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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战略 漯河实践

■本报记者 刘 丹
今 年 ， 我 市 夏 粮 总 产

113.73万吨、平均单产514.43
公 斤 ， 其 中 一 级 麦 占 比
95.49%，均创历史新高，优质
小麦种植面积122.56万亩；全
市高标准农田 22万亩建设任
务 ， 目 前 总 体 进 度 已 完 成
87%，资金拨付进度达 61%，
均居全省第一；高标准农田设
施三级网格化管理和“一长三
员”管护经验在全省推广……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国
家粮食生产核心区，近年来，
我市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
快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持续打好粮食生产
这张王牌，为粮食安全及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有力支
撑。

“目前土壤墒情总体较好，
有利于玉米灌浆和大豆鼓粒。
不出意外，今年秋粮丰收不成
问题。”近日，在舞阳县姜店乡
牛庄村，看着即将迎来收获的
庄稼，种粮大户周新良脸上的
笑意更浓了。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我市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坚持一手稳面积，一

手抓产量，把面积和产量分解
到县区，全面遏制耕地“非农
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确

保粮食种植面积只增不减。不
折不扣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
策，2020年以来我市累计向农

民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7.48
亿元、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
贴 1.32 亿元、农机购置补贴
1.23 亿元，不断调动地方抓
粮、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全市
粮食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10
万亩以上，近三年种粮面积平
均每年增加2万亩以上。2019
年~2021年，全市粮食单产一
直稳定在450公斤以上，连年
位居全省前三。

保障粮食安全，高标准农
田建设是关键。我市严格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坚持“建设标准化、装备现代
化、应用智能化、经营规模
化、管理规范化”标准，全面
开展农田水利设施排查整改，
积极探索长效管护机制，持续
开展大规模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把更多的“望天田”变成

“高产田”。截至2021年年底，
全市已累计投资22.76亿元，建
成高标准农田201.2万亩，占耕
地总面积的74%。农业信息化
广泛应用，建成了26个农技推
广区域站物联网监测系统、（下
转02版）

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今年以来，我们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重
点，攻克难点，以‘三个一批’
活动添增量、‘万人助万企’活
动扩存量，狠抓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工业经济发展红红火火，
经济社会发展月月有变化、季季
有成效，奋力实现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9月
13日，舞阳县委书记王彦民介绍
说。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舞阳

县五项主要经济指标综合排序位
居全市前列。其中，生产总值达
到118.2亿元，增长4.5%，增速
全市第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7.5%，增速全市第一；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11.2%，其中工业
投资增长44%，增速全市第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3%，
增速全市第二。特别是金大地集
团产销两旺，实现税收 8.87 亿
元，是去年同期的11倍；全县纳
入监测的25家工业企业全口径税

收比上年增加 7.56 亿元，增长
5.7倍。

面对疫情的多轮冲击，舞阳
县始终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各乡镇、各部门严格执行

“五包一”防控机制和拉警戒
线、上门核酸采样、健康监测日
报告、中药汤剂干预等七项措
施，实现人车物的有效管理，为
全县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争得了时
间，赢得了先机。

为扎实推进项目建设，舞

阳县严格落实项目推进各项要
求，创新推行周三现场办公日
制度，“三个一批”活动开展以
来，共签约先进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类项目16个，总投
资 88.9 亿元；开工项目 63 个，
总投资468.9亿元；投产项目18
个，总投资 88亿元。37个省、
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73.9 亿
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87.6%。
威森生物原料药、豫博化工原
料药等项目已建成投产，金大

地联碱绿色转型产业园、大健
康食品产业园首开区项目开工
建设，全县项目建设呈现出红
红火火、大干快上的良好态
势。金大地联碱绿色转型产业
园项目，1 个月完成了土地征
收，3个月实现了开工建设，跑
出了项目建设“舞阳速度”，成
为全市第一个开工的百亿级重
大项目、第一个开工的百亿级
创新型示范园区。

（下转02版）

添增量扩存量

舞阳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本报讯 （记者 齐国霞）

低息贷款、专业担保、免担保
费……近日，市交通运输局组
织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各县
区交通运输局，中国人民银行
漯河市中心支行携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漯河分行等6家商业银
行共同召开漯河市交通物流行
业“运通贷”专题银企对接工
作会，5个县区、示范区交通
物 流 业 “ 两 企 两 个 ” 群 体
（“两企”指道路货物运输企
业和物流配送企业、“两个”

指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个体工商
户和个体货车司机） 18名代表
参加。

对接工作会上，银行工作人
员介绍了“运通贷”申请流程，
与企业面对面开展交流。

近两年，交通物流业发展面
临严峻形势。今年5月以来，国
家出台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政
策，我省配套出台开展交通运输

