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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

新华社天津10月 2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指出，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40年来，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扩大开放，深

化改革创新，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
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下转第四版）

开创金砖合作新时代 谱写全球南方团结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前瞻

习近平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 断 激 发 创 新 活 力 和 内 生 动 力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

▲

详见今日A4版

▲ ▲

本报讯（记者陈林道 通讯员张
璐）近 年 来 ，我 市 深 入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科 教 兴 市 、人 才 强 市“ 首 位 战
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研发
投入总量和投入强度均大幅增长，
并于去年创历史新高。10 月 20 日，
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2023 年全市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R&D）经 费 达
43.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3%；研究

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
为 2.67%，比 上 年 提 高 0.49 个 百 分
点，首次超越全国水平，分别高于全
国 0.02 个、全省 0.62 个百分点，连续
4年保持在全省第一梯队。

研发投入强度再创新高。近年
来，全市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
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加快培育一流
创新主体，打造一流创新平台，集聚

一流创新人才，汇聚一流创新要素，
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全市研发投入
进入密集爆发期。2020 年全市研发
投入经费突破 20 亿元，2021 年突破
30 亿元，2023 年突破 40 亿元。2013
年至 2023 年，年均增长 20.7%，10 年
间 翻 了 2.7 倍 。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由
2013 年 的 0.55% 提 高 至 2023 年 的
2.67%，首次超越全国水平，高于全

国 0.02 个百分点。研发创新能力不
断提高，为全市实现由资源型城市
向创新型城市蝶变注入了强劲的科
技力量。

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快速增
长。规模以上企业是全市研发投入
的主力军，2023 年规模以上企业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42.97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8.2%，占全社会研

发费用的 99.35%，强力拉动全社会
研发经费投入快速增长。其中，以
河 南 中 原 黄 金 冶 炼 厂 有 限 责 任 公
司、三门峡金渠金银精炼有限公司、
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等
为代表的工业企业，以中国水利水
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为代表的
建筑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较快，有
力支撑了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去年我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超全国平均水平
研发投入强度达 2.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0.02 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张静怡）民营企业
是推动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主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大
支持力度，激发民营企业科技创新
活力，为三门峡转型发展注入新动
能。

强化科技政策服务，畅通民营
企业获取科技信息渠道。我市有关
部门实地走访各县（市、区）民营企
业宣讲科技政策，增强企业科技创
新意识，促进企业及时把握政策机

遇，分享政策红利，破解融资贷款等
难题。召开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科技惠企政策及实操培训会，持续
提升相关企业科技管理人员政策知
晓度和实操能力。

推动科技政策落地，增强民营
企业科技创新获得感。我市积极落
实 2023 年省“瞪羚”企业奖补资金
210 万元、市级“科技贷”贴息 5.6 万
元、第五届创新创业大赛市级奖补
资金 38 万元，省级创新创业大赛奖

补资金 120 万元，科技特派员奖补资
金 158 万元，首次填报研发企业奖补
资金 54 万元等，不断提振民营企业
发展信心和获得感。

推进研发项目实施，解决民营
企业研发资金不足困难。我市充分
发挥科技项目作为研发投入重要抓
手作用，利用财政资金撬动民营企
业加大研发项目投入力度。2024 年
以来，我市落实中央引导地方资金
科技研发项目 540 万元（其中民营企

业占比 90%以上）；1 月至 8 月，我市
向民营企业提供市级“科技贷”超过
2.5 亿元，为企业提升技术研发水平
注入强劲动力。

加快科技人才引进，不断增强
民营企业研发能力。我市深化“人
才+项目”模式，先后引进高层次人
才（团队）251 个，实施人才项目 142
个，推动攻克“卡脖子”技术和生产
难题 357 个，产生专利 406 个，建成
中国铜箔谷等以民营企业为载体的

高水平人才平台。开展重点行业领
域招才引智以及北京、西安专项引
才活动，持续引进高层次人才，截至
2024 年 7 月，全市全职引进各类人
才 6909 名。探索“飞地孵化器+异
地研发中心+专家工作站”模式，打
造“飞地孵化器”，破解招才引智难
题，目前已成立北京、西安等“人才
飞地”6 个，建成运转人才工作站 4
个，为全市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提供
有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吴若雨）10 月 21 日，三门峡
市第九届运动会（第四届阳光运动会）田径比
赛在三门峡市外国语中学激烈进行。运动员
们个个精神抖擞，在这片充满挑战与荣耀的
土地上挥洒汗水，追逐梦想。

