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天 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南风2-3级加大到4级左右，最高气温

28℃，最低气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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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浩杰（普货）证号：41042119720409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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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军伟（客运）证号：41040219780115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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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万吨连续聚合尼龙66切片二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 万吨连续聚合尼

龙 66切片二期项目。

建设地点：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

业集聚区。

建设内容：新建 1 条年产 4 万吨尼

龙 66切片连续聚合生产线。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

业集聚区。

联系方式：13569579935（陈先生）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环评单位：南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

nyshjbhkxyjs.com/a/xxgk/316.html。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全文网络链接：http://www.

nyshjbhkxyjs.com/a/xxgk/316.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与建设单位联

系，联系方式见第二条。

（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和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在

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八）提交公众意见表和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即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5日

本报讯 （记者巫鹏）5 月 24 日，宝丰

县商酒务镇古城村一派忙碌景象，该村

“两委”干部正和村合作社的社员一起移

栽辣椒苗。

今年以来，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古城村“两委”干部先后到龙王沟乡

村振兴示范区、周庄镇珍稀菌产业基地、

闹店镇林下种植基地等地学习考察。经

过充分论证，该村根据实际以“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流转土地 20亩种植秋月梨，

并在林间套种辣椒，发展特色产业，壮大

集体经济。

近年来，商酒务镇大力发展“一村一

品”，挖掘各村特色，以特色种植带动农

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该镇成立了以

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领导小组，依托农业种植合作社，采用

“六统一”（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统一种

苗、统一检测、统一储藏、统一管理）发展

思路，大力发展秋月梨种植，力争把规模

快速提升到 2000 亩以上，生姜、迷迭香、

辣椒、花椒、赤松茸林下种植面积逐步扩

大，从而带动“包装、冷藏、深加工、采摘、

农业观光”等相关产业纵深发展。

“下一步，镇党委、政府将积极鼓励各

村以集体土地入股、村干部入股、农户参与

的方式发展产业，对种植规模在 100亩以

上的合作社或农户，在农业基础设施如打

井、架电等方面给予支持。”该镇党委书记

郭书东说。

商酒务镇特色种植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5 月 24 日上午

8 时，郏县白庙乡黑庙村 57 岁的村民赵秋

