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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小敏） 9月 6日，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秋季开学，
我市城区20所新建和改扩建学校全部投入
使用，实现了招生。

新建学校
名校带动 提升办学水平

西城区丹江路学校是一所新建学校。
市民李女士的儿子就是这所新学校的受益
者。李女士的儿子小学时就读于漯河小
学，一家人居住在漯河小学附近。两年
前，李女士在漯河西站附近购置了新房并
搬去居住，此后孩子到哪儿上中学成了一
家人操心的事。正当她焦虑时，新建成的
西城区丹江路学校开始招生，解了附近居

民的燃眉之急。李女士说：“新学校是九
年一贯制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教师
是从全市各个名校遴选出来的，管理经验
和教学经验丰富。孩子在这里上课，我们
很放心！”

李女士的话也代表了附近不少居民的
心声。据悉，西城区丹江路学校建成前，
西城区城区只有一所公办学校——漯河市
实验小学西城分校。随着经济的发展，农
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加速。为了满足适龄儿
童的入学需求，2019年，我市启动规划建
设西城区丹江路学校项目。项目于2019
年1月立项，2020年3月开始建设；2020
年9月，小学部一年级开始招生；2021年
9月，一年级至七年级招生。目前，小学
部有22个教学班、中学部有4个教学班，

有教师83名。
据了解，我市新建学校均推行“强

校+新建校”的集团化办学模式，从名校
遴选教学和管理师资力量，与名校联合
办学。各新建学校新招聘教师通过到名
校任教或接受培训等，提升教学和管理
水平。如：西城区丹江路学校小学部就
与漯河小学形成教育集团，初中部与市
三中形成教育集团，通过集团内教师交
流、统筹课程规划等方式，提升办学水
平。

改扩建学校
整合资源 促进均衡发展

舞阳县第四实验小学是由原舞阳三高

于2019年改建而成，主要是为了解决大
班额问题。

在市区交通路南头，源汇区交通路小
学也迎来新生。源汇区交通路小学前身为
大荆庄小学，因原校舍建设年代久远，加
上师资力量薄弱，存在着生源不足的问
题。但是，在距该校1公里左右的许慎小
学等学校，则面临着大班额严重问题。为
解决大班额问题，2019年我市启动了交
通路小学改扩建项目，总投资 3800 万
元，新建的教学楼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
米，包括34间标准教室、10间辅助教学
用房，可容纳1620名学生。学校建成后
挂牌许慎小学南校区，与许慎小学校本
部同属许慎小学，一个法人，一套班
子，实现资源共享。（下转02版）

让学生有学上上好学
全市城区20所新建和改扩建学校投入使用

“政府牵线搭桥，破解企业在发展
中遇到的资金、用地、用工等问题，激
发企业发展活力，助推‘万人助万企’
活动走深走实，为临颍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近日，临颍县召开
2021年“万人助万企”银企合作洽谈
会，通报了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中
有贷款需求的企业融资难情况，并提出
了解决融资难题的建议。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临
颍县在持续扩大问题收集覆盖面、提升
准确率的基础上，抓住问题交办这一环
节，积极建立企业、包企干部、承办部
门三方问题认领、协办工作机制。共性
问题由该县“万人助万企”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牵头，企业、包企干部、承办
单位共同协商，制订解决方案，真正把
解决问题、提高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
干部作风和能力的试金石。

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临颍县不断
优化金融服务，引导银行业各金融机构
主动与企业对接，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针对企业融资问题提出建议。不断创新
推出信贷产品，针对企业缺少抵押物、

无担保，且急需资金周转的现状，银行
业各金融机构根据企业特点和信贷需
求，积极创新服务方式，调整信贷结
构，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不断扩大
信贷覆盖面，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工具
的“滴灌”作用，鼓励银行业各金融机
构加大对“万人助万企”重点企业的资
金支持力度，持续提升信用贷和无还本
续贷的投放比重。对不符合信贷条件的

企业，帮助其培育信用，促其符合贷款
条件，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目前，全县
银行业各金融机构与有融资需求的58
家企业对接完毕，为“万人助万企”重
点企业发放贷款9笔共5500万元，有
力支持了企业生产经营。

解决企业用地匮乏问题。深入开
展产业集聚区“百园增效”行动，推
行政府依法回购拍卖企业闲置土地、

督促企业限期新上项目、政企合作建
设标准化厂房对外出租、招引企业与
现有企业合资建厂四种模式，累计盘

活低效用地 800多亩，为产业集聚区
实现集约高效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政府依法回购拍卖企业闲置土地方
面，委托县城投公司整体收购占地约
200亩的闽商工业园，转让用于建泰科
技年产1.4亿套手机配件项目建设，项
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成为中部地区最
大的生产基地。在督促企业限期新上
项目方面，（下转03版）

临颍县 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 （记者 谢晓
龙） 9月6日上午，市委市
政府第九次重点工作周交
办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上级有关会
议、领导批示要求，通报
上周交办事项推进情况，
对本周重点工作任务进行
清单式交办。市长秦保强
主持并讲话。

秦保强指出，近期我
市工作头绪多、任务重、
难度大，在全市上下的共
同努力下，我们取得了重
要阶段性成果。下一步，
要坚持结果导向，敢于攻
坚，勇于担当，全力以赴
做好各项工作。一要强化
工作落实。各县区各部门
要用好周交办月讲评工作
机制，围绕防疫防汛、经
济运行、“三个一批”和

