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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三门峡智造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焊接机器
人技术取得系列突破，并成功运用于
核岛建设中，目前该技术已授权实用
新型专利 1 项，国外发明专利 2 项，同
时联合清华大学申报并入选 2024 年度
电力科技奖。

核岛现场焊接技术作为核岛建造
的关键技术之一，对于核电站的整体
性能和结构安全至关重要，其焊接质
量直接关系到核电站的运行安全与经
济效益。该企业针对传统手工焊接技
术质量稳定性差、效率低等问题，对以

“华龙一号”为代表的核电站焊接重难
点问题开展了持续多年的科技攻关，

首次将国内产智能焊接机器人运用到
核岛建设中，改变原有工艺全人工、高
强度的劳动状态，综合效率提高 3 倍，
一次性焊接合格率在 98%以上。该技
术打破了多项外国技术垄断，填补了
国 内 核 电 站 智 能 焊 接 相 关 领 域 的 空
白，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促进了核电焊
接行业领域科技进步与发展。

市科 技 局 将 会 同 相 关 部 门 不 断
服务企业技术创新，推进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应用，引导创新主体突破更多
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特种作业机器人
研发及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

（姜兴乾 张洋）

本报讯“我是 2017 年开始自己摸
索 着 种 植 柴 胡 的 ，当 时 每 亩 收 益 只 有
3000 元左右。如今，有了公司给我们做
后盾，免费发放药种，免费技术指导，还
签订协议高于市场价收购，每亩柴胡收
益七八千元。”近日，在位于渑池县坡头
乡城头村的河南省澜草堂药业有限公
司，66 岁的村民茹二秃说。

河南省澜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学敏介绍，该公司目前以种植柴胡为
主 ，2023 年 免 费 发 放 柴 胡 种 子 7000 多
斤，签约种植户 1000 多户，带动柴胡种
植面积 3000 多亩。

渑池县地处秦岭余脉伏牛山区，是
河南省中药材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有
可作药用的植物种类 702 种，其中丹参、
柴胡、黄芩、连翘、桔梗、何首乌等数十种
属于道地药材。渑池县是国家道地丹参
种植示范基地，丹参、柴胡被列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

近年来，渑池县依托丰富的中药材
资源优势，突出有机、绿色、道地，按照

“因地制宜、规范栽培、种改并重、集中连
片、市场导向、专业化发展”的原则，加强
专业化中药材种植区（带）建设，建设中
药材绿色标准化基地，着力将中药材产
业打造成新的富民产业。

与此同时，渑池县紧扣“围绕党建抓
产业，抓好产业促发展”的思路，坚持“产
业链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设到哪里，
党建引领作用就发挥到哪里”的工作导
向。5 月 16 日，渑池县中药材产业党委
挂牌成立；7 月 3 日，丹参、柴胡、冬凌草、
野生连翘 4 个党支部也正式成立，旨在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以组织建链、产业补链、服
务延链、人才强链，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河南协盛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一家成立于 2019 年的中药材产地初
加工企业，渑池县中药材产业丹参党支
部就设在该公司。该党支部立足本地资
源，在渑池县中药材产业党委的指导下，
充分利用渑池丹参、柴胡为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的优势，引导群众种植丹参、柴
胡等中药材。

据该公司副总经理张海军介绍，公
司目前拥有一条全国先进的中药材加工
联动生产线，年加工中药材 3500 余吨，
主要产品有丹参、柴胡、黄芩、连翘、艾叶
等中药切片以及丹参蜜、药茶制品和艾
产品等。该公司带动 17 个中药合作社、
50 多个中药材种植大户、2000 余户种植
户发展中药材种植。

张海军算了一笔账：丹参每亩可采收
450—550公斤的干货，按照 2023年的市场
行情，每亩收入可达 12000—15000 元；柴
胡每亩可采收干货 80—90公斤，目前市场
价每公斤 90—100 元，每亩收入 7000—
9000元，因此，中药材种植“钱途”光明。

