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NMENXIA DAILY

河南省一级报纸

三门峡网：www.ismx.cn

□中共三门峡市委主管主办2023年 9月22 日

总第 9522期

星期五 癸卯年八月初八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011 邮发代号：35-34 今日 8版

投稿信箱：smxrb@vip.sina.com

□三门峡日报社出版

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八届五次全会精神

“聚焦‘新’‘河’‘文’‘山’‘农’做好五篇大文章”系列综述之五

农 和 本 固
文/本报记者 纪雨童 图/本报记者 杜杰

本报讯（记者李晨涛）9 月 21
日，市委书记范付中深入陕州区、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调研督导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全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主题教育
为契机，深入开展“五星”支部创
建，进一步立足乡土特色、结合地
域特点、彰显产业特质，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标准打造沿
黄乡村振兴示范带，持续做好“农”
的文章，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三门峡
特色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吴海

燕，副市长杨红忠等参加调研。
位于陕州区张湾乡桥头村的

黄河紫薇园，由于拓展了休憩、观
赏、娱乐等功能，已成为黄河生态
廊道新晋的一处“网红打卡地”。
范付中步行深入园中，实地察看周
边环境，认真听取项目推进情况，
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绿化、
因地制宜，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服务功能、丰富植被物种，持
续对园中老民居、老建筑进行修缮
和保护，下足“修旧如旧、建新如
故”的“绣花功夫”，真正让“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
愿景变为现实。

陕州区大营镇城村以“五星”
支部创建为抓手，立足独特区位资

源优势，将葡萄产业打造成群众致
富增收的新路子。在城村葡萄湾
采摘园、永新黄河生态家庭农场，
范付中深入采摘大棚，察看葡萄生
长状况，详细了解种植模式、销售
渠道等情况。范付中强调，产业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健
全 完 善“ 党 支 部 + 龙 头 企 业 + 基
地+农户”发展模式，做大做强葡
萄等特色农业产业，让一串串果实
链接二产、联动三产，辐射带动更
多村民增收致富。在城村文体中
心，范付中实地察看了门球场、专
业合作社、电商直播间等处，指出
要精心组织好当前正在开展的主
题教育，以“五星”支部创建引领乡
村振兴，持续建好用好党群服务中

心，有机整合日间照料、文化体育、
技能培训、农村电商等功能，着力
将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群众愿去
想去的服务中心、活动中心、交流
中心。

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
镇后地村，范付中认真听取工作情
况汇报，仔细察看规划图纸，并深
入河南百亩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详细了解后地村枣产业、乡
村旅游业发展等情况。范付中指
出，要做好“土特产”大文章，抓好
特色特质、龙头引领、品牌塑造，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合作社的集约发展优势、种植大户
的带动示范效应，大力发展农业新
产业、新业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要学好用好“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做法，深入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推动村容村貌整体提升，建设宜居
宜业宜游和美乡村。

范付中十分关注脱贫户、监测
户生产生活情况，在后地村监测户
高春鱼家中，范付中关切询问她的
身体状况，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
情况，叮嘱各有关部门要时刻关注
关心脱贫群众生活状况，切实做好

“一户一策”精准帮扶，确保脱贫
户、监测户帮扶政策应享尽享，促
进脱贫户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就业
实现增收致富，不断推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工作见实效、上台阶。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23 年
春，中央一号文件再次传递重农强
农的强烈信号。

稳住农业基本盘、夯实“三农”
压舱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早日照进乡
土现实。近年来，我市紧盯乡村振
兴这一重中之重，以工业理念抓农
业，打造高端化、现代化、融合化的
现代农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紧 抓 粮 食 安 全 这 一 头 等 大
事。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246 万亩，
总产量 14.86 亿斤，实现种植面积、
产量双增长。

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苹果种
植面积、产量全省第一；卢氏县和
灵宝市入选全省 8 个食用菌生产
重点县；全省中药材“十强县”我市
独占四席，连翘种植面积、产量位
居 全 国 第 一 ；31.74 万 亩 苹 果 、香
菇、辣椒成功创建国家级原料标准
化生产基地；3 个乡镇被认定为首
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乡村建设有声有色。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让乡村更和美，义马市
荣获 2022 年度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

