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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 丹） 9月10日是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当天，市委书记
刘尚进带队深入社区、交通卡点、集中
隔离点等，察看疫情防控工作和值班值
守情况，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向坚守岗
位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吕娜参加。

刘尚进首先到海河社区金建花园小
区，一边察看小区智能门禁系统运行情
况，一边与社区负责人、小区网格管理
员、居民深入交流。刘尚进对小区智能
门禁设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表示称赞，指出要把居民小区智能门禁
系统改造与疫情防控、更高水平文明城
市创建结合起来，由三大电信运营商、
物业公司、街道办事处、政务大数据部
门等共同参与研发和管理，并在全市逐
步推广使用，用更优化的“电子哨兵”
和分包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安保
人员一起，形成“技防+人防”“高科技+
大脚板”的社区防疫模式，发挥好以网
格长、志愿者、突击队为代表的基层党
组织优势，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刘尚进先后察看了京港澳高速漯河
站、高铁漯河西站疫情防控检测点，详
细了解假期各卡点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仔细询问入漯报备、卡点管控调度、值
班人员配备、车辆人员排查登记、核酸
检测、隔离转运、防疫宣传等情况。刘
尚进指出，中秋佳节是万家团圆的时
刻。要树牢“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
识，努力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
众的“安全指数”“幸福指数”。各交通
卡点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关口和关键环
节。交通、公安、医疗等相关部门要协
同配合，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工作流
程，补短板、堵漏洞、提质效，强化卡
点“技防+人防”双重保障，严防失控

漏管。要严格落实各方责任，时刻绷紧
思想之弦，织密扎牢外防输入疫情防控
网，提升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做
到管控既严格又高效、既有力度又有温
度，坚决守住不出事的底线。

在经开区方舱集中隔离点，刘尚进察
看储备隔离点准备、人员物资配备情

况，指出要高标准、规范化推进集中隔
离点建设和改造，坚持“即期解决需
求、未来功能融合”的原则，不断完善
相关配套设施，确保集中隔离点安全达
标、配置规范、随时可用、管控到位、
运行有序。

当天，刘尚进还到市委值班室、市政

府值班室、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检查
假期值班值守工作，向奋战在一线的工
作人员致以亲切的问候，强调要严格落
实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值班人员24小时
坚守岗位要求，确保有紧急情况能够第
一时间掌握处置，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
社会环境。

坚决筑牢疫情防线 营造安全有序节日环境
刘尚进调研假期疫情防控工作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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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 丹）近日，省农
业农村厅下发《关于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贴结算进度的通报》，我市2022年农机
购置补贴兑付进度位居全省第一。2020
年以来，我市该项工作连续3年全省排名
第一。

近年来，我市持续提升农机装备研
发应用水平，认真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不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稳步推进
智能农机终端平台建设，成功创建了全
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市，
成为河南省首批整建制率先基本实现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示范市。
2022年，我市积极争取农业农村部

在河南省实施的精准农业应用项目，实
现河南省后装农机远程运维终端补助
（试点） 项目、河南省智能农机作业补
贴（试点）项目落地漯河，同时配套建
设“河南农机云”平台。这些项目落地
实施，进一步提高了我市农机信息化、
智能化应用水平。目前，我市正稳步推
进智能农机终端设备安装工作。截至9
月7日，我市已安装智能农机终端设备
883台。

我市农机购置补贴兑付进度
连续3年全省第一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通讯员 胡晶
晶）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省委“两个确保”

“十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省委书记楼阳生
莅漯调研“六个结合”要求，围绕建设现代
化食品名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
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生态，实现食品产
业优势再造、换道领跑。

