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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

重要讲话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

讲话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详见04版

03 综合新闻

05 民生·社会

本报讯（记者 刘 丹）伴随
着低沉的轰鸣声，一架架满载赤
眼蜂颗粒球的植保无人机腾空而
起，在玉米田上空来回穿梭，将
一粒粒赤眼蜂颗粒球洒进田间。7
月26日，河南省秋作物重大病虫
害防控工作现场会在我市召开，
与会人员走进郾城区16万亩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现场观摩了无人
机投放赤眼蜂防治玉米害虫的统

防统治。
盛夏的漯河，气温高、湿度

大。站在田间放眼望去，成片
的玉米高挑挺拔，长势喜人。
然而，这样的温湿条件，极易
滋生玉米螟、草地贪夜蛾等病
虫。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
农技推广研究员胥付生介绍，
投放赤眼蜂是一种“以虫治
虫”的绿色防控方式，具有杀

虫目标明确，不污染环境，不
伤害天敌，无残留、低成本等
优点，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显
著。无人机投放赤眼蜂颗粒球
的方法简单、作业效率高，对
玉米虫害生物防治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

“绿色防控包括‘以虫治
虫’，灯光诱虫，使用监测设
施，选用抗病品种，使用低毒、
低残留、高效的农药等方式，可
以减少农药对人、农作物、环境
的污染。”河南省植保站防治科
科长、推广研究员彭红说，漯
河市在病虫害防治特别是绿色
防控示范区建设方面成效显

著，希望通过本次现场会，把漯
河的好经验、好做法在全省宣传
推广。

市植保植检站站长薛伟伟介
绍，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预
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工作方
针，坚持“公共植保、绿色植
保”理念，不断提升植保能力，
积极推广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技术，建立健
全应急防控体制，为农业生产安
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
安全打下了良好基础。

目前，我市在26个农技推广
区域站建成了农业物联网监测系
统，实现了对主要农作物病情、

虫情、墒情、苗情等实时远程监
测和数据统计分析，提高了重大
病虫害科学指导防控能力；拥有
89个植保服务组织，在重大病虫
防控尤其是小麦条锈病和小麦赤
霉病防控上实现了统防统治全覆
盖；建立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
示范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大力普及绿色防控技术。上
半年，全市绿色防控面积153.7
万 亩 ， 绿 色 防 控 覆 盖 率 达
64.78%，为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6月，郾
城区16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被
省植保站确定为省级玉米绿色防
控示范区。

积极推广绿色防控 助力粮食生产安全

本报讯（见习记者 高雪茵）
“优势再造战略指挥部紧紧围绕省
委提出的‘十大战略’目标任
务，以实体工作清单为抓手，扎
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取得了阶
段性实质性成果，周漯平高速和
许信高速 （漯河段） 开工建设，
双汇第三工业园和南街村现代食
品产业园项目快速推进……”在
日前召开的市委专题会议上，“十
大战略”之优势再造战略指挥部
深入总结工作进展成效，研究谋
划下步重点工作。

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任务清
单。深入落实市委“指挥部＋工
作专班”部署要求，构建“一办
六专班”运行架构，建立成员单
位协调联络及专班人员实体化运
行机制，强化沟通交流，提升工
作效率。围绕完善食品产业生
态、打造现代化立体交通枢纽体
系、加快物流业提档升级、强化

项目支撑4个方面谋划12项重点
工作，制订工作台账，细化任务
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和进度要
求，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各项工
作。

优存量添增量，完善食品产
业生态。实施“倍增工程”提速
行动，优先将35家“倍增工程”
企业纳入省“四保”企业白名
单，保障骨干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上半年，全市35家“倍增工
程”企业实现产值 259.2 亿元，
同比增长18%。建立多部门联动
工作机制，深入研究相关政策，
共同谋划解决问题，有序做好项
目用地等前期手续办理及基础设
施建设。目前，南街村现代食品
产业园项目北片区总投资30亿元
的4个项目，已有3栋生产车间
12条方便面生产线、胶印包装车
间和彩印项目投产，新谋划的食
品产业项目有序推进，着力构建

更加完善丰满的食品产业生态。
紧抓项目建设，打造立体交

通枢纽体系。加强对上沟通衔
接，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工
作，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平漯周高铁项目用地预审手续已
批复，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已下发，项目建设进入实
质性推进阶段。成功开行漯河一
北部湾港一泰国（林查班）陆海
新通道国际班列，为漯河加快发
展注入新动力。成立项目建设工
作专班，加强服务保障，研究破
解土源供应、土地组卷等问题。5
月20日，许信高速（漯河段）沙

河大桥合龙，比设计工期提前2
个月。

围绕“流量”变“留量”，发
挥物流支撑新优势。以提高物流
业增加值和税收贡献为目标，研
究制订《漯河市促进物流业提质
增效专项行动方案》，着力实施培
大育强、招大引强、集群培育、
创新引领和品牌打造5大行动，
在优势再造的同时为经济增长提
供新支撑。目前，全市共有国家
A级物流企业28家，占全省国家
A级物流企业总数的12.6%，全
省入围中国冷链自有运力50强的
3家企业均在我市，冷链物流产

