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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编辑 张红晓 校对 马骁

新华社北京 7月 18日电 7

月 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类在历史长

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

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

责任。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粮

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倡议，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

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实践。中方愿同国际社

会一道，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助

力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

会当日在浙江省青田县开幕，主

题为“保护共同农业遗产，促进

全面乡村振兴”，由农业农村部

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

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本报讯 （记者杨元琪）7

月 18 日，省政协调研组莅平

围绕“疫情防控救治药品和医

疗器械研发生产情况”开展专

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政协

副主席高体健带队，省政协副

秘书长张广东、省政协教科卫

体委员会主任胡广坤等参加。

市政协副主席李建华陪同。

调研组先后来到河南双

鹤华利药业有限公司、河南真

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走进生

产车间，实地了解企业的科研

创新、产能提升、质量管理、供

给保障等情况，听取有关负责

人的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工

作提出要求。

高体健指出，救治药品和

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是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要环节，要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的各项决策部署，加快药品和

医疗器械的研发、审批、生产、

上市进度，强化质量安全监

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

高体健强调，要加大科技

攻关力度，充分调动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等各方面积极

性，组织科研工作者参与技术

攻关，加强有效药品的研发，

进一步提高产能，满足市场供

应，推进疫情防控工作迈上新

台阶。要绷紧质量安全弦，建

立全流程、全环节质量安全台

账，完善日常监督管理程序，

制定责任倒查机制，严肃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杜绝质量

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为一

线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织

牢药品医疗器械安全“防护

网”。要加快应急审评审批，

按照“统一指挥、早期介入、随

到随评、科学审评”的原则，与

科研单位、申报企业和医药专

家加强沟通协作，整合工作流

程、优化审评审批程序、压缩

审评审批时间，确保以最快速

度批准疫情防控所需药品和

医疗器械上市、促产保供。要

强化生产运行保障，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主动

担当作为，坚持特事特办，主

动上门、现场办公，协调解决

企业在生产厂房、原材料供

应、资金需求、用工保障、运输

物流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为企

业生产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确

保企业高效运营、满负荷生

产，为疫情防控工作积极贡献

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李建华对调研组莅临指

导表示感谢，表示将进一步深

化认识、凝心聚力，为疫情防

控工作贡献政协力量。

高体健带队

省政协调研组莅平开展专题调研
7 月 18 日 下 午 ，市 委 书 记

张雷明在市委、市政府办公楼与

宏秀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文秀、

河南西美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

发总监钟明亮、慧奇西美物联科

技有限公司总裁陈荣跃等举行

工作会谈。

张雷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郑文秀一行莅平考察表示欢迎，

并简要介绍了市情和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张雷明说，近年来，

平顶山坚持不懈推动产业转型，

瞄准高端产业和科技前沿，大力

发展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

源储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

新兴产业，促进产业链上下游

协同发展，不断提升现代产业

发展能级，高质量转型发展迈

出了坚实步伐。欢迎宏秀电气

公司、西美科技公司、慧奇西美

物联科技公司与我们共同抢抓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

遇，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智慧城

市建设、集成电路模块和物联

网智能设备生产等领域，把更

多 资 本 、技 术 、项 目 引 入 平 顶

山，努力实现共同发展。我市

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全

方位优质服务，支持企业在平

发展壮大。

郑文秀、钟明亮、陈荣跃表

示，平顶山产业基础雄厚、创新

能力较强、发展势头强劲，是一

座充满生机的城市，是一片投资

兴业的热土。宏秀电气公司、西

美科技公司、慧奇西美物联科技

公司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平

顶山加强沟通对接，深化务实合

作，在助力平顶山产业转型升

级、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中实现

互利共赢。

