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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雨季排水更通畅

02 要 闻

6月15日新列车运行图上线

京广高铁全线按时速350公里运营

05 民生·社会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在中国
工程院建院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致以

热烈祝贺，向全院院士和广大工程
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30 年
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工程

院团结凝聚院士和广大工程科技工
作者，大力推动工程科技发展，不
断攻克科技难关，建设大国工程，
铸造国之重器，（下转02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工程院建院30周年强调

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见习记者 蔡嘉诚

近两年，漯河实施“百优计
划”赴北大揽才、举办北大郾城区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吸引北
大学子暑期来漯调研……

心照情交的沙澧河与未名湖
之间，只差一次更加真诚务实的促
膝畅谈。

4月23日，市委书记秦保强
应邀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参加

“共同富裕——发现和培育新质生
产力”讲堂，为MBA学员作了题
为《践行“大食物观” 漯河创新
发展跑出加速度》的专题报告。

1.4万多字、39页的专题报
告，既是一次漯河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系统展示，也是一次双方
深入交流增进了解的诚挚邀约，更
是一次对双方合力跑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漯河实践加速度的美好希
冀。

漯河很小——在全省省辖市
中，漯河市域面积小、人口总量
少、经济体量小，能用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资源不多。但近几年漯河爆
发出来的能量很大——2021年至
2023年，生产总值年度增速连续
三年居全省前两位，2023年高质
量发展综合考核居全省第一位。今
年一季度，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9%，增速居全省第一位。

近两年，市委、市政府依托
沙澧河开发建设优势再造，文旅文
创新业态新场景全面开花。贾湖遗
址、胡辣汤小镇、食尚年华田园综
合体、许慎文化园等一大批旅游打
卡地串珠成链、以点带面，形成了
特色鲜明、业态丰富的文旅观光经
济带，漯河变成一座“小而精、小
而美”的活力迸发、生态宜居城
市。

“小个子”缘何爆发出大能
量？这一切，是历届市委、市政府
善于借势、谋势、扬势，广大群众
众志成城、奋力拼搏的结果。

借势——紧抓“四大
机遇”，找准时代大势下
的发展之道

在践行“大食物观”机遇
上，我市争做践行“大食物观”的
领跑者，食品名城建设在“保”

“大”“多”“需”“先”五个方面发
力。“保”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为根本任务，自觉强化在“国
之大者”中的政治担当。“大”是
树立大农业观，打造“粮经饲”

“种养加”、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的
食物生产体系。“多”是多途径开
发食物资源，推动“粮食”向“食
品”多样转化、“食品”向“美

食”多样转化，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需”是针对人民群众食
物消费新需求新变化新趋势，提供
更有营养、更加安全、更加均衡的
食物资源，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
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先”是通过
科技创新，牢牢把握未来食品产业
发展主动权。在保障食品源方面，
创新“五级订单”生产模式等，推
动农产品绿色化、生态化、优质

化、品牌化。在深化“食品+”方
面，谋划冷链肉制品、预制菜、休
闲食品、功能食品、食品辅料、食
品包装现代食品集群的6条市级产
业链，细化为20套细分领域全产
业链图谱，进一步畅通新鲜农产
品、冷鲜肉从地头到车间到餐桌的
冷链物流运输体系。在提高附加值
方面，发挥食品研发和加工优势，
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吃干榨

净”整株农作物。在抢占新赛道方
面，制定发布土豆牛肉、红烧肉、
梅菜扣肉、佛跳墙4项预制菜团体
标准，建成双汇第三工业园，围绕

“一碗饭、一顿餐、一桌菜”做精
中华菜肴预制品，招引预制菜头部
企业，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预制菜
产业研发生产基地，推动“国人厨
房”向“世界餐桌”升级。

