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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日日距距大大典典还还有有 1166天天

郸城：聚焦“四高四争先”夺取一季度“开门红”
□记者 徐松

3 月 12 日，郸城县丰德康种业生
物育种及智能化种子创制中心项目

建设现场，15 座筒仓即将完工， 生物
育种分子实验室等设施正在紧张建

设中；河南博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里弥漫着浓郁的植脂末香味，
工人们按照各国订单，将产品有序装
车运往世界各地；金丹科技乳酸类产
品生产正忙， 年产 15 万吨聚乳酸生
物可降解材料等工程加速推进……

今年以来，郸城县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 聚焦 “四高四争
先”，把握和运用好政策为大、项目为
王、环境为本、创新为要“四为”工作
法 ，以 “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是冲
刺”的拼抢精神，掀起抓项目、强投资
的热潮，全力以赴夺取一季度“开门
红”，为“全年红”奠定坚实基础。

早在 2 月 6 日， 农历正月初九，
郸城县就集中开工共享储能电站项

目、金丹科技供水中心项目、玉米单

产提升工程项目、河南周口国家农高
区医院等 18 个项目，涵盖生物医药、
食品加工、智能化改造、现代农业、民
生改善等六大领域， 总投资 30.14 亿
元。 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郸城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

记者了解到，丰德康种业生物育
种及智能化种子创制中心项目是河

南周口国家农高区重点项目 ， 也是
2024 年郸城县 39 个省市重点项目之
一，建设内容包含年加工 3 万吨小麦
种子生产线、 生物育种分子实验室、
种子质量检验室，对于将河南周口国
家农高区打造成优质种子田种植基

地、积极创建国家小麦制种大县具有
战略意义。

为夺取一季度“开门红”，该县县
处级干部牵头研判、定期调度，各单
位“一把手”敢作善为抓落实，健全项
目推进协调机制，持续深化“四库贯
通”，加强全周期管理、全链条服务、全
要素保障，抓实抓好“五个清单”，推动
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

该县坚持“三年筑基、五年成势、
十年腾飞”工业发展理念，推动生物
医药产业蓄能成势。

全力推动开发区化工园区批复

建设。 该县加快建设生物制药超级大
工厂、新材料产业园、河南固元本草
等项目，建成投用生物医药专用第四
污水处理厂、 生物医药孵化园等项
目，发挥巨鑫生物、百年康鑫、神农药
业等企业带动作用，推动江苏拜明生
物科技整体搬迁至郸城，支持巨鑫生
物与伏羲实验室开展深层次合作，打
造全省优势明显的生物医药研发生

产基地。
推动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聚链

成群。 该县发挥金丹科技链主企业优
势，推动上海同新服材新材料、河南
正通生物基新材料等项目落地，加快
金丹科技年产 15 万吨聚乳酸、 海翔
科技年产 3 万吨聚乳酸改性餐饮包
装等项目建设， 力争上半年投产达
效；发挥生物可降解材料中试基地优
势，支持金丹科技生物基新材料向耐

高温材料、 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拓
展，全力打造国家级生物可降解材料
研发生产基地。

推动粮食精深加工产业发展壮

大。 该县加快小麦精深加工产业园建
设，发挥正星粉业、盛元食品等企业
带动作用，重点围绕面包、蛋糕等烘
焙食品加工产业，开工建设福建麦香
园食品、 福建鱼羊日记食品等项目，
加快建设食品产业园二期、丰德康种
业、天存种业等项目，支持麦胚免疫
球蛋白和全营养膳食芯片贴项目提

名 2025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 争创国
家级优势产业集群、国家小麦全产业
链示范区，全力打造百亿级粮食精深
加工产业集群。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的轰鸣声是

对“勤劳智慧、勇敢坚毅、开放开明、
大气包容” 的郸城精神在新时代的
生动诠释 。 郸城县各条战线正以
“油门到底 ”的拼劲全速前行 ，以实
干之笔奋力谱写“全年红”的辉煌篇
章。 ②19

新年新气象 拼出“开门红”

������3月 13日， 扶沟县大李庄乡常
岗村村民在田间进行“一喷三防”作
业。 近日，随着气温逐步回暖，我市
农民紧抓农业生产， 积极开展作物
田间管理，力争有个好收成。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黄金峰 摄

