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粮略减秋粮增 连续 4年好收成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吴

华） 1 月 26 日，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
郸城调查队获悉，该队对全县夏、秋
粮产量抽样调查样本实割实测和播

种面积遥感监测， 并报国家统计局
周口调查队核准，2023 年郸城粮食
总产量 23.77 亿斤， 连续 4 年居全
市领先地位，取得“以秋补夏”的良
好效果。

2023 年，郸城县委 、县政府加
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 全县粮食
播种面积稳中略增。 该县积极推进
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建设， 提升农

业防灾减灾能力， 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 ，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268.86 万
亩。 其中，夏粮播种面积 137.44 万
亩，秋粮播种面积 131.42 万亩。 受
夏季连阴雨影响， 夏粮单产有所下
降。秋粮生产落实“稳面积、提单产、
保产能”的总体目标，开展大面积单
产提升行动，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密植滴灌高产技术等，增密
度，深挖产出潜力。 “三秋”生产期
间，气象条件总体较好，利于秋粮作
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 主产作物
玉米、红薯均实现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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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性视听新媒体旗舰平台 “央视
频”以《以线为象》为题，对郸城籍知名书画家杨家全的书画艺术进行专
题报道，充分展现了郸城县作为中国书法之乡的风采。 记者 徐松 摄

春节将至，郸城县张振福、张玉萍父女俩合作雕刻黄河泥塑《龙腾
盛世》组雕作品，作品由 4 条腾龙、12 朵祥云组成，寓意吉祥，表达了张
振福父女二人对人民幸福、祖国腾飞的赞美。 记者 徐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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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喜乐过大年 多彩活动紧相连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 1 月 22

日 ，农历腊月十二 ，郸城县平安喜
乐过大年系列主题活动正式启

动，一直欢庆至农历正月十六。 郸
城县委书记李全林宣布活动启

动 。 县委副书记宋一兵主持启动
仪式。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祝俊
伟介绍活动方案。 县领导贾庆伟、
王伟 、蒋磊 、全晓东 、韩卫东 、贾培
民、王之栋 、王岩及县总工会主席
王辉等出席活动。

据悉， 郸城县平安喜乐过大年
活动是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市委决策部
署的重大举措 ， 也是落实省政府
2024 年第一季度 “开门红 ”若干政
策和营造健康向上浓厚新春氛围的

重要抓手， 更是丰富全县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的具体行动。

李全林指出，2023 年， 全县上
下团结拼搏 、砥砺前行 ，经历了奋
斗的艰辛，感受了收获的喜悦。 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地方生产总值迈上 400 亿元
台阶 ，令人振奋 ；河南周口国家农
高区建设取得扎实成效，全省高标
准农田建设现场会在郸城召开，令
人欣喜；中招成绩连续十五年全市
领先 ， 高考各批次上线人数实现
“十七连增 ”，41 名学子被清华 、北
大录取 ，值得自豪 ；一批 “断头路 ”
陆续打通， 城区积水点基本消除，
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带动群众
持续增收 ，使人欣慰 ；阳新高速竣
工通车，结束了郸城不通高速的历
史，引江济淮工程成功通水 ，郸城
人在全市率先喝上长江水，让人幸
福。

李全林强调，希望各级各部门
弘扬优良作风， 厚植为民情怀，发
挥职能作用 ，精心安排部署 ，让群
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盛宴、乐享健
康生活、弘扬文明新风。 希望参与
此次活动的商户、企业扛牢社会责

任，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 ，更好满
足群众多元化需求。 希望广大父老
乡亲继续关心家乡、 支持家乡，争
做郸城形象的“代言人”、郸城事业
的 “建设者”、 郸城发展的 “主力
军”， 为郸城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共
同奋斗。

祝俊伟介绍 ， 本次活动包含
扮靓郸城、文艺演出等内容。 扮靓
郸城由县城管局牵头 ， 动员城区
企事业单位通过楼体灯带 、 电子
屏 、发光字 、灯笼等载体 ，营造浓
厚节日氛围 。 县委宣传部牵头在
世纪广场 、 人防广场设立两个大
型舞台 ，每天上午 、下午 、晚上进
行文艺演出 ，节目形式多样 、内容
精彩纷呈 ， 邀请著名戏曲表演艺
术家 、歌唱家 、民间艺人等亲临现
场演出。 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 （腊月十二至腊月二十九 ），
在世纪广场和人防广场进行 。 在
世纪广场开展房产推介会 、 幸福

