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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侯鹏云）8 月 1 日，第十
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三门峡分
赛区暨第六届三门峡创新创业大赛举
行。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张芳，副市长
艾合买提·艾开木出席活动。

此次大赛旨在发掘具有创新精神和
实力的优质企业、团队以及源头创新、早
期项目，为全市重点产业链发展注入新
活力，推动全市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市 146 个企业、高校院所和创新创
业团队报名参加，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32
个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当天，经过
现场路演比拼、评委打分，“中厚板高质
量智能焊接技术与装备”“食用菌优良
新 品 种 选 育 及 产 业 化 乡 村 振 兴 项 目 ”

“何氏钢 NPR 新材料锚杆、锚索科技项
目”分别获得初创组、成长组和团队组一
等奖，其余项目分获二、三等奖。

本报讯 日前，卢氏槲包顺利通过中
国起源地品牌评审专家组评审，成为三
门峡市第一个中国起源地“中华源字号”
品牌。

近年来，豫卢氏人家（河南）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以弘扬卢氏饮食文化为主
旨，在传承卢氏槲包传统工艺和文化精
髓的基础上，进行“卢氏槲包”商标注册，
并创新开发出药食同源系列产品，在传
统制作工艺中加入枸杞、核桃、红枣、薏
米等药用原料，使传统的卢氏槲包成为
充满时尚元素的健康食品。

7 月 27 日，中国起源地品牌 评 审 专
家组 7 位专家到卢氏县开展卢氏槲包品
牌认定工作，现场观摩企业运营情况，
了解卢氏槲包的制作工艺。专家组依

据有关规定，按照《中国起源地品牌通
用评定标准》，将卢氏槲包评定为中国
起源地“中华源字号”品牌。专家组还
对卢氏槲包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和建议，建议卢氏县要传承和发展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中华源字
号”在市场中的作用，打造独具卢氏魅
力的文化产业品牌。

据悉，卢氏槲包是一种用槲叶包上
黍米、高粱米、谷米、糯米、面豆等原料
煮出来的美味佳肴，地域特色鲜明，烹
饪流程独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被誉
为民间美食的“活化石”。2021 年 7 月，
卢氏槲包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张丽君 李书生）

本报讯（记者梁媛）戴上 VR 眼镜直
观看到厂房虚拟火灾现场，站到模拟平
台上体验高空坠落的失重感，双手感知
触电时的过电疼痛……近日，我市第六
家双预防品牌工作室在开曼铝业（三门
峡）有限公司建成落地。

该项目的建成落地，将创新安全教
育培训模式，改写以往理论培训的单一
形式，在增强职工安全意识、提升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
水平方面迈出一大步。此前，东方希望

（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灵宝市国投金
城 冶 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等 5 家 企 业 已 在
市应急管理局指导下建成双预防品牌
工作室。

开曼铝业双预防品牌工作室在原双

预防展示平台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
情况，将生产现场辨识出的主要安全风
险类型关口前移至教育培训阶段，通过

“理论+实操+体验”，利用 VR 虚拟现实、
火灾防控、高处坠落、触电、安全帽保护
等体验式模拟设备的优势，让职工身临
其境，教育体验效果更加直接。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双
预防体系品牌战略是我市落实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安全生产建设年

“七大工程”的重要举措，是遏制安全生
产事故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企业本质
安全、打造企业安全文化的重要途径。
该局将以体系建设要求为准绳，以企业
职工受益为己任，持续加强体系建设，
保障企业安全稳定运行。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公
布 2024 年全省养牛大县培育县名单，渑
池县榜上有名。这是渑池县继 2022 年、
2023 年连续两年被认定为全省养牛大县
培育县之后，又一次成功入选，标志着该
县肉牛养殖业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近年来，渑池县以争创“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示范县”为目标，充分利用饲草饲
料资源丰富、荒草荒坡面积大、自然隔离
条件优越的自然禀赋，综合考虑产业基
础、资源条件、生产优势和发展潜力等因
素，坚持相对集中、分散饲养相结合的原
则，按照“小群体大规模”的路子，积极推
进规模化养殖。

目前，渑池县初步形成了以陈村乡、

坡头乡、果园乡、洪阳镇、张村镇、仰韶
镇等为重点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区和北
部山区为重点的基础母牛繁育区，新建
了融鑫农业、鸿盛牧业、天池藕池养牛
场、崔门智慧牛场等标准化规模肉牛养
殖 场 8 个 ，培 育 了 南 村 乡 西 山 底 、陈 村
乡 白 浪 村 等 肉 牛 繁 育 重 点 村 10 个 ，壮
大了仰韶镇韶华村李改军、陈村乡滹沱
村陆云峰、陈村乡池底村上官中伟等一
批肉牛养殖示范户。全县肉牛饲养量
达 10 万头，其中存栏 200 头以上的标准
化 肉 牛 场 22 个 ，存 栏 基 础 母 牛 10 头 以
上的户有 900 余户，基础母牛群体规模
有 3 万余头。

