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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记者

近日从汝州市人社局获悉，在 9月

17 日-18 日由河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

村厅主办的河南省 2021 年度“凤

归中原”返乡创业大赛总决赛中，

汝州市 3个项目获得 4个奖项。

此次大赛以“凤归中原添活

力，乡村振兴创佳绩”为主题，设

置初创组、成长组、乡村振兴组

三 个 组 别 。 大 赛 自 2021 年 5 月

份启动以来，各市（县、区）人社

部门积极组织举办选拔赛。经

审核，全省共有 1235 个项目参赛，参

赛项目总量创历史新高，项目涵盖

智能制造、现代农业、文化创意、环

境治理、食品加工、互联网应用等多

个领域。经过角逐，共有 146 个项目

进入总决赛。

在总决赛上，经过激烈角逐，汝

州 市 3 家 企 业 获 得 4 个 奖 项 ：汝 州

市 丝 路 实 业 公 司 荣 获 乡 村 振 兴 组

三等奖和十佳风采奖，汝州市士博

生态农业发展公司、河南益德实业

公 司 分 获 乡 村 振 兴 组 三 等 奖 和 成

长组优秀奖。

2021年度“凤归中原”返乡创业大赛总决赛举行

汝州市 3 项目获 4 个奖项

9 月 22 日，在小屯镇河张村猕

猴桃种植基地，村党支部书记张召

俭在采摘猕猴桃。

2017 年 ，为 发 展 村 集 体 经

济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在 张 召

俭 的 倡 导 下 ，河 张 村 发 展 猕 猴 桃

种 植 ，以“ 村 集 体 + 农 户 ”的 方 式

流转土地种植猕猴桃。经过 4 年

多 的 管 理 ，今 年 猕 猴 桃 开 始 挂

果 ，中 秋 节 前 早 熟 品 种 成 熟 ，销

售情况喜人。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特色种植敲开致富门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 通讯员平党

申）9 月 23 日上午，在夏店镇磨庄村北夏

店矿附近的梨园里，满园的黄梨挂在枝

头，散发着醉人地清香。“咱这种的是金

秋黄梨，再过半个月后就能成熟。这梨

个大、脆甜，亩产 8000斤（1斤=500克）左

右。按现在市场价 1 元 1 斤，3 亩地能收

入 1万多元吧。”今年 67岁的王兴朝说。

为推动群众增收致富，8 年前，在夏

店镇政府的支持下，磨庄村因地制宜，引

进了优质品种，在村北的坡岭薄地试种

了 20多亩“金秋黄梨”，获得了成功。

为推动“金秋黄梨”发展，曾任村委

会主任的王兴朝成立磨庄村金果园种植

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农户经营模

式，由合作社统一为种植户提供种苗、种

植管理技术和销售服务，带领群众种植

“金秋黄梨”实现增收致富，8 年间，磨庄

和附近村已种植“金秋黄梨”面积超过

120亩。

“‘ 金 秋 黄 梨 ’每 年 10 月 初 成 熟 上

市，比本地梨晚熟一个多月，亩产高，个

大脆甜可口，价格稳定，市场看好。”王兴

朝说，去年 10 月，他种植的这 3 亩多晚秋

金梨卖了 2 万多元。今年风调雨顺，管

理到位，晚秋金梨长得格外好，大的有 2

斤多重。

在王兴朝的带领下，磨庄村金果园

种植专业合作社目前已发展社员 85 户、

流转土地 600 多亩，一个 300 亩规模的特

色农业采摘基地初具规模，已种植晚梨

120 多亩、黄桃 40 余亩、樱桃 30 多亩、李

子 20多亩、柿子 20亩、葡萄 10余亩。

“磨庄村 30 多户群众种植‘金秋黄

梨’，亩均收入 5000 元以上，‘金秋黄梨’

已成为磨庄村群众增收的主打产业。”

夏店镇党委书记焦慧涛说，下一步，夏店

镇将加大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让磨庄村特色农业采摘园扩大规模、呈

现特色，成为夏店镇生态农业发展的排

头兵，为夏店镇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夏店镇:

