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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辽 任富强

近来，受疫情影响，周口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冷冷清清，跟以
往开标室三五十人的热闹景象形成

了强烈对比， 虽然开标室空空荡荡，
但一场看不见对手的竞标已在网上

悄然拉开帷幕。
5 月 9 日，沈丘县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拍卖项目在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组织下，通过“不见面”开标
的形式如期进行， 丝毫不受疫情影
响，经过多轮激烈竞价，沈丘县瑞纳
实业有限公司成功摘地，公司负责人
接连感叹：“公平、公正、效率高！ ”

本次开标活动被全程记录并保

存完整的影音资料，监督部门和投标
单位可以通过在“不见面”开标系统
平台上查看实时开标影音资料，整个
过程公开、公正、透明、可追溯，公共
资源交易的各方皆大欢喜。

以往投标人需到开标现场，进行
签到、投标文件解密等流程，现场开
标易受到人为因素、 疫情因素等干
扰。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实现“不
见面”开标后，投标人利用网络登录
“不见面”开标系统，远程解密投标文
件，并可观看开标过程直播。

“不见面”开标系统上线后，全国
各地的企业都可以通过系统参与，就

像“网购”一样方便，节约了市场主体
参与投标活动的成本，也提高了招标
投标活动效率。这是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悄然嬗变的一个缩影。

一年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坚
持机制创新，完善制度，优化招标方
式，深化科技保障，高效规范运作，立
足公共服务职能定位， 不断创新服
务，率先在土地交易板块实现了一网
通办“全天候”、材料信息“全电子”、
交易结果“全公开”，交易双方“零跑
腿 ”、交易过程 “零接触 ”、交易服务
“零距离”。 目前，全市的“三全”“三
零”及 “24 小时不打烊 ”服务走在全
省前列，为全市经济跨越发展发挥了
重要支撑作用。 尤其是近日，市公共
资源交易改革创新在悄然发生“四大
嬗变”。

贯彻实践招投标法律法规实现

向深度广度嬗变。 一年来，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在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同时，深耕细研河南省、周口市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有关文件精

神，在符合法定时间、法定程序的条
件下，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事环节，
提高办事效率，依法高效组织实施招

标投标活动，有效保证了招标采购质
量，维护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和招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创
造了独具特色的“周口经验”，品牌广
度深度效应不断彰显，全省各地同行
纷纷前来考察学习， 产生了积极反
响。

互联网+政务服务助力由 “群众
跑腿”向“数据跑路”嬗变。如今，走进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集中办公区
“窗口难找”的感觉已不复存在，让人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办事大厅等候
区，较之前“座无虚席”的热闹景象，
现在的大厅办事人员寥寥无几。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实行交易项目全

流程电子化后，实现市场主体诚信库
备案（审核）网上自动提交备案，招标
人项目委托网上提交资料，投标人全
流程网上投标开标。 为此，前来大厅
办事的人员明显减少，面对为数不多
到大厅的办事人员，工作人员依然热
情服务，引导前来办事群众在便民服
务台进行全流程电子化操作，以真诚
高效的服务作风，打造窗口“服务高
地”、实现办事群众“零跑腿”，赢得群
众一致好评。

传统纸质招标实现向电子信息

化招标的实质嬗变。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按照 “互联网+”的信息建设发
展方向， 摒弃了传统式手工操作、纸

质文件，工程、采购、产权“三大板块”
交易项目实行全流程、全方位、电子
化、网络化交易。 招投标实现了向数
字化、网络化、高度集成化的全新转
变。 “机治”替代“人治”，遏制了评审
“自由裁量权”，杜绝了人为干扰现象
的发生。

公共资源交易政商环境实现了

向清爽清白清楚嬗变。周口市公共资
源交易覆盖面不断扩大，规模迅猛增
长，特重大项目有序推进，既提高了
工程质量，又节约了财政资金，构建
了清清爽爽的上下级关系、清清白白
的政商关系、 清清楚楚的同事关系，
保护了一批干部，为全市营造昂扬奋
进、正气充盈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作
出了示范。

招投标流程更简化了，办事时间
压缩了，交易过程更透明了，办事人
员不跑腿了，群众更满意了……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全省率先推行的

“三全”“三零” 创新服务举措像是一
股清流，催生了全市公共资源交易的
嬗变，该中心全面推进权力事项集中
进驻、网上服务集中提供、政务信息
集中公开、数据资源集中共享，让办
事群众通过网上“政务超市”，像逛淘
宝一样“逛政府”，打造“指尖上的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 也■出了全省公
共资源交易的“周口样板”。 ②19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嬗变

