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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奋斗者的姿态礼赞丰收
——写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

■本报记者 张军亚
通 讯 员 王 帅

9月23日，秋分时节，我们将迎来
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
是乡村振兴全面展开的关键之年。我市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庆
丰收、迎盛会，一幅色彩斑斓、美不胜
收的丰收图景正徐徐展开。沙澧儿女用
奋斗换来幸福生活，用丰收喜迎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丰收的喜色更多
——大地流金有望再获丰收

战疫情，抗旱情，扶弱苗，防虫

害，田野换上了“金装”，也交出了来之
不易的丰收答卷。

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在国内疫情多
点散发、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等诸多不利
因素影响下，我市用政策护航稳夏粮，
用科技抗灾助丰收，用服务到位促增
产，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的新突
破，夏粮总产 113.73 万吨，再获大丰
收。

秋粮预测丰收在望。今年全市秋作
物播种总面积281.86万亩，比去年增加
0.46万亩，粮食作物面积196.65万亩，
比去年增加9.57万亩，虽然播种推迟、
播期分散，先后出现两次阶段性干旱，
但种植结构调整力度大，关键技术到位
率高，秋田管理到位，秋粮丰收已成定

局，也为全年粮食丰收注入信心。

丰收的成色更足
——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全省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农
民画·画丰收”舞阳农民画展、乡村运
动会、“名优特新”农产品展销……“食
尚年华”田园综合体内，丰收的喜悦洋
溢在农民的脸上。

聚焦稳粮建链增收、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麦椒套种全产业
链发展”模式，推广高标准“5G+辣椒
种植”……临颍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探索
出了一条既保障粮食安全，又促进产业
提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时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华大庙会、非遗花火秀、灯笼秘

境、美食集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商桥
村内，新改造的商桥街区已悄然拉开帷
幕。

中原粮仓庆丰收，沙澧大地领风
骚。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
场，我市依托“食尚年华”田园综合
体、临颍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乡村振兴
示范村商桥村，突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发展成果、中国食品名城发展成果、现
代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名特优新”农产
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一系列活
动，展现全民共庆丰收、同享喜悦的新
时代“三农”壮美画卷。

（下转02版）

“赶快进屋，今晚就在俺家吃饭吧，
红薯秆炒豆皮、苞谷糁稀饭。”9月9日晚
上6点半，在漯河市召陵区中山路与滦河
路交叉口东北角天明第一城小区15号楼
1106户，满面笑容的吕贺灯打开防盗门，
饭菜香味溢出屋外。

得知记者的采访意图，吕贺灯转身回
屋拿出自家的“宝贝”——不动产权证
书，上面显示房屋总面积100.78平方米，

“为了这个红本本，我们一家人可是等了
两年多！”

今年27岁的吕贺灯是召陵区老窝镇
人，经过自己的努力打拼，2018年年初在
市区买了房子，将父母、妻子和孩子接到
市区，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然而，乔迁
新居的欣喜之情尚未消退，一条消息如一
瓢冷水当头浇下：小区内的1号、8号、
10号、12号、15号楼的466套房产因历
史遗留问题导致规划改变，无法办理不动
产权证。

这意味着几十万元买的房子没有了
“名分”。于是，满怀忧虑的吕贺灯和其他

业主一道与天明房产公司交涉，到区里相
关部门投诉，一直未得到满意答复。

2021 年 11 月，漯河市下发并实施
《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办法》，召
陵区高度重视，积极实行县级干部牵头
包、属地和区直单位具体包、科级干部亲
自抓的责任分包制度，探索实践“三项机
制”，扎实推动各项问题楼盘化解措施落
实落细。

在区委、区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吕贺
灯于2022年3月22日拿到了属于自己的

不动产权证。“心情跟坐过山车似的。现
在和当初搬进新房一样开心，有了这红本
本，一家人心里才踏实。这要感谢政府出
面给咱解决难题。”吕贺灯站在自家客厅
内，指了指窗外两条马路之隔的召陵区政
府办公大楼说。

目前，天明第一城小区未办证的466
套房产中，已经有近310套房屋的业主拿
到了不动产权证，余下的因疫情或业主在
外地等原因，不动产权证正在办理中。

（下转02版）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9月18日下
午，记者在临颍县皇帝庙乡商桥街区改
造项目现场看到，塔吊林立，机器轰
鸣，施工工人干劲十足，有的在安装仿
古木窗，有的在铺设仿古青瓦，一派繁
忙景象。

临颍县小商桥景区管委会负责人介
绍，商桥街区改造项目已基本完工，处
于扫尾阶段。今年6月，商桥街区改造项
目正式启动。项目以北宋古建筑风格为
主，依托“天下第一桥”小商桥，高标
准打造集“吃、玩、看、住、行”为一
体的复古商业街区、农业与旅游融合的
乡村振兴观摩基地、新时代爱国主义文
化教育基地。

丰收节期间，商桥街区将举办丰收
节庙会，文艺搭台、经贸唱戏，设名优
产品、农副产品、民俗工艺品、特色美
食、游乐项目5个展销区域113个展位，
组织开展河南老字号贡品展、农副产品
展销、名优产品展销、民俗工艺品展
销、文艺节目演出等活动。

