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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如意）8 月 23 日 ，
2024 天鹅城之夏“今朝夜享、咱村有戏、
乡村振兴‘艺’起来”戏曲艺术暨群众文
化秀演活动在三门峡市蒲剧文博馆举
行。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周耀霞，副市长杨红忠观看演出。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市文旅集团等主
办。演出现场，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三

门峡市戏迷协会蒲剧艺术团、灵宝灵艺
蒲剧艺术团的演员们分别登台献艺，先
后演唱了《黄鹤楼》《金水桥》《清风亭》

《西厢记》《大登殿》等 16 个经典选段，赢
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据了解，“今朝夜享、咱村有戏、乡村
振兴‘艺’起来”戏曲艺术暨群众文化秀演
活动已成功举办了 40余期，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8 月 24 日，在灵宝市函谷关镇雷家沟村果品销售点，山东客商正在将收购的青皮
核桃装车。函谷关镇 6000 余亩青皮核桃今年获得丰收，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收
购。目前，全镇 3个收购点已销售青皮核桃 25万余公斤。 张菩菩 杨蓓蓓 摄

本报讯 连日来，在卢氏县所有建制
村、街道（社区）居委会电子大屏幕上，都
会滚动播出移风易俗“十抵制、十提倡”
宣传内容，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群众都能
朗朗上口。

卢氏县各级各部门依托宣讲团、文艺
小分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综合运用
放电影、唱大戏、集中宣讲、发宣传单或张
贴标语等方式，广泛宣传移风易俗“十抵
制、十提倡”，弘扬时代新风，遏制歪风陋
习，推动移风易俗工作顺利开展。

“十抵制、十提倡”的具体内容是：抵
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
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
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
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
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
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
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
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

一些村、街道（社区）居委会把移风
易俗“十抵制、十提倡”与“好媳妇”“好婆
婆”“好邻里”“卫生红旗”等争先创优活
动 结 合 起 来 ，作 为 硬 条 件 予 以 优 先 考

虑。“我们兴贤里春华、秋实、顺义三个社
区共搬迁入住 2757 户 11227 口人，这么
多人入住在面积 600 余亩的地域内，很容
易造成环境卫生脏、乱、差。为避免出现
这些问题，社区住户都极力维护，这才有
了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兴贤里秋实社
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王彦红说。

今年“七夕”，卢氏县还为 77 对新人
举行集体婚礼，这种别开生面的移风易
俗婚礼引得不少人在茶余饭后热议。“举
办集体婚礼，简约而不失大气，热闹而不
张扬，我们家长举双手赞成！”一位家长
表示。

“除了婚丧嫁娶外，一切都在改变。
这都是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活
动带来的变化，若广大农村、新型农民都
能被新生事物所感召，新型农村、新型农
民何愁不能快速培育成势。”东明镇东坪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书鹏说。

目前，卢氏县一些村正抓紧将移风易
俗“十抵制、十提倡”编成快板传唱，作为引
领农民树立移风易俗新风尚的乡土教材，
在助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叶新波）

本报讯（记者王志强）8 月 24 日，记
者来到运三高速公路三门峡收费站，看
到电子显示屏正滚动播报“黄河公铁两
用桥河南三门峡—山西平陆段全线实施
六折优惠”条幅通告，向过往客、货车辆
宣传通行费优惠的便民政策。

“铁建高速运三项目积极贯彻落实
差异化收费工作，做好政策宣传讲解，确
保通行运三高速公路三门峡黄河公铁两
用桥的所有客、货车辆享受 6折通行费优
惠政策，切实便捷两地群众出行，助力两
地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铁建高速
运三项目收费站站长朱金刚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本次通行费优惠旨在全面履行社会
责任和国企担当，全面贯彻落实高速公
路“差异化收费”政策，在探索逐步扩大
差异化收费政策实施范围中丰富差异化
收费政策实施形式，进一步提升高速公
路路网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促进物流
降本增效，确保便民惠民利民政策落实
落地。

