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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 震）金
秋时节，我市抢抓农时，克服
阴雨天气等不利因素影响，全
力开展秋收工作。10月 7日，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
至10月6日下午5点，全市秋
作物已收获173.95万亩，占应
收面积276.31万亩的63%。粮
食作物已收130.28万亩，占应
收面积 196.55 万亩的 66.3%。
其中，玉米已收115.85万亩，
占 应 收 面 积 144.79 万 亩 的
80%；大豆已收12.5万亩，占

应收面积45.75万亩的27.3%；
红薯已收1.6万亩，占应收面积
5.54万亩的28.9%。经济作物
已收43.67万亩，占应收面积
79.76万亩的54.8%。其中，花
生已收13.61万亩，占应收面
积25.03万亩的54.4%。

为保障秋收工作平稳、顺
利开展，我市各级农业部门科
学分析研判，提前谋划，及时
下发指导意见，早准备、早安
排，全力打好打赢“三秋”生
产攻坚战。

科学组织收获。组织人员抢
抓降雨间歇期疏通沟渠，排除农
田积水，为机械下地收获创造有
利条件。广泛动员群众根据秋作
物成熟度、土壤墒情，分类组织
人工摘棒或适时晚收。优先抢收
倒伏地块，防止连阴雨天气造成
萌动变质。对尚未成熟秋作物和
站秆能力强的玉米，指导农民适
时晚收，防止盲目抢收造成晾晒
困难。

实施精准对接。加强农机
区域调度和应急调度，精准组

织农机作业供需对接。及时组
织动员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农机大户、种植大户、家庭农
场等，对适宜农机作业的地块
开展集中作业，必要时调集履
带式收割机作业。

抓好烘干晾晒。关注秋收
物发芽霉变气象风险，指导群
众充分利用文化广场、学校操
场、空置厂房等场地通风晾
晒；用好用足烘干设备，对缺
乏晾晒场地的收获物，引导群
众注意通风储存、及时烘干。

加强农资监管。严厉打击
制售假劣农资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确保
我市“三秋”生产安全。截至
9月29日，全市农业综合执法
部门出动739人次，检查农资
门店 678 家，抽检样品 515
个，查办案件线索3起。

组织适时麦播。市农业农
村局出台2023年麦播技术指导
意见，指导群众抢抓有利时机
深耕整地，适时适深播种，为
明年夏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我市秋作物收获已超六成

本报讯 （记者 齐国霞）
10月 6日，记者从市气象局
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基本
无降水，以晴好天气为主，对
秋收晾晒比较有利。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影响我市将近两周的阴雨天气
终于结束。预计未来几天我市
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
24℃，最低气温10℃，早晚
温差较大。

市气象部门提醒，要抢抓
晴好天气，及时抢收晾晒。建
议抢抓有利天气对尚未完成收
获的地块“应收尽收”，对已
收获的秋粮做好通风晾晒。对
于土壤持续偏湿地块，充分利
用晴好天气，及时晾墒，为机
收机耕作业创造有利条件。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0 月 8 日：晴间多云，

偏南风 2 级左右， 11℃～
23℃。

10 月 9 日：晴转多云，
东 北 风 2～3 级 ， 13℃ ～
24℃。

10月 10日：晴间多云，
偏 北 风 2～3 级 ， 13℃ ～
22℃。

10月 11日：晴转多云，
偏南风 3 级左右， 10℃～
23℃。

10月 12日：多云间晴，
偏北风 4 级左右， 13℃～
19℃。

10月 13日：晴间多云，
偏北风 4 级左右， 13℃～
23℃。

未来几天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
利于抢收晾晒

10月7日，秸秆还田机穿梭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大闫村田间。我市广大农民抢抓晴好天
气，积极做好秋耕备播工作。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本报讯 （记者 姚 肖） 9 月
28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
记李中华带队到郾城区下访调研
重点问题楼盘化解工作，现场办
公并召开市、区联动研判会对重
点信访问题逐一研究解决。

李中华强调，保交楼工作是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民心工
程。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立
足为民服务，紧盯涉法问题楼盘
攻坚化解工作，主动帮助破解瓶
颈制约、解决难题，为加快保交
楼工作进度凝聚更强力量。相关
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把业主利

益放在首位，聚焦盘活优良资
产，加快施工进度，保障农民工
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保质保量
完成项目建设任务。人社、住
建等部门要切实加强监管，畅
通信息共享渠道，合力解决遗
留问题。政法单位要为保交楼
工作保驾护航，对非法转移资
产、抽逃资金的，加大核查力
度，对于隐瞒资产损害广大业
主合法权益的，依法严惩，让
法治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强
底线，以有力的担当作为促进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李中华下访调研重点问题楼盘化解工作
并召开重点信访问题研判会