平高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俊涛，市领导高建立、许红兵

和新华区、市直有关单位及中国

平煤神马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谈。

（本报记者 王民峰）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 杨德坤）

7 月 18 日，市长赵文峰到舞钢市调

研疫情防控工作。

在枣林镇防外溢临时管控区，

赵文峰详细了解值班值守、管控措

施落实、群众生活物资保障等情况，

向冒着酷暑奋战在防疫一线的抗疫

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叮嘱大家科

学安排值班，注意劳逸结合，强调要

树立必胜信念，科学精准做好分区

分级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管控

措施，确保风险查得出、管得住、封

得死，坚决防范疫情外溢。

在 舞 钢 市 隔 离 医 学 观 察 点 ，

赵文峰详细询问隔离点“三区两通

道”设置、医护力量配备、内部管理、

后勤保障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

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规范管理，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落实“三区两通道”、

人员转运管控、医疗废弃物处置、食

品安全、环境消杀等各项措施，确保

做到全流程工作闭环，同时强化对

隔离人员的人文关怀，做好生活物

资保障、心理疏导等，确保隔离点高

效安全运行。

在尚店镇界牌河桥交通防控卡

点，赵文峰仔细询问出入管理流程、

人员轮班值守等情况，叮嘱工作人

员切实做好自身防护，严格细致按

照规定把好关口，同时优化工作流

程，提高通行效率，保障好群众就医

等特殊需求。

赵文峰强调，舞钢市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国家和省、市疫情防控工作

部署上来，严格执行国家第九版防

控方案和我省 3.0版工作方案，不折

不扣地把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突出抓好基层防控，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人员力量向基层下沉，有力组织调动党员

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防控力量，织牢群防群控的严密基层防控

网。要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不断提高精准防控水平，坚持防疫为了人

民，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民生服务保障，切实当好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守护者。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汉生、副市长赵军分别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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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文昌 7月 18

日电 （记者李国利 张瑞杰）

问天实验舱与长征五号 B 遥

三运载火箭组合体 18 日转运

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实施

发射。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介绍，后续将按计划开

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

联合测试等工作。

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问天实验舱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陶

小昂）7月 18日下午 3点，伴随着旋挖

钻机的轰鸣声，由中铁四局一公司承

建的焦唐高速（汝方段）控制性工程

南水北调特大桥首桩开钻，比预期计

划提前 15天，标志着焦唐高速项目建

设取得重要节点突破。

焦唐高速南水北调特大桥位于

鲁山县辛集乡境内，线路全长 1880

米，跨越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干渠、311

国道、昭平台干渠、焦柳铁路，设计桩

基 217 根，桥面净宽 23.5 米，双向 4 车

道。此次开钻的首根桩基桩径 1.6米，

桩长 41米，采用回旋钻施工钻孔灌注

桩。

为确保首桩顺利开钻及后续的

南水北调工程环境保护，焦唐高速汝

方项目二分部多次组织召开施工技

术专题会议，进行专项方案论证，优

化施工方案。其间，项目成立专班统

筹推进，排除汛期干扰，加大人员和

机械投入，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安全

和质量管理，为首桩顺利开钻奠定了

基础。

焦唐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
南水北调特大桥首桩开钻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张海林）

7月 6日上午，在位于鲁山县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的河南煜德钛合金产业园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在紧张有序施工。

“我们科学编制施工进度计划，严格按

照施工方案进行。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全

力支持项目建设，成立专班保障推进。项

目进展顺利，6 月底已经完成土石方施工

任务和所有基础工程，为 10月份投产打下

坚实基础。”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总承包公

司项目经理王银忠说。

该项目是省重点建设项目，一期总投

资 30 亿元，于今年 2 月 28 日开工建设，建

成后可年产 1万吨冷轧钛箔、20 万吨复合

板及 2000万平方米塑板等产品，预计年产

值 40亿元。

鲁山县锚定省委“两个确保”“十大战

略”，坚持“项目为王、产业至上”，以“三个

一批”活动为抓手，围绕装备制造主导产业

和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全力谋划和推动项

目建设。今年，该县确定重点项目 120个，

总投资 937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82亿

元，其中省市重点项目 35个，总投资 709.8

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28.37亿元。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该县实行重点

