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耕土地 政府买单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10月8日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寒露。随着我市秋收工
作进入尾声，秋种工作将全
面铺开。记者了解到，今年
郾城区整合项目资金，以政
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郾城区
16万亩高标准农田提供土地
深耕服务，保障来年粮食增
产增收。

当天上午，一台台大型
农机忙着深耕田地。记者看
到，这些拖拉机后面都挂着
深耕犁，半米高的犁铧在土
壤中游动，翻起深褐色的

“土浪”。深耕过的田地里，
一台台旋耕机也开始工作，
所过之处，刚刚翻起的大块

泥土变成了均匀的土粒，脚
踩上去松松软软。

在地头，郾城区农业农
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高
级农艺师赵胜超弯下腰，察
看翻土的深度和土壤的质
量，与种植大户黄进权探讨
土地深耕后的管理工作。

“目前深耕层已达到30
厘米，这为来年麦子丰收
打下了基础。”赵胜超说，深
翻土地超过25厘米，在不增
加任何肥料的情况下，可以
提高小麦产量10%左右，其
原因是深耕加深了耕作层，
改善了土壤的透气性，提高
了土壤的蓄水能力，起到
保墒、耐旱的作用，也能够

使土壤微生物更加活跃、养
分更足。

“今年享受到了好政策，
我承包的300亩土地都是免
费深耕，省了近一万元的费
用。”黄进权笑着说，今年郾
城区万亩高标准农田的种植
户基本都享受到了这项政策。

“这几天我的电话很多，
都是预约耕地的。”在田间指
挥机手作业的漯河市兴民农
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科伟
告诉记者，合作社接到一部
分免费为种植户耕田的任务
后，组织七台深耕机在地里
作业，国庆假期也没有休
息。目前，已经耕作了9000
多亩地。

农机手
正在平整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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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亿人次，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圆满收官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从9月29日开始至
10月8日结束、为期10天的铁
路国庆黄金周运输圆满收官，客
货运输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
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
次，日均发送旅客1773.9 万人
次，连续8天单日旅客发送量超

1700万人次。
其中，10月 1日发送旅客

2144.8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
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
货物1.15亿吨，其中9月30日
发送货物1172万吨，创单日货
物发送量历史新高，全国铁路运
输安全平稳有序。 据新华社

“政策+活动”促以旧换新政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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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 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

重大项目撑起高质量发展脊梁
■本报记者 李 丹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的光辉时刻，回望我市经济发
展的辉煌历程，重大项目作为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同一
根根坚实的桩基，撑起了高质
量发展的脊梁。我市聚焦高质
量、奋勇争第一，牢树“项目
为王”理念，全力以赴抓项
目、稳增长、育动能、促发
展，持续不断上项目扩投资的
生动实践，不仅见证了经济的
蓬勃发展，更引领着未来发展
的新方向。

新中国成立 75 年特别是
1986年升格为省辖市以来，漯
河三次产业竞相发展，产业结
构发生重大变化，由1986年的

“一、二、三”格局，1993年
后演变为“二、一、三”模
式，2002 年后进一步发展为

“二、三、一”模式；国民经济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由1985年的
47.1∶25.7∶27.2 演变为 2008
年的 14.4∶68.4∶17.2，再到
2023年的8.8∶39.8∶51.4。随
着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漯
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市生
产总值从1949年不足亿元，到
1986 年不到 12 亿元，再到
2008年突破500亿元，2023年
实现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763.9
亿元。多年来，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食品工业发展，培育
了一大批龙头骨干企业，打造
了全国首家中国食品名城，先
后培育出双汇集团、南街村等
一批知名企业，吸引了可口可
乐等近100家世界500强和全

国500强、行业龙头等知名企
业在漯投资兴业，食品工业、
食品文化、食品品牌、美食名
城“四篇文章”一起做，争当
践行“大食物观”的领跑者，
实施食品产业优势再造，推动

“食全食美、漯在其中”出圈出
彩，围绕营养健康、食药同

源、未来食品“三大主攻方
向”精准发展食品产业新质生
产力，食品产业集中度高、产
业体系完善、产业生态好，全
市食品产业规模超2000亿元，
占河南的1/5、全国的1/50，是
全省万亿食品产业的重要支
撑。尤其是近年来，我市大力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
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
宜落实到现代食品、新材料、
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发展上，
加快建设全国食品创新高地和
全国食品创新人才高地，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
力。

稳中求进拼经济
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总投资 300 亿元、占地
3000 亩的河南金海千亿级氟
硅新材料项目 7 月 11 日在全
省第十三期“三个一批”项
目建设漯河分会场活动中正
式开工建设。舞阳县委书记
王彦民在活动上介绍，该项
目是全省近年来单体投资最
大、亩均投资强度最高的项
目之一，建成后年销售收入
超千亿元，税收超百亿元，
成为全市产业发展的又一重
要引擎和全省万亿级新材料
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