围绕预制菜，找寻传统食品产业突破
口。支持双汇发挥肉制品全产业链“链主”
优势，全面切入万亿预制菜行业，开发中华
菜肴进家庭、上餐桌系列产品，加快建设占
地面积1175亩、总投资100亿元的双汇第三
工业园。依托省食品加工、生物发酵与植物
提取中试基地，联合中科院、江南大学、预
制菜和中央厨房专业委员会等共建协同研发
平台，打造原料和菜谱大数据库，开发新一
代食品加工与贮存技术，推进预制菜形态品
类、功能药膳、原料筛选与培育等系统性研
究。打通以双汇为骨干的食品全产业链条，
推动与牧原、正大、中粮等供应商建立“最
惠价直采保供”机制，推行供需、产销、终
端和定向推介等合作模式，实现豫材农食产
品互联互通。围绕个性化定制、大规模生
产、小包装批售，主导制定预制菜行业标
准，推动生产、风味、品质标准化，加快抢
占速食产品、半成品菜等细分领域市场份
额，力争全年销售规模超2万吨。推动预制
菜产品研发、综合调度、仓储服务3个中心
和中央厨房、中华菜肴等16个生产型项目落
地投产，加快铁路专用线等4个配套项目建
设。配套建设占地面积1000亩的供应链产业
园，围绕预制菜优质原料供应和需求，实行

“双汇+种植+养殖”模式，探索“龙头企业
带动、配套企业互动、产业集群联动、服务
部门推动”发展模式，打造百亿级食品产业
集群。

围绕科创园，找寻食品科技创新突破
口。依托中原食品实验室和省食品加工中
试基地，建设省食品科创园，构建“实验
室+研究生院+孵化器+中试基地+产业园
区”全链条科研转化体系。聘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任发政担任实验室主任，领衔建设
协同创新、产教融合等6大板块。依托中
国农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5所高校建
设方便食品和产业战略、粮油加工和未来
食品、肉品和中央厨房、中试装备研究等
5个研发基地及 3个研究生“千人实训基
地”，围绕未来食品制造、食品 3D打印、
智慧食品加工“5G+VR”技术研究等 11
个方面发布课题研究方向。目前，已入驻
科研团队 16个，集聚科研人员 300多名。
成立中原食品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整合
多方资源，瞄准企业难点、痛点，坚持先
孵化再转让原则，力争培育若干个“专精
特新”企业和上市公司。鼓励、吸引市内
企业参与实验室建设，金大地框架协议已
签订，拟投入1.5亿元；双汇正在讨论参与
路径。投资3000多万元，开展省食品加工中试基地改造提升行
动，理顺运营管理机制和中试成果产出利益分配机制。升级改造
原有10条生产线，新增中试生产线6条，建设5G超高清视频场
景，面向全省食品企业发布服务清单。引进功能食品、健康食
品、特医食品等8个研发团队，开展关键和共性技术攻关。目
前，提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357次，中试服务产品走向市场294
个，直接增加企业销售收入113.5亿元。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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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战略 漯河实践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9月 10日，
临颍县“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项目现
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
的施工景象。丰收节广场、高效设施农业
产业集群温室大棚、花世界温室、食尚里
街区、食品文化体验馆等板块建设正有序
推进。

近年来，我市坚持“三链同构、农食
融合”，深入推进“六个打通”，致力打造
完善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加快建设
现代化食品名城，走出了一条农业结构调
优、产品提质、农民增收、乡村秀美的良
性循环之路。“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项
目是省重点项目，也是我市展示“三链同
构、农食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果
的重点工程，还是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河南主会场。

“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项目占地面
积600亩，总投资5.7亿元。我市按照5A

级景区规划，以都市农业休闲创意为特
色，以绿色环保为核心，不断整合国内外
创新技术、装备等现代农业科技资源，围
绕“三产融合”和“三链同构”，致力将
其打造成科技示范、休闲观光、研学教
育、生产加工一体化高效农业示范园。

“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
为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画卷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

（下转02版）

“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项目总体工程进入收官阶段

右图 “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项目
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9月12日，郾城区商桥镇沟张村农民趁天抢时收获玉米。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营造高效政务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中秋假期

我市景区接待游客73.15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