据 悉 ，此 项 比 赛 汇 聚 了 三 门 峡 市 各 县
（市、区）各级各类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俱
乐部和市直学校的 26 支代表队，领队、教练、
运动员共计 926 人，150 余名裁判员（其中包
括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
业的 80 名学生）为比赛的公平公正保驾护
航。比赛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比赛项目
涵盖男女短跑、中长跑、接力赛、跳高、跳远、
软式标枪、实心球等，乙组和丙组在田赛项目
上略有不同，乙组增设了软式标枪项目，丙组
的实心球重量则减轻为 1公斤。

刚刚结束女子 100 米比赛的 12 岁小将郭
梦琦表示：“我以前跑 100 米的成绩一直是 15
秒左右，但这次我跑到了 14 秒，虽然没夺冠，
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我很高
兴，因为我超越了曾经的自己。”

在即将参加 800 米比赛的李梦菲和韩美
熙身上，大家看到了友谊的力量。这两位来
自三门峡市阳光小学的运动员，暑假起就开
始训练，面对即将展开的激烈竞争，她们互相
加油鼓劲。李梦菲说：“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我们的友谊都是最重要的。”

随着赛程的深入进行，一些项目的冠、
亚、季军相继揭晓，并举行了颁奖仪式。

“你看这智能化标准大棚，冬暖
夏凉，天天出菇、摘菇、卖菇，我们干
活也有劲头！”近日，在卢氏县横涧
乡岗台村食用菌产业基地，李念红
和 同 伴 正 在 采 收、分 选 鲜 菇 产 品 。
菌袋上，一簇簇、一朵朵香菇饱满圆
润、长势喜人。

今年 58 岁的李念红是附近兴贤
里社区的居民，自从政府 2018 年建
立岗台食用菌产业扶贫基地以来，
她和同社区的 70 多个家庭妇女来这
里摘香菇、选香菇已经 5 年多了，来
去自由，顾家挣钱两不误。“我们每
小时工钱 8 元到 9 元，一月能挣 2000
多元呢，很开心也很知足！”李念红
笑着说。

同岗台村一样，在卢氏县 18 个

乡镇有 38 个食用菌产业扶贫基地，
大多建在各乡（镇）村易地搬迁安置
点周围，共有标准化香菇大棚 6000
余个，配套建设菇品分选车间、保鲜
储藏冷库 100 多个，现有大棚承包和
菇品经营户 1000 余家，长期雇佣安
置点和当地务工人员上万人，带动
了全县香菇产业规模发展，年稳定
种植香菇 3.6 亿袋，年产香菇 40 万
吨，产值 50 亿元，惠及 3.6 万户 11.8
万人，香菇年产量占全省 1/10、全国
1/30，被誉为“香菇之都”。

卢氏县是传统香菇产业大县，
经过转型升级、延链扩链强链，现已
拥有工厂化菌棒加工基地 11 个、香
菇生产专业村 135 个、出菇示范基地
83 个，培育食用菌龙头企业 63 家、
出口加工企业 33 家，已形成菌种研
发、菌棒生产、标准化种植、产品收
购加工、仓储物流、电商交易、废袋
回收综合利用等香菇全产业链发展
格局。

小 香 菇 撑 起 卢 氏 强 县 富 民 大
产业。目前，卢氏农业龙头企业河

南 金 海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和 上 海
市 农 业 科 学 院 食 用 菌 研 究 所 联 合
研 发 的“食 用 菌 液 体 菌 种 ”填 补 了
国内空白，生产的液体香菇菌棒成
活率高达 100%；卢氏县林海兴华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和 向 阳 蕈 珍 生 产
的“德海 10 号”“向阳 2 号”菌种成
为 卢 氏 县 及 周 边 地 区 香 菇 当 家 品

种；河南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
卢 氏 县 林 海 兴 华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成 品 菌 棒 畅 销 豫 陕 鄂 三
省，出口日本、韩国；全县建成了外
联 全 国 市 场 、辐 射 周 边 县 的 朱 阳
关、庙台、官坡香菇市场，干鲜菇品
线上线下畅销全国各地；卢氏县天
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家精深
加 工 企 业 生 产 的 香 菇 系 列 产 品 年
出口额 20 亿元；涌现出一大批香菇
产 业“ 乡 土 技 能 人 才 ”和“ 香 菇 状
元”，撬动全县乃至周边省、市发展
壮大香菇产业。 （高长军）

本报讯（记者纪雨童）10 月 21 日，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我市秋粮 9
月 20 日进入大规模收获阶段，全市各级
各部门通力合作、精心组织、科学调度、
强化保障，以“四到位”稳妥有序推进“三
秋”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据统计，
我市秋粮播种面积 134.6 万亩，截至目前
已累计收获 130.86 万亩，占比 97.2%。除
少 量 晚 收 和 没 有 麦 播 腾 茬 任 务 的 玉 米 、
大 豆 及 需 霜 降 后 收 获 的 红 薯 外 ，秋 收 工
作基本结束。

