，建立农业全产
业链“链长制”，建设一批农业
全产业链典型县、一批农业全
产业链重点链，绘制全产业链
建设“图谱链”。要通过建设农
产品加工园区平台，建立信息
多向交流平台，搭建科企对接和
成果转化平台、资源要素对接平
台，聚集更多农业全产业链资源
要素。（下转02版）

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刘焕鑫讲话 武国定刘尚进致辞

据 《河南日报》 消息 5月
30日，记者从“出彩河南人”
2021“最美应急先锋”宣传推
介活动组委会获悉，2021“最
美应急先锋”候选人及候选集体
日前已经正式产生。即日起，公
众可通过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微信
公众号、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
闻客户端进行宣传点赞。

“出彩河南人”2021“最
美应急先锋”宣传推介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省应急管理厅、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
共同举办，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
广泛宣传推介全省应急管理、安
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中
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树立一批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新时代应急人模
范榜样，进一步加大社会各界对
应急管理工作的支持力度，激励
广大奋战在应急管理、安全生
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岗位上的工
作者主动担责担难担险，为新时
代河南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建设及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贡献力量。

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各地应
急管理部门、省直各有关单位高
度重视，积极向组委会报送推荐
人选。推荐阶段结束后，组委会
办公室共收到符合条件的推荐材
料74份，其中个人材料47份、
集体材料 27 份。组委会本着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经过初评，最终确定了30位候
选人和6个候选集体。

候选人和候选集体名单及事
迹可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
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踊跃宣传
点赞，选出您心目中的“出彩河
南人”2021“最美应急先锋”。

宣传点赞时间为：5月31日
8时~6月4日8时

“出彩河南人”2021“最美应急先锋”
候选人及候选集体产生

在漯河，一粒小麦从郾城区
16万亩高标准优质专用小麦生产
基地“第一车间”出发，足不出
户，来到雪健面业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变身为面粉、面条；

它在园区里拐个弯儿，来到
漯河联泰食品有限公司，经过精
深加工成为一包包虾条；

它变身淀粉，为隔壁邻居双
汇集团的肉制品加工提供重要原
料；

借力电子商务产业园，这些
食品走向千家万户。

漯河是中国食品名城，童年
记忆中的双汇火腿肠、卫龙辣
条、南街村方便面都产自这里。
去年，漯河市食品产业营业收入

达2000亿元，是真正的航母级产
业。

在这背后，作为粮食主产
区，2020 年漯河粮食总产量
190.7万吨，单产、总产均创历史
新高。养殖业方面，规模养殖比
例超过90％，生猪产能恢复至常
年水平的95％。

在漯河，不仅能完成粮去
壳、菜去帮、果去皮、猪变肉的
产地初加工，粮变粉、肉变肠、
菜变肴、果变汁的食品深加工和
制造也已十分成熟。农产品加工
业是河南万亿食品产业集群的重
要支撑，2020年农产品加工业产
值与农业总产值比为4.5∶1。

“三链同构”是漯河的制胜法

宝。
2019年，漯河出台了《关于

坚持“三链同构”着力打造完善
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的工作
部署》，把“三链同构”细化为
47项具体工作，形成了有目标、
可操作、能落地、可考核的路线
图、任务书、责任状。

以双汇为例。
尽管双汇以屠宰和肉类深加

工为核心，但在美味摆上餐桌之
前的所有环节，现在全部可以在
漯河区域内完成。

目前，在漯河双汇第一、第
二工业园区内，向上游有饲料
业和养猪业、养鸡业，向下游
有包装材料、调味料、冷链物

流、连锁商业、国际贸易，形
成了主业突出、行业配套完善
的产业群。

像双汇这样产业链条长而完
整的大体量名企业，在漯河不在
少数。产业链上缺什么，政府就
招什么，补齐短板。

这只是第一步。
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是漯

河打造农业全产业链的关键之
一。漯河引导区域内联合体抱团

发展，各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协
同作战，共享公共资源，互为稳
定的供应链。

政策的稳定性吸引了喜盈盈
集团来漯河投资建厂，漯河联
泰食品应运而生，主要生产膨
化系列食品。“我们来到漯河
后，陆续吸引了很多配套企业
来这里建厂，比如食品包装企
业，我们给他们提供稳定的订
单，（下转02版）

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漯河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