菊把孙女送往学校后，立即赶到村巧媳

妇假发加工室上班。“这活不累，一个月

900 多元钱。感谢我们的网格长冯金兰，

跟着她有‘钱途’。”赵秋菊笑着说。

赵秋菊口中的“网格长”是郏县妇联

为积极探索乡级妇联“巾帼网格”管理模

式而设立的“职务”。郏县妇联通过构建

“巾帼网格”，织密民生幸福网，促进基层

社会治理，为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

贡献巾帼力量。

该县要求各乡（镇、街道）设立一个

巾帼总网格，乡（镇、街道）妇联主席任总

网格长，分片区设立 N 个二级网格，由乡

妇联执委担任二级网格长；各村（社区）

设立三级网格，各村（社区）妇联主席担

任三级网格长，同时吸纳致富能手、女党

员、女教师、巾帼标兵等加入网格员队

伍，实现网格员队伍人员服务能力强的

目标。通过构建乡、片区、村三级“巾帼

网格”组织架构，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管理服务体系。

该县要求每一名巾帼网格员定期通

过入户走访、微信群等线上+线下的方

式收集广大妇女关心的热点、难点、焦

点问题，对收集的问题进行梳理汇总，

有针对性地解决处理。同时带领广大妇

女围绕重点工作，开展美丽庭院评比、

人居环境整治、好媳妇好婆婆先进典型

选树等活动。

该县充分发挥网格长、网格员的特

长，广泛开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政策

宣讲、技能培训、关爱救助、创业指导等

工作，切实让矛盾纠纷化解在网格中，提

升广大妇女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今年以来，郏县 15 个乡级网格共调

解邻里矛盾纠纷 335 起，帮助 42 人成功

获取“贫困母亲”救助项目、450 余人取得

职业技能证书，表彰了 300 余名敬老孝亲

先进典型和 260 户美丽庭院。“网格虽小，

服务无限。通过构建‘巾帼网格’，把妇

女的烦心事、麻烦事解决了，家庭、社会

就会更稳定。”该县妇联主席梁静说。

“巾帼网格”织密民生幸福网

郏县积极探索乡级妇联管理模式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乔新

强）“这个时间，我们村大部分劳力都在

新疆种西瓜呢。大伙一般农历二月二

出 发 ，在 新 疆 种 瓜 5 个 月 左 右 返 回 老

家。”5 月 23 日，记者在鲁山县库区乡纸

坊村采访时，看到街上难觅中青年村民

的身影，纸坊村党支部书记王天生笑着

为记者解惑。

纸坊村有 459户 1969人，地处昭平台

水库淹没区，人均耕地仅有 0.13亩。该村

群众很早就开始种植西瓜、红薯等经济作

物，为鲁山县有名的西瓜种植专业村。

1986 年，该村村民崔光远和南金铭

到新疆昌吉地区一家鞭炮厂打工，不料

第二年春节后鞭炮厂停工，两人觉得没

挣到啥钱，就此回家心有不甘，于是向鞭

炮厂领导提出想在当地种西瓜。

“刚开始我们两家各自试种了 12 亩

西瓜，当年每家收入近 2000 元，这在当

时可是一大笔钱啊。于是，我们两家就

开始年年到新疆种西瓜。”今年 78 岁的

崔光远回忆道。

在他俩的带动下，纸坊村人争先到

新疆种西瓜，并带动了附近搬走岭、白沟

等村群众前往新疆。

“我岁数大了，不再去新疆种瓜了，

但大儿子崔亚峰一家仍年年去，并且成

了年种瓜 300 余亩的大户。其他大部分

夫妻档种瓜在 60 余亩左右，几个月忙活

下来，净挣 10 万元不成问题。”崔光远

说。

据统计，2020 年，纸坊村赴新疆种

瓜 的 有 162 户 340 余 人 ，种 瓜 16000 余

亩，与 2019 年同比增加 14%，户均净收

益近 10万元。

纸坊村人新疆刨金
户均净收益近10万元

本报讯 （记者王孟鹤）“截至

目前，全省各县（市、区）农机部门

已组织百余名农机技术人员深入

乡村农户，指导农机手对参加‘三

夏’生产的农机具进行维护保养，

确保机具状态良好。”5 月 24 日，市

农业机械技术中心生产服务科负

责人李长河说。

目前，我市一些山岗丘陵地段

的小麦已陆续开镰，市、县两级“三

夏”农机指挥调度办公室已投入运

转，为麦收提供各项保障。

我市农机部门加强机械的组

织调度，提前联系到外地作业的农

机手按计划返回，组织督导外引机

械 按 合 同 到 位 ，动 态 跟 踪 麦 收 进

度，合理安排作业地点，避免供需

失衡。各县（市、区）农机部门依托

农机合作社组建农机作业应急服

务队，对当地军烈属、困难户进行

帮扶救助，同时准备好应对突发自

然灾害。

为做好禁烧工作，我市大力推

广小麦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秸秆

打捆综合利用等技术，控制好小麦

留茬高度，有效预防秸秆焚烧，同时

大力推广玉米免耕播种和花生起垄

播种新技术，立足抢农时、争早播。

我市农机部门对参加“三夏”

生 产 的 拖 拉 机 、收 割 机 等 开 展 安

全 技 术 检 查 和 隐 患 排 查 ，努 力 打

造 平 安“ 三 夏 ”，同 时 指 导 农 民 合

理 安 排 作 业 时 间 ，尽 量 减 少 收 割

机作业扬尘。

我市农机部门全力打造平安“三夏”