“金秋黄梨”果飘香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在 9 月

25 日 开 幕 的 第 16 届 中 国 义 乌 文

化 和 旅 游 产 品 交 易 博 览 会 上 ，

2021 中国旅游商品大赛获奖名单

揭 晓 ，汝 州 市 廷 怀 活 态 瓷 酒 具 获

铜奖。

本次大赛我省共征集参赛商

品百余套，经省内初选评比，15 套

产品被送往义乌参加全国大赛，最

终，3 件作品获奖，其中一个金奖、

两个铜奖。

本届大赛由中国旅游协会主

办，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义乌市

人 民 政 府 合 作 主 办 ，旨 在 为 广 大

旅游者推荐出一批符合市场需求

的健康生活文化创意日用旅游商

品，共有 29 个省（区、市）文化和旅

游厅（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8 个副省

级城市文化和旅游局、旅游协会、

旅游商品协会（分会）选送且通过

初审的 423 套、3651 件产品参赛，

共 评 选 出 金 奖 15 个 、银 奖 30 个 、

铜奖 60 个。

2021中国旅游商品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廷 怀 活 态 瓷 酒 具 获 铜 奖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 通讯员

雨小萌）记者近日从汝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获悉，今年中秋假期期

间，汝州市共接待游客 28.31 万人，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32亿元。

中秋假期，汝州市景区秩序井

然，假日旅游实现了“安全、有序、

优质、高效、文明”的目标。各大景

区、乡村旅游景点等地随处可见自

驾游的车辆，以省内游客居多。

中秋假期，汝州市以风穴寺、

九峰山、怪坡、汝河沙滩公园为代

表的传统景点依然备受追捧，沙滩

公园新增项目热气球、九峰山景区

推出的“和‘宇航员’一起过中秋”

快闪活动等吸引了大量游客。

假日期间，乡村旅游备受游客

青睐。汝州市“回归田野 记住乡

愁”启动仪式在蟒川镇半扎古镇西

寨门举行，大 峪 云 堡 妙 镜 高 端 民

宿 群 举 办 了 手 工 制 作 月 饼 活 动 ，

民 宿 客 房 爆 满 ；戴 湾 村 举 办 了 捕

捉 小 龙 虾 活 动 ，让 游 客 感 受 乡 村

田园野趣和乐趣。

中秋假期汝州接待游客 28.31万人
旅游综合收入1.32亿元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9 月 22 日，

“河南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结果

公布，100 个考古遗址入选“河南考古百

年百大考古发现”；50 部考古报告入选

“河南考古百年重要考古报告”。其中，

汝州市煤山遗址、张公巷窑址入选“河南

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作为“河南考古百年”系列活动的重

头戏，“河南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

组委会邀请国家、省、市文物考古专家组

成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各省辖市推荐的项

目进行认真评析，并对一些重要考古新发

现进行合并，遴选出 130项进入终评。经

过多轮讨论、投票，专家评审委员会最终

评出“河南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煤山遗址位于汝州市煤山公园内，

整个遗址呈立状，东西直径 220 米，南北

直径 230米，文化层厚度约 4米，地势北高

南低。断崖上袋形、敞口灰坑多见，文化

堆积层次明显，地表还散存有大量的龙

山、二里头以及商代、西周、汉代陶片及螺

壳、鹿角等遗物。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夏

代，距今 4500年左右，文化性质为新石器

时代龙山文化晚期煤山类型。煤山遗址

可以看到当时人类的生活、栖息、种植、狩

猎、制陶工艺、冶铜、生产工具等均已发生

了质的变化，对研究我国第一个奴隶国家

的建立以及夏代人活动范围有重要价值。

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老城中大街与

张公巷窑交会处北，遗址中心区面积约

3600 平方米，2000 年春和 2001 年夏发现

一 些 类 似 汝 窑 瓷 器 、窑 具 和 素 烧 坯 残

片。2004 年 2 月至 4 月清理出不同时期

的房基、水井、灰坑和过滤池，出土了一

批张公巷窑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瓷器和

用具。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的发现使我

国陶瓷界寻找半个多世纪的北宋官窑之

谜这一悬念得以了结——汝州张公巷窑

就是北宋官窑张公巷窑。该遗址的发掘

是对青瓷发展研究的重大突破，2006 年

5 月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煤山遗址、张公巷窑址入选

“河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结果公布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这次