据悉，河南段差异化收费政策暂定
至 2025 年 1 月 5 日止。三门峡市车辆通
过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至运城市，车
程只需 1 小时，较原先缩短约 30 分钟，为
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促进豫晋陕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报讯 近日，省财政厅、省科技厅
下达 2024 年第六批省创新生态支撑专项
经费预算，我市 4 项河南省乡村振兴科技
计划项目获得专项经费支持 150 万元。

河南省乡村振兴科技计划项目旨在
以科技创新助推产业创新，强化乡村产业
振兴科技支撑能力，服务农业强省建设。
市科技局组织河南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河南协盛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义马市凤凰山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河南
芳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申报并成功获批
实施，4家单位分别获得 50万元、40万元、
40万元、2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我市此次
获得的专项经费，将主要围绕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中存在的技术难题开展攻关，推动
形成县域主导产业品牌化、集群化发展新
格局，深化乡村产业振兴。

近年来，市科技局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市关于科技创新战略的决策部
署，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科技需求，以县
域主导产业应用技术的研发、推广与成
果转化升级等为重点，提升创新驱动产
业发展水平。该局将持续聚焦我市县域
特色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集成应
用，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优化
创新环境，为我市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
实施提供科技支撑。

（孙海丽 任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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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三门峡市人民政府新
闻 办 公 室 举 行“ 拼 出 未 来·干 出 精
彩”主题系列第六场新闻发布会，全
面展示灵宝市持续深化创新驱动、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灵宝市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落实三门峡市委八届五次
全会、六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 ，主 动 融 入 现 代 化 三 门 峡 建 设

“13561”工作布局，突出做好“新河文
山农”五篇文章和“十拼”“十个新突
破”工作部署，全力以赴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高质
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

深化创新驱动
发展动能加速积蓄

灵宝市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坚持平台主体联动发展，
聚集创新资源，加速成果转化，努力
培育更多新质生产力。

建强创新平台，深化与何季麟、
柴立元、何满潮等院士团队合作，引
导龙头企业协同大院大所、科研专
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组建创新
联合体，建成开发区“一院五中心”、
金城冶金“砷基新材料中试基地”、
华鑫铜箔“国际联合实验室”等一批
高端创新平台。其中，高精铜箔产
业研究院被确定为第三批省产业研
究院，是国内同行业中唯一一家真
正实现产、学、研、转、用融合发展的
铜产业研究平台。

壮大创新主体，深入实施科技型
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双倍增”
计划，推动创新要素向“链主”“小巨
人”“隐形冠军”“单项冠军”企业集聚，
共培育专精特新中小型企业 21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 37 家、省“瞪羚”企业 2
家、省制造业头雁企业 2家，以及华鑫
铜箔、宝鑫电子、朝辉铜业 3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坚持“项目为王”
发展支撑更加坚实

灵宝市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
促发展的“牛鼻子”，健全项目谋划、
招引、建设、投产全流程跟踪服务机

制，强化资金、土地、水电气等要素
保障，滚动开展“三个一批”项目建
设活动，形成谋划项目快落地、落地
项目快建设、建设项目快投产的良
性循环。

截至目前，灵宝市谋划储备重
点 项 目 368 个 ，总 投 资 523.8 亿 元 。
2024 年纳入省重点项目 13 个，完成
投资 94.2 亿元，占年计划的 94.7%；
纳入三门峡市重点项目 59 个，完成
投 资 200.5 亿 元 ，占 年 计 划 的
93.66%。

项目不仅数量多、体量大，而且
质态新。

总投资 82.28 亿元的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是灵宝市项目建设史上最
大的单体投资项目，装机规模达 120
万 千 瓦 ，建 成 后 可 实 现 年 发 电 量
15.76 亿千瓦时，能有效促进区域新
能源消纳、优化豫西地区能源结构、
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总投资 10.8 亿元的哈三联生物
制药暨全球植物源抗生素研发制造
中心项目，目前项目一期建成试产，
标志着灵宝市在壮大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促进中药材产业链条向高端
延伸、价值向高端攀升、品牌向高端
升级上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