百余名技术人员深入农户指导农机手维护保养农机具

“今日张庄已非昔日张庄！今

日兰考也非昔日兰考！”5 月 14 日，

在焦裕禄同志逝世 57 周年之际，记

者来到焦裕禄同志当年治沙的“前

线指挥部”张庄，张庄村党支部书

记申学风感慨地说。

村外，泡桐成行，土地平坦，沃

野万顷；村内，农舍雅致，街道整洁，

游客纷至。昔日刮得昏天黑地的风

沙不见了，如今的张庄人称自己的

村庄为“兰考明珠 梦里张庄”。

黄河岸边的治沙故事

九曲黄河，万里奔腾，在兰考县

东坝头却拐了一个弯，直奔渤海而

去。这个“弯”给兰考留下了风沙、

内涝、盐碱盛行的黄河故道，人们为

讨生活，不得不携儿带女逃荒要饭。

1962 年 12 月 ，党 组 织 安 排 焦

裕禄来兰考工作，掀开了兰考人民

“除三害”的序幕。

张庄村就位于东坝头镇东 4 公

里 处 ，曾 经 是 兰 考 县 最 大 的 风 沙

口 。 焦 裕 禄 骑 上 自 行 车 ，来 到 张

庄，查风口，探流沙，问百姓，寻找

治沙良方。受村民翻淤固坟的启

发，焦裕禄琢磨了“贴膏药”（翻淤

压沙）“扎针”（植树）的治沙办法，

并在张庄大面积试验，仅 3 个月就

封闭沙丘 800多亩。

焦裕禄发现种植泡桐树能挡

风 、压 沙 ，促 进 粮 食 增 收 ，果 断 决

策，大力发展泡桐林。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不长，

仅仅 475 天，却走遍了全县 149 个

生产大队中的 120 多个，绘制了兰

考县自然灾害图。

1964 年 5 月 14 日，没能等到兰

考抗灾战役的胜利，焦裕禄同志就

积劳成疾患肝癌离世，年仅 42 岁。

留下遗愿，希望葬在兰考的沙丘上，

看着兰考改换面貌的那一天。

魅力张庄的时代蝶变

温室大棚内，蜜瓜长势喜人，垂挂

的蜜瓜已有鸡蛋大小。村民张天喜家

承包了 8个大棚，公司负责生产技术

及产品销售，家里一年有几万元的收

入。张天喜说：“这日子有得过！”

“游家小院”鲜花盛开，大红灯

笼高挂，喜气洋洋。老党员游文超

利用 12 万元金融扶贫政策贷款，把

家里的老房子改建成特色民宿，做

起了旅游生意。在张庄像“游家小

院”一样的乡村旅游民宿有 21 户，

年接待游客达 10万人次。

张庄人还发展了日光温室大棚

产业、食用菌产业、采摘农业，建起

了标准化厂房，发展了布鞋手工坊、

红薯醋坊、油坊等地方文化产业。

产业发展让张庄村民实现了 1100

余人稳定就业，人均收入翻了几番。

张庄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

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成为

河南省乡村旅游一颗耀眼的新星，

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网红

打卡地。

熠熠生辉的焦裕禄精神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

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

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

死系……”兰考，焦桐广场，这首镌

刻在石碑上的习近平词作《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被人们一遍遍诵读。

2009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3 日，

习近平到兰考视察，把焦裕禄精神

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

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

调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他说，

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焦裕禄精

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

体现了共产党人精神和党的宗旨，

要大力弘扬。

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兰考

人民战胜了“三害”，解决了温饱，如

今正大跨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前列。

兰 考 不 产 蜜 瓜 ，兰 考 人 请 专

家、探市场，发展起了蜜瓜产业，如

今蜜瓜年销售额达 3.6 亿元；当年

防风固沙的泡桐已发展为木材加

工产业，兰考乐器、板材、家具行销

全国、走向世界……

2017年2月，经河南省政府批准，

兰考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成为中

国第一批完成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守好用好焦裕禄精神这一宝

贵财富，兰考县 85 万干群正发扬焦

裕禄“三股劲”，齐心协力，奋勇拼

搏 ，努 力 建 设“ 拼 搏 兰 考 、开 放 兰

考、生态兰考、幸福兰考”。

焦裕禄精神点亮“兰考明珠”
开封日报记者 吕树建 鲁杰

平顶山科旺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11003447590372）向 公 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企

业申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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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 上 午 ，

村民在郏县长桥镇龙

泉寨村南侧田间采摘

豌豆。

该村一组村民刘

建 营 流 转 土 地 近 50

亩，今年种植富硒豌

豆 30 亩，亩产约 1100

公斤。刘建营长年用

工 20 人左右，在自己

增收的同时带动了村

民致富。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生态富农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5 月 23 日至 24