□记者 金月全

本报讯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
造“中原菜都”，建设“中原粮谷”。 为
此，扶沟县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坚持以打造“中原菜都”为目标，进
一步做大、 做强、 做优扶沟蔬菜产
业，叫响扶沟蔬菜品牌，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目前， 扶沟县蔬菜种植面积达
52 万亩， 年均产量 370 万吨， 产值
46.8 亿元， 成为河南省第一蔬菜大
县。 该县现有蔬菜生产合作社 128
家、千亩以上蔬菜园区 12 个 、百亩
以上蔬菜园区 266 个 ， 年育苗量
5000 万株以上的现代化育苗工厂
12 家， 形成了中原最大的蔬菜集散
中心、信息交流中心、价格形成中心
和物流配送中心。

报告蓝图咋实现？ 扶沟县将精
准发力， 推动蔬菜产业实现由大变
强的出彩蝶变，发展成为富民产业、
扶贫产业和支柱产业。

实施蔬菜产业提升工程，改造、
新建高标准设施蔬菜生产基地 ，全
面提升蔬菜生产基础设施水平 、技
术装备水平，逐步实现现代化、智能
化。 推广新优品种，全面提升分级包
装储运水平， 建成蔬菜质量安全可
追溯体系。 实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
工程。 老旧基地改造提升，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 争取利用 5 年的时间，建
设绿色蔬菜种植区、 蔬菜物流配送
区、 蔬菜三产融合发展区三个蔬菜
产业聚集区。

科学制订扶沟蔬菜产业发展规

划 （2020 年~2025 年 ），打造核心技

术研发区、乡村振兴示范区、蔬菜物
流集聚区（或产业园 ）、设施种植模
范区、南北向新型温室样板区、特色
蔬菜小镇和朝天椒全产业链生产基

地。 强化资金保障,县级财政每年投
放资金不少于 2000 万元支持蔬菜
产业发展。 同时，先后联合中国农业
银行扶沟支行、 河南农商银行扶沟
支行等推出“蔬菜贷”业务。 开展精
准招商, 着力打造中原菜都·扶沟蔬
菜品牌。 搭建销售展示平台，以举办
中原蔬菜博览会为契机， 建设农产
品电子商务中心。

整合县域各方资源，通过“市场
拉动、政府推动”方式，加快蔬菜技
术创新推广， 完善蔬菜产业信息化
智能化建设， 加快建设国家级或省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加大
对现代种业提升建设工程的支持力

度，加强院县共建，出台优惠科技政
策，建立科研、推广、开发一体化的
新型农业科研体制。 整合全县蔬菜
全产业链资源， 完善蔬菜产业生态
体系建设，实现一体化运营，带领该
县蔬菜走企业化、标准化、规模化 。
建设标准化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建
立大数据运行中心， 有效整合涉农
政策资源。 加强防御灾害，积极进行
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项目建

设。
扶沟县蔬菜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施建宇表示， 扶沟县将大力发展特
色蔬菜产业，提升蔬菜品质，扩大种
植规模，推动转型升级，做精做强扶
沟蔬菜产业， 力争通过 5 年左右的
时间，把扶沟建设成名副其实的“中
原菜都”。

打造“中原菜都” “蔬”助乡村振兴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杨卫杰 文/图

本报讯 “之前 ，我们两口子在
外打工养活 4 个孩子， 生活十分困
难。 去年，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我承
包了 10 亩地，种植西兰花，纯收入
15 万元，成功脱了贫。 ”5 月 22 日，
郸城县汲水乡小段庄村村民段廷志

告诉记者，“现在手里有了闲钱，我
又承包了 60 亩地， 种植西兰花 20
多亩，其他地块种植了茄子、冬瓜、
土豆、元胡、辣椒，预计今年能收入
30 余万元。 ”

2015 年， 小段庄村党支部书记
段广玉深知， 要想脱贫致富离不开
发展产业， 于是组织群众到山东莘
县、寿光等蔬菜种植基地观摩考察。

初开始群众都不愿意种植西兰

花，怕费时费力又挣不到钱，到最后
白忙活一场。 2020年，段广玉自己先

试种了 20亩， 第一年西兰花生了黑
腐病，眼看辛苦付出两个月的心血毁
于一旦，乡贤段敬杰雪中送炭，为他
提供了技术指导， 帮他渡过难关，最
终获得丰收，当年收入 25余万元。

自己富不算富， 作为党支部书
记的段广玉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
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带动群众发展

产业，增收致富。段广玉自己出资 11
万元建立了冷库， 并注册了农民专
业种植合作社，在他的带领下，小段
庄行政村已发展 68 家农户种植西
兰花，种植面积达 600 余亩，带动 36
户群众脱贫致富。

“今年我们群众思想认识提高
了，从之前不想干、不敢干，现在愿
意干、努力干，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西兰花种植产业从无到有， 从有到
强。 ”段广玉看着收获的西兰花微笑
着说。 ②19

西兰花成为群众“致富花”

种植户向记者展示西兰花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