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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王旭

歌）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公布了 2022

年度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市（县）

名单，宝丰县名列其中，是我市唯一

入选市（县）。

近年来，宝丰县以生态循环畜

牧 业 发 展 为 突 破 口 ，重 点 发 展 生

猪、奶牛两大主导产业，坚持以标

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绿色化为目

标，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畜牧业提

质增效，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调控有效

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畜产品供应

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目前，全

县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处理设施

配套率 100％，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

93％以上。

目前，该县有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两家、省级 8 家、市级

21 家 ，省 级 农 业 产 业 化 联 合 体 3

个 。 10 家 企 业 入 选 国 家 级 生 猪 产

能调控基地、10 家企业入选省级生

猪 产 能 调 控 基 地 。 该 县 先 后 获 评

首批全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

全 国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先 行 先 试 支 撑

体系建设试点县、全国奶业生产能

力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县、国家生猪

调出大县、奶牛种养结合整体推进

县、省养牛大县后备县、省农产品

质 量 安 全 县 等 称 号 。 县 现 代 农 业

产业园（生猪）获批创建省级现代

农产业园。

据统计，该县畜禽规模化养殖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生猪年出栏

500头以上规模比重达到 88.53％，奶

牛 存 栏 100 头 以 上 规 模 比 重 达 到

96.96％；2022 年畜牧业产值比重达

到 4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产值比重近半 规模化养殖率高

宝丰县获评2022年度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郭培

娟）3 月 30 日，在位于宝丰县迎宾大

道中段的西商智慧商超项目施工现

场外，绿色仿真草坪“种”在深绿色

新型装配式围挡上，红色仿古瓦上

方设有喷淋系统，安全、文明等公益

广告贯穿其中。这段长 400 米高 3

米的装配式围挡，将原本灰头土脸

的施工现场，装扮成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原来的‘绊脚石’变成了创文宣

传阵地，安全系数和美观程度都提

升。”说起施工围挡改造成效，家在附

近的居民张军伟说。

自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县住建局通过对城区建筑工地、市政

施工现场等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各类

施工围挡普遍存在设置标准不高、抑

尘设备不足、阻碍群众出行等问题。

为打造绿色文明施工场地，该局牵头

制定了《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印

发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控和围挡专

项整治宣传手册等，要求各责任单位

对标改进，从小处着眼改善市容市

貌，使施工围挡变身街头景观。目

前，城区第一批 26处围挡已拆除、整

治到位。

“作为项目建设单位，我们深感

责任重大，投入专项资金，让施工

围挡更加美观、实用。与此同时，

我们扎实开展扬尘治理，积极整改

隐患，确保降低施工扬尘对大气的

污染。”宝丰西商项目工程负责人

王洋说。

在提升围挡“颜值”的同时，县

住 建 局 通 过“ 线 上 + 线 下 ”两 种 方

式，指导监督全县 40 余家施工项目

落实扬尘管控情况，即配备噪声扬

尘大气监测仪，接入市监控平台，

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全力提升建筑

工地扬尘防治整体水平。

“扬尘防控和围挡专项整治关系

人居环境质量、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专项整治中拆除的是围挡，规范的是

秩序，赢得的是民心。”副县长张军广

说，在整治过程中，该县按照“设施完

好无损、外观干净整洁、相应的警示

标志一应俱全”的原则，确保集中拆

除一批、提升整治一批、高规格新建

一批，切实提升施工围挡的景观效果

和安全系数，让美丽围挡成为道路

“风景线”。

施工围挡“穿新衣”专项整治控扬尘
城区建筑工地变身风景线

4 月 12 日，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

员在天昌国际烟草有限公司宝丰复

烤厂检查。

为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宝丰

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4 月 1 日以来，该局累计检查企

业 43 家次，发现问题 220 条，现场整

改 213条，限期整改 7条。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报讯 （记 者 巫 鹏 通 讯 员 吴