日，全省“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系列

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媒体采访团到我市开

展采风活动，感受鹰城发展变化和脱贫攻

坚的喜人成绩。

23 日、24 日，记者跟随“中原印记·百

年百城百人”采访团，分别到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和鲁山县开展采风活动。

23 日上午，采访团一行首先来到白龟

湖国家湿地公园，大家对美丽的风景赞叹

不已。在河南跃薪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采访团成员纷纷走进车间，与高新

技术“亲密接触”。

随后，采访团来到团城烈士陵园瞻仰

烈士。该陵园位于鲁山县团城乡鸡冢村

北湾的山林间，里面长眠着 29 位烈士，该

陵园也是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革命教育基地、青少年思想教育基

地。

在团城乡清水河农林牧有限公司梅

花鹿养殖基地，采访团成员近距离接触了

梅花鹿。该公司以发展梅花鹿养殖繁育、

鹿产品加工、杜鹃花培育、乡村观光旅游

为主，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在团城乡花园

沟村清水源山居民宿，采访团成员被这里

的美景吸引了。花园沟村森林覆盖率超

95%，有“天然氧吧”“辛夷之乡”美誉，2019

年引进外资建造民宿木屋群，吸引了八方

游客。

24 日一大早，采访团来到四棵树乡黄

沟村的“自助小院”采风。2015 年 9 月，陈

京玉受市教体局委派，到黄沟村任驻村第

一书记。“作为一名基层扶贫干部，我的任

务就是要把黄沟村打造得更漂亮，带领父

老乡亲在致富路上前行，誓把黄沟变金

沟！”陈京玉对采访团说。

驻村以来，陈京玉坚持落实开发式扶

贫方针，注重培育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引资 300 万元改造老旧房屋，打造了黄

沟“十二园”，让黄沟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

打卡地。如今，在陈京玉的带领下，黄沟

村 山 清 水 秀 ，焕 然 一 新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2016 年的 26.69%降至 0。今年 3 月，陈京

玉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四棵树乡作为鲁山县西南部重要的

旅游乡镇，农家乐是当地重要的产业支

柱。2001 年，平顶山市第一家农家乐就诞

生在四棵树乡张沟村。20 年间，张沟村利

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立了农家乐党

支部，通过实行以奖代补、农家乐技能培

训、“1+1”帮带等措施，鼓励引导群众发展

农家乐，全村农家乐达到 42 家，户均年收

入超 9万元。

“ 有 时 间 一 定 要 带 家 人 来 这 里 住 几

天，感受一下这里的山水风光和田园生

活。”大河网记者刘杨、大公网记者赵香华

不约而同地说。

在库区乡东许庄村蓝莓种植农业合

作社的摊位前，采访团成员品尝了新鲜蓝

莓和蓝莓酱、蓝莓酒等深加工产品。“我之

前经常网购蓝莓，产地大多在南方。这是

第一次品尝到北方产的蓝莓，而且是新鲜

的，感觉咱鲁山的蓝莓口感更加细腻。”刘

杨说。

目前 ，库 区 乡 共 发 展 蓝 莓 种 植 园 区

19 个，种植面积 6800 亩，辐射东许庄、婆

娑、栗村、搬走岭等村，年产值超过 5000

万元。

24 日 下 午 ，采 访 团 走 进 豫 西 革 命 纪

念馆。“原来中共河南省委在这里诞生，

鲁 山 县 曾 经 也 是 省 会 。”不 少 人 惊 叹

道。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1947 年 11

月 至 1949 年 2 月 ，鲁 山 县 一 直 是 河 南 省

乃 至 鄂 陕 边 区 的 党 政 军 革 命 指 挥 中

心 。 1948 年 ，中 原 局 、中 原 军 区 领 导 机

关在豫西驻扎期间，邓小平、刘伯承、陈

毅 等 部 署 和 指 挥 了 宛 西 战 役 、宛 东 战

役 、开 封 战 役 、睢 杞 战 役 、襄 樊 战 役 、郑

州 战 役 ，歼 敌 近 20 万 人 ，为 新 中 国 成 立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搜索记者郑佩敏说，每次来到平

顶山都有新的收获，城市越来越漂亮，乡

村越来越富裕，尤其是脱贫攻坚成绩斐

然，昔日的贫困村积极发展旅游经济令人

眼前一亮，山野满目葱茏，在小山沟里也

有星级旅游体验。

23 日至 24 日，其他 3 个采访团分别以

“党员在基层”“追寻中原印记·助力出彩

河南”“出彩中原·文物中的红色故事”为

主题，深入新华区、卫东区、湛河区、汝州

市、舞钢市、宝丰县、郏县、叶县等地参观

走访，从多方面感受我市的独特魅力。

喜看脱贫攻坚成就 感受魅力鹰城蝶变
媒体采访团到我市开展采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