全社会关注的油气资源勘查项
目，目前已探明油气资源量约 1.6 亿
吨，勘探开发价值高，荣获中国地质
调查局 2023 年度地质调查十大进展
之首，为灵宝市油气产业发展、塑造
区域竞争新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锚定工业强市
转型升级蹄疾步稳

近年来，灵宝市深入推进优势
再 造 、换 道 领 跑 、绿 色 低 碳 转 型 战
略，蹚出了资源型城市向创新型城
市蝶变的新路子。

围绕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对传
统矿山采选企业实施绿色化、智能
化、技术化改造，采用行业乃至国际
最 先 进 的 技 术 、工 艺 、装 备 ，使 金 、
银、铜等 10 余种元素综合回收率达
到 98.5%以上，同时能够提取铂、钯、
硒等稀散金属，实现了资源“吃干榨
净、变废为宝”，传统企业焕发出新
活力。国投金城冶金、灵宝黄金集

团年产值均突破百亿元，双双入选
省企业 100 强。

围绕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将铜
基新材料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培育
形成了以电解铜箔、压延铜箔、覆铜
板研发生产为核心的铜产业集群，
电解铜箔产能 7.3 万吨，压延铜箔产
能 5000 吨，总产值突破 250 亿元，被
确定为河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被授予“中国铜箔谷”称号。特
别是宝鑫电子自主研发的 3.5 微米极
薄锂电铜箔、华鑫铜箔生产的 5G 用
高频高速电解铜箔等产品，在研发
方面取得质的突破；宝鑫电子、华鑫
铜箔等 4 家企业入选省制造业企业
100 强。

围绕未来产业抢滩布局，开展
高纯砷、高纯硒制备等技术攻关，研
发砷化镓、砷化镉等半导、超导、光
电领域前驱材料，努力变换新赛道、
抢占制高点。同时，谋划实施“源网
荷储”一体化、集中式储能电站、国
家大科学装备等项目，争取更多战
略性基础设施、物资储备基地在灵
宝布局。

聚焦富民强基
乡村振兴全面起势

今年“五一”期间，灵宝市精心打
造的盘豆驿开业短短三天，接纳游客 5
万余人，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

灵宝市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
验 ，大 力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做 优“ 果 、
菌、烟、药、牧”五大主导产业，全力
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加强
基层组织“领头羊”队伍建设，打造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灵宝苹果成功创建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在全国苹果主产区第
一个建立绿色生产体系，品牌价值
超 200 亿元，稳居全国县级第一位；
灵宝香菇通过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
保护认定，正在创建国家级食用菌
产业集群。

“六个万亩”特色产业基地、东
寨 黄 河 观 景 台 等 特 色 景 点 串 珠 成
链，推动沿黄现代农业向贸易加工
延伸、与文旅融合发展。

9 个“五星”村（社区）成为带动
乡村振兴“领头羊”，注册党支部领

办 合 作 社 257 个 ，绑 定 龙 头 企 业 55
家，吸纳入股群众 1.7 万余户，集体经
济收入破百万元村达到 3 个、50 万元
以上 11 个、20 万元以上 77 个。

突出融合发展
文旅品牌更加亮丽

近年来，灵宝市坚持创意驱动、
美学引领、艺术点亮、科技赋能、跨
界融合，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着
力打造“函谷论道”“中原之巅”“黄
帝文化”“金城果会”四张文化旅游
名片。

灵宝市牢固树立“大函谷关”理
念，实施总投资 68 亿元的函谷关历
史文化功能区提升工程，创新编排

《问道函谷》《大秦烽云》等大型实景
演绎节目，开创了灵宝沉浸游、体验
游的先河，年游客接待量达到 50 万
人次，引发热烈反响。目前，函谷关
历史文化旅游区正加快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助力灵宝市文旅产业
发展提档升级。

牢记为民宗旨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灵宝市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群众“点滴
小事”当成“心头大事”，用心干、用
情办、用力攻。

