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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二季度 确保“双过半”

本报讯（记者宋杰）6 月 11 日，2025
年度全市无偿献血动员会议暨健康科普
讲座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实施二十七周年，带动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无偿献血，推动全市无偿献血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副 市 长 卫 祥 玉出席并
讲话。

卫祥玉指出，无偿献血是保障人民
生命健康安全的基石工程，是衡量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
献血法》实施 27 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无偿献血工作，全市上下坚持政府
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
作机制，不断涌现出在危急关头挺身而
出、伸出双臂、奉献爱心、挽救生命的热
血英雄，无偿献血事业取得显著成效。

就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工作，卫祥
玉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
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工作合力；要创新
宣传形式，激活参与动能；要聚焦优质服
务，提升献血的体验；要加强监督管理，
保障企业的安全。

本报讯 今年以来，渑池县财政局围
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目标任务，推行“一二三”工作法，
精准发力，为提升财政衔接资金使用效
益、保证项目建设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已完成 2 批项目的批复和资金
对接工作，涉及 37 个项目共 1.17 亿元，高
于去年同期序时进度。

健全一套制度。制定管理办法，围
绕资金管理、项目管理、监督检查等方
面，明确职责分工，做到“资金到项目、管
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责任到项目”。
同时，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
最大限度缩短审批审查周期，进一步规
范财政衔接资金拨付程序、简化拨付流
程、提高拨付效率、加快拨付进度。

注重两个倾斜。向产业倾斜，优先
保证重点投入产业类项目。果园乡依托
宏远食品城，投入 5500 余万元，带动就业
478 人；陈村乡联合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与
多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签订冬凌草、丹
参种植收购合同，辐射带动约 3200 户农
民从事种植、采摘、运输等工作。向脱贫
户倾斜，优先保证安排到户类资金。采
取一次性交通补助、产业补助、小额信贷
贴息、雨露计划、安排公益性岗位等多种
方式，促进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帮扶对象
发展产业和就业增收。

把好三道关口。把好资金监管关，
项目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把
好资金支出进度关，按月对资金支出进
度进行通报，加强项目资金支出情况梳
理排查。把好项目推进关，实行动态调
度机制，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精准精
细做好各项要素保障工作，解决项目建
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强化项目推进
和资金支出进度日常管理，推动项目建
设提速、提质、提效。

（张子扬）

本报讯“党员们定期开展环境整治
活动，不仅让村内公共区域干净整洁，也
带动了更多村民自觉维护村内环境卫
生，一举两得。”日前，陕州区张汴乡西王
村村民阴波燕说。

今年以来，张汴乡聚焦基层社会治理
痛点难点堵点，从末梢处着眼、从细微处
入手，把“五星”支部创建作为持续加强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内容，推动基层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全面提升。

小网格保障大“民生”。该乡着力强
化网格力量配备，为每个网格配备专职
党员网格员，打造集“格、人、事、责”于一
身的网格员队伍，确保网格内“大事小
情”有人管、有人抓。网格员不定期走访
发现风险隐患、矛盾纠纷、居民建议诉
求，目前共发现问题 36 件。

小先锋撬动大“文明”。该乡找准基

层文明治理切入点，动员党员志愿者在
各村公告栏等显眼位置张贴垃圾分类宣
传海报，在集会期间，党员志愿者摆摊设
点，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共发放宣传册
650 份。同时，常态化组织党员志愿者对
各村公共区域进行清扫，清理乱堆乱放
的垃圾，改善人居环境。

小举措奏响大“合唱”。为进一步强
化服务功能，该乡便民服务中心常态化
提供工作岗位信息，开展叉车司机、家政
服务员、保育员、电工等技术培训，培训
结束后积极联系需要相关岗位的公司。
目前，累计有 156 人参与培训。该乡还鼓
励寒暑假放假的大学生利用空闲时间，
为村里学生辅导功课，既为村里孩子们
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也给大学生们
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

