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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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1月13 日

总第 9802期

星期三 甲辰年十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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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发现锚定现代化 崤函再出发 崤函向“新”行

见证服务是国家政策文件
中赋予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一
项重要服务职能，是提升公共
资 源 交 易 服 务 质 效 的 重 要 内
容，也是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领
域清廉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的
重要突破点。近年来，三门峡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积极发挥
公共资源交易见证工作主体责
任 ，围 绕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数 字
化”见证进行探索与实践，推进
公共资源交易与互联网深度融
合，着力构建公正、规范、高效、
廉洁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优
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更好
服务交易各方主体，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

强化规章制度供给
全覆盖见证内容

按照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
律法规，结合见证工作实际，三
门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紧紧
围绕公共资源交易见证流程、见
证对象、见证事项，将见证服务
全面梳理，建立健全对应的见证
服务原则、理念、机制、流程、服
务及评价标准，出台见证流程规
范、项目进场受理登记服务规
范、组织开标操作规范、评标现
场见证服务规范、电子交易见证
书服务规范等 50余项标准规范，
形成了全过程、全类别、全要素
的全覆盖式数字见证体系，开辟

数字化见证新模式。一是见证
对象全覆盖。即参与公共资源
交易活动的各方交易主体，包括
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委托
人、转让人）、投标人（供应商、竞
买人、受让人）、社会代理机构、
评标（评审）专家等，均是该中心
开展见证服务的见证对象。二
是交易过程全覆盖。从项目登
记到电子档案归档，实现公共资
源交易项目立项、招、投、开、评、
定 、签 、履 约 全 过 程 各 环 节 见
证。三是交易要素全覆盖。对
公共资源交易涉及的人、事、物、
工具等所有要素进行见证，将见
证服务范围覆盖全交易要素，确
保见证无遗漏。（下转第四版）

11 月 7 日，灵宝市
寺 河 乡 苹 果 小 镇 的 盘
山 公 路 上 车 来 车 往 。
农 村 公 路 宛 如 长 龙 穿
梭在苍翠果树间，不仅
构 成 一 道 亮 丽 的 风 景
线，更串联起一个个苹
果园，成为苹果产业发
展的黄金路、乡村振兴
的致富路。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为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绿色底色，以生态之美厚积发展之
势，近年，我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导，坚决扛牢生态文明
建设政治责任，围绕现代化三门峡
建设“13561”工作布局，“新河文山
农”五篇文章，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

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定
期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各
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
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三门
峡市“生态环境保护攻坚年”实施
方 案》等 文 件 要 求 协 同 推 进 。 目
前，全市已颁布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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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规条例，全
力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

“随着生态环境好转，全市大
天鹅栖息地已由原来的 4处增加至
目前的 9 处，越冬大天鹅数量从 10
年前的 2000 余只增加至目前的 1.6
万余只，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11
月 11 日，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 天 鹅 对 越 冬 环 境 极 为 挑
剔 ，为 赢 得 白 色 精 灵 的“ 永 久 投
票”，更好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市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 战 ，持 续 开 展 减 污 降 碳 协 同 增
效、移动源污染等空气质量提升六
大行动，全市优良天数、PM2.5、PM10

继续保持“一增两降”，均位列全省
前 3 位；开展全市工业企业水污染
防治、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等专项
行动，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稳
居全省前列；强化源头管控，对 23
个优先监管地块实施风险管控，将
33 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和 12
家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
纳入管理，5 个地下水国考点位环
境质量持续保持稳定。

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提升“含
绿量”，发展的“含金量”才会更足。

有了优美的生态环境，我市工
业产业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成功创
建 1 个国家级和 1 个省级绿色工业
园区，5 个国家级、15 个省级绿色工
厂，推动有色、化工等 282 个传统制

造 业 项 目 全 部 完 成 绿 色 化 改 造 。
农业绿色生产模式全面推广，全市
170 家畜禽规模养殖场统一配套建
设粪污综合处理利用设施；绿色流
通体系逐步完善，火电、煤炭等行业
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不断提升，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不断加
大；“无废城市”建设纵深推进，全市
成功创建 12类 415个“无废细胞”。

依托全省四大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一带一核三山五区”全省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格 局 和 全 市“ 一 带 一
廊”暨豫西生态文化旅游带、早期
中国文明长廊的文旅发展布局，我
市形成了生态旅游与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工业游、
生态游、民俗游、历史文化游等业
态齐头并进，实现生产、生活与生
态的良好互动。其中，天鹅湖旅游
度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仰韶酒庄工业旅游区成功创建
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黄河旅游
节荣获 30 年“中国节事卓越品牌
奖”，全市 4A 级旅游景区达 17 家。