加快施工进度
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

（上接01版）

立足“顶天立地”发展定位
打造一流科创平台

中原食品实验室研发大楼，
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光谱分析
等多个一流的高标准实验室内群
英荟萃，创新创造活力迸发；中
试基地、孵化中心和人才公寓已
投用；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的新
实验大楼、4.5万平方米的中试
基地、10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
房正在加紧建设，为年底投用做
最后准备；占地1500亩的中原
未来食品科技城已完成规划设
计……

过去的一年，这里承载了满
满的期待。

“要坚持目标一流，高起
点、高标准、高水平规划建设，
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攀登
科学高峰，摘取皇冠上的明
珠。”2022年2月，省委书记楼
阳生在漯河调研时对中原食品实
验室筹建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同
年9月22日，省委书记楼阳生为
中原食品实验室揭牌，对实验室
未来发展寄予厚望。今年9月12
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再次莅临我
市调研指导工作，其中一项重点
工作便是调研中原食品实验室建
设运营情况，指出要依托资源优
势，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把“药
食同源”理念融入产品创新，不
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
造供应链，做大做强做优食品加
工产业，努力让实验室成为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锚定
“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
略”，把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
省、人才强省战略摆在首位。作
为首家“中国食品名城”，食品
产业是我市的主导产业、优势产
业、特色产业。近年来，我市践
行“大食物观”，深入贯彻落实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书
记楼阳生莅漯调研讲话指示精
神，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食品产
业发展，举全市之力打造了河南
省唯一由省辖市主导建设、“挂
牌即运营”的省级实验室，为漯
河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能。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坚强领导下，
一年来，中原食品实验室聚焦国
家食品重大战略科技需求，把握

“面向国际、立足全国、服务河

南”战略定位，聘任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任发政
担任实验室主任，引进11名院
士，组建了由29名国家杰青或
长江学者领衔的 24 支科创团
队，凝聚省内6所高校、省外9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相关科研力
量，围绕精准营养研究与健康食
品创制等六大研究方向进行研
发，突破了16项关键技术，发
布了36项代表性成果，创新活
力加速释放，实现了“运营即见
效”目标。

“实验室发展理念为‘人才
高地、创新之源、食品未来’，
坚持‘传统食品+未来食品’双
管齐下、‘服务+创新’双轮启
动，为河南万亿级食品产业集群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中原食品
实验室副主任、服务中心主任苏
景凯告诉记者，目前，实验室已
搭建了“1+6+N”（1个中心实
验室＋6个研究基地＋N家科技
成果转化基地）的产学研共建组
织架构，构建了“实验室＋研究
生院＋孵化器＋中试基地＋产业
基金＋产业园区”的“六位一
体”全链条科研转化体系，与双
汇发展、中大恒源、金大地、三
剑客等23家企业共建协同创新
中心，与28家企业签订技术合
作协议。

作为实验室重要组成部分，
由漯河食品职业学院牵头，联合
经济技术开发区及龙头企业共同
建立的河南省食品加工中试基
地，是河南省首批8个省级中试
基地之一。基地建有6个研发中
心及科研成果转化、创业孵化基
地，拥有21条中试生产线，更
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里的
检验检测中心，可以对农药残
留、添加剂、微生物等进行检
测，为食品企业提供完整的食品
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服务。”基地
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 7月 22日，中原食品
实验室营养健康分中心在京揭
牌成立，正式落户中国农业大
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实验
室营养健康分中心揭牌成立，
把北京和漯河两个科研阵地紧
密联结，真正实现了优势资源
整合、协同创新发展，必将为
推动漯河现代化食品名城建设
和河南省万亿级食品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大科技力量支
撑。”市委书记秦保强说。

“要抓创新增动能，聚焦现
代化创新之城建设，深入实施创
新‘十大工程’，高标准建设运
营中原食品实验室。”刚刚过去

的市委八届四次全体（扩大）会
议，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漯河实践新征程上，为中原食品
实验室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

汇聚天下英才
激发创新活力

将多种溶质按照一定比例混
合，加入适量的溶剂，搅拌均
匀，检测其稳定性和可塑性。近
日，在中原食品实验室，身着蓝
色工作服的熊炜博士和团队其他
成员正聚精会神地盯着量杯中的
液体变化，适时调整配方。每一
步操作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他们正在研究的是一种天然
乳化剂。这种乳化剂可广泛应用
于宠物食品质构特性改善。人才
是创新第一资源。党的二十大报
告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
进的战略部署。我市立足“人才
高地、创新之源、食品未来”定
位，通过举办中原食品实验室科
学家大会暨漯河市创新发展大
会、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项目
会，出台高层次人才“六可
选”、专职引进与柔性引进相结
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持续引育
一批高层次人才，聚焦设备、设
施、功能、人才、服务、环境等
持续提升中原食品实验室综合能
力，全力打造殿堂级实验室和科
学家之家。今年以来，我市组织
开展集中引才活动，目前已正式
入职博士生5名、硕士生37名。
科研人员平均年龄30岁，全部
下沉我市重点食品企业开展蹲点
式锻炼和调研。