（张兵波 胡凯晓）

绿 意 正 浓 ，草 木 掩 映 ，鸟 语 花
香。不远处的生态修复项目现场，
10 余名工人正在矿坑东南边坡处砌
筑浆砌石挡土墙；矿坑南部，长约 1
公里的边坡上，三四层阶梯式挡土
墙大部分已砌筑完毕。这是 6 月 9
日，记者在义马市北露天矿坑看到
的景象。

2023 年 10 月，北露天矿坑生态
修复项目开工，目前初见成效。放
眼望去，北部湛蓝色的厂棚，坑底整
齐排列的林木和正在铺设的廊道，
西部和南部修整一新的边坡，这片
曾令人唏嘘的“城市伤疤”，如今成
了天鹅留恋的“候鸟驿站”和市民的

“城市氧吧”。
“北露天整体位于城镇开发边

界范围内，同时还有 1500 亩林地和
370 亩水域，它既是我们的工业区可
以引入和发展产业，同时也承担着

‘生态功能区’的重要作用。”义马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胡有鹏
告诉记者。

考虑到矿坑的地质条件，北露
天 矿 坑 生 态 修 复 主 要 从 三 方 面 着
手：通过削坡、危岩体清理、砌筑浆
砌石挡墙等消除因采煤遗留下来的
地质灾害隐患；通过场地平整、覆土
植树、种草绿化等恢复矿区生态环
境；打造“生态修复+仓储物流”模
式，在矿区北部实施产业导入。

对 于 矿 坑 底 部 正 在 进 行 的 施
工，北露天矿坑生态修复地表项目
和天新项目现场监理员何福勤说：

“我们要对外露的煤层进行三层隔
绝，挡土墙、渣土，还有黏土，这样可
以把裸露的煤层彻底封存，防止裸
露在外的煤层自燃。”

何福勤所在的天新项目属于北
露 天 矿 坑 生 态 修 复 项 目 中 的 治 灾
项目，近期正在对矿坑南部边坡的
裸 露 煤 层 进 行 封 堵 。 为 了 确 保 裸
露的煤层彻底与空气隔绝，工人要
在原本裸露的煤层外继续填埋 2 米
厚的黏土、3.5 米厚的渣土，还要在
最外层砌筑水泥挡土墙或者浆砌石
挡土墙。

据了解，最外层的挡土 墙 最 厚
处 2.8 米 ，最 窄 处 1.1 米 ，要 砌 5 米
高。为了确保墙体质量，防止墙体
裂缝，施工时每间隔 5 米就设置一

道收缩缝，并预留若干渗水孔。在
每一阶梯上，后期还要进行覆土种
植。

何福勤自去年 4 月入场开始监
理，至今已在矿坑持续工作了一年
有余，对一年来矿坑的点滴变化都
看在眼里。他说：“经过修整，这里
的景象已焕然一新。边坡整治与火
区治理大体告竣，安全性得到了有
效提升，采坑平整、覆土复绿等已基
本 完 成 ，产 业 导 入 正 在 持 续 进 行
中。昔日植被难生的裸露区域，被
覆上近 1 米厚的沃土，渐次植下的 45
万余株雪松、油松、白皮松、刺槐、五
角枫、楸树及连翘、紫穗槐、迎春花
等花草树木也已葱郁成片，正焕发
着勃勃生机。”

近日，湖滨区交口乡富村蔬菜大棚内，一个个饱满红润的西红柿挂满枝
头，农户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并于当天送到市区各商超市场，为市民餐桌
添上新鲜食材。 本报记者 张明 摄

6 月 7 日，天刚微亮，卢氏县朱阳
关镇涧北沟村瑞东中药材农民专业
合作社食用菌种植大棚内已是人声
鼎沸，十余名工人进进出出，有采摘
鲜猴头菇的，有挑拣装箱的，还有为
装炉烘烤做准备的……