（下转02版）

“践行‘大食物观’ 漯河创新发展跑出加速度”系列报道

“小个子”爆发大能量

本报讯 （记者 郭勇睿）
“测产面积为0.9045亩，籽粒总
重量 790.1 公斤，折合亩产约
873.5 公斤，籽粒含水量仅为
5.7%（正常值为13%）……”6
月2日下午，在市农科院试验基
地的一块小麦示范方里，由市农
业农村局和市农科院相关专家组
成的验收组，经过察看长势、丈
量面积、机械收获脱粒、称重、
水分测定等一系列环节后，宣布

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
专家对所测的超高产中强

筋小麦新品种“漯丰1901”赞
不绝口：“这是我市小麦育种新
的突破，单产创了新高。”据专
家介绍，“漯丰1901”是半冬性
中晚熟品种，有高产、中强
筋、籽粒大、商品性好的特点。

“我院超麦课题组成立以
来，一直以高产为主要研究目
标，先后选育了‘漯麦 8 号’

‘漯麦 18’‘豫麦 158’‘漯麦
76’等一系列高产小麦新品
种。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历时
十余年采用远缘杂交技术，将
二倍体节节麦的优异基因逐步
引入普通小麦，培育出了今天
的‘漯丰1901’小麦新品种。”
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副所长赵
永涛欣喜地告诉记者，“漯丰
1901”的育成先后解决了远缘
杂交不结实、小麦晚熟、籽粒

红皮、小麦春性等一系列小麦
育种难题。

“粮食高产的‘芯片’就是
种子。‘漯丰1901’小麦新品种
的培育成功，让我们向实现

‘小麦亩产吨粮’梦又迈出了可
喜的一步。”省小麦产业技术体
系漯河试验站站长、市农科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李世民目
睹了测产全过程，看到结果后
高兴地说。

据悉，“漯丰1901”品种参
试以来，先后经历了“倒春
寒”、穗发芽、干热风等不利过
程，但其产量呈现稳定，且连年
高产。在国家黄淮南片试验中，

“新品种比较试验”较对照品种
增产7.67%，“区域试验”第一
年较对照品种增产7.79%，“区
域试验”第二年较对照品种增产
7.27%，“生产试验”较对照品
种增产5.64%。

“‘漯丰1901’的育成将
引领我市小麦产量乃至黄淮麦
区小麦产量迈上新台阶。我们
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推广力
度，让好种子尽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市种业发展中心主任刘
国庆满怀信心地说。

亩产873.5公斤!
我市小麦新品种试验田实打验收单产创新高

“今年麦子比较干，机收速
度快。我承包了600多亩地，一
天就全收完了，亩产比预期高，
平均亩产近600公斤。这多亏了
技术专家的指导，今年又是一个
丰收年。”6月2日，新店镇庄店
村种植大户赵哲峰笑着对笔者说。

今年上半年，郾城区组织
实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统

筹420多万元财政资金，及时
有效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对
全区37万亩小麦开展统防统治
和群防群治。“三夏”期间，该
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成立指
导组，奔赴生产一线，围绕夏
收、夏种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及时解决农户遇到的技术问题。

夏收期间，郾城区积极协调

大型联合收割机800台以上、各
类播种机6800台、粮食烘干机
62台、应急救灾机械340台、打
捆机30余台，确保“三夏”生
产快速有序推进。同时，依托粮
食产业化联合体，做优做强供应
链，全区19.8万亩优质强筋小麦
基本实现订单生产。

“我们推出的有粮食银行业

务，农户可将收获的粮食存在
粮食联合体，根据粮价随时交
易，方便农户存粮、取现、兑
换。如果一些农户来不及收粮
卖粮，我们有运输车可以直接
开到田间地头把收获的小麦运
走。”雪健粮食综合服务产业联
合体经理张江涛表示。

“今年麦子熟得比往年略

早，麦子含水量少，大部分麦
子都达到了二级麦的标准，质
量相当不错。”新店镇农技推广
区域站站长刘国庆告诉笔者。

据预产测算，今年郾城区
小麦平均单产597.59公斤，较
上年增加35.67公斤。该区坚持
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与
前几年相比，（下转02版）