全省第一个拥有绕城高速的县
级城市，新增技能人才 2.95 万人、高
技能人才 9408 人、城镇就业 2.61 万
人，发展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 5 家、
社会办养老机构 37 家、社区日间照
料 中 心 13 个 ，公 办 幼 儿 园 学 位 达
9480 个、义务教育学位达 4.6 万个，
建成覆盖卫生系统的医疗信息化综
合服务平台，重点领域重大风险隐
患实现动态清零，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一项项数据，标注着灵
宝市民生福祉的新刻度，当地群众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人心齐，泰山移。勠力同心加
快资源型城市向创新型城市蝶变，
叫响“中国铜箔谷”品牌，冲刺全国
县域经济百强县，灵宝市以坚实的
步伐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三
门峡实践，奋力开创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王建栋）8 月 23
日，省发展改革委在官网公布 2024
年度“全省十佳消费新场景”名单，
其中，陕州地坑院非遗文化旅游区
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创新的消
费场景设计上榜。

为培育一批带动性强、显示度
高、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新场景，推
动河南省消费场景的持续创新与
高 质 量 发 展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联 合
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
和 旅 游 厅 、省 市 场 监 管 局 等 部 门
组织开展了 2024 年度“全省十佳
消 费 新 场 景 ”认 定 工 作 。 经 过 自
愿申报、实地考察、专家评审等层
层 筛 选 ，最 终 确 定 了 包 括 陕 州 地

坑院非遗文化旅游区在内的 10 个
消 费 新 场 景 ，作 为 本 年 度 消 费 创
新的典范。

近年来，我市紧抓陕州地坑院
这一网红地标的流量优势，巧妙融
合“文旅+非遗+餐饮”元素，打造
了别具一格的消费新场景，不仅激
活了地坑院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
成功将顾客转化为游客，为城市增
添了新的活力与光彩。

据了解，消费新场景建设有助
于市场积极顺应消费变化新趋势，
推动高质量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
消费新需求引领高质量新供给，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
需求。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全面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持续强
化依法治水，不断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黄河安澜。

我市协同运城市、渭南市、临汾市签
署《推动黄河金三角区域生态治理护航
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促进上下游联
动、左右岸共治，全面筑牢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防控体系。

我市多措并举护岸护坡，制定《河南
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三门峡
市山体保护条例》，对库区上游实施禁封
治理，源头减少水土流失。实施“护坡工
程”，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开展坡耕地整
治、淤地坝建设，已完成治理 2494.5 平方
公里，年可减少入黄泥沙 200 万吨。巩

固提升沿黄抢险道路、堤防设施、险工险
段，加固 48.35 公里重点岸防、维护 757
处坝堤，2019 年以来黄河 6 次编号洪水
全部安全通行。

我市创新落实“河长+”工作机制，
全面建立以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
为核心的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制，推行

“河长+检察长”“河长+警长”“河长+护
河员”等制度，明确全市 107 条河流 1080
名河长，统筹推进黄河水资源保护、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工
作，累计退出养殖企业 333 家、渔船 463
条，实现主河道无排污滞洪生产经营性
活动；清理干支流 125.5 公里，取缔非法
采砂点 7 处，填埋砂坑 11 处，全域消除行
洪隐患。 （本报记者）

戏曲艺术暨群众文化秀演活动举行

运三高速公路三门峡黄河公铁
两 用 桥 通 行 费 六 折 优 惠

我市获省乡村振兴科技计划项目
经费支持 150万元

推进移风易俗推进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新风倡导文明新风

卢氏县：

“十抵制、十提倡”引领文明新风尚

叫响“中国铜箔谷”品牌 冲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

金城灵宝：资源型城市的创新“蝶变”
本报记者 白叶楠

三门峡：

以法治力量守护黄河安澜
2024年度“全省十佳消费新场景”揭晓

陕州地坑院非遗文化旅游区入选

8 月 21 日 ，卢
氏 县 城 区 云 海 茫
茫，交通网络四通
八达，远处栾卢高
速 与 呼 北 高 速 宛
若 巨 龙 在 云 雾 之
中交会，呈现出一
幅壮丽景象。

近年来，卢氏
县成功创建“四好
农村路”全国示范
县，栾卢高速全线
通车，卢洛高速全
力推进，当地群众
出行愈加便捷。

李东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