（史鹏飞）

本报讯（记者任志刚 通讯员冯晨
晨）近年来，义马市紧紧围绕省、市工
作 部 署 ，积 极 开 展 政 务“ 三 变 ”行 动 ，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政企携手加快推
动企业在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新
材 料 上 下 功 夫 ，跑 出 了 高 质 量 发 展

“加速度”。
变“被动”为“主动”，全程服务企业

发展。该市深入开展“政务服务进企
业”活动，主动靠前了解企业所想所需，
推动政务服务从“有诉即办”向“未诉先
办”转变。建立“企业吹哨、部门报到”
服务机制，选派服务意识强、政策业务
精的骨干组建“政务服务队”，每月主动
上门走访承包企业，宣传政务服务惠企
政策和便民举措，收集汇总企业的难点

堵点问题。对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能
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
通过联席会议、协调转办、帮办代办、回
访核查等方式跟踪办理，形成“一站式”
闭环工作法，真正让惠企政策和服务从

“窗口”走进企业群众“心口”。同时，收
集企业对营商环境特别是政务服务办
事大厅窗口办事体验方面的意见建议，
将企业所提的问题清单、需求清单、建
议清单转化为工作清单，逐一明确责任
单位，动态跟踪督办。

变“串联”为“并联”，提升企业发
展质效。该市定期开展“领导班子下
企业”活动，通过主要领导亲自盯、部
门 联 合 改 、项 目 督 促 办 等 有 效 举 措 ，
督 促 提 升 全 链 条 服 务 企 业 效 率 。 提

升“一件事一次办”水平，通过技术创
新和服务优化让企业“零跑腿”，为企
业 发 展 送 去“ 及 时 雨 ”。 以 惠 企 政 策
为基础建设“政策中心”，汇聚了百余
条 有 关 政 策 ，形 成 惠 企 利 民“ 政 策
库 ”。 同 时 ，大 力 推 动 重 点 项 目 审 批
改革，组建工程建设项目工作服务专
班 ，实 行 并 联 审 批 ，最 大 限 度 优 化 审
批流程，重点项目落地审批法定时限
3 天 以 内 的 压 缩 一 半 、5 至 10 天 的 压
缩到 5 天以内、10 至 15 天的压缩到 10
天以内。成立帮办代办服务团队，通
过为企业提供惠企政策咨询、申请材
料预审、事项代帮办、审批问题协调、
业务代办送上门等全生命周期的“一
对 一 ”“ 保 姆 式 ”服 务 ，真 正 打 通 企 业

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变“客体”为“主体”，坚定企业发展

信心。该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
局专门打造企业服务专区，整合、优化
企业相关事项办事流程，推行“极简审
批”模式，企业开办、登记、变更等业务
半小时内即可拿证办结。提供“一站
式”帮办代办服务，为企业和员工提供
惠企政策、金融、科技等全生命周期特
色增值服务，并现场宣讲人才政策，营
造有利人才成长、企业发展的良好环
境。对帮扶企业进行跟踪服务，助力河
南龙康农产品有限公司获得“义马市食
品安全标杆企业”“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央视乡村大舞台直播推荐品牌”等多
项荣誉称号。

8月 2日，市民在黄河生态廊道欣赏美景。
夏日里，傍晚的黄河岸边凉风习习，蛙鸣蝉吟，沿岸璀璨的灯光给人以美轮美奂的视觉享受，吸

引了许多市民结伴休闲打卡，消夏避暑。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球磨机飞速旋转，车间内机器轰鸣……盛夏时节，
在卢氏县范里镇隆祥矿业有限公司选厂选矿车间，各
条生产线有条不紊，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隆祥矿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铁矿采选及多金属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为主的矿产开发企业，经过全面
提升改造，新建成铁矿石破碎生产线、球磨生产线、
500 吨多金属浮选生产线以及破碎生产线各 1 条，可
现场处理铁、金、铅锌等多种金属，带动企业经济效
益稳步提升。

“选厂总占地面积 80 亩，有两套生产线及 6 个车
间。其中，破碎车间日处理原矿石 5000 吨，经过干选 1
厘米大小的矿石进入球磨车间，在球磨车间经过磁选，
生 产 铁 精 粉 1000 吨 ，多 金 属 浮 选 车 间 日 处 理 量 500
吨。”隆祥矿业有限公司选厂负责人杨松介绍。

今年以来，范里镇党委、镇政府通过助企专班开展
“一对一”服务，在生产要素保障、惠企政策落实等方面
持续用力，有效确保了企业如期投产。自 7 月初试产
以来，隆祥矿业有限公司逐渐步入正轨，各条生产线开
足马力生产。

“现有从业人员 70 余人，生产铁精粉 8000 余吨，
已销售铁精粉 7000 余吨，预缴各类税收 100 万元。”
杨松说。

除了选厂选矿车间，隆祥矿业有限公司下辖的瓦
房院铁矿现场也是一派井然有序的生产景象。据隆祥
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矿山负责人胡海平介绍，瓦房
院铁矿各作业区目前 24 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量可达
60 万吨。