数字背后的发展密码
———周口市一季度经济“开门红”工作观察

□河南日报记者 方化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卢涛

数据升降，是衡量经济运行的重
要维度。 尤其是开局数据至关重要，
对社会预期、市场信心影响深远。 一
季度看周口，澎湃的动能、振兴的态
势，伴着春风扑面而来。

1 月份， 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2.23
万户，同比增长 57.2%，总量历史性突
破 100 万户大关， 达到 101.73 万户，
居全省第 3 位。 截至 2 月 26 日，全市

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931 万吨、集装箱
吞吐量完成 3.45 万标箱， 分别增长
77.01%、57%……

数字背后，是积蓄的信心 ，是涌
动的活力，是周口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向优向新，呈现出的厚积薄发、崛起
倍增之势。 一季度经济运行有何特
点，如何用“开门红”带动“全年红”？
怎样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 周口这样作答。
看项目 建设“拉满弓”

三月的沙颍河，春水如碧。 河南

首个按百万标箱设计的现代化港

口———周口港中心作业区一期工程，
正在紧张施工。

参建港口的袁杰是位 “00 后”。
2001 年出生的他，去年 7 月份从重庆
交通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毕业，通
过校招进入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二航局”）后，
被派到这个建设工地。

在他的身后，现代化的港口正快
速“成长”。 退建大堤已经建成，沙颍
河航运信息中心大楼已经封顶，正在

二次结构施工， 港池开挖已近 15 万
立方米，码头接桩、桩帽、靠船立柱等
已完成过半。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 “牛鼻
子”， 固定资产投资是实现一季度主
要经济指标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
（下转第三版）

绘就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
□吴继峰

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月 13 日， 周口中心城区引黄调蓄
湖畔，市委书记张建慧等领导同志与
干部群众携手共植新绿，为美丽周口
建设再添生机。这一行动是对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更是在为
周口描绘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

植树添绿作为延续数十年的生
态实践，其价值早已超越简单的树木
栽种。 全民参与的植树活动，悄然改
变着社会治理的生态图谱。从政府主
导到社会协同，从政治动员到自觉行
动，生态建设正逐步转化为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 这种转变背后，是公民生
态意识的觉醒与公共精神的培育。市
民群众亲手栽下树苗，不仅是在履行
法定义务，更是与脚下土地的情感联
结。 这种参与式治理模式，使生态文
明建设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
具体实践， 在培育生态素养的同时，
也重塑着社会成员的公共责任感。

树木生长的周期律， 恰与生态文
明建设的持久性形成呼应。 十年树木
的漫长过程， 警示人们生态修复不可
能一蹴而就。那些在春日种下的幼苗，
需要持续管护才能蔚然成林。 这隐喻
着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时不我待”的
行动自觉，更呼唤“功成不必在我”的
精神境界。 当植树从季节性的集体仪
式转化为常态化的自觉行动， 当护绿
意识融入日常生活细节， 真正的生态
文明才会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

一锹土，种下的既是树苗，也是
生态文明的希望；一桶水，浇灌的既
是绿色，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这
种人与自然的互动，最终指向的是文
明形态的转型升级。当城市的天际线
被绿意点缀，我们收获的不仅是视觉
上的葱茏，更是文明进程中的宝贵觉
醒。 ②19

春管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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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何晴） 3 月 14 日，市
长詹鹏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党开
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