“运通贷”业务等金融政策，为
交通物流业纾困解难，支持交通
物流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蒿中刚）
“组建、重组市属投融资平台，
推进市直有关部门机构职能改革
深化、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开
发区体制改革……”日前，记者
从“十大战略”之全面深化改革
战略指挥部获悉，该指挥部健全
完善机制，强化责任措施，各项
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取得阶段性
进展。

健全抓落实制度机制。组建
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事业单位
重塑性改革等四个工作专班，出
台 《漯河市全面深化改革战略
2022年工作方案》，对重点任务
进行台账化管理、项目化落实、
清单式交办、夺标式推进，做到
有责任、有进度、见实效。聚焦
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事
业单位重塑性改革、党政机构改
革“后半篇”文章等，针对改革
推进中存在的体制性制度性障
碍，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深入县区、功能区和市直有关部
门实地调研，研究会商、对接沟
通，掌握第一手资料，对标对表
推进工作。牢固树立“一盘棋”
思想，四个专班配合联动、积极
推动，对上争取政策支持，对下
及时指导督办。

抓好重大项目重点工作。推
进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在全省
率先出台《漯河市开发区领导班
子任期制管理实施方案 （试
行）》，按时完成阶段性工作任
务；目前，每个县区、功能区均
有一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全市开
发区运营公司共九个，各开发区
管委会均设置了行政审批机构，
实行“标准地+承诺制”改革。
组建、重组市属投融资平台，拟
定了《漯河市支持市属国有投资
公司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关
于明确市属投资公司发展目标、
经营领域和资源整合范围等有关
问题的通知》。各公司完成组建
后，积极清查梳理拟划转资产，
谋划投资项目。有条不紊推进市
直有关部门机构职能改革深化和
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组建了事
业单位重塑性改革专项工作专
班，成立了市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五个专项工
作组的职责分工、政策口径。

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指挥部将继续统筹谋划推进，对标
对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2022年工作方案和重大项目、重点工作，压
实主体责任，紧扣时间节点，及时跟进督导，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
务。同时，注重培育亮点。加强对重要改革事项研究，鼓励各县区
各部门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大胆创新，注重发现培育改革亮
点，总结改革典型经验做法，争创省级以上改革试点，打造一批具
有漯河特色、各方认可的改革品牌。

我市启动“运通贷”
为交通物流行业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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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孙 震
通讯员 凌仕东） 9月 13日，
记者从市农民丰收节工作专班
获悉，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河南省主会场庆典活动筹备
工作启动以来，我市严格按照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 2022 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工作的通
知要求，拉高标杆、提升标
准，快马加鞭推进各项筹备工
作。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作为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河南省主会场，“食尚年华”
田园综合体项目占地 600 余
亩，汇集了按照世界领先设施

标准建设的设施农业集群、以
5G物联网打造的智慧农业种
植区、以前店后坊形式展示一
二三产融合的主题农庄街区、

“一年四季有花开、一年四季
花不同”的温室花世界、以二
十四节气为主题的特色大田、
婚庆广场、萌宠乐园、无动力
乐园、滨水民宿、辣椒种植展
示区域、共享农场、农场盲盒
等。目前园区建设加速推进，
每天近千人昼夜施工。

其中，农业智慧温室板
块占地 177 亩，建设单体高
标准玻璃温室 8.5 万平方米，
是目前中原地区面积最大、
设施领先、生产管理最先进
的现代农业生产基地。花漾

年华农旅板块占地 234 亩，
1.2 万平方米玻璃温室花世界
项目内部花径、小品、绿化
工作已完成，农庄街区正在
内部装修，食品文化体验馆
正在加速布展。智慧农业种
植板块包含 100 亩 5G智慧农
业示范区、89 亩以二十四节
气为核心的思嘉田园，其中
辣椒芝麻套作、玉米高产密
植和从全球征集的 500 种辣
椒种植试验区已完成。临颍
县优质小麦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项目，以优质小麦 （套
作辣椒） 为主导产业，推进
特色粮、果、菜产业多元化
发展，致力打造全国小麦、
辣椒全产业链发展标杆，9月

15 日前可布展完毕。商桥街
区改造工程，依托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小商桥景区、民族英
雄杨再兴祠堂，打造“民俗
文化一条街”。目前，各项建
设进展顺利，商家正逐步入
驻，丰收节期间将如期开街。

精心抓好系列活动筹备

举办“漯开杯”全省2022
年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
展示全省“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建设及高素质农民培育成
效，（下转02版）

农民丰收节主会场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努力办成更高水平更大影响更具特色的精彩盛会

舞阳县泥河洼16万亩高标准粮田。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将在我市举办。本报今日起开辟《庆丰收 迎盛会》专栏，以“三农”工作
特色亮点和经验成就、丰收图景以及庆典准备情况为重点，连续推出相关报道，展示我市在“三链同构、农食融合”、乡
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反映我市农业、农村、农民发生的巨大变化，报道丰收节筹备工作进展，全方位讲好丰
收故事，营造城乡共庆丰收、共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