项目分包制度、专班推进制度、联席会议制

度、月调度制度、联审联批制度、要素资源

保障制度、督查通报制度、观摩点评制度 8

项制度；全面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力争政

策兑付“一键到账”、许可事项“一键审批”、

企业诉求“一键直达”、政企交流“一窗对

话”；持续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设立企

业“安静日”“服务日”，推行县级干部“联乡

包企”机制，包办“墙外事”、帮办“墙内事”；

出台惠企纾困 10项重点举措和 151条落实

措施，确保稳住市场主体，保住源头活水。

“对项目投产所需要的水、电、气，我们明确责任单位，制定详细

方案，确保项目能够按期投产。同时，在疫情期间，我们及时将重点

项目纳入市县白名单，并在鲁山高速出口设立物资中转站，保证了项

目原材料供应充足、建设顺利。”鲁山县发改委主任孔令凯说。

截至 6月底，鲁山县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12.4亿元，完成年度目标

的 61.7%；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91.7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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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近日，从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传来消息，今年以来该区已累计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 14825人次，完成目标任务

的 291%，其中新增技能人才 8643 人、高

技能人才 6319 人，分别占目标任务的

206%和 574%，已提前并超额完成“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全年目标任务。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是省委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的

重要抓手，是提升劳动者素能，促进技能

就业、技能增收的重要民生工程。就业

是最大的民生，技能是就业的根本。为

高效率、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切实把实

事干好、好事办实，示范区组专班、建机

制、抓重点、破难题，全力推动“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

该区成立区主要领导为组长，区财

政、发改、组织人社等 28 家单位负责人

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将目标任务细

化分解到 25 个区直相关单位及镇（街

道）；建立“1+4”工作推进机制，成立“人

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专班，实施

目标考核挂钩、“日报告、周调度、月点

评”、工作进度督查通报、工作追责问责

四项推进机制，以实招硬招新招推动工

作提速提质提效。同时，将“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设同疫情防控、“万人助万

企”、“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结合起来，

组织行业管理部门、窗口服务单位深入

企业一线调研走访，收集企业用工需求，

健全完善企业信息台账，指导企业内部

积极动员、分类培训。各镇（街道）摸清

符合年龄条件、有就业需求和培训意愿

的人员信息，建立劳动力信息台账，统一

对接社会培训机构开展技能培训，促进

群众就业。

此外，该区依托产业优势和平台优

势，组织市公交公司、威佳泰宏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同增彩技校精准对接，开展汽

车维修、汽车营销专业培训，着力打造

“新城汽修”人力资源品牌；依托社会培

训机构开展家政、保育员、养老护理等培

训，着力打造“新城家政”服务品牌；针对

2022 年高校毕业生严峻就业形势，精准

对接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学院实施“学

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计

划，开展复合型人才培养，拓宽大学生群

体就业渠道；根据示范区乡村振兴和农

村产业发展，开展高附加值种植业、养殖

业等从业人员、致富能手培训，提升农村

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

针对辖区高校关心关注的平台备案

信息录入、毕业生取证等问题，该区积极

同市人社部门对接。市人社局、市技师

学院派出人员到平顶山学院、河南城建

学院开展技术指导，答疑解惑，推动“人

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跑出加速

度、按下快进键。

“我们将持续围绕培训、取证、就业、

增收全链条综合施策，全面提升劳动者

持证率、就业率、增收率，让更多劳动者

通过技能改变人生、成就梦想。”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局长李玉平说。

示范区超额完成“技能河南”建设年度任务

让更多劳动者通过技能成就梦想

7月 18日，问天实验舱与长征五号 B 遥三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转运途中。 新华社发

7 月 18 日，湛河区河滨街道

褚庄村村民在自家田里喷洒农

药。

目前，秋作物长势良好，农

户积极开展田间管理。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加强秋作物管理

水利部：

全力做好“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旱灾害防御
（见今日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