家装节 、家电展销会 、迎新春送春
联 、防范诈骗·你我同行 、与法同
行·幸福万家等活动。 在人防广场
开展新春欢乐购 （年货节 ）、新能
源汽车展销 、幸福 “食 ”光美食节
等活动 。 年货节上 ，优质商品 、特
色产品、春联等一应俱全。 汽车展
上 ，国内外知名新能源汽车优惠力
度前所未有。 美食节上，群众络绎
不绝，尽享味觉盛宴。 为了刺激消
费 ， 县政府还出台了购房契税补
贴 、 家电采购补贴 、 年货消费补
贴 、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策 ，
让郸城父老乡亲得到真真正正的

实惠。
第二阶段 （正月初二至正月十

六），在世纪广场、人民公园、人防广
场举办才艺大赛、美食评比、春风行
动、 猜灯谜·闹元宵等系列活动，届
时将邀请专家评委对音乐、舞蹈、曲
艺、 民间技艺、 美食等方面进行评
比，并颁发奖品和证书。

确保安全生产大局持续稳定
本报讯（记者 徐松） 1 月 23 日

上午， 郸城县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暨
安委会全体会议， 分析研判当前全
县安全生产形势， 深入推进全县安
全生产“六查一打”专项行动，安排
部署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
全县安全生产大局持续稳定。 县长
董鸿主持会议并讲话。 县领导祝俊
伟、牛海燕、袁征、孙怀远、王之栋，
县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张剑飞等参加会议。

董鸿指出， 各级各部门务必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树牢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发展理念，下非常之
力，用霹雳手段，坚决筑牢安全生产
这条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线，
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父老乡

亲的安全指数。
董鸿要求， 务必进一步抓好工

作落实，始终做到抓实抓细、常抓不

懈。要全力以赴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按照方案化、具体化、责任化、清单
化要求， 以开展安全生产 “六查一
打 ”专项行动为支点 ，将 “专责 、专
班、专家、专业、专督”贯穿工作全过
程，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采取
“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 要全力以赴推进重点
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夯实安全生产
基础、推进共治共享，努力营造“人
人讲安全、 事事讲安全， 时时讲安
全、处处讲安全”的良好氛围。

董鸿强调， 务必进一步扛牢工
作责任，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
管三必须”。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厚植为民情怀，坚决筑牢安
全生产防线， 全力营造安全发展环
境， 让全县父老乡亲的安全感越来
越强、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河南省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联盟在郸城共商教培大计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鲁阳

峰） 1 月 23 日， 河南省县级教师培训
机构联盟秘书处工作会在郸城县教师

进修学校举行， 深入探索交流新时代
教师培训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路径。

郸城县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书

记、校长杨洪涛介绍，一直以来，郸城
县教体系统在县委、 县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认真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教育方针，持续推进教育强县战略，持
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对乡村教师实
行差异化补助；深入实施“三项”工程。
在教师培训工作中，按照“国培省培重
示范、市培县培抓骨干、校本研修保全

员”的总体思路，2023 年投入 24 万元
为“三名”工作室辐射引领加油，持续
创新完善以校本研修为基础、以“国培
计划”为引领的“五级联动”机制，培训
效果明显、成绩突出。

河南省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联盟秘

书长黄国涛表示， 高质量教师是高质
量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为有效推进
教师培训项目学用转化工作， 深度探
索新时代教师培训变革与教师专业发

展路径， 建好建强县域教师发展支持
服务体系，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中小学教师队伍。 秘书处要完
善测评措施，加强督导。

秘书处成员围绕落实河南省教

育厅 2024 年教师教育工作要求 ，针
对有效推进联盟工作 ， 更好地服务
县级教师发展机构建设等进行深入

交流 。 大家认为 ， 按照教育发展要
求 ，要按照 “抱团发展 、优势互补 、研
发共建 、资源共享 ”的原则 ，构建科
学合理的培育目标 ， 加强督导学用
转化、育用融合的培训成效。 要切实
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自身建设 ，
依托 “三名 ”工作室 、校本研修示范
校建设等 ，实施任务驱动 ，构建本土
化 、 规范化且具有河南特色的教师
培训模式 。 要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

构培训者骨干队伍建设 ， 依托新时
代教师梯队攀升体系建设 ， 通过送
教下乡 、工作室引领等形式 ，在深度
培育 、 有效提升培训者骨干队伍基
本能力素养的基础上 ， 组建覆盖全
学科培训者骨干队伍 ， 巩固和加强
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培训者队伍能力