熊炜是中国农业大学博士
后，今年6月通过招才引智来到
我市，成为中原食品实验室宠
物食品团队的专职科研人员，
主要研发精准营养型宠物食
品。“我们正加快与郑州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等高校相关负责
人商谈，计划明年起联合培养
研究生。实验室将会吸引更多
年轻科研人员来漯河创新创
业。”中原食品实验室副主任、
乳品与特殊食品团队首席科学
家陈树兴表示，实验室设立了
300人左右的专职科研岗位，将
常态化引进博士生及以上高层
次人才。根据我市出台的实验
室人才专项支持政策，博士生
年薪不低于30万元，并享受配
套的安家保障、科研支持等待
遇。实验室让高层次人才享受
相关政策待遇，确保高层次人
才引得进、留得住。

精准对接
加快成果转化

依托产业做科研，把科研落
在产业上。两个月时间，中原食
品实验室副主任陈历水带领科研
团队，马不停蹄走访40家食品
企业，既上门送科研技术又寻求
深度合作。

“漯河食品产业体量大、名
企多、发展势头强劲，但也有较
多中小企业存在未来发展方向不
明确，对产品创新研发、配方设
计重视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等
共性问题。”陈历水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实验室实行“企业下
单、科学家接单”模式，为企业
解决技术难题，努力突破食品产
业发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术，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
级。

实验室注重提升企业承接转
化能力，收集整理首席科学家有
代表性的科技成果232项，从全
市精挑细选50家优质企业，作
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核心承载
区，把科学家相关科研成果直接
服务于企业，精心培育壮大高新
技术企业，促进企业技术转型升
级，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
接。今年以来，实验室与想念、
三剑客等11家企业签订技术服
务合同，涉及金额达5240万元。

作为我市首家与实验室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的企业，漯河豫鼎
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与实验室共
同研发的南瓜粉条已在全省各大
超市上市，并远销江浙等南方沿
海地区。“今年3月，实验室首
席科学家陈树兴和张书胜带领
13名博士生和硕士生，深入公
司调研指导。在科研团队的帮助
下，新品南瓜粉条于7月顺利面
市。”漯河豫鼎源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曹现立告诉
记者，目前双方正在合作研发健
康型、功能型、营养型产品。

豫鼎源是集生产、销售、研
发于一体的淀粉类产品生产企
业，主要产品有土豆粉、川粉、
紫薯粉、粉条、桶装酸辣粉等，
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原
食品实验室联手，可以让我们尽
快打破技术壁垒。未来，我们将
持续研发推出零添加剂、低盐低
油甚至无油的开包即食类土豆
粉，以及短保质期产品、阻糖
（食用后不转化成碳水化合物）
产品，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此
外，灭活益生菌也在实验阶

段。”曹现立说。
在中原食品实验室一楼展

厅，记者看到，河南三剑客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实验室研发的

“快乐酸奶”醒目地摆放在柜台
上，工作人员热情地向到访嘉宾
介绍。在今年的食博会上，“快
乐酸奶”一亮相就受到众多客商
和市民的热捧。“公司秉持‘生
产给自己妈妈和孩子喝的好牛
奶’理念，开发的无糖黑牛奶获
国家发明专利，全国销量第
一。”三剑客董事长李益民表
示，中原食品实验室刚成立，便
有二十多名专家深入企业车间指
导生产、研发。目前，实验室与
公司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共同研发的“快乐酸奶”是
零添加剂的科技健康食品，加入
了实验室的专利菌种，已通过中
试，即将走向市场。这是中原食
品实验室首个科研成果转化产
品。

近年来，预制菜产业作为
“舌尖上的风口产业”备受关
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
出“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如
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安全、健
康、营养需求，助力我市领跑食
品产业发展新赛道、抢占食品产
业创新高地是中原食品实验室坚
持探索的课题。

“漯河打出培育预制菜产业
‘组合拳’，高标准促进预制菜产
业发展，推动企业加快研发创
新，成为全省首个发布预制菜产
品团体标准的城市。”陈历水告
诉记者，中原食品实验室科研团
队深入相关企业，对预制菜加工
工艺，生产、包装、杀菌、冷链
设备，产业链条及质量安全控制
等环节进行深入研究，着力通过
技术创新指导、设备研发更新、
配方优化完善等让美食更安全，
让更多漯河传统佳肴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山以险峻成巍峨，海以奔涌
成辽阔。