菲）中国胸痛中心联盟近日发布了

《关于 2023 年第一批次全国胸痛救

治单元通过验收单位公示》，宝丰县

医疗健康集团妇幼保健院院区、李

庄乡分院、肖旗乡分院、观音堂分

院、张八桥镇分院及石桥镇分院 6家

胸痛救治单元在列。至此，宝丰县

14 家胸痛救治单元全部通过验收，

成为河南省首批实现胸痛救治单元

全覆盖的三个县域之一。同时，也

是我市首个实现胸痛救治单元全覆

盖的县域。

胸痛救治单元是胸痛中心区域

协同救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胸

痛救治网络的基础环节。作为胸痛

中心救治网络的延伸，胸痛救治单元

对胸痛患者的及时明确诊断、减少发

病后早期的救治延误、降低死亡率并

提高心梗救治率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 8月，宝丰县医疗健康集

团在中国胸痛中心总部的指导下，以

县人民医院院区胸痛中心为依托，启

动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截至目前，胸

痛救治单元网络上报胸痛患者 2328

例，其中 STEMI 患者 101 例、NSTEMI

患者 37 例、主动脉夹层 2 例，向上

级医院转诊高危胸痛患者 82 例，进

行急诊 PCI45 例，院内溶栓 4 例。宝

丰县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成效初显，

形成了以县人民医院院区胸痛中心

为支点，县、乡、村三级联动的胸痛

救治网络，有效助力了“健康宝丰”

建设。

宝丰县实现胸痛救治单元全覆盖

全省首批通过验收

4 月 12 日 ，李 庄 乡 纪 委 书 记 吉

亚 飞（右 二）带 领 工 作 人 员 到 该 乡

社 保 所 查 看 城 乡 居 民 养 老 保 险 待

遇人员台账和各村报送人员信息，

对 停 发 及 续 发 待 遇 的 356 人 进 行

随 机 信 息 核 查 ，防 范 冒 领 现 象 发

生 。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加强监督检查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马俊

歌）4 月 12 日，在商酒务镇赵官营村

林下种植基地，工人正忙着采收羊

肚菌。“基地面积 70 亩（1 亩≈666.67

平方米），去年 11 月种下羊肚菌，目

前羊肚菌的市场价在每公斤 40 元

左右，收益可观。”该基地负责人张

伟峰说。

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是商酒务

镇拼经济、抓发展，推动农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该镇在

“五星”支部创建中擦亮“产业之星”，

因地制宜做活产业结构调整文章，不

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助力群众增收

的一个典型。

为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扩

大就业，该镇因地制宜，瞄准市场，通

过土质检测、配套灌溉系统等措施，

紧盯秋月梨、生姜、赤松茸、富硒冬

桃、谷子等农业产业，采取“连点成

线、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通过“强

龙头、创品牌、带农户”扩大种植规

模，创新发展举措。

与此同时，该镇还按照“建立一

个村企、发展一个龙头、打出一个品

牌”的“三个一”工作思路，打造红、

白、黄、绿“四色农业”，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依托万亩高标准农田，以“党

建红”引领结构调整“新引擎”，实现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依托欣荣农

业，以“梨花白”打造千亩梨园“大盆

景”，持续扩大“秋月梨”品牌和经济

效应，促使市区 60路公交车的“秋月

梨号”行稳致远，“一路高歌”；依托弘

耕农业，以“谷子黄”探索特色种植

“新谱系”，进一步扩大谷子种植规

模，实现“土中生金”；依托丰源农业，

以“廊道绿”建设林业生态“聚宝盆”，

大力推广林下食用菌项目，积极引导

群众发展赤松茸、羊肚菌等食用菌产

业，使当地食用菌走上首都人民的餐

桌，促进农民增收。

“今年一季度，我镇实现农业企

业产值近 7000 万元，带动就业 3200

余人。本地农业品牌欣荣梨、益康

姜、弘耕谷子、沛垚冬桃等产业发展

态势良好。”镇党委书记郭书东说。

目前，该镇 19 个村成立集体经

济股份合作社，培育特色水果、花卉

苗木、绿色杂粮、农产品加工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65 家，其中龙头企业

7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6 家、家庭农

场 12家。

“四色农业”绘制振兴新图景

商酒务镇“产业之星”群星璀璨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王腾飞）

4月 8日，“大地欢歌”乡村文化活动年暨

新时代文艺宣传队基层巡演活动在龙

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万亩油菜花海举

行，精彩的节目吸引了众多群众和游客

观看。

此次活动包含魔术表演、模特走秀、

戏曲等，不仅新颖时尚、趣味性强，还展

示了龙王沟的乡土人情、美丽风光、文化

精髓，形成了集看节目、游花海、品美食

于一体的游玩模式。

“周末带孩子来看油菜花，碰到了文

艺演出，真是意外之喜。”来自市区的郭

女士说。

春日里的龙王沟，万亩油菜花盛开，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在油菜

花节期间，新时代文艺宣传队开展巡演

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推进乡村

文化振兴。

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平顶山说

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县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