紧盯“国之大者”“省之要者”，
同题共答时代之问，我市加快建设
农业强市。

突出做好“农”的文章，三门峡
怎么干？市委八届五次全会作出
部署、指明方向。

必须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一廊贯通、多点支撑，特色兴
业、乡土铸魂，生态为要、治理为
重，群众富裕、持续稳固，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9 月 1 日清晨，鸣笛声划破长
空，三门峡—青岛乡村振兴首班试
运行列车载着水果及水果罐头等
特色产品驶向远方。

三门峡乡村振兴全面起势飞扬。
沿百里黄河生态廊道自西向

东而行，秋天的田野上，苹果满园、
荷叶田田，枣挂枝头、啤梨生津，萄
似翡翠、椒如珠玉……赤橙黄绿青
蓝紫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果实累
累的乡村振兴“秋实图”。

焦村镇 5G 未来果园是灵宝苹

果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八园”之
一，数字化管控令人耳目一新；今
年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
创建名单的灵宝市驶上现代化发
展“快车道”。

“我们首批 25 吨‘阳光玫瑰’
葡萄刚出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的订单正在跟进。”在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山果演义智慧农业中心
去年在这里栽下的 4 万余棵、500
亩葡萄初挂果、喜丰收，今年“阳光
玫瑰”预计出口量将超过 1000 吨，
成为三门峡出口的主要水果之一。

一廊贯通、多点支撑，以沿黄
复合生态廊道为轴，布局多样业
态、设施，我市打造独具特色的沿
黄乡村振兴样板未来可期。

登 高 远 眺 ，母 亲 河“ 裙 裾 ”飞
扬——

灵宝、示范区、陕州、湖滨、渑
池，特色农业示范园、农耕文明博
览园、农业休闲公园、生态农业景
观园、中药材农业产业园五类现代
农业园区多元互补、特色纷呈；

有文化、有山水、有生态……8
条主题乡村旅游线路，大道通途，
铺就乡村振兴共富路；

彩色小麦、莲藕、油菜（油葵）、
优质蔬菜、特色水果、古枣林、中药
材、牛心柿、花椒 9 个万亩特色产
品基地缤纷四季，一条生态廊道、

安澜廊道、节水廊道、富民廊道、人
文廊道是三门峡人民报答“母亲
河”的丹心和承诺。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类的幸福

河。”三门峡沿黄 16 个乡镇、90 个
行政村迎来重大机遇，让“美丽资
源”绽放“美丽经济”造福于民。

湖滨区高庙乡大安村，精品民
宿、角古东旅游商业项目等，成为网
红打卡地；示范区大王镇后地村的
天鹅、红枣、猪头宴，三张“王牌”引
客无数；陕州区大营镇城村以葡萄、
蔬菜为主，创新打造品牌；观景九曲
黄河，灵宝市函谷关镇东寨村 37个
农 文 旅 融 合 项 目 建 设 如 火 如 荼
……“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
韵”，它们是乡村振兴的“探路者”

“排头兵”，为高标准打造沿黄乡村
振兴示范带先行先试。

示范村“打样儿”，其他村迎头
上。探索布局多样化经济业态，走
出一条符合豫西地区特点的乡村
振兴新模式，举措通俗易懂，干为
先实力拼。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大力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是基础。

三门峡是特色农业市，资源优
势富集。以产业为支撑，激活乡村
振兴“新动能”，既需要稳定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生产，又要立足特色资
源，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壮大，
念好“土”字经、打好“特”字牌、唱
好“产”字歌 , 真正让乡村有活力、
有人气、有奔头，吸引更多乡村人
才“破土而出”，更多“新农人”在农
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农民更多分
享产业“红利”。

突出特色兴业、乡土铸魂，做
好“土特产”大文章，抓好特色特质、
龙头引领、品牌塑造，做大做强“果、
菌、药、烟、酒、菜”等特色支柱产业
新图景，为乡村振兴开新局。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就是
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一大早，渑池县坡头乡韩家坑
村，村务员郭建林开始村道日常清扫。

“权责明确，有分工，有监督，有
考核，有奖罚，村容更美了，补贴比
过去多了，我们干劲更足了！”

新华社北京 9月 21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 9 月 22 日至 23 日出席杭州第
19 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并为来华出席
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和双
边活动。

