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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无人机检查完毕，
状 态 良 好 ，请 求 开 展 无 人 机 作
业。”“具备作业条件，同意上升。”
11 月 20 日，从国网三门峡供电公
司传来消息，近日，该公司在渑池
县 220 千伏高云线首次使用无人
机开展 220 千伏输电线路相间间
隔棒近电安装工作，这是河南省
首家应用无人机开展相间间隔棒
防舞动治理工作。

天气逐渐寒冷，为避免受极
端天气影响，发生电网线路舞动
造成跳闸等隐患，国网三门峡供
电公司提前谋划部署，自 10 月中
旬开始，对相关线路展开防舞动
相间间隔棒安装工作，以预防和
治理冬季因线路舞动对电网安全
运行带来的隐患。

据悉 ，220 千 伏 高 云 线 为 西
电 东 送 重 要 线 路 ，与 220 千 伏 李
云线为同塔双回架设，无法同时
停 电 。 传 统 安 装 方 式 需 人 工 架

设飞车登高安装，同塔双回另一
侧 不 停 电 的 情 况 下 施 工 存 在 较
大人身风险，且至少需要 3 人同
时配合开展飞车走线和安装，耗
费 时 间 较 长 。 使 用 无 人 机 安 装
相间间隔棒技术，仅通过两台无
人 机 配 合 在 两 相 导 线 间 精 准 安
装，避免了人员高空作业人身风
险 ，将 施 工 时 间 由 每 根 90 分 钟
缩 短 至 30 分 钟 ，极 大 提 升 工 作
效率。

国网三门峡供电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无人机作业的圆
满完成，为后续安装工作提供了
实战经验，大幅提升了安装效率，
提高了输电线路抵御恶劣天气的
能力，保障途经三门峡地区西电
东送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截至
目前，国网三门峡供电公司已安
装相间间隔棒 100 余支，计划于度
冬前完成全部安装工作。

（王猛 张斌）

本报讯（记者葛洋 通讯员赵迎春）今
年以来，卢氏县立足资源禀赋，发挥资源优
势，抢抓发展机遇，科学规划布局，按照“采
选冶加”一体化发展方向，坚持体系化发
展、绿色化建设、科技化立身、项目化深耕，
蓄积发展后劲，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制定矿产资源开发规划。卢氏县有矿
产资源 10 大类 53 种，其中铁矿储量占到全
省的 40%，铜、铅、锌、锰、金、银、钽、铌和优

质大理石、花岗岩等储量居全省前列。该
县深入开展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制定《卢氏
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全面开展绿色
矿山建设，做到综合开发合理利用，规范矿
业秩序。已取得矿权的企业，严格按照绿
色矿山建设标准，实现产业类资源的循环
利用、无废生产。

健全管理制度体系。该县坚持立好规
矩，推动关口前移，实行“冶加”前置，配置
矿产资源，实行党政联席会集体研究，引入

人大及纪委监督，持续规范矿业秩序，优化
整合矿产资源。建立工作专班，科学编制
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实施方案、地质勘查专
项规划和矿业权设置方案，建立以规划为
龙头、以矿业权管理为核心、以矿权准入制
度为引导的矿业权管理制度体系。

提升矿产精深加工能力。该县加强外
运企业监管，合法合规矿山在扩大生产规
模的同时需建设或升级矿产品延伸加工项
目，利用“飞地经济”模式，减少原矿石外

流，提升矿产品深加工开发利用能力，增加
产品附加值。目前，国内在建的最大有色
金属地下采矿工程，总投资 59.1 亿元的中
原矿业夜长坪钼矿勘探工程暨建设项目已
启动，并纳入到 2024 年省重点项目库，光
宇矿业年产 5 万吨碳酸锂采选、中石考克
年产 32 万吨超细氧化钙等 4 个新材料项目
落地实施，钙基、锂基、硅基、钼钨、铁铜等
新材料产业集群齐头并进，正在锚定“千亿
级”发展目标奋力冲刺。

本报讯（记者何英杰）11 月 21
日，“金地杜仲杯”河南省第十五
届 万 村 千 乡 农 民 篮 球 赛 总 决 赛

（三门峡灵宝赛区）在灵宝市体育
馆开赛。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体育
总会、三门峡市人民政府主办，河
南省全民健身中心、河南省球类
运动中心、河南省农民体育协会、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三门
峡市体育局、灵宝市人民政府承
办，时间为 11 月 21 日至 24 日。

据了解，灵宝市是传统的篮
球之乡，篮球运动是灵宝人民喜
闻乐见、广泛参与的体育健身运
动之一。多年来，该市始终坚持
体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积极
构建多元化群众体育服务体系，

体育设施逐渐完善，群众体育蓬
勃发展，先后获得全国体育先进
县、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
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全国篮
球竞赛优秀赛区等荣誉。