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运行
的“压舱石”、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硬支撑”。2021年 7月以
来，滚动实施的“三个一批”
项目为我省提升创新能力和产
业结构优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项目建设
作为拼经济、稳增长、强信
心、促发展的重要抓手，动态
谋划项目，链式招引项目，强
化项目运营，狠抓项目建设，
尤其是今年以来，滚动实施了
一批附加值高、产业带动性
强、综合效益好的项目。2024
年全市重点项目150个，1月至
7月完成投资690.6亿元，“三
个一批”活动多项指标均居全
省前列，重大项目按时间节点
加速推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下转02版）

双汇第三工业园面制品加工车间。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习近平致信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强调

聚焦高质量发展提高人道服务能力 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和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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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位于漯河市召陵区的正大（漯
河）超级食品工厂项目建设现场，机械作业声
此起彼伏……当天，全省第十四期“三个一
批”项目建设活动举行，主会场设在漯河，该
项目是“开工一批”项目代表。

超级食品工厂项目“超”在哪儿？这是正
大集团在国内布局的首个蛋品深加工项目，总
投资20亿元，主要建设老母鸡深加工生产线、
蛋制品深加工生产线、实验检测楼、研发中心
及相应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漯
河食品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链群核心竞争力。

双汇第三工业园全产业链项目是“投产一
批”项目代表。该项目以新兴餐饮产业项目为
主，传统肉制品、休闲食品、配套产业为辅，
整合了包括第一、第二工业园产品在内的肉蛋
奶菜粮资源，打造了全新业态。

项目快速建设投产背后，离不开当地服务
保障“全力度”。去年以来，漯河市组建了大
项目统筹办、大财政金融办、大建设调度办、
大监管服务办，统领和服务重大项目谋划、推
进和要素保障，使项目建设呈现出全链条突破
的良好态势。

项目建设高歌猛进，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作为全国首座食品名城，漯河牢牢抓住食品主
导产业，坚持食品工业、食品文化、食品品
牌、美食名城“四篇文章”一起做，推动食品
产业规模、结构、层次全面升级。现代食品产
业集群入选全省十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双
汇、卫龙成为全省重点产业链盟会长单位，以
新质生产力为先导、以食品为主导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加快构建。

产业链群的竞争力、活力，最终比拼的是
创新力。漯河做强中原食品实验室龙头，加快
构建“顶天立地”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
重点产业链群汇聚，加快建设全国食品创新高
地和全国食品创新人才高地。

“下一步，漯河将围绕‘创新主引擎、产
业主阵地、项目主力军’，决战四季度、冲刺
全年红，推动更多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
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贡献漯河力
量。”漯河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据《河南日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在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致信大会，向全国广大
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致
以诚挚问候，并对做好红十字工
作提出希望。

习近平在信中指出，中国红
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
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时代新
征程，中国红十字会要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聚焦高质量发展，进

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增强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加强公信
力建设，提高人道服务能力，积
极参与和支持国际人道主义事
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促进
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加强对红十字工作的领
导和支持，为红十字会依法履
职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希望
全国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

员、志愿者牢记初心使命，勇
担时代重任，在矢志奋斗中书
写中国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9日在京开幕，会
上传达习近平致信。国家副主席
韩正出席开幕式并会见全体代
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开幕式上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辞并参
加会见。他说，中国红十字会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红十字事
业取得显著成绩。新时代新征
程，中国红十字会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强化“三
救三献”本职工作，持续提升
业务能力，协助党和政府织密
织牢民生兜底保障网。深入推
进红十字会改革，增强服务意
识，锤炼过硬作风，深化国际

交流合作，为推动红十字事业
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
维出席上述活动。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红十字
会会长陈竺主持。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代表、红十字会与红新
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分别致
辞。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
一书记徐留平代表群众团体致
辞。会议表彰了32个全国红十
字会系统先进集体和10名先进
工作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
源开发利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 指出，各级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
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是
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要破
除公共数据流通使用的体制性障
碍、机制性梗阻，激发共享开放动
力，优化公共数据资源配置，释放
市场创新活力，充分发挥数据要素

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为不断做
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构筑国家竞
争新优势提供坚实支撑。

《意见》 提出的主要目标是：
到2025年，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制度规则初步建立，资源供给规模
和质量明显提升，数据产品和服务
不断丰富，重点行业、地区公共数
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明显成效，培
育一批数据要素型企业，公共数据
资源要素作用初步显现。到 2030
年，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制度规

则更加成熟，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全
面建成，数据流通使用合规高效，
公共数据在赋能实体经济、扩大消
费需求、拓展投资空间、提升治理
能力中的要素作用充分发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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