集中培训对我来说意义深刻，让我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系 列 讲 话 精 神 有 了 深 刻 的 认 识 ，

对 中 央 和 省 委 、市 委 乡 村 振 兴 部

署 要 求 有 了 清 晰 的 认 知 ，为 我 今

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9 月 23 日

上 午 ，在 汝 州 市 党 委 党 校 上 课 间

隙，来自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的郭晓伟说。

为切实提升驻村干部政治理

论水平和业务能力，9 月 23 日至 25

日，汝州市组织今年 8 月份新上任

的 632 名 驻 村 干 部 以 及 21 个 乡

（镇、街道）组织副书记、组织干事

和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全覆盖培训，

进一步明确驻村干部职责任务，提

升驻村干部履职能力。

此次培训采取“1 拖 2+21”的

方式，利用汝州市委组织部网络党

校系统同步开展培训，所有驻村干

部在汝州市委党校主会场参加培

训，相关工作人员在各自乡（镇、街

道）分会场参加培训。培训内容主

要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

重要论述和视察河南时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解读、防返贫检测和帮扶

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助力实

施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下的产业发

展等。

“此次培训班共三天，前两天

由专家教授集中授课，第三天学员

分赴各乡(镇、街道)进行实地培训、

分组讨论并写出学习心得。”汝州

市驻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毕树建说，为确保培训取得实效，9

月 24 日下午，汝州市组织参与培训

的驻村干部进行乡村振兴应知应

会测试；9 月 25 日，由各乡（镇、街

道）组织辖区内驻村干部再次进行

测 试 ，进 一 步 巩 固 测 试 效 果 。 同

时，对参与培训测试的人员逐人过

关，做到“一口清”。

明确职责任务 提升履职能力

汝州市集中培训新任驻村干部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这几天地块

墒情大，机器进不了地，青贮玉米秸秆饲

料不得不停下来，这天气真让人犯愁。”

近日，河南宇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牛现奇说。

河南宇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汝

州市小屯镇宗庄村，主营肉牛养殖，存栏

500 余头，年出栏 200 余头。“这两年肉牛

养殖效益不错，育肥一头牛能赚 3000 多

元。”牛现奇说，“我们公司建了 4000 立

方米的青贮池，去年抢贮有 3000 多吨玉

米全株饲料，今年由于天气原因目前仅

收储了 800 多吨。农时不候人，我们得想

办法加快收贮。”

近年来，作为国家“粮改饲”试点项

目县市，该市大力实施“以养定种、种养

结合、草畜配套、草企结合”的发展战略，

大力支持规模化养殖场和专业化青贮生

产企业开展“粮改饲”，调动市场主体收

贮、使用全株青贮玉米等优质饲草料的

积极性，全面提升优质饲料种、收、贮、

用综合能力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持续提

高种植收益、畜牧产业生产效率和养殖

效益。

目前，正是开展玉米青贮、备足青贮

原料的黄金时期。为指导畜牧企业开展

玉米青贮，近段时间以来，汝州市畜牧局

组织专家到场到户，对畜牧企业青贮前

青贮窖池准备、青贮收割、粉碎、密封等

环节进行技术指导、督促“粮改饲”玉米

青贮工作有序推进。

“汝州市自 2016年实施‘粮改饲’试点

项目以来，采取‘部门主推、统筹协调、合

力推进’的方式，大力推进‘粮改饲’试点

工 作 。 截 至 2020 年 ，共 完 成 青 贮 任 务

24.67 万吨，争取上级青贮补贴 1333.8 万

元，惠及奶牛、肉牛、肉羊及专业收贮企业

126 家次。今年，省级下达全株青贮任务

3.6万吨，确定实施主体 24家。截至目前，

24 个‘粮改饲’项目实施主体已青贮玉米

1.8万吨以上。”该局局长李天玺说，“我局

将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

帮助收贮企业克服困难，加快收贮进度，

为牛羊备足青饲。”

汝州市“粮改饲”提升畜牧企业效益
已青贮玉米1.8万吨以上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我们企业的

