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周口特色农业强市之路
———我市“七个专项行动”成效综述

□记者 王健 付永奇

立冬时节，阳光明媚。 白云卷舒
的蓝天下 ，青青麦苗生机勃勃 ，开始
孕育新的希望。

行走在三川大地，从白墙红瓦的
美丽村庄到河畅路通的广袤田野；从
“三农” 直播间的激情讲解到服装车
间里的机声隆隆；从农村大集的热闹
非凡到村头 “两堂三中心 ”内的欢声
笑语……目之所及 ， 一幅幅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
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在天地之间徐
徐铺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 ，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 、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对于千万
周口人民而言 ， 由农业大市向农业
强市跨越 ，是一项集长期性 、艰巨性
和复杂性等于一体的重大工程 。 如
何找到一条科学的跨越路径 ， 在乡
村振兴中率先实现农业强市目标 ？
市委 、 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 “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 ，围
绕 “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 ”总目
标，紧盯农民持续增收这个核心 ，从
实际出发 ， 创新提出可操作性强的
“123710”工作思路。

强化 “一个保障 ”，以 “产业兴旺
星 ”为牵引 ，深化 “五星 ”支部创建 ，
把基层党支部建成坚强战斗堡垒 ；
突出 “两个抓手 ”，以高标准农田建
设为抓手坚决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
任 ， 以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着力解
决好 “钱 ”从哪里来的问题 ；持续开
展“三个遍访 ”，坚持问题导向 ，奔着
问题去、盯着问题改 ，坚决克服形式
主义；切实抓好 “七个专项行动 ”，在
深化、强化、细化上下功夫 ；做到 “十
个动态清零 ”，高质量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两 年 来 ， 全 市 各 地 全 面 落 实
“123710”工作部署 ，以 “七个专项行
动”为抓手，锚定“十五个具体目标”，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协同发力，全市
产业发展载体得到新拓展， 城乡环境

有了新变化， 农村医疗教育条件得到
新改善，农业强市建设成效加速呈现。

开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行动，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11 月 6 日，在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周口市雪荣面粉有限公
司，各类运输车辆来往穿梭。这个企业
具有日处理加工小麦 1200 吨的能力，
但产品仍供不应求。 这是我市开展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行动的一个缩影。

我市各地立足县域产业 ， 按照
“主导产业突出、地域特色鲜明、创新
创业活跃 、业态类型丰富 、利益联结
紧密”要求 ，积极开展现代农业产业
园创建行动。 全市获批创建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 1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 9 个，批准创建市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 64 个、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281
个，国省市县四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实
现乡镇全覆盖 ， 形成以国家级为龙
头、省级为骨干 、市县级为基础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体系。 这些产业园
做活做好“土特产”文章，完善联农带
农机制 ， 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2
个、名特优新农产品 44 个、国家和省
龙头企业 88 家、 规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 534 家。 园区内由益海嘉里、金丹
乳酸、雪荣面粉等企业组成的粮食加
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 逍遥胡辣汤、
项城白芝麻 、扶沟蔬菜 、鹿邑化妆刷
等“周字号”品牌享誉中外，形成用一
粒粮做成大产业、用一棵菜名扬大中
原、用一碗汤叫响全中国 、凭一把刷
走向全世界的“三农”发展新局面。

（下转第二版）

数智赋能 推动乡村教育振兴
郸城：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高玉莹

“只要寝室有人喊 ‘救命’‘打人
啦’‘别打啦’……防范欺凌系统就会
立即发出警报，校长、宿管、班主任都
能收到信息，第一时间处理。 ”11 月 7
日，郸城县汲冢四中校长姚云林对记
者说。 据了解，这所乡村学校的信息
化教学设备得到全面升级，智慧校园
建设让日常管理工作高效便捷，处处
彰显着“智慧”。