建设。
强教必先强师，强师重在提质。学

用转化、提质赋能，此次工作会明确指
出了河南教师培训模式创新方向，积
极推动学用转化落地， 促进新时期县
级教师培训机构能力建设和教师专业

发展提速进位。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群众致富渠道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马立

国） 2023 年以来， 郸城县张完乡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牢牢抓住
乡村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依托资
源优势，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群众
增收致富渠道。

该乡通过组织干部外出学习考

察、全乡产业摸排等方式，厘清思路、
谋划推动，先后出台《张完乡产业发展
方案》《张完乡产业发展暨招商引资奖
惩办法》等文件。 锚定湖羊养殖、蜜瓜
种植、 庭院经济和加工制造四大产业
板块，构建“四轮驱动”发展模式，即党
支部推动、乡贤发动、基地拉动、合作
社带动，各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增加。

目前，该乡年收入达到 10 万元以上的
村有 10 个，占比 35%。

依托现有资源，壮大养羊产业。张
完乡结合本乡有山羊、湖羊养殖基础，
多方协调建设羊产业园， 一期建设 4
个园区 13 座羊棚。引导张完凯旋养殖
场等本乡养殖大户入驻产业园， 开启
集约化、规范化、科学化养殖新模式，
存栏将达 10000 只。

发展蛋鸭养殖 ，创新产业模式 。
张完乡借鉴桂柳养鸭模式 ， 与郸城
县刘家鸭业合作 ，建设集蛋鸭养殖 、
鸭蛋加工 、 鸭子屠宰分割于一体的
蛋鸭产业园。 一期 24 座鸭棚已经建
成，养殖青年鸭 16 万只 ，日产蛋近 2

万斤 ，带动附近村民就业 45 人 。 二
期鸭蛋加工厂 、 老鸭屠宰厂正在规
划报批。

稳固辣椒种植面积， 增强合作社
带动能力。 张完乡辣椒种植面积每年
在万亩以上， 每年辣椒产量 4000 万
斤。 该乡推广“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订单农业发展模式。严格执行
“统一规划、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
管理、统一销售”的标准化生产模式，
现有辣椒初加工作坊 5 家、 深加工经
营主体 3 家、 传统烘干炕房 20 座、自
动履带式烘干设备 2 台、 新型空气能
烘干设备 3 台、泡椒腌制车间 5 个，年
加工能力达 200 万斤。

引进蜜瓜种植技术， 培育特色品
牌。 张完乡通过乡贤招引安徽客商合
作建立蜜瓜种植基地。 一期建设的 10
座蜜瓜种植大棚已经种植两茬， 亩产
近 2 万斤，全部销往杭州。 二期 23 座
大棚已经建好，2024 年春天开播。 三
期 50 座大棚即将开建。

“我们将继续立足实际，以‘五星’
支部创建为抓手，围绕培育一村一品，
推动建立‘双绑’机制，发挥合作社示
范带动作用，在现有特色种植、山羊养
殖等种植养殖产业的基础上， 聚焦产
业延链补链，全面推进全乡产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张完乡党委书记梁程
飞说。

视 角

1 月 26 日
上午，由郸城县
委宣传部、县文
广旅局、县融媒
体中心 、 县文
联、 县侨联、团
县委主办，郸城
县青年书法家

协会承办的“墨
润龙年 万福迎

春”书法展暨义
写春联进万家

活动，在郸城县
润德书院举行。
记者 徐松 摄

强化全过程全链条要素保障
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本报讯（记者 徐松） 1 月 29 日
上午，郸城县委书记李全林带队调
研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县领导
韩卫东、祝俊伟、贾培民，县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剑飞等
参加调研。

李全林一行先后来到生物医药

孵化园、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
司、金丹供水中心、伞业产业园电子
商务服务中心、深圳丰德康种业、河
南天存种业智能化种子创制中心

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认真听
取相关企业负责人汇报，详细了解
项目规划设计、资金保障、施工计划
等情况，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推
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李全林强调，项目建设是县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 ”理念 ，进一步增强抓好项目
建设的责任感 、紧迫感 ，注重协调
联动 ， 强化全过程全链条要素保
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要坚
持规划引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
确保项目规划科学、 设计合理，推
动项目按照规划要求顺利实施，力
争打造精品工程、标杆工程。 要加
强对重点项目建设的审计监督，确
保项目建设资金安全规范运行。 要
主动作为 、靠前服务 ，加强与企业
沟通对接，及时掌握各项目进展情
况，及时帮助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难点 、堵点问题 ，推动重点
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要强
化底线思维，加强施工工地安全管
理，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
生产各项措施，坚决筑牢安全生产
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