用地手续一直没办理好，市里开展‘万人

助万企’活动后，相关职能部门加快了用

地手续办理速度。‘百园增效’行动开展

后，相信我们的用地手续能够得到有效

解决。”9 月 16 日，汝州市产业集聚区河南

中鑫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王雷果说。

河南中鑫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是

汝州市招商引资项目，2109 年开工建设，

主要从事环保型汽车水漆、新型环保工

业防腐水漆、水性环保建筑材料的生产、

研发和销售。该企业用地 28 亩多，但到

目前为止，企业用地手续仍未办理齐全。

“用地手续完善后，在企业需要资金

时 我 们 就 可 以 以 土 地 为 抵 押 物 申 请 贷

款，缓解企业发展资金困难。”王雷果说，

目前该企业用地手续正在办理。

为解决好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土地遗

留问题，以用地提质增效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9 月 15 日，汝州市召开“百园增效”

行动推进会，下发汝州市产业集聚区“百

园增效”行动实施细则、汝州市工业项

目“标准地”出让管理实施办法和汝州

市推进低效工业用地盘活实施细则等文

件，针对批而未供即用土地历史遗留问

题 处 置 、闲 置 土 地 和 低 效 用 地 处 置 问

题，结合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实际，采取

多种措施解决企业用地问题，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

为落实“百园增效”行动，汝州市构

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

根据“缺什么补什么、谁审批谁负责”的

原则，明确责任主体、措施和时限，加快

推进，建立高效问题化解机制。同时，

坚持疏堵结合严控新增，加快实现用地

审批、规划许可、土地供应、开发利用、

执法监察等全业务链条封闭动态监管，

从 源 头 上 避 免 出 现 新 的 问 题 。 产 业 集

聚区内办理出让手续的项目涉及其他类

历史遗留问题的，经集体研究，报经市

政府采取“一地一策”方式进行处置。

“汝州市将加快构建‘一张网’，打好

‘标准地出让攻坚战’，通过‘百园增效’

行动，建立起长效土地管理利用机制。”

汝州市常务副市长刘国朝介绍，“将在年

底前，将汝州市产业集聚区企业遗留问

题解决到位。从明年开始，土地手续办

理将严格执行政策要求，杜绝出现未批

先占、未供即用等现象。”

明晰责任加快推进 疏堵结合严控新增

汝州市专项行动解决企业用地遗留问题

▶红歌嘹亮祝福祖国，豪情满怀阔

步前行。9 月 29 日上午，汝州市经开区

在小微产业园区举行迎国庆系列活动开

幕式。

开幕式上，汝州市经开区管委会、汝

南街道机关工作人员及天瑞焦化、天瑞水

泥等 12 家企业的职工共 500 人组成“歌

唱祖国”合唱团，用歌声祝福祖国。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歌唱祖国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为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重建和保民生、促

消费、稳增长的决策部署，促进消费市场

加快回暖，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带动区域

经济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

近日，汝州市筹资 1000 万开展“助力灾

后重建 乐享美好生活”消费促进活动。

此次活动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鼓励消费、普惠大众”的原则，在 10

月至 12 月，汝州市政府筹措财政资金

1000 万元，依托“云闪付 APP”、微信、支

付宝等平台，开展汽车销售、家电家居、

零售、餐饮、文旅消费等大范围、多层次

的消费促进活动。

根据方案，活动将对汝州市辖区内

购买新车，并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完成注册登记上牌手续的消费者进行补

贴；拟发放家电、家居领域消费券，推动

电视机、电脑、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电器

和家具、家装领域大宗消费，提高居民生

活水平，促进消费升级。

鼓励和支持各企业开展“国庆”“双

十一”“双十二”等节假日促销活动，结合

零售、餐饮、文旅等行业实际促进特色消

费。计划发放单张面值 20 元、50 元的消

费券，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企业商户消

费时，可使用消费劵抵扣消费金额。

鼓励全市各旅游景点、网红打卡地

开展多种形式的引流活动，对汝州市收

费 A 级景区于 10 月 10 日起至 11 月 11 日

实施 1 个月免收门票政策，所免收门票

由政府统筹安排补贴，全力释放文旅消

费潜力。

汝州市筹资 1000 万元促消费

助力灾后重建 乐享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