根据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
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第
十五届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总规
程〉通知》，经研究决定，由灵宝市
承办“金地杜仲杯”河南省第十五
届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总决赛。
该市制定方案，精心组织，确保本
次比赛圆满成功。

当天的开幕式上，灵宝市体
育 爱 好 者 表 演 了 锣 鼓 、舞 狮 、舞
龙、太极等群众体育节目，运动员
代 表 、裁 判 员 代 表 分 别 进 行 宣
誓。开幕式后，三门峡代表队与
信阳代表队进行了首场比赛。

本报讯（记者张茜）为充分发
挥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稳就业、保
民生、促发展”作用，针对创业担保
贷款发放流程及审核中可能存在
的问题，今年以来，陕州区公共就
业和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在陕州区
纪委监委驻区人社局纪检监察组
的监督指导下，严格审核工作，简
化审批流程，切实提高服务水平。

围绕解决运输公司运输户融
资难、放款时间长的问题，该中心
推行“一站式”服务。实行创业担
保贷款部门审核借款人资格、金
融机构贷前调查和发放“多审合
一”，避免重复提交材料，将贷款
办理时间缩短至少 5 个工作日，当
天申请、银行当天即可放款，确保
办理业务“只跑一次”，切实提升

工 作 水 平 ，真 正 解 决 企 业“ 资 金
难”的问题。

今年以来，该中心切实落实创
业担保贷款政策，个人创业担保贷
款额度从 20 万元提高至 30 万元，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
过 400万元。截至 10月底，今年新
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83 笔，发放
金额 9101 万元，其中为运输公司
运输户发放贷款 1489万元。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强化廉政风险意识，为创业
者“贷”来“真金白银”政策实惠，
解决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进
一步规范操作管理和审查审批程
序，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流程，助
力陕州区掀起创业高潮，为实现
高质量充分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近日，渑池县段村乡的牛心柿迎来成熟采摘期，村民们忙着采收、削皮、晾晒，加
工柿饼，晾晒棚里挂着一串串红彤彤的柿子，宛如一盏盏小灯笼。

今年，该乡牛心柿种植面积超过 1.8 万亩，年产量 100 余万斤，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
经济收入。此外，该乡还充分利用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本报记者 王夏叶 摄

在希望的田野上

初冬，卢氏县范里镇骨垛村红薯淀
粉加工厂机器轰鸣，一个个饱满、颜色鲜
亮的红薯逐渐变成泛着微红色泽的粉
浆。村民们忙着挑拣、运输，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在原建有冻库的基础上，我们又投
资 20 万元，建成了红薯淀粉加工厂，新
购置的设备经过三次筛选就可以直接取
粉，实现‘一条龙’加工。”骨垛村党支部
书记尚海波高兴地介绍。

近年来，范里镇坚持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作为抓党建促振兴的重要抓
手，围绕红薯产业，深挖优势资源，找准
集聚合力，创新发展模式，推动村级集体
经济增速提质发展。

扩大种植规模，深挖发展潜力。范
里镇一直有种植红薯、打红薯粉、做粉条
的传统，目前苗村、骨垛、涧底等村种植
红薯面积均在 30 亩以上，全镇红薯种植
总面积达 3000 余亩。该镇持续加大经

营主体的招引力度，培育壮大集种植、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本土企业。

延长产业链条，增强发展动力。范
里镇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也在积极
探索延长产业链的新途径，做好“延链强
链”文章。南苏村的卢氏县旭苑生态牧
业有限公司充分利用扶持政策和资金，
建造生产加工车间和冷库，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骨垛村积极争取资金，建造
冻库和淀粉加工厂，吸引周边群众及合

作社前来加工红薯淀粉、冷冻粉条。
打造特色品牌，凝聚发展合力。苗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邮政助农，将
他们种植的“西瓜红”品种红薯送达千家
万户，截至目前，销售量已经超 1 万斤。
卢氏县旭苑生态牧业有限公司面向全镇
农户收购红薯淀粉，聘请专业人员加工
粉条，不断提升粉条质量，该公司负责人
还常常带着家乡的红薯粉条参加各种农
产品展销会。 （薛永慧）

←近日，在湖滨区交口乡富村的蔬菜大棚内，农户忙着采摘成熟的黄瓜。这些大
棚黄瓜品质优良，每天采摘完后，将很快运往市场进行销售，丰富市民的“菜篮子”，也
有力带动农户增收。 本报记者 张明 摄

本报讯（记者陈林道）11 月 21
日，记者从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了
解到，我市实施 120 城乡“一体化”
改革成效显著，目前已实现了全
市统一调度指挥、统一资源调配、
统一规划设置、统一质量标准的
均质化管理，带动全市特别是基
层院前急救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畅通了急救“生命线”，实现患者