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以下简称
《行政处罚法》）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农业生产
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秦胜军、张
元明、梁建松、刘颖、王文峰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站
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密切合作、通力配合，深入
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 对全市安
全生产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 漏洞短板等进行
全面摸排，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切实防患于未
然，守住安全底线。要加强住建领域安全专项排
查整治，全面动员、压实责任，发挥基层前哨作
用，开展日常检查巡查，及时发现身边的自建房
安全隐患；充分发挥住建部门专业技术优势，对
需要鉴定的自建房及时进行鉴定， 坚决遏制住
建领域安全生产事故多发频发的势头； 要建立
常态长效工作机制，加强农村自建房全流程、全
链条的审批监管，努力做好源头防控工作。要持
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一手抓隐
患动态清零“治标”，一手抓建章立制常态 “治
本”， 标本兼治推动本质安全水平有效提升，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 全市政府系统要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要学出政治忠诚，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实际行动诠释对
党忠诚；学出纪律操守，时刻以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为指引， 杜绝任何形式的偏差； 学出实干成
效，对确定的事项、交办的工作，真抓实干、紧抓
快办，以拼抢的姿态促进度、扩增量、挖潜力、补
短板，全力实现首季“开门红”，推动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高质高效达成。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行政处罚法》、规范涉
企行政执法，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是优
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举， 也是保障企业和群众
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
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以“刀刃向内”的
决心破除行政执法领域的顽瘴痼疾， 不断提高
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要认真学习《行政处罚
法》，熟练掌握法律条文，依法全面正确履行行政
处罚职能。要围绕城市管理、营商环境、生态环境
等重点领域，健全完善规范执法配套措施，明确
执法职责，细化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效率和透明
度，营造良好的城市法治环境和一流营商环境。

会议传达了全省春季农业生产暨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会议精神， 强调要把春季
农业生产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抓好春季麦田管理，强化服
务保障，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调整优化新型瓜菜品种结构，加强产销衔接，
抓好“菜篮子”稳产保供；分类做好主体培育，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力争实现农业生产“开门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①7

淮阳白楼：环境整治齐发力和美乡村焕新颜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吴新明

道路整洁、花木葱茏、房屋错落有
致， 文化广场上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声
笑语……春日里的淮阳区白楼镇乡村
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出勃勃生机。

去年以来，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白
楼镇着力在凝聚工作合力、激发治理
活力、推进全域提升上下功夫，持续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

坚持高位推动 ，凝聚工作合力 。
该镇始终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作为中心工作 、 关键任务 ，根

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

况， 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议 ， 研究
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能当天
解决的问题绝不往后拖， 高效推动
工作开展 ； 完善协调联动机制 ，加
强信息沟通， 强化镇村两级干部协
调配合 ，牢固树立 “全镇一盘棋 ”思
想， 形成上下联动、 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

坚持共建共享， 激发治理活力。
该镇坚持以加大宣传力度为抓手，不
断提升群众参与意识、 壮大治理队
伍，在全镇营造齐心协力提升人居环
境的浓厚氛围；把人居环境整治与文
明城市创建相结合， 建立环境整治

“红黑榜”制度，将“红榜”“黑榜”作为
“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好媳妇、好
婆婆”等评选活动的重要标准；将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融入到村党支部日

常工作中，依托“主题党日”“周五村
庄清洁日”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员示
范带头作用。

坚持多措并举， 提升整治效果。
该镇以提升整治效力为目标，以“点”

连“线”、以“线”带“面”，实现农村人
居环境美丽蝶变。 他们定期组织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观摩评比活动，由镇党
委书记带队，现场打分，评选出治理
成效显著的“样板村”以及工作落后
的“后进村”，并召开总结会议，分享
经验、表态发言、兑现奖惩，切实比出
压力，赛出干劲，形成“比学赶超”的
良好氛围。 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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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改革试点地区基本完成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

王立彬）《2024 年中国自然资源公报》
显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稳妥
推进，目前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
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

点地区基本完成房地一体宅基地确

权登记任务。
自然资源部 14 日发布的这一公

报指出，各地扎实推进宅基地确权登
记，121 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
和 350 个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试点地区基本完成房地一体宅基

地确权登记。
与此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

地经营权不动产登记有序开展，截至
2024 年底 ，1191 个县 （市 、区 ）和 103
个县 （市 、区 ）分别颁发了土地承包
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
林权登记提质增效试点方面，全国已
完成林权登记资料移交 ，1479 个县
（市 、区 ）完成林权登记存量数据整
合。

公报指出， 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及根河等 5 个国家重
点林区完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完成
太湖、 海林国家重点林区地籍调查数
据建库。

各地开展国家公园等重点区域自

然资源确权登记， 截至 2024 年底，有
24 个省份、616 个重点区域实现登簿，
覆盖自然保护地、森林、湿地、河流、湖
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无居民海岛
等类型。河北、山西、湖北、广西等省份
开展取水权登记， 共颁发取水权不动
产权证书 100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