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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
2022年10月7日在北京举行。出席
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 129
人，列席2人。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讲话。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十九届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
告，同意将报告提请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
会议审议。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2年10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高雪
茵） 10 月 5日，市委书记刘尚
进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检
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国
芳，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
学教授谢剑平，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任发
政，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江正强，青年
长江学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郭慧媛等专家学者举行工作会
商，就中原食品实验室揭牌后
更好运营展开深入沟通交流，
现场气氛融洽活跃。副市长周
剑参加。

刘尚进简要介绍了漯河市

以“六个打通”为代表的食品
产业链体系建设和坚持“产、
城、链、园、人、文”一体推
进现代化食品名城建设情况。
他指出，当前正是创新驱动食
品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市
委、市政府将认真落实省委书
记楼阳生9月 22日在中原食品
实验室揭牌仪式上的讲话要
求，全力推进中原食品实验室
建设，使其成为漯河市和全省
全国食品产业技术创新的火车
头。他希望中原食品实验室以
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推动食品产
业科技创新，以“人才高地、
创新之源、食品未来”为定

位，着力打造“实验室+研究生
院+孵化器+中试基地+产业基
金+产业园区”的全链条科研转
化体系，做大做强食品技术交
易市场；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
食品产业的创新活力，按照新
型研发机构定位，赋予首席科
学家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
配权、资源调度权、人力使用
权，创新运行管理、人才引育、
成果评价激励、交流合作等体制
机制，为河南重塑实验室体系积
累经验、提供范式；以全链条一
体化布局开放创新的科教研创融
合发展生态圈，统筹科技创新与
成果转化，完善产业对接和利益

联结机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更加开放的
心态，积极开展对外合作，构建
一个“强核心、多基地”的大开
放、大协作、网络化格局。同
时，要进一步采购必需装置尤其
是具备独门绝技的重大装置，吸
引更多科学家人才来漯开展科学
研究。

庞国芳、谢剑平、任发政
等就中原食品实验室发展战
略、运营管理和首席科学家责
任、权利、义务、考核办法等
提出意见。他们表示，食品产
业是关乎国泰民安、“健康中

国”建设的重要产业，要继续
发挥中原粮仓优势，深化体制
机制创新，完善协同创新体
系，聚焦食品产业转型升级中
的重大科技需求，积极开展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及关键
技术攻关，产出一批重大原创
性、标志性成果。要立足国
内、放眼国际，积极对接世界
先进国家和“一带一路”国
家，充分挖掘国际市场潜力，
助力食品产业加速发展。要做
好战略布局，对标先进，取长
补短，逐步完善中原食品实验
室的政策、人才、创新体系，
努力冲刺国家级实验室。

创新驱动引领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刘尚进与科学家团队就中原食品实验室建设运营举行工作会商

本报讯 （记者 王 建 军）
10 月 3日，市长秦保强轻车简
从，采取“四不两直”方式，
深入常态化核酸检测采样点、
高速入市卡口、县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高职院校等地，看望
慰问一线工作人员，暗访疫情
防控工作。

“来检测的人多不多？”“值
班到几点？”在郾城区一处常态
化核酸检测采样点，秦保强同
现场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

亲切交流，叮嘱大家落实落细
核酸检测采样规范要求，安
全、规范、有序开展核酸检测
采样，做好个人防护、维护自
身安全。

“国庆假期大家仍坚守岗
位，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市
委、市政府对大家表示感谢！”
在召陵区常态化疫情防控指挥
部，秦保强同值班工作人员座
谈交流，了解近期工作情况，
并向大家征求对全市疫情防控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各级指挥部作为疫情防控
的“大脑中枢”，要保持头脑清
醒，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好
各项防控措施，织密筑牢疫情
防控坚实防线；要克服麻痹思
想和懈怠心理，树立“群众过
节、干部过关”意识，用党员
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
的“安全指数”“幸福指数”；
要得当得力得法得人心，认真

对待、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坚
决杜绝“一刀切”；要关心关爱
一线防疫人员，合理安排轮
休，落实激励措施。

