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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15 日

上午，在位于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的河南新天力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天力），总经理赵海洋察看完

投产前的设备后，又来到西南侧的一

块园区。“这是我们二期项目现场，正

在加紧谋划筹备，争取尽早开工，以回

报叶县各级党委对我们的支持。”他

说。

盐化工是叶县近年来形成的主导

产业之一。该公司是一家生产锂电池

的企业，产品市场前景看好。锂电池

生产需要盐化企业生产的盐酸、烧碱，

所以，该项目既属于盐化产业的延链

强链项目，又将盐化产业拓展进新能

源领域。为此，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在

内的多名县领导主动与企业接洽，叶

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负责人更是主动

邀约。去年初，该公司项目签约；接

着，土地摘牌；4月，投资额 5亿多元的

一期项目破土动工。

由于入驻项目进展快速，场地里

水、电等多项生产要素还不完全具备，

该县县委、县政府迅速召开协调会，各

级党委、各职能部门党员干部主动服

务，迁走了住户，迁出了土坟，供电部

门连夜架上了电，供水部门引进了临

时用水……

去年 5月，项目开工不久，疫情防

控形势骤然严峻。该县有关部门为

工地送去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配

备核酸检测人员，供应米面油，确保

项目工地封闭施工。为保证生产原

料供应，他们还组织人员到高速口接车

辆，严格检测后发放通行证，实现点对

点对接。

随着设备安装调试进行，项目用

电、用水量增大，需要提供动力蒸汽，该

县一名县级领导当即协调电力等部门

克服困难安装了 7000 千瓦供电装置，

组织从邻近 3 家企业的供水供热管道

开口铺管“救急”，3 家企业还派出人员

专门服务……

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该县自然

资源、住建等部门联手，采用容错容缺

机制，为新天力及时办理多项手续。

各方的优质服务在有力确保项目

建设进度的同时，也让新天力坚定了加

大投资的信心。目前，一期项目建设基

本完工，二期项目正在谋划，叶县已为

新天力腾出二期项目用地。

一期基本完工 二期正在谋划

新天力项目坚定加大投资信心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马

蕾）3 月 9 日上午，在叶县凯顺服饰有

限公司，工人正在机械前忙碌工作，一

件件“新鲜出炉”的服装正被打包装箱

发往目的地。“我们公司能够迅速落地

生根、成势见效离不开叶县各级党组

织的加油赋能。”凯顺服饰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说。

叶县凯顺服饰有限公司是去年入

驻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内的，主要

生产童装、针织品等产品，客户均为国

际知名品牌，提供就业岗位数百个。

2022年，市委组织部“三领三助”

党建引领项目攻坚活动开展以来，叶

县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把“金钥

匙”，将党建工作与项目建设紧密结

合，围绕项目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服

务，通过党建引领，让党旗在项目一线

飘扬，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的组织保障。

此外，叶县还根据项目实施的进

展情况，动态设置临时党组织，把基层

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推进项目建设的强

大动能，推动党员干部在项目建设中

主动作为，积极为项目排忧解难，全力

保障和维护项目建设的和谐稳定，全

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新天力

锂电循环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过程

中，针对存在的水、电、路、暖等问题，

一线党组织积极协调项目建设各方的

关系，坚持人员出动、部门联动、政企

互动，采取专班式服务、清单式交办、

全要素保障等措施，全力以赴推进项

目建设，跑出了新天力锂电循环科技

产业园（一期）168 天建成的“叶县新

速度”。

叶县将“党建+招商”融入企业高

质量发展全链条，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招商，通过政企

党组织协同联动，推动项目签约落

地。依托各企业党组织，聚焦企业

“要什么”“缺什么”问题，按照招商图

谱，选定目标企业。接洽项目先从党

组织对接入手，主动“走出去”，热情

“请进来”，对接洽谈 PC 及尼龙下游产

业等主导产业项目 35 个，成功签约安

徽亨润六氟磷酸锂、江苏柔陶含氟中

间体、江苏康贝瑞芯 PC 改性等项目 20

个，总投资 115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11个。

今年以来，叶县累计开展招商活

动 161 批 次 ，考 察 拜 访 洽 谈 企 业 289

家，招商项目在谈 97 个，其中具备签

约条件的有 47 个，洽谈成熟已签约招

商项目 36 个，营造了全域招商的浓厚

氛围。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叶县党建赋能促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王俊鹏）3月 13日，叶县城区新