“学校大门有人脸识别系统，教
室有智能化教学系统，餐厅有智慧就
餐系统 ，图书馆 、音乐室 、寝室都有
‘智能化’陪着我们，学得好、吃得好、
住得好。 在现代化的校园读书，我很
幸福。”说起现在的汲冢四中，该校九
年级学生张紫涵脸上挂满了笑容，他
感慨地说，“上七年级的时候还不是
这样。那时候，操场坑洼不平，教学设
备滞后老化， 教学质量徘徊不前，学
生也越来越少。 ”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
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
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汲冢
四中的美丽嬗变正是郸城县推进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开创新时代教育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缩影。

为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郸
城县坚持实施乡村学校振兴工程，近
两年投资 5.75 亿元 ，新建 （改扩建 ）
学校 42 所 ，增加学位 9300 个 ；投资

1500 万元， 改善提升汲冢四中教学
条件；投资 693 万元，建设教师周转
房 66 套， 全县农村寄宿制学校达到
148 所，市级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
校达到 76 所， 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
大，更多孩子实现了“就近上好学”的
愿望。

为办好让群众满意的 “家门口”
学校，该县全面整合县域内名校教育
资源，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
研、教育评价等方面统一管理，推动
全县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优势互补、
发展互促，成立以郸城县第五实验中
学为集团总校的教育集团 63 个、以
汲冢四中为集团分校的集团内成员
学校 227 所， 占全县中小学的 68%，
受益学生达 8.79 万余名。

“从学生的社团活动、生命状态，
能直观感受到乡村孩子蓬勃的生长
状态。尤其是一团团泥巴在老师的指
导下，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一幅幅栩
栩如生的泥塑作品，更加凸显了学校
‘五育’并举、全面培养的育人特色。”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教工委书记王群
会考察汲冢四中时说。

“下一步，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投
入力度，科学规划，聚焦内涵，缩小差
距， 全力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
以卓有成效的实践成果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让‘在家门口上好学’的梦
想逐步成为现实。 ”郸城县教体局局
长刘广锋表示。 ②9

２０24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五 甲辰年十月初八

□今 日 8 版□中共周口市委主管主办

ZHOUKOU��RIBAO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４１—００４９ 总第 10018 期 □ｗｗｗ．ｚｈｌｄ．ｃｏｍ

河南省一级报纸

□周口日报社出版

�■社长 顾玉杰 ■总编辑 王健 ■本期总值班 杨光林 ■责任编辑 郭坤 ■视觉统筹王朝辉 ■广告咨询 619００６６ ■新闻热线 6029999

致省驻周和全市新闻工作者的慰问信
省驻周和全市新闻工作者：

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之际，我们迎来
了第二十五个中国记者节。 值此，谨
向省驻周和全市新闻工作者致以节
日的祝贺！ 向为周口新闻事业作出重
要贡献的老新闻工作者致以崇高的
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向长期关心和支
持周口发展的各级新闻单位表示衷
心的感谢！

一年来，省驻周和全市广大新闻
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领袖嘱
托，坚定政治立场，胸怀“国之大者”，
全面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 周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重大
主题报道，精心策划全市“两会”、临

港经济发展、 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率先建成农业
强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申报历史
文化名城等重点报道，奏响了牢记领
袖嘱托、 矢志奋进出彩的时代强音。
一年来，你们认真践行“四力”要求，
或是扎根基层、 深入一线采写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故事，或是
闻令而动、奔赴现场用笔触、镜头、声
音传递真情实感， 或是不分昼夜、坚
守岗位编织岁月经纬、 诠释敬业担
当，你们应时代大势、执如椽巨笔，用
一篇篇力透纸背的精品报道，见证并
记录了“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时代
巨变和“道德名城、魅力周口”的华彩
新生。 一年来，你们心怀满腔赤诚，全
力用心、用情、用智传递群众声音，记
录民生民情，颂扬至真至善，助力发
展进步，展示了新闻人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周口实践营造了良好舆论
氛围。

征程万里风正劲，笔力千钧绘新
篇。 当前，我们正值由农业大市迈向
工业强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周
口实践新篇章的关键时期。 希望省驻
周和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始终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时刻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的谆谆教导，深刻学习领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关于
“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的部署
要求，围绕周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大局，在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上下功
夫，更新思维理念，依托新兴技术，更
新报道呈现方式；在提升新闻舆论引
导力上下功夫， 提供及时、 真实、客
观、准确的新闻报道，呈现更全面的
解读视角；在提升新闻舆论影响力上
下功夫，遵循新闻规律，强化优质新