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我市谋划实施“十百千万亿”工
程，强力推动流域生态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以城乡污水
入网、生活垃圾清理、沿岸绿化彩
化为重点，全市 18 条黄河一级支流
全部实现“清水入黄”。240 公里沿
黄复合型生态廊道全线贯通，不仅
有效保障了黄河安澜，还快速带动
沿线 80 万群众增收致富，成为沿黄
自然观光游、生态康养游、文化研
学游、沿黄体育赛事、乡村振兴示
范带的主轴。通过连线带面打造
千里城市绿廊，全市被评为黄河流
域 唯 一 一 家 市 级 全 域“ 氧 吧 城
市”。此外，我市还累计修复治理
矿山 12.45 万亩，实施全国首例库
区 30 亿立方米泥沙清淤和综合利
用试点工程，实现“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民富”的“幸福目标”。

“ 人 不 负 青 山 ，青 山 定 不 负
人。”下一步，我市将坚定不移走好
绿色转型、创新驱动这一资源型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不断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三门峡实践
绿色篇章。

本报讯（记者葛洋 通讯
员赵迎春）今年以来，卢氏县
建设以“多园协同一体化”为
实现形式的产业载体体系，
做大做强开发区，实现资源
集中、产业集聚、要素集约。

增强园区支撑能力。该
县按照“整合、扩区、调规、改
制”总要求，优化调整发展布
局，在五里川镇、官道口镇、
徐家湾乡等资源富集乡镇，
根据资源禀赋，谋划钙基、硅
基、钼基、锂基等新材料产业
园 ，创 新 发 展“ 飞 地 经 济 园
区”，突破现有要素制约，实
现“飞入地”与“飞出地”的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全
面推进“微成长、小升规、高
变强”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
机制，入驻企业 130 家，“四
上”企业达 89 家。

突出龙头园区带动。该
县重点发展食品加工、药品
加工等产业，围绕主导产业

招大引强、招新引优。目前，
卢氏县与北京同仁堂药材参
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中
药材产业物流园、中药饮片
加工厂、中药材海关监管仓
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大力推
进高新技术标准化厂房、鼎
盛石材新厂扩建、中锦园等
在建项目建成投产。

建强服务保障体系。该
县率先成立县级开发区行政
审批大厅，建立“一领导、一
局委、一专班、一企业”工作
机制，深入践行代办制、“标
准 地 + 承 诺 制 ”，推 行 两 个

“零接触”（企业与职能部门
零接触、企业与驻地群众零
接触），开展全流程、全方位、
一体化服务。同时，在开发
区、产业园区内的“农字号”
加工企业，享受农业电价，其
电费差额部分由县财政全额
补贴。截至目前，已累计补
贴园区电价 3000 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侯鹏云）出行，到镇政府
大院办理公交优惠卡；娱乐，去梨园广场
参加戏迷欢聚俱乐部；消遣，选择“岁月学
堂”，学习瑜伽、太极拳、二胡等丰富多彩
的课程……渑池县城关镇居民的生活越
过越带劲儿。

今年以来，渑池县城关镇不断强化为
民服务理念，着力织牢民生“保障网”，将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呼声”转变为幸
福生活的“掌声”，切实让民生保障更安
心、公共服务更暖心、百姓生活更舒心。

精心制定城关镇“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和任务清单，明确服
务事项，实行挂图作战。扎实开展爱国
卫生月暨市容市貌整治工作，全面提高
城市环境整体质量。其中，北街村投资
15 万余元修建 1 座公共厕所，维修改造
100 多米下水管道，铺设 200 多平方米路
面；塔泥村实施全长 1000 米的道路硬化
项 目 ，被 群 众 评 为“ 铺 就 了 乡 村 振 兴 的

‘快速通道’”；东关村三组、四组村民终

于完成暖气安装，即将开启今年的“温暖
之冬”。

为完善服务保障，该镇以“五星”支部
创建为抓手，着力构建“上下联动、资源整
合、共建共享”社区治理新格局，实现党群
合力、群众安居、社区和谐的良好局面。

澧泉社区创新推出“岁月学堂”，根
据群众诉求，开设书法、瑜伽、吹奏、八段
锦 等 10 余 门 课 程 ，打 造 多 元 化 学 习 平
台。新华社区设立日间照料中心，推出
老年食堂养老助餐服务，满足不同居民
口味需求。黄河社区与渑池县第二人民
医院建立合作关系，为社区 20 个小区、
1800 余名老人提供日间托老服务、理疗
康复、慢性病管理、心理咨询等全方位的
康养照护……

“目前城关镇已先后解决各类民生问
题 231 个，下一步，将继续抓好民生实事
工作，推进各项民生实事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共享高质量的幸
福新生活。”该镇党委书记任朋武表示。

本报讯（记者徐洪波 通讯员杨晓晨）
今年以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
禹王路街道多措并举提升项目服务，持续
增进民生福祉，全力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各项工作再创佳绩。

统筹安排“十拼”工作，全力促进经济
稳定发展。按月召开“十拼”工作专项会
议，发动各行政村（社区）、机关人员积极
提供招商引资线索，邀请多家企业、公司
交 流 考 察 ，洽 谈 项 目 。 依 托 黄 河 梅 园