安排部署到位。 9 月 19 日，全市“三
秋”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召开，把“三
秋”生产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对
秋粮收获、小麦播种和农资管理、秸秆禁
烧等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印发《三门峡市
2024 年“三秋”工作方案》，成立综合工作、
气象服务、交通保畅、农机工作、农资打假
5 个工作组，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三
秋”生产顺利进行。

农机服务到位。“三秋”期间，全市共
投入各类农业机械 3.1 万台，随时掌握气
象、交通、收获进度等情况并及时发布信
息，合理调配人力和机械，确保不误农时，
生产有序；组织开展机收减损宣传活动，
抓好机手培训、技术指导等工作，最大限
度减少机收损失；印发《“三秋”农机化生
产应急工作方案》，依托全市 55 家农机合
作社、11 个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16
支常态化应急服务队，做好应急收获、应
急烘干等应急处置工作，开通“三秋”农机
服务保障 24 小时热线电话，随时接受咨
询，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联合 保 障 到 位 。 交 通 、公 安 等 部 门
共 同 做 好 跨 区 机 收 运 输 服 务 保 障 工 作 ，
落 实 跨 区 机 收 车 辆 免 交 通 行 费 政 策 ，确
保 道 路 保 通 保 畅 ；中 石 化 三 门 峡 石 油 分
公司、中石油三门峡分公司开通 42 家农
机 专 供 加 油 站 ，提 供 农 机 加 油 享 受 挂 牌
价优惠 3%的政策，组织开展“送油下乡”

“送油到田”服务，确保农机用油不断档；
气 象 部 门 及 时 发 布 气 象 、安 全 提 醒 等 有
针 对 性 的 气 象 信 息 服 务 ；农 业 农 村 部 门
积极开展调研指导，实行“三秋”进度日
报 制 ，编 发 工 作 专 报 ，保 证 生 产 信 息 畅
通。

宣传 引 导 到 位 。 河 南 广 播 电 视 台 大 象 新 闻 客 户
端、《三门峡日报》等媒体记者深入田间地头，以视频、
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全方位开展宣传报道，
大象新闻客户端播出《三门峡灵宝：高粱红透秋色浓》、

《三门峡日报》开辟《在希望的田野上》专栏影响广泛。
截至目前，省、市媒体刊发“三秋”相关新闻报道上千
条，在全社会营造了关注“三秋”、守护粮食安全的浓厚
氛围。

本报讯 今年以来，湖滨区聚焦群众办事需求，从方
便、快捷、高效出发，创新工作举措，切实把为民服务做
实做细。

优化窗口设置，提升服务效能。该区重构区政务服
务中心大厅功能布局，科学规划咨询引导区、前台受理
区、休闲等候区、智慧办税自助服务区等功能区域。在
智慧办税服务区配置智慧大厅数据可视化平台，触摸式
信息查询机及自助办税机；在婚姻登记区配置电子签名
屏，全方位满足企业群众办事需求。同时，设置“人才综
合窗口”，提供政策咨询解答及实现人才政策兑现“一窗
式咨询、一站式服务”；深入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设
置综合窗口办理相关事项，积极发挥“帮办代办”“小湖
帮办”“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作用，全面提升企业、群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强化大厅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区政务服务中心建
立高效投诉处理机制，着力解决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作风
纪律不严、服务态度不好、服务效率不高、服务质量不优
等问题；拓宽投诉渠道，公布监督投诉电话、设置意见
箱，窗口摆放政务服务“好差评”二维码，安排专人处理
办事企业及群众咨询投诉诉求，工作思路从“被动办”向

“主动办”转变；对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纪律、业务技能、
“好差评”系统应用等培训，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养和服
务水平。

开展预约、延时服务，提升办事体验。不断拓宽服
务渠道，做深做细延时服务，婚姻登记处积极响应新人
需求，开展预约服务，办理结婚登记，提供配套服务。同
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延长服务时间，积极为群众办理
相关业务。今年以来，大厅窗口累计提供延时服务 200
余次，服务群众 500 余人次，真正让“最多跑一次”落到实
处。 （三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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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比赛激烈进行

田径比赛现场，运动员们如离弦的箭般冲出起跑线。 本报记者 吴若雨 摄

湖滨区：

政务服务“小窗口”
提升便民“大服务”

我市加大支持力度推动民营经济向“新”而行

小香菇撑起强县富民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