郾城区：“三夏”生产快速有序推进

本报讯 （记者 齐 国 霞）
2024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
日至8日举行。6月3日，记者从
市考试中心了解到，全市参加
2024年高考普通类、对口生的考
生为25807人，全市共设4个考
区19个考点878个考场。其中，
市区13个考点、舞阳县2个考
点、临颍县4个考点。

今年我市普通高考仍然实行
“无声入场”。“无声入场”即不
允许考生带任何金属物体进入考
场，所有考生进入考点均须接受
智能安检门检查，无报警声响方
可进入考试封闭区域 （考点），
在考场入口处再次接受金属探测
器检查，无报警声且无携带其他
考试违禁物品方可入场考试。6

月6日下午，考生察看考点、考
场，把准备好的文具带入考场，
经监考员检查无误，更换考场准
备的文具袋后由监考员放置在本
人考试桌面上，同时进行“无声
入场”金属探测演练。考生考前
做好“无声入场”的准备，考试
期间穿戴符合规定的衣物、鞋
袜，以确保可以安全快速入场，

安心应考。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考场

不再统一为考生准备文具，文
具用品需要考生自备。自备考
试文具的种类和规格是塑料透
明外壳黑色字迹中性笔 （含备
用芯）、塑料外壳自动涂卡铅
笔 （2B，含备用芯，可用楔形
笔头）、绘图可换芯铅笔 （黑

色 字 迹 HB 或 2B， 含 备 用
芯）、橡皮 （无封套）、三角板
（含45°、30°直角三角板）、圆
规。其他文具不得携带。我市
免费为考生统一提供透明文具
袋，各考区将提前把文具袋分
发到考点。文具放置考场后，
所有科目考试结束后，方可带
出考场。

今年我市25807名考生参加高考

本报讯（记者 张军亚） 6
月3日，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第
133次周交办会议召开，传达上
级有关会议、领导指示批示精
神，安排近期重点工作。市长黄
钫主持并讲话。

黄钫指出，要加强经济运行
调度，强化结果运用，深入企业
现场、项目一线解决实际困难，
延续良好发展态势；核查“五经
普”数据质量，真实反映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要加快项目建设，
谋深谋实项目，做好超长期特别
国债申报工作；抢抓施工黄金
期，加快“断头路”打通等市政
工程项目建设进度，早建成早惠
及群众；优化完善规划设计方
案，推动漯河港二期建设早日取
得实质性进展。要丰富文旅体产
业业态，提升专业运营能力，盘
活闲置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满
足更多消费需求。要抓好生态环
保工作，紧盯短板，加强调度，
快速响应抓好水污染防治，提升
大气污染防治成效。要扎实开展
空烟管等类烟产品制假售假专项
治理行动，健全机制，大力宣传
引导，全面排查线索，加大打击
力度，尽快推动问题清零见底。
要守牢安全底线，统筹推进政府
债务风险化解、保交楼、征收安
置、非法集资专项治理等工作；
多措并举做好高考期间服务保
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周新鹤、李威、乔彦强、马
明超、李中华、李建仓、周剑、
王继周、吴玉培、荣之光等出席
会议。有关市领导对本周重点工
作进行了交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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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雪茵） 6
月3日，市长黄钫主持召开市政
府第198次城建交通工程周例
会，研究“断头路”打通、城
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筹建等工
作。市领导吴玉培等参加。

会 议 听 取 了 新 谋 划 的
“断头路”打通工程方案汇
报，围绕各路段设计方案优

化提升展开深入探讨，研究
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
议指出，要统筹景观协调、
停 车 需 求 、 行 车 安 全 等 因
素，更好地利用有限的空间
资源，各方联动确保如期完
成建设任务。会议还就城市
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筹建工作
进行了研究论证。

市政府召开第198次
城建交通工程周例会

研究“断头路”打通、城市
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筹建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