“疏 影 馆 ”、盆 景 园 等 ，组 织 开 展 特 色 商
品 展 销 、夜 间 经 济 活 动 、助 农 消 费 等 文
旅 消 费 活 动 。 在《三 门 峡 日 报》、“学 习
强国”等媒体平台发布信息 200 余篇，利
用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推送小视
频 百 余 个 ，强 化 正 能 量 宣 传 ，进 一 步 营
造“十拼”浓厚氛围。

多措并举提升项目服务，同心协力建
设美丽乡村。每月专题部署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利用古庙会、戏曲进乡村等文化
活动，进一步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新举措、

新政策，提升群众知晓率。实地了解企业
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围绕中原金属
关键实验室研究生基地及其二次扩征等
重点项目，快速、稳步推进勘界、清点、征
迁安置等工作。紧盯黄河滩涂地规范化
管理，周密安排部署，精准施策发力，全力
推进此项工作。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以赴打造
幸 福 生 活 。 做 好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工 作 、“ 人 人 持
证、技能河南”建设、惠民政策落实等工
作，助力群众就业增收。优化应急队伍
和 物 资 储 备 ，积 极 应 对 极 端 天 气 ，开 展
食品安全检查、消防检查、消防演练等，
增强群众安全意识，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开展河道专项治理、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发挥新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站）作 用 ，开 展“我 们 的
节 日 ”主 题 活 动 、文 明 条 例 宣 讲 等 形 式
多样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

习近平对广东珠海市驾车冲撞行人案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力救治伤员 依法严惩凶手
加强风险源头防控 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本报讯 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让农民从生态建设成
果中获得更多收益？我市抓住森
林资源优势，探索实践林下经济的
多种模式，促进全市林下经济产业
遍地开花。目前，全市林下经济利
用林地达到 389.49 万亩，其中林下
种 植 业 106.79 万 亩 、林 下 养 殖 业
46.05 万 亩 、林 产 品 采 集 业 123.98
万亩、森林景观业 112.67 万亩。

三门峡牡仙牡丹产业集团结
合油用牡丹喜阴特性，采用上乔下
灌种植方式，通过“龙头企业+基
地+农户”经营模式带动种植油用
牡丹 9.82 万亩。该公司打通功能
保健食品、中医药、美容健体、生物
科技等 4 条全产业链，生产牡丹籽
油、牡丹花核桃乳、牡丹食品系列、
牡丹花蕊茶等 10 余个品类 400 多
种产品，年产值超 10 亿元。

三门峡为民实业有限公司采
用“订单+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提供收购销售一条龙服务，每年收
购渑池县、灵宝市、卢氏县等地辣
椒 200 万公斤，建设空气能烘干加
工厂，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

河南宁寿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通过“公司+支部+农户”运作模
式，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党
员带头、以点带面，发动群众参与，
在店子、黄塘、宽坪、大石涧等村种
植藏红花 46 亩、芍药 240 亩、党参
700 亩、钻骨风 200 亩、黄精 1.4 万
亩，辐射带动 658 户 2008 人，户均

增收超过 4500 元，每年每村可增加
集体经济收益 10 万元左右。

湖滨区富刚扁桃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以区政府组织的技术培
训为引导，发挥合作社主导作用，
采 取 统 一 流 转 土 地 、农 户 自 愿 加
入、免费供应使用机制，由社员带
头栽培扁桃，并向邻近群众传授管
理技术。生产中实行企业管理方
式，统一防治病虫害、销售扁桃和
鸡（鸡 蛋），合 作 社 种 植 扁 桃 2200
亩，林下养鸡、鹅 1 万余只，年销售
总收入 200 多万元。

灵宝市祥和菌业专业合作社
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定期开展香菇栽植及管理技术培
训，累计培育示范户 1600 余户，带
动 周 边 7 个 乡 镇 、52 个 行 政 村 、
7500 余户种植香菇 100 余万袋，年
产值超过 1000 万元。

卢氏县香盛轩核桃专业合作
社依托东明镇当家山 2000 亩核桃
科技扶贫示范园，通过土地流转、
劳务用工、技能培训、电商购销等
4 种利益联结方式，累计带动参与
农户 1325 户，实现社员年均增收
6500 元 。 合 作 社 已 建 成 烤 核 桃 、
脱衣核桃仁生产线各 1 条，年加工
能力均为 1000 吨，规划筹建年产
量 2000 吨 核 桃 蛋 白 粉 生 产 线 1
条 。 此 外 ，建 成 的 核 桃 博 物 馆 用
于 核 桃 文 化 宣 传 和 产 品 展 示 ，带
动了乡村旅游业发展。

（刘玉明 杨伟静）

习近平向“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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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县城关镇：办好民生实事 赢得幸福“掌声”
示范区禹王路街道：提升项目服务 增进民生福祉

我 市 多 模 式 带 动
林下经济遍地开花

以生态之美厚积发展之势
本报记者 侯鹏云

致富路上
苹 果 香

卢氏县：

“ 多 园 协 同 一 体 化 ”
主引擎作用持续彰显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打造立体化数字见证体系 展现创优营商环境先锋力量
本报记者 曲长青 汪潭

距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开幕还有距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开幕还有1010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