来华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有：柬
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科威特王储米沙勒、尼泊尔总理普拉昌
达、东帝汶总理夏纳纳、韩国总理韩德洙、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议长佐哈里。

此外，文莱苏丹代表苏弗里亲王、卡
塔尔埃米尔代表焦安亲王、约旦亲王费
萨尔、泰国公主希里婉瓦丽、吉尔吉斯斯
坦 副 总 理 拜 萨 洛 夫 等 也 将 出 席 有 关 活
动。

本报讯（记者夏泽辉）9 月
21 日，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商
务厅和鹤壁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第十届中原（鹤壁）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鹤壁市
朝歌文化园鹿台阁开幕，全省
18 家地市参展，我市 12 家优
秀文化企业参加展会。

本次主会场三门峡展厅
设计，着力打造“圣地仰韶·花
开中国”文化品牌，以仰韶文
化元素为主题，以彩陶灰为主
色调，以抽象的彩陶器型做造
型，用仰韶花瓣纹做边饰，充
分展示了“圣地仰韶·花开中
国”的文明魅力。

在主会场三门峡展厅进
行展示的有河南仰韶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仰韶彩陶
及仰韶文创系列产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陕州人马
寨王玉瑞澄泥砚、陕州捶草印
花布艺产品和灵宝金石文化
产业公司带来的黄金矿石工
艺品；三门峡市弘焱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义马市博文宋绣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携
带天鹅文创产品、刺绣、琉璃
工艺品、布艺品等在标准展馆
参加展销。

据了解，此次展会为期 4
天，其间还将进行河南省文化
产业发展论坛、河南省文化产
业项目签约洽谈暨鹤壁市招商
引资项目签约活动、河南省·庆
尚北道第十九届书画艺术交流
活动、优秀文化创意项目路演
推介暨文创人才对接会、文化
创意新品首发活动、第三届“中
原好设计”大赛活动、第十届中
原文博会参展评选活动等。

本报讯（记者徐小龙）9月
18 日，在位于三门峡经济开发
区的三门峡赛诺维制药有限公
司内，随着一场简短热烈的知
识产权保险奖补项目资金发放
仪式举行，一笔向该企业发放
的 2.7 万 元 奖 补 资 金 落 到 实
处。这也是我市发放的首笔知
识产权保险奖补项目资金。

今年 3 月，河南省知识产
权局、河南省财政厅下发《关于
开展第二批专利转化专项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根据要求，
省财政厅与省知识产权局拟对
申报的知识产权保险项目进行
奖补。为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全面提升全市企业在知识
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方
面的能力，改善企业知识产权
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
赔偿低”状况，包括三门峡赛诺
维制药有限公司在内的我市 5
家企业，率先为各自的知识产
权办理了保险。

为企业等发放知识产权保
险奖补项目资金，是促进我市

专利技术转移转化，助力中小
微企业创新发展的一项具体措
施，旨在向全社会传递“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
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强烈
信号。作为一项具有惠企助
企属性的政策，相关奖补政策
的落实、资金的发放，将有利
于我市更多企业以自身研发
能力建设为立足点，打造集技
术研究、开发、转化应用等于
一体的知识产权创造平台，进
一步激励企业做好知识产权
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运营，
为保护自主创新专利提供信
心，助推企业变“知产”为“资
产”，将各自创新优势真正转
化为高质量发展胜势。

近年来，随着全市知识产
权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全市知
识产权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不断加强，知
识产权创造质量持续提升，知
识产权运用效益不断凸显，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对企业健康
发展的助力作用愈加显著。

范付中调研督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时强调

聚焦重点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高标准打造沿黄乡村振兴示范带

沿黄万亩特色水果基地

第十届中原（鹤壁）文博会开幕
我市12家优秀文化企业参展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新突破

我市首笔知识产权保险奖补项目资金发放

正当时正当时

20 岁时因意外导致颈部
严重受损，落下高位截瘫后遗
症；21 岁时姐姐意外身亡，让
家庭雪上加霜……命运多舛
的他选择了坚强，闯出了一片
新天地，改变了生活面貌，并
带动众多人走上小康路。他
就是卢氏县五里川镇马耳岩
村村民李刚。