在京港澳高速漯河南站交
通卡口，秦保强详细了解车辆
通行、行程查验、值班力量配
备等相关情况。他强调，各交
通卡点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关口
和关键环节。交通、公安、卫
健等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不
断总结、优化工作流程，补短

板、堵漏洞、提质效，强化
“人防+技防”双重保障，进一
步提高通行效率，确保疫断其
路、货畅其流。

在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秦
保强指出，要严格校园进出管
理，认真落实行程查验、网格
管理、宣传教育等防控措施，
确保校园绝对安全。同时，要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做到
防控有力度、管理有温度，让
广大师生安心工作、安心学习。

秦保强暗访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坚持从严从紧从细从实 筑牢疫情防控坚实防线

本报讯 （记者 张 军 亚 孙
震） 10 月 5日，中原食品实验室首
席科学家会议以线下+线上形式召
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检验检
疫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国芳，中国
工程院院士、郑州大学教授谢剑
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
学教授、中原食品实验室主任任发
政，新加坡国家科学院院士、马来
西亚科学院院士、河南工业大学前
沿交叉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罗德
平，以及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
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等参建高校的领导和
专家教授，众多食品领域的首席科
学家参加。市长秦保强致辞。副市
长周剑主持。

秦保强在致辞中首先对各位专家
院士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
前期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并简要
介绍了我市食品产业发展和中原食
品实验室硬件建设、人才政策、后
勤服务、体制机制等有关情况。他
指出，漯河的发展态势强劲、食品
产业优势突出，希望各位专家院士
将漯河作为食品产业创新的试验
田，锚定“人才高地、创新之源、
食品未来”定位，聚焦食品产业转
型升级中的重大科技需求，开放合
作、聚集要素、共享成果，着力打
造食品产业创新发动机，服务全省
万亿级食品产业和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为“国人厨房”“世人餐桌”贡
献科技力量；瞄准确立的6大研究方
向，积极整合国内外科研创新优势资
源，联合省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
及龙头企业优势力量，早日入驻、多
带团队入驻、多带课题和成果入驻，
致力将中原食品实验室打造成为国家
级的食品科学与技术创新平台、检验
检测平台、产业孵化平台、专家智库
平台，引领行业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成为国家实验室预备队；在知名
食品企业引进、重大项目投资等方面
多宣传推荐漯河，支持漯河不断完善
食品产业生态，建成全国一流、世界
有影响力的现代化食品名城。漯河爱
才重才敬才用才氛围浓厚，将聚焦殿
堂级实验室和科学家之家，全力为各
位科学家搞好服务、营造环境、当好
后盾，提供最优惠政策，为引资引智
引项目量身打造保障条件，吸引知名
食品企业的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结
算中心、展销中心、品牌产品创新生
产线落户漯河。

会上，任发政介绍了中原食品实
验室组织建设情况，安排科研团队
研究计划和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节
点，提出具体要求。与会首席科学
家分别发言。

会前，中原食品实验室第一次学
术委员会会议召开。

中
原
食
品
实
验
室
首
席
科
学
家
会
议
召
开

庞
国
芳
谢
剑
平
任
发
政
罗
德
平
等
参
加

秦
保
强
致
辞

■本报记者 陈全义
民生福祉无小事，一枝一叶

总关情。过去的十年，我市把民
生保障和改善作为重中之重，发
展的指针始终指向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这十年，是发展与民
生和谐共振的十年，是坚持发展
第一要务、居民幸福指数大幅攀
升的十年。财政民生支出保持在
70%以上，居民幸福感连续三年
位居全省第一。十年来，我市切
实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增进
民生福祉，让广大群众共享现代
化漯河发展新成果，获得感成色
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
更有保障、荣誉感更加强烈，让
民生有“温度”、幸福有“热
度”。

今年前8个月，我市省定、
市定重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在
省定重点民生实事年中考评中，
我市承担的13项省定重点民生
实事任务有8项工作单项考评进
入全省第一方阵。截至8月底，
34项省定、市定重点民生实事
（省定重点民生实事全部纳入市
定重点民生实事）中，14项提
前完成，9项推进较快，10项正
常推进。