据了解，早在 2003 年 6 月，渑池县就
引进了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为全县的中医药产业谋篇布局。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壮大，广宇制药已成为河
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科技型
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该公司与渑池县
多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签订
了丹参、板蓝根、冬凌草种植订单协议，
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
化经营模式，以保护价保障药材种植户
的利益，解了种植户和合作社的药材种
植技术及销售困难的后顾之忧，有力地
激发了他们的种植积极性。

据渑池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
截至今年上半年，该县已初步建成 10 万
亩生态中药、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建成
了 河 南 省 道 地 药 材 规 范 化 生 产 基 地 2
处，培育出广宇制药、桐君堂等中药材种
植、深加工龙头企业 10 家，发展中药材
种植专业合作社 48 个、中药材种植家庭

农场 66 家，带动 2 万余户农民发展中药
材种植，并先后与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
中药有限公司等知名中药企业签订了供
货协议，产业体系建设初具规模。

为不断加强中药材“产、供、销、储、
加、运”各环节产业化经营体系，渑池县
提出了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园（产业链）发
展战略，倾力打造“一中心六区域”的中
药材产业布局。“一中心”即中药材综合
管理服务中心，“六区域”包括中药材公
共服务区、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区、精深加
工产业区、药食同源加工产业区、中药材
仓储物流商贸产业区、中医康养区。通
过建设“一中心六区域”，全力打造产业
化龙头企业带动、现代化生产要素聚集，
集“生产+加工+科技”于一体的中药材
产业发展集群。

“我们将围绕道地中药材全产业链
条综合开发，鼓励和支持以广宇制药、崤
函生物等为主的龙头企业向标准化、规
模化、园区化发展，推进生物医药全产业
链建设，构建以中药材种植、现代中药制
造、中医康养服务、健康文化旅游‘四位
一体’的渑池健康生态圈，着力打造新的
产业增长极，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有力支撑。”渑池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贺晓鹏 李宏远）

初 秋 时 节 ，行 走 卢 氏 县
狮子坪乡村公路上，一个个
五味子、香菇产业园在田野
里渐次铺开，一张张笑脸绽
放出幸福的喜悦……

近 年 来 ，卢 氏 县 狮 子 坪
乡加强党建引领，凝聚发展
合 力 ，探 索“ 党 支 部 + 合 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开创景
美业旺的新局面。

“ 我 们 村 党 支 部 注 册 成
立了怡瑞文旅专业合作社，
投资 600 万元开发瓮城瀑布
景区，效益非常好。各地游
客 络 绎 不 绝 ，吃 山 菌 、逛 景
区 、住 民 宿 、买 土 特 产 成 了

‘ 标 配 ’。 群 众 自 觉 翻 修 房
屋，干起了农家乐，不到一年
时间，眼看着村里一户户通
过开设农家乐走上了致富增
收路。”狮子坪乡柳树湾村党
支部书记程占录说。

狮 子 坪 乡 围 绕“ 康 养 小
镇”建设目标，深度探索“四
好公路”+特色产业、“四好公
路 ”+ 历 史 文 化 、“ 四 好 公
路”+乡村旅游等模式，将玉
皇山景区、瓮城瀑布景区与
周边曹靖华故居、九龙洞景
区、金丝峡、凤冠山石窟等 10
余个景区串联，充分带动了
沿线旅游发展、资源变现。

“ 花 园 寺 村 在 豫 陕 边 界
高海拔深山区，是传统香菇
种植区。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后，我们引进大棚夏季香
菇栽培技术，建成占地 95 亩
的 130 个标准化香菇产业园，
入社村民年收入最高达 30 万
元，示范带动全村发展香菇
520 万棒。”狮子坪乡花园寺
村党支部书记李建方说。

狮子坪乡充分利用有效
的土地资源，以规模效应促
进经济发展。积极倡导各村
培育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
等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 目
前，全乡已建成香菇示范园、五味子观光示范园、
中蜂休闲示范园等 9个现代农业示范园。

毛河村地处河南卢氏和陕西商南、丹凤两省
三县交界的秦巴山区深处，毛河村党支部于 2023
年年初筹资 230 余万元，兴建了毛河明云酒业
坊，并取得了酒业作坊证书，引领全村烧酒散户
统一酿造流程、合作经营、信息共享，带动毛河和
邻村 300 多户群众发展酿酒产业。