“中原食品实验室将锚定争
创国家实验室目标，加速打造面
向国际、立足全国、服务河南的

‘六最’创新高地和殿堂级实验
室，让创新成为漯河最鲜明的时
代标识，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
推动河南省从‘中国粮仓’‘国
人厨房’ 到‘世界餐桌’的食
品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制
造’变为‘中国智造’的中国食
品理念的影响力，提升我国食品
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让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谈
及未来发展，苏景凯坚定地说。

聚集创新动能 打造“三城”建设强引擎

本报讯（见习记者 应诗雨）
10月7日下午，我市组织收听收
看中国侨商投资（河南）大会筹
备推进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中国
侨商投资（河南）大会总体安排
和筹备进展情况，部署下一步重
点工作。副市长闫石在漯河分会
场收听收看。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的
工作成效。会议指出，归侨侨眷
和海外侨胞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
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重要力量。要高度重视，精

心筹备，把这次大会办出水准、
办出特色、办出影响、办出实
效，共同谱写侨商与河南合作共
赢、互利共赢的新篇章。要切实
强化衔接的协同，树立“一盘
棋”思想，多方联动、团结协
作，齐心协力筹备大会。要切
实提升招商质效，发挥侨联优
势，牵线搭桥，以商招商，邀
请更多的重要嘉宾参会。要切
实优化服务、强化保障，以扎
实的工作成效确保此次大会圆
满成功。

我市收听收看中国侨商投资
（河南）大会筹备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10月
7日，副市长周剑主持召开专题会
议，部署科技研发投入和分管领
域“四上”企业入库工作。

会议通报了我市2022年研发
投入完成情况和2023年研发投入
进展情况。周剑要求，各县区各
部门要找准问题，列出清单，指
导企业将创新资源更多向研发活
动倾斜，与企业形成合力共振；
要周调度、月排名，加强跟进督
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要抓重
要环节，培养一批“明白人”，充
分发挥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和加大

研发投入的主体作用；要挖掘潜
力，强化实体工作支撑，提升研
发投入覆盖率，确保顺利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

关于“四上”企业入库工
作，周剑强调，要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积极
攻坚克难，专班跟进落实，提高
企业入库的主动性；要统筹抓好
存量挖潜与增量提升，健全信息
共享机制，切实形成梯次培育的
良好态势；要发挥政策激励引导
作用，全面落实“小升规”等优
惠政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确保完成企业培育和研发投入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10月
7日，副市长周剑到中原食品实验
室以《坚持以学促干，加快构建

“顶天立地”创新体系》为题，为
市科技局、省食品实验室服务中
心党员干部讲了一堂生动的主题
教育专题党课。

周剑围绕“深入学习和深刻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运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加快构建

‘顶天立地’创新体系”“勇于担
当，善于担当，进一步汇聚起干
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三个方面作
了讲解。

周剑指出，深入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是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举措，对于
统一全党思想、解决党内存在的
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血肉联系、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处理好
主题教育与当前工作的关系，系
统学习、深刻理解、全面把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
要求，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提升运用
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能
力，努力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上取得新突破，奋力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漯河实践。

市领导到中原食品实验室
讲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本报讯（见习记者 郭嘉琪）
10月7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常英敏带队调研“五星”支部
集群重点村建设暨农村主题教
育，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常英敏先后到郾城区孟庙镇
西营村，临颍县皇帝庙乡商桥
村、瓦店镇大李村，通过实地察
看、听取相关负责同志汇报、与
村干部座谈等方式，深入了解工
作开展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问题。

常英敏强调，要明晰建设目
标，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及省
委、市委工作要求，聚焦“五星”
支部集群+乡村振兴示范带+农文
旅融合发展示范带建设定位，注重

一体化、全覆盖、融合性，推动重
点村率先突破，以“五星”支部创
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优化建设
方案，聚焦基础设施、产业创业、
乡村治理、生态宜居四类项目，整
合资源、资金进行倾斜，建立健全
多元化投入、实体化运营机制，
保障重点村建设顺利推进。要提
升建设质效，进一步提高站位、
加快进度、紧抓实效，把握主题
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
践、建新功”总要求，强化统筹
协调，加强督导问效，力戒形式
主义，用好“周调度、月讲评”
机制，科学推动创建工作，用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成效检验主
题教育成果。

常英敏在调研“五星”支部集群重点村建设时强调

找准定位 健全机制 务求实效
持续推动“五星”支部集群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