1973 年 ，李 刚 出 生 。
1994 年 ，在 得 知 自 己 以 后 再
也 不 能 像 正 常 人 一 样 走 路
时 ，李 刚 放 声 大 哭 。 但 噩 运
接 连 而 来 ，他 姐 姐 后 来 又 出
车祸身亡。面对父母无助的
脸 庞 ，他 毅 然 选 择 了 靠 自 己
努力撑起这个家。

1997 年，生活基本自理的
李刚，贷款与同学合办了一个
养猪场。一年后，眼看 200 头
猪出栏在望，却因“5 号病”猪
价大跌，他们损失惨重。

1999 年，不服输的李刚又

选择了种植袋料香菇。但受
市场、劳力、原材料等因素制
约影响，5000 袋香菇收益仅能
勉强维持生活。

2010 年 ，李 刚 与 王 来 红
结 为 夫 妻 ，婚 后 他 们 有 了 一
双 儿 女 ，这 个 家 庭 渐 渐 有 了
生 气 。 2013 年 ，他 儿 子 却 突
患 肾 病 ，经 过 大 小 十 几 次 手
术、花去 20 多万元后，病情有
所 好 转 ，但 李 刚 家 的 生 活 更
加拮据。

脱 贫 攻 坚 战 全 面 打 响
后 ，李 刚 家 被 定 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 经 包 扶 单 位 帮 扶 ，
扶 贫 政 策 牵 引 ，李 刚 心 中 的
创业之火再度点燃。经过考
察，李刚开始散养卢氏土鸡。
拿着同学赞助的 2000 元启动
资金，李刚购买了一台孵化机，
自学技术，最终孵化出的 3000
只鸡苗、养大的 300 只土鸡顺
利销售一空。（下转第四版）

创业达人李刚的不屈人生

习近平将出席杭州第 19届亚洲运动会
开 幕 式 并 举 行 系 列 外 事 活 动

  积极探索乡村治理体系，建立
村务员制度，和郭建林一样，今年我
市  14642  名  村  务  员  成  了“  全  能  管
家”，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明显提升。
  建  设  什  么  样  的  乡  村  ？“  千  村  示
范  、万  村  整  治  ”可  否  让  乡  村  人  居  环
境  得  到  大  提  升  ？  乡  村  治  理  和  基  层
党建等都是重要环节。

  生  态  为  要  、治  理  为  重  ，让  农  村
由  表  及  里  、形  神  兼  备  全  面  提  升  ，环
境更美、风气更正、生活和谐、安定
有  序  ，才  能  留  得  住  乡  愁  、看  得  见  未
来。这既是群众所盼，也是党的温
暖和牵挂。

写好“农”文章，一个都不能少。
  卢  氏  县  官  道  口  镇  果  岭  村  ，
4000亩  规  模  化  、企  业  化  、产  业  化  发  
展  的苹果种植园，正酝酿着“丰收
季”。

  “  在  家  门  口  这  片  果  园  打  工  ，还
能照顾家，一年收入  3  万多元。”监
测户马当学说自己的好日子来了。

  以“  龙  头  企  业  +  合  作  社  +  农  户
（脱  贫  户）”的  新  模  式  ，让  脱  贫  户  和
监  测  对  象  户  均  有  2  项  以  上  产  业  支
撑，带动群众和集体致富增收。

  卢氏兴贤里、全省最大的搬迁
安置社区，创新开发智慧社区管理
平台，搬迁后扶“后半篇文章”出彩
出新，万名群众笑开颜。

  这  是  我  市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的  一  个
缩影。
  今  年  ，我  市将有  1.5  万  户  脱  贫  
监  测对象稳定增收，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  5.1％……

  群众富裕，持续稳固。让脱贫
群众有产业、有就业、有收入，发展
可持续，坚决守牢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  底  线  ；不  断  深  化  农  村  改  革  ，创  新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千方百
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支持和
鼓励农民就业创业，促进农民收入
持续较快增长是方向。
  农  和  本  固  ，安  居  乐  业  ；久  久  为
功  ，只  争  朝  夕  。  建  设  农  业  强  市  、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崤函儿女勇毅笃
行  、踔  厉  奋  发  ，脚  踏  实  地  、拼  搏  不
息，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三门峡实
践，浓墨重彩书写时代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