建的祥和园里杏花怒放、垂柳吐

翠、月季萌芽，干净整洁的游园步

道上居民或漫步赏景或闲坐聊天。

“近两年，多了很多这种小游

园，我们经常带孩子出来散步游

玩。开门就是美景，出门就能游

玩。”附近居民刘晓燕开心地说。

祥和园位于昆阳大道与盐城

路交叉口西南角，占地 6399平方

米。这处“口袋公园”之前曾是私

搭乱建、荒草丛生的城区“牛皮

癣”。游园建成后，里面增设了特色

廊架、广场、跑道、儿童活动区等，更

好地满足了群众的活动需求。

此外，在建的杨林诗道全长

约 680米，是由杂草丛生、垃圾成

堆的场地改造成的带状绿地公

园；在建的普惠园占地 9845平方

米，是利用城市中心的荒芜角落

建成的健身游园。

从“牛皮癣”到“天然氧吧”，

得益于叶县制订的“口袋公园”建

设计划。

2022 年以来，叶县为实现“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目标，本着

“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和“宜路则

路、宜园则园”的原则，合理选择应

用乡土适生植物，利用街角废弃地，

通过“见缝插绿、补绿植绿”等方式，

不断拓展城市绿化空间，谋划建设

一批“小、精、特”的街头游园、“口袋

公园”、社区公园，整体提升县城绿

化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品位。

目前，叶县已先后投资近 9000

万元，建成玄武西苑、玄武东苑、花

园广场、祥和园、颐园等 10 个“口袋

公园”，普惠园、杨林诗道、悦来园、

刘庄游园、郑庄游园、李寨游园、广

场西街游园等 9 个游园正在建设

中。

“下一步，我们将以城市更新

‘微改造、精提升’为抓手，继续挖掘

城市的闲置地、边角地，建设‘口袋

公园’；同时，不断探索建立有效的

管护机制，提高公园绿化管理养护

效率和水平，保证养护质量和景观

效果。”叶县园林绿化事务服务中心

主任宋凤丽说。

开门就是美景 出门就能游玩

“口袋公园”增强百姓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月 12日，

从叶县妇联传来喜讯：王洁、程伟丽分

别受到全国妇联和省妇联表彰。

今年 42岁的王洁是叶县九龙人，

河南宝洁飞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大

学毕业后，她在外地做医药销售，在家

乡政策的感召下，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在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创办宝洁飞

实业有限公司，转行从事家具制造。

经过努力，王洁创出了宝洁飞品

牌，使产品走向全国，业绩逐年攀升。

王洁积极参与当地精准扶贫活

动，将企业打造为叶县产业扶贫基地，

长期招收贫困村民。当了解到居家赋

闲的妇女劳动力不在少数时，她就把

这股力量有效集中起来培训上岗。目

前，公司有员工 130 人，其中女工 108

人。2019 年至今，公司每年培训女工

110人次，培训上岗率达 80%以上。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公司帮扶了 13个行

政村，每年招收并签订贫困户帮扶协

议人员 95 户，吸纳伤残就业人员 4

人。

该企业被市妇联授予“巧媳妇创

业就业工程扶贫基地”称号，王洁也获

得“脱贫攻坚奉献奖”。在 3 月 1日举

行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暨表彰大

会上，王洁获得“全国巾帼建国标兵”