“接警即救治”。
2019 年，我市大胆改革，在全

省首个实施 120 市级统一调度指
挥，建立 120 城乡统一调度的智慧
化指挥平台，形成了 120 高效运行
的全市一张网的急救体系，引进
MPDS 电话指导智慧化工具，辅
助调度员在救护车到达前对伤病
人开展专业的病情评估及自救互
救指导，让急救从拨通电话就开
始，实现了急救“零等待”。

改革实施 5 年来，120 应急指
挥能力明显提升，每年跨区域急

救调派救护车近千起，实现了突
发事件全市高效统筹调派及交界
地带群众就近急救。全市城乡急
救速度大幅提高，救护车平均出
车用时从 2019 年的 2 分 19 秒，缩
短到 2024 年的 1 分 11 秒，尤其是
乡镇急救站的 3 分钟出诊率从过
去的 38%，提升到现在的 78%；急
救网络更加完善，全市的城乡急
救站从一体化管理前的 34 家，增
加到了现在的 53 家。院前救治更
加规范，危急重症患者现场心电
监护、心电图检测、吸氧、快速血
糖的规范化监护及抢救措施全部
达标。急救指导更加精准，截至
目前，通过电话指导呼救者进行
心肺复苏成功救治 43 例心脏骤停
病人、2 例哽噎病人，6 例产妇在家
分 娩 。 近 年 来 ，先 后 有 鹤 壁 、信
阳、洛阳等地近 80 家市、县 120 工
作人员到三门峡市 120 急救指挥
中心参观交流。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生态立市为
抓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生态动能。

据了解，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总面积 6.8 万公顷，其中保护区三门峡
段东西长 206 公里，总面积 2.85 万公顷，占
整个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42%。黄河湿地保护区三门峡段分布有野
生植物 1121 种、野生动物 1066 种。

强化生态修复，改善生态环境。我市
坚持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在黄河
湿地生态环境治理中累计投资 11728.231

万元，清退与自然保护区重叠矿权 14 家，
退 出 保 护 区 面 积 777.19 公 顷 ，清 理 矿 渣
168.17 万立方米，覆土 258.54 万立方米，栽
树 36.684 万棵，撒播草籽 2.6635 万公斤，完
成 黄 河 湿 地 保 护 区 矿 山 治 理 面 积 2555.3
亩；清理整顿黄河河道船只 463 艘、违规企
业 13 家，恢复湿地面积 185.54 万平方米。

强化制度建设，健全保护机制。我市
颁布了全国第一部以保护大天鹅为主的地
方性法规《三门峡市白天鹅及其栖息地保
护条例》，实现了依法依规管理。修订完善

《河南黄河湿地保护区三门峡段巡护制度》
等 46 项管理规章制度，使大天鹅保护、巡

护、救护、监测等各项工作有规可依，管理
有序。市林业局与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建立
了《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区生态破坏线索
移交规定》，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公安等
部门紧密合作，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一
切破坏黄河湿地和大天鹅栖息地的行为。

强化能力建设，提升保护水平。我市
强化日常管理，在保护区设立区碑 10 块、
标志门 7 座、界桩 440 块、警示牌 200 块，确
保边界清晰。运用黄河湿地远程监控系统
21 个监控头，采用人防和机防相结合的方
式，进一步提升保护能力。

强化项目建设，提升生态效益。我市
结合黄河湿地保护区总体规划，申报了河
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门峡段）
湿地保护与监测设施建设项目，目前初步
设计已通过省林业局评审。同时，持续推
进 2023 年中央财政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

保护项目建设工作。
强化疫病防控，提高防控能力。我市

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
坚持日报告制度，做到了日监测报告上报
率 100%。为给白天鹅提供良好的栖息环
境，积极组织工作人员 100 余人对湖滨区
王官湿地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后
地天鹅湾两处大天鹅栖息地开展全面消
毒，消杀面积 5000 余亩。

强化科普宣传，增强保护意识。我市
大力宣传黄河湿地和白天鹅保护方面的知
识，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关爱湿地、保护
天鹅”的意识。在全市大天鹅栖息地设立
宣传牌 390 余块，展出野生动物摄影作品
5000 余幅、宣传板面 1800 余块，发放各类
宣传彩页 8 万余份，发送大天鹅保护短信
180 万条，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
浓厚氛围。 （刘玉明 吉晨晓）

我市 120城乡“一体化”
改革成效显著

河南省第十五届万村千乡农民
篮 球 赛 总 决 赛 在 灵 宝 开 赛

国网三门峡供电公司：

全省首家应用无人机
开展线路防舞动治理

优化服务
“贷”动群众创业

绿水青山看崤函绿水青山看崤函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生态动能

我市全力做好黄河湿地保护工作

卢氏县：

“采选冶加”一体化 蓄积发展后劲

党建引领激活力 产业发展促振兴

山乡挂满山乡挂满““红灯笼红灯笼””

大棚黄瓜大棚黄瓜““钱钱””景好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