“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创新
发展思路，立足长远，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让好风景带来好前景，助力乡村振兴。”
狮子坪乡党委书记陈炜说。

（常帮娃）

本报讯 今 年 以 来 ，市 科 技 局 认
真 落 实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政 策 ，
引 导 激 励 支 持 企 业 持 续 加 大 研 发 投
入力度。目前，市科技局已组织和指
导 全 市 178 家 企 业 申 报 享 受 2023 年
度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政 策 ，共 计
研 发 项 目 1243 个 ，涉 及 研 发 费 用 投
入 23.3 亿元。

市科技局高度重视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工作，全力为我市科技型
企业争取并落实科技惠企政策。

强化优化政策宣传。通过企业微
信群强化宣传，做到政策信息“日日
发、及时发”，答疑解惑“实时在线”，引
导帮助企业做好研发费用的归集，建

立研发会计科目并设置研发辅助账。
做好精准服务辅导。以高新技术

企业、上一年度享受过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政策的企业、高企培育库企业为
重点辅导对象，采取电话问询、上门服
务等形式，帮助企业按时完成“加计扣
除”填报工作。

加强部门有效协作。畅通科技、
税务、财政等多部门信息通道，形成有
效的工作合力。各县（市、区）科技、税
务等部门对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加大
服务指导力度，精准服务“一对一”指
导，及时解决企业在填报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提醒跟踪企业按时在网上填
报项目信息。 （续静静 贾静楠）

本报讯“立秋以后，烟叶逐渐进
入集中采摘期。你们来了，我们的心
就踏实啦！”8 月 7 日，在卢氏县杜关镇
民湾村，国网三门峡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对当地烟叶烤房电力供应情况进行
检查时，该村村民高兴地说。

目前 逐 渐 进 入 烟 叶 烤 制 的 高 峰
时期，为护航烟叶产业发展，国网三
门 峡 供 电 公 司 主 动 靠 前 服 务 。 强 化
电力保障，对涉及电烤烟的乡镇变电
站 和 高 低 压 线 路 设 备 开 展 拉 网 式 排

查，建立隐患消缺台账，对标销号及
时整改；开辟烟农用电“绿色通道”，
简化报装流程，采取集中办理和上门
办理的方法，推行差异化服务，及时
打通为烟农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按
照“网格化”管理要求，组织辖区供电
所党员服务队上门为设备“义诊”，重
点对烤烟房电线、开关、漏电保护器
等设备进行排查并协助整改，同时宣
传安全用电知识，为农户自备发电机
接入等提供技术支持。（宁岩 马翔飞）

本报讯 今年以来，陕州区按照“政
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
的方针，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重要作用，
全面打造特色科普品牌，积极实施《河南
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和市“科普九条”，
不断提升陕州区全民科学素质。

该区积极完成 10 个区级科普示范
社区规范化建设任务，推动社区科普
服务能力明显提升。着力选树基层科
普先进典型，命名区级现代农业科普
示范园、科普教育地和科普示范社区
11 个。组织全民科学素质成员单位科
技专家、首席科普专家、科技特派员等
扎实开展科普大宣讲等活动，推广“科
普中国”APP 应用，举办第二十五届河

南省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 AR
视界算法挑战赛三门峡市选拔赛，以
及各类科普宣传活动 30 余场，切实提
升城乡群众科学素质。

与此同时，该区在巩固提升锦绣、
西区等省级科普社区基础上，精心打
造高阳、北区等一批特色社区科普主
题馆。建立科普资源互联、共享机制，
实现陕州区中心幼儿园科普资源与永
乐、永昌等周边社区资源共享。通过
与上海智慧园科技有限公司对接，利
用省级科普教育资源和管理经验，倾
力打造陕州中学科技馆，竣工后，将为
学生带来前沿科技新潮知识。

（本报记者）

8 月 14 日，在渑池县英豪镇英西村村口，客商在收购花椒，椒农足不出户就能将新鲜采摘
的花椒销售出去，解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王家臣 摄