称号。

49岁的程伟丽是邓李人，2013年创

办丽峰鞋面加工厂。十年来，她克服困

难，不断学习，全面掌握了加工技术以及

机器维修，并创立了自己的一套企业管

理模式、经营模式，设立了“科学规划、严

格管理、注重效益、示范发展”的发展目

标。

自创业以来，她共吸纳和培养本村

及周边村留守妇女 200余人。在她的带

动下，新增鞋面加工厂 5家，共为赋闲在

家的妇女提供就业岗位 300余个。

在精准扶贫期间，程伟丽走街串巷

宣讲扶贫政策，和贫困户建立结对帮扶，

安排贫困妇女、残疾人到厂就业，并开展

技术培训，帮助发展莲藕种植；疫情防控

期间，她参与核酸检测、卡点值守等工

作；积极加入巾帼志愿服务队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活动，出资购买绿化树，美丽家

园；为村“两委”班子出谋划策、建言献

策，提供信息资源；积极组织本村留守妇

女举办多期“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技能培

训班，并帮助外出就业。

程伟丽先后获得河南省“最美家庭”

提名奖，被授予平顶山市“巾帼致富带头

人”、“鹰城好媳妇”、叶县“三八红旗手”等

称号。今年“三八”节前夕，她被省妇联评

为“2022河南省乡村出彩好媳妇”。

致富路上勇担当 巾帼何须让须眉

王洁程伟丽分别受到全国妇联省妇联表彰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王洋）“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连

花清瘟胶囊日常售价和标价是否

一致？请出示药品销售清单。”

“近期药品价格有没有上涨……”

3 月 14 日上午，叶县纪委监委第

二监督检查室联合派驻卫健委纪

检监察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有关部门对全县零售药店药品价

格及药品销售情况开展专项监督

检查。

联合检查组深入全县各大药

店，对相关药品进货渠道、价格及

销售情况进行抽查核对，重点关

注零售药店囤积居奇、不按规定

明码标价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

违法行为；同时，针对部分药店存

在的问题，提醒门店负责人立行

立改，督促各药店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落实相关要求，规范运营、

规范管理，不得擅自提高感冒发

烧药品价格，维护药品市场价格

秩序，切实把好药品“价格关”。

叶县纪委监委聚焦社会关切，

立足监督职责，不断整合监督力量，

灵活运用“室组地”联动优势，通过

整合“室组”及职能部门力量，围绕

零售药店销售过程中的政策落实、

登记备案、储存条件、药学服务、销

售方式等关键环节，采取实地察看、

翻阅账目、走访调查等方式对零售

药店进行监督检查，严厉打击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哄抬物价等行为，依法

从严从重查处，公开通报曝光，压紧

压实相关行业部门职责，以精准监督

助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群

众用药需求保“价”护航。目前，叶县

纪委监委共开展监督检查 7次，发现

问题并推动整改问题 11个。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群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精准监督，夯

实属地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

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叶

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叶县纪委监委专项监督检查药价

3 月 15 日，货车拉着不合格（过

期）产品驶向叶县垃圾填埋场。

当天，叶县市场监管局举行第十二

次不合格商品集中销毁活动，共销毁食

品、药品、化妆品、保健品等3800余箱（盒），

货值51万余元。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集中销毁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11 日上

午，常村镇召开道地药材发展研讨会。

常村镇地处山区，土地贫瘠，但当

地有种中药材的传统尤其是艾草面积

一度达两万亩（1 亩≈666.67 平方米），并

引进多家艾草深加工企业。在外创业

的董必甫在家乡办起中草药收购及加

工企业，将当地中草药销到海外市场。

2023 年 2月 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

案》，要求打造中药质量提升及产业促进

工程。这给常村镇发展中药材产业提供

了有力的政策支撑。目前，叶县的国储

林项目相当部分分布在该镇境内，项目

内容就有在林下发展中草药。这也给中

草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强劲的支撑。

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结合当前国家

政策，依托现有的资源如何发展常村镇

道地药材，积极打造中药材小镇。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积 极 为 常 村 镇 发 展 道 地 药 材 献 言 献