“万人助万企”活动、现
代化食品名城建设、更高
水平文明城市创建、科技
创新、问题楼盘化解、农
信社改革发展等重点工
作 ， 及 时 开 展 “ 回 头
看”，明确专班推动落
实，确保工作落实效率和
质量。二要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疫情防控第六次专题会
议精神，毫不松懈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要严守校
园防线，认真准备、严密
组织分期分批开学工作，
坚决堵住任何可能出现的
漏洞，确保“平安开学、
开学平安”。要加快疫苗
接种进度，划小网格，压
实责任，确保应接尽接。
要落实常态化管控措施，
及时从外地教训中找原
因、早提醒、强预防，扎
紧扎牢“四个口袋”。三
要强化经济运行调度。紧
盯主要经济指标支撑，加
快补齐实体工作短板，冲
刺三季度，奋战四季度，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四要加快推进研发投
入。各县区各部门要按照
全市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
年度计划，坚持持续增加投入、争取政策支持、规范统计口径、调
动企业积极性“四策并举”，常态化、多渠道加大全社会研发投
入，为我市打造创新型城市提供有力支撑。五要做好全国文明城市
复查测评准备。要科学调配力量，对照标准再排查，做好点位打造
提升、硬件修复完善、环境秩序整治、动态问题解决等工作，确保
我市顺利通过测评。六要做好项目谋划。各县区各部门要按照市委

“五个围绕”“十个依托”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全方位争
取上级支持。要把以商招商纳入全市新一轮招商大局，有针对性地
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立足发展现状，抢抓政策机遇，深入实
施重点企业产能扩张、倍增提速，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七要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以新安全生产法为指导，抓好企业安全生
产，深入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统筹做好防疫防汛
和省市党代会召开、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开学安全保障、信访稳
定、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等工作。要针对今年我市多轮长时降雨形成
的积水点等短板弱项，以工程性措施强化外围河道疏浚，不断完善
城市防汛防洪设施，持续推进城市防汛“夏病冬治”，坚决守住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李建涛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上
级有关会议、领导批示要求。市领导高喜东、周新鹤、吕娜、常英
敏、栗社臣、周剑等结合职责分工对上周交办事项推进情况进行点
评，对做好开学准备、疫苗接种和常态化疫情防控、经济运行、项
目建设、企业帮扶、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安全生产、河道防汛、
信访稳定、问题楼盘化解、党代会召开、基层党建、全国文明城市
复查测评、停车秩序整治提升等事项列出清单，向相关县区、单位
进行交办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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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上图：酒醅发酵池。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涅槃重生后的富平春，华丽变身贾

湖，重新赢得了消费者的厚爱，让人觉
得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再次相遇，仍
是那么亲切和自然。

如今，富平春喝了不上头，也不口
渴；贾湖的高端酒也让漯河人拿得出
手，用以招待贵宾了；“中原味道”系列
酒，将中原文化特色元素融入产品包
装，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

“十年磨一剑。”这些变化的背后，
是贾湖人传承经典、守正创新、加大科
研力度、提升品质的心血结晶。

第一章
升级品质 让贾湖酒更好喝

2013年12月，河南大地集团全资重

组富平春，将其更名为贾湖酒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贾湖酒业集团），投资
7.5亿元对企业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

“在当时全国白酒行业普遍进入严冬
期、发展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这一举动
被认为是逆势而为。”谈起当年的大胆决
策，贾湖酒业集团董事长张彪说，酒已
经有九千年的历史了，绝不会消失。市
场低迷，说明行业正处于调整期；企业生
存艰难，说明产品不对市场销路。企业只
要专注主业，激发内生动力，从练内功开
始，为消费者提供质量过硬的产品，为消
费者提供喜欢的产品，变“逆势”为“蓄
势”，就有化茧成蝶的机会。

贾湖酒业集团迎来了这样的机会。
2017年9月19日，省政府发布《河

南省酒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 （2017—
2020年）》，提出实现豫酒振兴的宏伟
目标。

2017年10月23日，河南省委、省
政府振兴豫酒暨白酒升级会议刚刚结束，
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豫
酒振兴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到舞阳实地察
看贾湖酒业集团的生产经营情况，对河南
大地集团接手贾湖酒业之后用心做事、专
心做酒，斥巨资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
调整，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致力于
打造贾湖文化等做法大加赞赏。

市委市政府对贾湖酒业集团的发展
也高度重视，出台了《关于促进全市白
酒业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对白酒企业
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舞阳县成立了以
县长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为
成员的白酒业发展领导小组，出台具体
政策，从文化、科技、营销、人才等方
面进行全方位扶持，并在贾湖酒业集团
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力支持企业发
展，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障。
“对贾湖酒业集团来说，2017年是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
除了成功举办第一届国际文化节、筹建
贾湖田园综合体形式的原料生产基地
外，最重要的是搭上了豫酒振兴这趟班
车。”贾湖酒业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孙
耀州说。

机遇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贾湖
酒业集团抓住机遇，进一步提出了依靠
创新驱动、深挖贾湖文化价值、加大人
才储备力度、夯实市场基础、勇担社会
责任的战略决策。

初秋时节，走在贾湖酒业厂区，徽派
建筑错落有致，亭台楼阁相映成趣，小桥
流水点缀其中，香樟树根深叶茂。贾湖酒
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高级酿酒
师王永亮告诉记者：“厂区的绿化没有走
一般工厂的绿化设计路径，（下转02版）

守正创新，匠心酿美酒
——走进贾湖酒业系列报道（二）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习近平向第32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向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暨 2021 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致贺信

详见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