最紧张最兴奋的人，当属大棚
主人李瑞东。自今年 4 月 1 日开始
接种以来，他带领工人日夜坚守在
大 棚 内 ，精 心 呵 护 着 3.1 万 棒 猴 头
菌，直到 5 月 20 日迎来首茬成熟菇
采收。近半个月来，他每天组织人
力采收六七百斤成熟鲜菇，适时装
炉 烘 烤 ，并 精 心 管 护 成 长 中 的 幼
菇，循环往复地做到成熟一批采收
一批。

苦点累点不算啥，眼见干的湿
的猴头菇堆积如山一时出不了手，
这 是 李 瑞 东 最 为 焦 虑 的 。 好 在 有

关 部 门 内 引 外 联 ，终 于 有 客 商 登
门 。“ 好 东 西 也 有‘ 藏 在 深 山 人 未
识’的时候！”李瑞东说。 6 月 8 日，
当 第 一 批 鲜 猴 头 菇 被 河 北 广 旺 农
产 品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三 门 峡 分 公 司
装上冷藏车外运时，李瑞东悬着的
心才放下来。

“李老板今年的头茬鲜菇主要
运 往 广 东 、福 建 等 南 方 省 份 销 售 。
他种植的鲜猴头菇，毛茸茸的模样
像极了一个小巧的猴头，质感柔软
却又带着些许韧性，无论是炖、炒还
是煲汤，肉嫰味香，鲜美可口，深受
南方人喜爱。”采购商张诚旺一边指

挥装车一边介绍，从今往后每两天
发一次车，一车装 1000 公斤左右鲜
菇，每车次差不多有 1万多元进账。

与广旺公司采购代表同时到来
的辉县市翼屯食用菌公司代表王林
明介绍，他们公司侧重于收购猴头
菇干品，每公斤收购价 60 元到 160
元，销售地分布广泛，主要用于加工
生产猴头菇酱、猴头菇挂面、猴头菇
咖啡、猴头菇粉等系列产品，还用于
药品和保健品生产，除满足国内市
场需求外，还远销国际市场。

猴头菇是菌类中较为稀少的一
种，每百克菇肉中所含蛋白质是香

菇的 2 倍、平菇的 16 倍，还含有独特
的多醣体、多肽类及脂肪物资，被列
为 八 大 山 珍 之 一 。 这 种 菇 菌 肉 鲜
嫩、香醇可口，有“素中荤”之称，具
有降胆固醇、养护肠胃、抗衰老等功
效，深受市场青睐。

近年来，李瑞东坚持走“合作社+
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设施农业，因
地制宜种植食用菌。在传统菌类种
植基础上，他引进猴头菇新品种，进
一步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并带动周
边群众务工挣钱。2024年，他被授予

“河南省劳动模范”称号。
眼下，在李瑞东经营的食用菌

大棚内，一排排整齐摆放的菌棒上，
一簇簇猴头菇已探出脑袋，部分已
成熟的猴头菇正抢“鲜”上市，走出
大山，销往全国各地。

（叶新波）

“很期待这个垃圾中转站扩建
完工，以后清运速度快了，异味肯定
就少了，夏天再也不用担心垃圾堆
积发臭了。”6 月 6 日，灵宝市朱阳镇
朱阳村群众杜天富望着正在扩建的
垃圾中转站，满是期待。

连日来，朱阳镇多个民生项目
迎来新进展，镇党委、镇政府以实际
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让发展
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在垃圾中转站续建项目现场，
工人正在有序作业。该项目在原有
中转站基础上新增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米，通过优化功能分区布局，提
升垃圾压缩、转运效率。“我们将配
备新型可移动式垃圾压缩机、密闭
式转运车辆及智能监控系统，实现

垃圾日产日清。”项目负责人吴少坤
介绍，项目采用“全封闭式压缩+负
压除臭”工艺，有效减少异味扩散和
二次污染。

据悉，续建项目完工后，中转站
日处理能力提升至 30 吨，覆盖朱阳
镇 区 及 周 边 4 个 行 政 村 ，约 2 万 人
口。“我们实行‘村收集—镇转运—
市处理’三级联动模式，垃圾滞留时
间有望缩短至 8 小时内。”吴少坤表
示，总投资约 70 万元的项目预计 7
月底前竣工投用。