闻内容生产，充分挖掘新闻“富矿”，
打造更多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
融媒体精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书写好周口经济社会改革
发展的时代故事、记录好千万周口儿
女共赴美好生活的奋斗故事、讲述好
百姓群众身边的暖心故事，激励全市
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 攻坚克难、
真抓实干，保持“人一之、我十之”的
竞进姿态和“一天当作两天用”的拼
抢状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奋力开
创周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谱写新时代新征程周口高质量跨越
发展的绚丽篇章。

祝广大新闻工作者节日愉快，身
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中共周口市委
周口市人民政府

2024 年 11 月 8 日

开栏的话
2023年以来，我市连续召开高规格率先建成农业强市推进会，按照“123710”工作思路，围绕“十五个具体目标”，强力推进“七个专项行动”，以前瞻 30

年的眼光、现代化的标准，推进农业强市建设工作。 各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巩固提升，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个脚印，开拓进取，使全市城乡环
境有了新变化，产业发展载体得到新拓展，农村医疗教育条件得到新改善，购物难、上网难、物流难、医疗难、教育难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农业强市建设成
效加速呈现。为总结经验、发现典型、展示成效、推进工作，本报从今天起开设《推进“七个专项行动” 率先建成农业强市》栏目，陆续刊发记者在一线采写的
文章，敬请关注。

习近平致电祝贺桑杜当选连任摩尔多瓦总统
习近平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
□ □ □ 详 见 第 二 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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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艳） 11 月 7 日，市委书
记张建慧主持召开周口历史文化核心展示区
建设工作推进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
重要论述， 全力做好周口历史文化核心展示
区规划大纲编制工作，不断擦亮“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文化标识。

会上， 与会人员围绕周口历史文化核心
展示区的整体定位、研究范围、资源概况、价
值展示、考古发掘、宣传推介等情况，对大纲
编制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张建慧指出， 建设周口历史文化核心展
示区是融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塑造
的重要载体，是展示周口形象、推动文旅文创
融合发展的关键抓手， 对于建设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和夏文化研究的豫东基地意义重大。
要坚持保护优先，立足实际、着眼长远，以对
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
自觉扛起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历史使
命，高标准做好规划大纲编制工作，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
步提升周口形象、彰显周口魅力、讲好周口故
事，不断增强全市人民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张建慧强调，要加强背景研究，系统梳理
区域内文化遗址遗存，明确考古现状、历史价
值、 文化特性以及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历史
地位，持续开展考古发掘，提升全域历史文化
资源价值。 要划定研究范围，聚焦太昊陵、淮
阳古城、平粮台古城遗址、时庄遗址、朱丘寺
遗址、刘庄遗址、太康陵和少康陵等文化遗址
遗存， 进一步加强夏时期遗址群落相互关系
的研究，合理确定核心展示区边界范围，全面
了解文化遗产的历史沿革和其蕴含的文化内
涵，在揭示文明脉络中彰显周口作为。 要突出
展示利用，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把现有历史
文化遗址遗存保护好、发掘好、解读好、展示
好，丰富展示形式和体验场景，展现厚重的历
史文化底蕴，形成完整的文化旅游线路，打造
更多具有周口特色的文化名片。 要强化宣传推介， 精心提炼周口文化核心内
涵，精准定位周口文旅形象，形成统一的对外宣传口径，不断擦亮“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文化标识。 要成立工作专班，把责任压紧压实，把工作做实做细，高
质高效推进周口历史文化核心展示区规划建设工作。

王少青、刘颖出席会议。 ①6

������位于富士康周口科技工业园
的周口精加模具厂年产 1000 套
模具和 4800 万件注塑模具零部
件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拥有 20
多项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 项目
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2�亿元，
实现利税 2200万元。图为工人们
有条不紊地抓紧生产。

记者 王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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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推进进““七七个个专专项项行行动动”” 率率先先建建成成农农业业强强市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