8 月 14 日，在灵宝市苏村乡中农乐矮砧苹果示范园，果农正在采摘早熟苹果。为了实
现错峰销售，增加果品产业效益，该示范园采取早中晚熟搭配的种植模式，成功嫁接了鲁
丽、红露、密脆、秦脆等新优品种。 姚东民 摄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虢都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 30 亩黄油桃近期
采摘上市，将销往上海、北京、广东等地。

今年以来，陕州区菜园乡积极谋划

产业发展，引导群众改良老化果树，提升
过村桃、金山苹果等本地特色果品品质，
同时种植黄桃、大樱桃等新优品种，全乡
优质果品种植面积达 3.5 万亩；发展蔬菜
生产大棚 270 个；种植柴胡、板蓝根等中
药材 1600 余亩。

从 资源到产业，抓好品牌是关键。
通过巩固发展农业龙头企业、提高产品
包装质量等措施，当地不断扩大“陕州桃
王”“陕塬红”“陕塬璀”等现有农业品牌知
名度，努力将产地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乡村产业振兴重在因地制宜。走进

陕州区硖石乡硖石村的金鹿苑，记者看
到，一排排整洁的鹿舍内，梅花鹿正悠闲
地吃着草料。金鹿苑负责人王建伟介
绍：“梅花鹿药用价值高、市场前景好，饲
养一只梅花鹿的年纯收入在 4000 元至
5000 元。”

陕州区硖石乡发展特色养殖，重点
打造梅花鹿、藏香猪、桑叶鸡等特色养殖
产业。陕州区张汴乡的红啤梨和桃子品
质优异，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收购。“我
种了 10 亩红啤梨，大概能卖 10 多万元，
每到收获季，乡里和村里都会帮忙找销

路。”张汴乡西过村果农刘永辉说。
近年来，张汴乡开展果蔬大棚种植

品种的“三品一标”认证，提升农产品质
量安全，打造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
地，依托现有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
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拉长
产业链条，提升农业效益。

陕州区委书记李军表示，陕州区将
不断完善服务机制，提升服务水平，加大
对特色产业发展支持力度，管好护好乡
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户持续增收。
（原载于《经济日报》2024年 8月 14日）

陕州区：

精准发力
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市科技局：

完善落实“加计扣除”政策
助企创新添活力

我市一企业
自主研发技术取得新突破

国网三门峡供电公司：

多举措保障烤烟用电无忧

渑池县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用好道地药材 开出富民“良方”

省媒央媒 看 崤 函 管好护好乡村特色产业
《经济日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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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收购 销售无忧

小苹果映红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侯鹏云）8 月 15 日，
三 门 峡 市 党 外 人 士 座 谈 会 召 开 。 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淑芳出席会议
并 讲 话 。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李 发
军，市政协副主席王锋、吴鹏斐参加
会议。

会议就贯彻落实市委八届七次全
会精神听取意见建议。民盟市委会、
九三学社市委会、农工党市委会、民建
市委会、民进市总支，市工商联负责
人，无党派人士代表作交流发言。

孙淑芳在讲话中强调，要在深入
学 习 贯 彻 全 会 精 神 中 巩 固 政 治 共
识。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七
次全会、市委八届七次全会精神作为
当 前 和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的 重 要 政 治 任

务，努力吃透精神实质、把准核心要
义、掌握实践要求，广泛宣传宣讲，做
好 结 合 转 化 。 要 在 助 力 现 代 化 三 门
峡 建 设 中 发 挥 多 党 合 作 制 度 效 能 。
聚焦重点议政建言，围绕中心谋划亮
点，发挥优势牵线搭桥，履职尽责提
升 质 效 。 要 在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新 征 程
中 从 严 推 进 自 身 建 设 。 各 民 主 党 派
要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
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工商联要引导民
营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履行社会
责任；无党派人士要在立足岗位、建
功立业中做到能扛重活、可堪大任，
全 力 推 动 全 市 多 党 合 作 事 业 持 续 健
康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门峡广泛凝心聚力。

全市党外人士座谈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