朱阳镇银河路雨污分流项目施
工 现 场 机 械 轰 鸣 ，一 派 繁 忙 景 象 。
银河路改造路段长 300 余米，包括路
面破除与恢复工程。项目新建了雨
水管道、污水管道及检查井，实现雨

水与污水独立输送。同时，修复了
部分路段给水管道，保障供水安全。

“ 我 们 采 用 HDPE 管 道 及 防 渗
层技术进行防渗处理，防止地下水
污染。”吴少坤说，雨水可直接排入
河道，减少内涝风险，污水则集中处
理后达标排放，有效保护弘农涧河
水质。项目完成后，雨水排放效率
将提高 40%。

朱阳镇芙蓉坡改造项目也在紧
锣密鼓地推进。项目对景区坡体进
行生态护坡加固，采用植被复绿技
术 恢 复 自 然 地 貌 。 在 景 观 打 造 方
面，依托原有地形规划了 300 米步道
和 1 处观景平台，同时，拓宽并硬化
连接芙蓉坡与镇区的道路，增设安
全标识、照明设施及休憩节点，提升

通行便利性。“我们还新建了 1 处停
车场、1 座公厕和 1 座管理房。”吴少
坤表示，芙蓉坡改造项目不仅美化
环境，也将提供更好的休闲娱乐场
所，进一步提升镇区整体形象。

“这些民生项目的实施，是镇党
委、镇政府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具体
体现。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需求放在
首位，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着力解决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朱阳镇党委
书记赵松伟表示，将继续加大民生领
域投入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
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让群众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从垃圾处理到雨污分流，再到
景区改造，朱阳镇的一系列民生工
程如“及时雨”，滋润着群众的心田。

6月 9日，卢氏县莘川坊商业区二期南区建设工地上，工人正在紧张施工。
莘川坊商业区是卢氏县重点建设项目，二期工程目前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李东阳 摄

本报讯 为积极推进水产种业提升
行动，扎实做好“豫选黄河鲤 2号”的繁育
和推广工作，日前，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
院全国布局建立 4 个首批“豫选黄河鲤 2
号”授权扩繁基地，三门峡市渑池县青莲
河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和灵宝市尚品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成功入选。

2024 年 10 月 22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
第 836 号公告，“豫选黄河鲤 2 号”等 23 个
水产新品种通过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由河南省水产科
学研究院历时 10 余年攻关选育，以豫选
黄河鲤保种群体与天然文岩渠、伊河野
生黄河鲤混群后代为基础，经 4 代群体选

育并结合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培育而
成。相较原品种，“豫选黄河鲤 2 号”18
月龄体重提升 17.4%，且无红色体色分
化，适宜在全国水温 12℃~30℃人工可控
的淡水水体中养殖。

我市地处黄河中下游，境内黄河流程
206 公里，流域面积 9376 平方公里，分别
占河南省的 28.9％和 25.9％。我市建有
卢氏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和黄河中游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三门峡段），丰
富的浅滩、沼泽湿地，为黄河鲤等土著鱼
类提供了天然栖息繁殖场所。在三门峡，
黄河鲤不仅是优质渔业资源，也是重要的
水产养殖经济品种。 （赵宪钧）

全市无偿献血动员会议
暨 健 康 科 普 讲 座 举 行

我市加快新品种繁育养殖
助 力 水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渑池县财政局：

“一二三”工作法赋能乡村振兴

陕州区张汴乡：

推进基层治理提档升级

义马市北露天矿坑生态修复持续进行——

“候鸟驿站”“城市氧吧”姣容初露
本报记者 任志刚

猴头菇出山记

灵宝市朱阳镇垃圾处理、雨污分流、景区改造“三箭齐发”——

民生改善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何英杰 通讯员 陈越

抓项目 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