计。

与会人员分别从常村镇的种植历

史、产量销量、药材的商业价值、生长周

期以及市场的需求度等方面积极论证，

对可引入的药材：山楂、杜仲、辛夷和适

合林下经济种植的射干、丹参等中药材

的基地建设、规模化种植、发展前景等

进行充分研讨，以推动常村镇道地药材

健康有序发展。

如何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常村镇举办道地
药材发展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王涵儒）3月 12日上午，记者走

进龙泉乡娄樊村香菇种植基地，

只见标准化大棚有序排列，一袋

袋菌种整齐地码放在架子上，一

簇簇花菇长势喜人，十几名工人

正在采摘、分拣、外运销售。“目

前，我们村有食用菌种植大棚 22

座，一次可容纳 20 万菌棒左右，

年产鲜菇 20 万公斤，年产值 200

万元，可带动 20名村民就业。”村

党支部书记张建芳说。

与此同时，该乡绿网菌业、北

大营村香菇种植基地也呈现出丰

收景象。

2018 年以来，龙泉乡按照全

县“一乡一业”发展格局，把做大

做强食用菌产业作为兴乡富民的

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采取“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式，分批组织农

户外出学习、开阔眼界、了解市场，

并诚招规模化食用菌企业入驻，

带动村民发展高端菌菇种植。

同时，该乡借助村集体经济发

展东风，采取“企业+基地+农户”“村

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联村共

建、抱团发展，让更多群众参与到食

用菌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上；成

立食用菌产业发展领导组，制订《食

用菌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集中

整合资源，用好用活政策，开展“保

姆式”服务，重点解决项目中遇到的

技术、资金等问题，加速产业快速发

展，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目前，龙泉乡形成了菌菇种植、

加工、销售及菌种研发等为一体的

产业链，年产菌菇达 4500 吨，产值

达 6300万元，实现“鲜菇内销、干菇

外销”的双循环创收模式。

“下一步，龙泉乡将加大对企

业、种植户在产业发展中的资金扶

持力度，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努力实

现‘头雁’领航、村民跟进、抱团发

展、共同富裕的目标。”龙泉乡党委

宣统委员毛翔庆说。

龙泉乡香菇种植基地现“丰”景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陈亚飞）春回大地，草长莺飞。连日

来，叶县农业农村局 7 个由专家组

成的技术指导小分队分赴各地指导

麦田管理。

叶县是农业大县，小麦种植面积

达96万亩（1亩≈666.67平方米）。随

着气温逐渐回升，正值小麦促弱转

壮、提高小麦成穗率的关键时期。

结合小麦生产实际，叶县农业

农村局组织农业技术小分队深入种粮

大户、农业合作社、田间地头开展技术

服务，指导群众科学浇水、追肥；同时，

利用大喇叭、横幅挂图、电视媒体等方

式开展技术培训，帮助农民解决生产

实际问题，做到夏粮丰收不到手、指导

服务一天不放松。

“当前，我们主要指导农户结合浇

水、施肥，进行病虫草害的防治，促进

苗情转化，使全县小麦一、二类苗占有

率达到 95％以上。”3月 12日，在夏李乡

岳楼村建福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1100亩麦田里，叶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

术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郭旺说。

截至目前，叶县已出动植保无人机

50 余台、喷杆喷雾机 150 台，小麦病虫

草害防治面积达到 30 万亩。7 个专家

组 100多名科技人员，对往年易发病地

块重点监测，切实降低病虫害带来的影

响。

叶县 100多名农技专家下田“把脉”

3 月 13 日，两名护林员在夏

李乡境内山区巡护山林。

春 季 正 是 护 林 的 关 键 时

期 ，叶 县 林 业 局 在 配 齐 消 防 设

施 的 同 时 ，加 大 巡 护 力 度 ，以 确

保 山 林 安 然 度 过 火 灾 隐 患 高 发

期 。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巡护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