业规模竞争优势日益凸显。围绕
打造车源、货源、资源共享的全
国性物流交易开放合作平台，指
导双汇物流积极开展第四方冷链
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目
前双汇物流车货匹配系统（网络
货运平台） 具有车货自动匹配、
在线竞价、智能调度等功能。

下一步，优势再造战略指挥
部将深入贯彻省委、市委“十大
战略”工作部署，锚定目标、真
抓实干，提升能力、锤炼作风，
持续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地
落细，推动漯河经济提质增效升
级。

大力实施优势再造战略
推动漯河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十大战略 漯河实践

■本报记者 李国华 张玲玲
留住乡愁记忆的民宿小院、

艺术家入住的百年老屋、开展亲
子研学的文创庄园……盛夏七
月，记者走进临颍县瓦店镇大李
村，感受到整个村庄散发着浓浓
的文艺气息。

大李村北临344国道，京港
澳高速穿村而过，辖大李村和项
庄村两个自然村，1653人，耕
地面积2340亩。近年来，大李
村根据本村实际情况，谋划特色
发展之路，以“民宿改造”为基
础，以“乡愁文化”为灵魂，以

“文旅+康养+研学”为主线，走
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也
让大李村从一个普通的中原小村
成为如今的网红打卡村。

环境整治让小村美起来

走进大李村，映入眼帘的是
一幅幅3D立体艺术墙绘、一条
条整洁的道路、一棵棵郁郁葱葱

的绿化树、一朵朵竞相开放的紫
薇花……漫步村中，仿佛置身于
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之中。

在村东头，占地十多亩的池
塘四周围着古色古香的护栏，微
风拂过，水面微波荡漾，岸边垂
柳依依，别有一番景象。在池塘
北侧的街头游园里，建有长廊、
凉亭，设置有健身器材，村民有
的在聊天、有的在健身，一派其
乐融融的景象。

在村民眼中，这里是他们的
“后花园”。“以前，这儿是个污
水坑，里面垃圾成堆，一到夏天
蚊虫乱飞不说，还散发着一股臭
味，脏得不得了。”提及村里的
变化，村民宋金花的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现在感觉跟住在城里
一样，每天早晨起床先围着池塘
转一圈，在游园锻炼身体，心情
别提有多好了。周边村的人都眼
气我们，没事就来我们这儿休闲
玩耍。”

（下转02版）

留住乡愁记忆 扮靓美丽乡村

图为大李村的欧月小巷。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8
月5日，市长秦保强主持召开
市 疫 情 防 控 指 挥 部 调 度 会
议，传达学习全省疫情防控工
作会议精神，听取全市疫情防
控工作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
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
贾宏宇、李思杰、王克俊等参
加。

秦保强强调，要全面落实
全省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
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坚持“从
严是主基调、防住是硬道理”，
做到一仗接着一仗打、打一仗
进一步，确保防控措施百分
百落实、问题隐患百分百消
除，坚决筑牢疫情防线。要全
面对照省疫情防控方案 3.0
版，根据疫情形势变化，不断
更新完善我市疫情防控“十项
重点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实

战应急演练，及时查漏补缺，
确保各项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要全面查找问题补齐短
板。坚持问题导向，盯死看牢
各类卡口，精准管控重点人
员，严格落实系统报备闭环机
制和场所码应扫必扫要求，做
到全员核酸检测三天一轮、重
点人员不漏一人。要全面压实
责任织密防线。落实“四方责
任”，加强防疫知识宣传，加
大疫苗接种力度，严格管理聚
集性活动，做到有力度、有温
度。要全面提高标准快速应
急。以案例当教材，严格按照

“黄金8小时”规范流程，坚持
常态常备，强化要素保障，做
到指挥体系平急转换、工作机
制高效运转，确保精准管控到
位，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秦保强主持召开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调度会议
贾宏宇李思杰王克俊等参加

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8
月5日上午，中央文明办在山
东省曲阜市现场发布2022年第
二季度“中国好人榜”，我市胡
军娜上榜。

44 岁的胡军娜是源汇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渔业科技推
广员、农业推广硕士、高级
水产师。她从事淡水渔业技
术推广工作24年来，坚持深
入基层，进村入户为养殖户
开展技术指导、提供信息服
务 ， 扎 实 推进科技帮扶活
动。她长期坚守养殖基地，
每年下乡300天以上，组织各
类技术培训500多场次，培训
新型乡土渔业实用人才300余
人，服务养殖户 1100 多户，
创造经济效益 14.5 亿元，为
全市渔业发展、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建设及区域生态文

明建设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

胡军娜主持编写了渔业养
殖专著5部，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6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9
项，先后获得河南省农牧渔业
丰收合作一等奖、范蠡科学技
术二等奖，参与河南重大科技
攻关项目2项。

胡军娜先后获得漯河市科
技兴农先进个人、漯河市科技
扶贫工作先进个人、河南省优
秀专家、河南农业科技工作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20 年
11月被农业农村部表彰为全国
第二届“最美渔技员”，2021
年 12月被农业农村部表彰为

“中国渔政亮剑2021”系列专
项执法行动成绩突出个人，
2022 年 2 月荣登 2021 年度

“河南好人榜”。

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好
人榜”发布

我市胡军娜上榜

02 要 闻

文化惠民助力“五星”创建

赵亚柯：自强不息 逐梦前行

我市粮食执法监管体系实现市县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