教育：奠基幸福人生

9 月 30 日早上 7 时 40 分，
太行山路小学大门两侧，家长
把孩子送到排队地点后离去，
学生自觉排队有序入校。送学

生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家在
淞江芳园西区，孩子今年上二
年级。“我们小区的孩子，前几
年在入学时遇到不少困难。去
年，我们正好赶上太行山路小
学开始招生，孩子就近有学
上，这是市里办的大好事。”李
先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努力把孩子们的事情办
好，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是广大市民的共同期盼。近年
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大班
额”问题日益凸显。立足破解
全市中小学“入学难”和“大
班额”问题，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2018年下半年，我市谋
划确定了三年新建、改 （扩）
建20所中小学的工作目标，掀
起建市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小学

校建设高潮，三年新增学位5.2
万个，彻底解决了“大班额”
问题。

与此同时，我市组建了漯河
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漯河三中
教育集团、漯河小学教育集团、
漯河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等40
个教育集团，有效整合教育资
源，通过强校带动、名校办分
校、选派明星校长等措施，提升

办学水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
需求。

当前，群众对学前教育的
需求“水涨船高”，优质普惠性
幼儿园供需失衡问题逐渐凸
显，建设更多面向大众、质量
可靠的幼儿园，成为众多家长
的期盼。我市高度重视公办幼
儿园建设，坚持20所中小学校
与幼儿园建设同步推进，切实
解决幼儿“入园难”“入园贵”
问题。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要扩大普惠性学前
教育资源覆盖面，实施幼儿园
提质工程，新建、改 （扩） 建
公办幼儿园 39 所，新增学位
10670 个。为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落实，
我市紧盯目标，实行“一园一
策”，坚持“清单化”管理、

“数智化”监测、“精准化”督
办，多措并举，靶向发力，压
茬推进，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
展，加速推进新建、改 （扩）
建项目，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
入快车道。

今年秋季开学时，全市12
所新建公办幼儿园中，5所投入
使用、5 所主体完工、2 所在
建 ， 完 工 率 83% ； 27 所 改
（扩）建公办幼儿园中，16所投
入使用、11所主体完工，完工
率 100%。全市新增公办学位
9200个。

（下转02版）

增进民生福祉 提升幸福指数

太行山路小学。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本报讯（记者 孙 震）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
10月4日下午5点，全市秋作物
已收247.13万亩，占应收面积
281.86万亩的87.7%。粮食作物
已收169.82万亩，占应收面积
196.65万亩的86.4%。其中，玉
米已收130.73万亩，占应收面
积140.69万亩的92.9%；大豆已
收 36.89 万 亩 ， 占 应 收 面 积
48.91万亩的75.4%；红薯已收
2.03万亩，占应收面积6.6万亩
的30.8%。经济作物已收77.31
万亩，占应收面积85.21万亩的
90.7%，其中花生已收18.79万
亩，占应收面积 24.76 万亩的
75.9%。

今年，全市夏播秋作物
281.86万亩。目前，我市秋收
大头落地，特别是玉米收获已近
尾声。根据之前测产和实际收获

情况看，今年收成总体好于去
年，特别是浇灌条件比较好的高
标准农田，玉米亩产都在650公
斤以上，有望实现全年粮食丰产
丰收。

10月 3日至 6日，我市有
一次持续降雨过程，虽然对玉
米、大豆、花生晾晒有一定的
影响，但有利于提高整地质
量，实现小麦适期足墒播种、
一播全苗。

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农民
朋友，要抓住雨后墒足的有利条
件，加快整地进度，注重整地质
量，为种足种好小麦打好基础；
要注意对已收获玉米、大豆晾
晒，防止籽粒霉变。同时，农技
人员要加强技术指导，积极落实
麦播病虫害防治、配方施肥、

“四适”播种等关键技术措施，
确保种足种好小麦。

我市秋收面积超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