召陵区“三项机制”化解问题保民生

■本报记者 张晨阳
秀美如画的扶龙湖、古色古香的聚

贤亭……9月19日，记者来到郾城区龙
城镇孔沈邓村，走在村里宽阔的道路
上，一个个景点不断映入眼帘。近年
来，孔沈邓村依托文化旅游带动乡村振
兴，打造以传统教育、国学教育及体验
式教育为特色的“书香君子村”，先后获
得国家级文明村、省级综合治理先进
村等荣誉。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业发展，坚持“以产业支撑农
业，以旅游拉动产业，以品牌塑造形
象，以效益引领发展”的工作思路，大

力发展休闲旅游农业。全市休闲观光农
业经营主体达到109个，年接待游客110
多万人次，年实现营业收入5亿多元；休
闲农业从业人员达12000余人，其中农
民就业人数8500余人。

“把农业生态功能的开发与城市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旅游文化的开发
有机结合，做大做强休闲农业的新品
牌，为农村繁荣、农民增收、促进乡村
振兴开辟新的途径。”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提升景点服务水平。注重休闲旅游
农业景点的生态建设和环境卫生，加强
对旅游厕所的建设管理。同时，不断加

大投入力度，对南街村景区、开源神州
鸟园景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进
一步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充实休闲旅
游农业内涵。通过示范引领典型带动，

打造了生态农业观光、采摘农家乐、休
闲农庄、田园综合体、主题旅游小镇等
形态各异的休闲旅游农业产品。（下转
02版）

田园风光景色美 乡村旅游产业兴

今年以来，我市精准对接技能人才
培养与市场需求、产业发展、创业需
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院
校主阵地、培训机构补充等四方作用，
持续推进民生领域改革，“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
市共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1万人次，
完成省定目标157%；新增技能人才9万
人，完成省定目标180%；新增高技能人
才3.45万人，完成省定目标191%。

高站位开局。成立领导小组，形成
人社部门牵头抓总和教育、财政、农业
农村等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将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列入市定民
生实事、政府目标考核体系和市委、市
政府周交办月讲评事项，建立“周汇
报、月讲评、季督导”的工作推进机制。

高质量推进。出台 《“漯河食品”
人力资源品牌创建工作方案》，支持食品
行业龙头企业卫龙食品围绕职业培训、
南街村集团围绕方便面制作，探索制订
行业职业技能评价标准，建立完善“漯
河食品”相关职业资格鉴定、技能等级
认定、专项能力考核等多层次评价体
系；建立对接需求抓培训、整合资源抓
培训、校企合作抓培训的“三管齐下”
培训模式，深入卫龙商贸、豪峰食品等
600余家企业，精准对接培训需求，依
托职业院校、社会培训机构开展靶向培
训；开展“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示范企业创建活动，实施精准服务，引
导企业开展技能等级自主评价。目前，
全市已备案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
236家，实现中高等职业院校自主评价
中心全覆盖，备案比例位居全省前列。

高标准引领。率先与省人社厅签订
《共同推进漯河“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框架协议》，出台《漯河市大专学历
及技能人才购房补贴发放办法》《职业技
能竞赛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设立市
级竞赛专项资金，完善竞赛管理体系，
以常态化技能竞赛选拔培育高技能人
才，对技能人才给予购房补贴；在省第
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我市获得金牌 2
块、银牌2块、优胜奖21个，获得金牌
数位列全省第四，荣获优秀组织奖；漯河技师学院工业机器人应
用与维护专业两名同学，在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
项目中获第四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将代表国家参加在法国波尔
多举办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表演赛。

刘占杰 李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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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 出彩漯河

详见08版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9月20日，“非凡十年 出彩漯
河”舞阳县专场新闻发布会在
新闻大厦举行。会议邀请了舞
阳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
志向社会发布舞阳县十年来在
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并就特色、亮点工作回答记者
提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舞阳走过了
极不平凡的十年。舞阳县全
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
各项决策部署，砥砺奋进、
顽强拼搏，高质量发展积厚
成势，强县富民走深走实，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
党的建设取得长足进步，脱
贫攻坚圆满收官，全面小康
如期实现，乡村振兴扬帆起
航，“三强三美”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舞阳建设起步稳健、
开局良好。

十年春华秋实，十年精彩
答卷。舞阳县生产总值由
2012 年的 113.1 亿元增加到
2021年的228.8亿元；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由2012年的4.2亿
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5.44 亿

元，突破15亿元大关，正朝
着20亿元新台阶迈进；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
年的14810元增长到2021年
的2800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522元
增长到 2021 年的 13634 元。
今年1至8月份，财政总收入
达23亿元，是去年全年20.2
亿元的114%；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5 亿元，是去年全年
15.4亿元的97.4%。

“非凡十年 出彩漯河”
舞阳县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商桥街区改造
项目基本完工

日前，临颍县瓦店镇瓦店村村民在广场上晾晒刚收获的玉米。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