“采矿区总面积 6.164 平方公里，主要矿种有铁矿、
金矿、铅锌矿，现在主要以生产铁矿为主。瓦房院铁矿
5 月正常生产开采，每月产量 5 万吨左右，年产量可达
60 万吨。”胡海平说。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范里镇政府支
持下，隆祥矿业有限公司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进行升级
改造，严格按照国家矿山建设规范要求及绿色矿山建
设标准，建成了瓦房院铁矿绿色矿山多金属综合回收
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

据介绍，瓦房院铁矿绿色矿山多金属综合回收智
能化提升改造项目建成后，年可开采铁矿石 60 万吨，
生产铁精粉 20 万吨，产值 2 亿元，金、铅、锌等多金属回
收及其他附属副产品产值 0.5 亿元，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2.5亿元，上缴各类税收 2000 余万元。

“下一步，公司将立足瓦房院铁矿逐步整合周边矿
产资源，同时在选厂西侧再建设一条 1500 多吨金属生
产线、2.6 万平方米生产加工仓储厂房，逐步实现‘采选
冶加一体化’，促进矿山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隆祥矿业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陈春文表示。

（宋伟 马钰 杨瀚淳）

7 月 28 日，在陕州区观音堂镇陈营
村，果蔬大棚内满目滴翠，成熟的西红柿
宛如一个个小灯笼点缀在绿叶间，煞是
喜人。村民们穿梭在田间地头，一派生
机勃勃的动人景象。

“ 我 们 种 的 蔬 菜 水 果 品 种 好 、产 量
高，种植过程中坚持不打农药、不用催熟
剂，全部使用有机肥，确保让人吃着放
心。”陈营村党支部书记陈玉峰说，目前
各种蔬菜水果长势良好，加上市场行情
不错，村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近年来，观音堂镇以产业兴旺为重
点，积极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在陈营村
打造蔬菜大棚产业示范村，充分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7 名村干部
带头入股，通过为群众提供技术培训以
及技术就业、产业带动等多种帮扶，既

“输血”又“造血”，吸纳和带动低收入群

体致富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陈营村发展葡萄、西红柿等

专业大棚 80 多座，年产值 120 万元以上，
到明年将实现 150 座大棚种植，预计产值
达到 300 万元。该村充分发挥蔬菜大棚
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果蔬产业，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目前已辐射带动周边 8 个村
40 余户群众种植大棚蔬菜 80 亩，每亩年
收入 1.5 万元左右，让乡亲们看到了实实
在在的效益。

丰收的好光景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
的扶持，一项项新举措应声落地，一座座
蔬菜大棚欣欣向荣，助推着乡村振兴不
断迈上新台阶。观音堂镇将搭乘乡村振
兴“快车”，走出一条增收致富路，让村民
们把一畦畦的新绿变成实实在在的收
益，向着更加美好的新生活阔步前行。

（陈桃梅）

针对近期雷电、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渑池县市场监管局加强对辖区人员密集场
所在用特种设备的监督检查，特别是加大对旅游景区客运索道、电梯、大型游乐设
施、景区观光车等巡检力度，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
行。图为执法人员在仰韶仙门山景区对客运索道强制检测、维保情况开展检查。

梁小卫 摄

本报讯“以前村里办红白事都会比
阔气、讲排场，谁家白事办得豪华，谁家
孩子就孝顺；谁家红事办得奢侈，谁家就
有钱。如今，村里有了红白理事会，规定
了办事流程、礼金、桌数，不仅主家省事，
还能杜绝铺张浪费，大家都很支持！”近
日，灵宝市川口乡川口村党支部书记田
金平说。

川口乡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办法、
新路径，坚持红白理事会与村规民约相
结合，把移风易俗写入村规民约，配强红
白理事队伍，形成整体合力。同时，明确
婚丧嫁娶等社会行为准则，引导群众抵
制封建迷信、婚丧陋习、铺张浪费等不良

习气，大力培育文明新风，让乡风文明融
入村民生活，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刚开始有人不理解，后来逐渐感受
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好处，经济负担变
小了，也不耽误干活，自觉就形成了好风
气。”川口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彭少坡说，“现
在办事至少节约一半开支，平常小事也要
宴请的情况少了很多，大家再也不用为高
额的礼金发愁了。”

川口乡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
动移风易俗工作做深做实做细，充分发
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作用，不断巩固
移风易俗工作成果，以村风文明力量助
力乡村振兴。 （何岩岩）

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河南·三门峡分赛区大赛举行

卢氏槲包成为我市首个
中国起源地“中华源字号”品牌

我市再添一家双预防品牌工作室

推进移风易俗推进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新风倡导文明新风

灵宝市川口乡：

红白理事会“理”出新风尚

开展政务“三变”行动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义马：用心用情用力提升助企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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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畔觅清凉

全省养牛大县培育县名单公布

渑池县连续三年上榜

大棚果蔬迎丰收
村民增收致富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