区主办，县新时代文艺宣传队、县乡村文

化合作社联盟承办，旨在丰富农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

惠民演出走进
龙王沟油菜花海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魏嵘

凯）4月 9日一大早，闹店镇司庄村村

民曹灿超给刚出生的蚂蚱喂完草后，

又来到大棚里采摘羊肚菌。

“这些羊肚菌是去年 11月下旬最

后一茬蚂蚱出棚后种上的，采摘完

后，正好天气热了，可以接着养蚂

蚱。”曹灿超说，自己的大棚采用“蚂

蚱+羊肚菌”轮作模式，‘大季’（4 月

初至 11月中旬）养蚂蚱，‘小季’（11月

下旬至次年 3 月）种羊肚菌，实现一

棚两收，增加了土地产值。

今年 39岁的曹灿超于 2013年返

乡创业，他创办过代加工厂、养过猪、

蝎子，但效益都不高。后经考察，曹

灿超学习了蚂蚱养殖技术，并购买了

第一批蚂蚱种。目前，通过自繁自

养，已发展养殖大棚 20余个。

曹灿超发现，蚂蚱适合在 4月初

至 11月中旬之间养殖。为让有限空

间发挥出最大价值，爱琢磨的曹灿超

多番查阅资料、请教技术人员，有了

在蚂蚱养殖的“空窗期”种植羊肚菌

的想法。

据曹灿超介绍，蚂蚱和羊肚菌轮

作主要有三大好处：土壤实现原生

态修复。为便于收集虫卵，蚂蚱养

殖时需要在棚底的土地上铺一层塑

料膜，不需要利用土壤，因此养蚂蚱

可以起到为羊肚菌生长抑杂菌、抗

重茬的作用；一地多用，能进一步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一地多产；菌

渣和蚂蚱粪便均可就地还田作为有

机肥，促进羊肚菌生长。

“蚂蚱+羊肚菌”的轮作模式不

仅让“冬闲 棚 ”变“ 效 益 棚 ”，还 解

决 了 不 少 本 地 村 民 的 就 业 问 题 。

目 前 ，该 村 10 余 名 村 民 一 年 到 头

都 能 在 曹 灿 超 的 基 地 里 挣 到 钱 ，

“冬闲棚”摇身一变成为村民的“致

富棚”。

“目前来看，蚂蚱收完种植羊肚

菌，效益可观。”曹灿超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7亩（1亩≈666.67平方米）大

棚养殖蚂蚱每亩可收入 12 万元，种

植羊肚菌每亩可收入 3 万元。下一

步，他将扩大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增

收致富。

蚂蚱大棚巧利用 接茬轮作效益增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李莉）4

月 12 日，在铁路地区铁北社区，居民张

红梅用刚刚建好不久的充电设施给电

动车充电。“自从小区建好充电设施后，

我们再也不用把线从楼上扯到楼下了，

现在给电动车充电既方便又安全。”张

红梅说。

近年来，宝丰县一些居民小区因缺

乏充 电 设 施 ，居 民“ 飞 线 ”充 电 、楼 道

内 充 电 等 现 象 较 为 普 遍 。 这 些 行 为

存在短路失火、堵塞消防通道等安全

隐患，同时也影响小区整体形象。为

消除安全隐患，解决居民充电问题，宝

丰县把居民小区电动车公共充电设施

建设作为 2023 年“十件民生事实”之

一，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工作协

调专班，明确责任到人，高质量快速推

进，努力把民生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

儿上。

“为快速推进充电设施建设，作为

县协调专班牵头单位，我们定期协调

住建、城市管理等相关单位召开工作

例 会 ，研 究 解 决 项 目 推 进 中 的 难 点 、

堵点问题。同时深入实地，现场解决

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县应急管理

局副局长、协调专班办公室主任高亚

军说。

该县有 283 个小区，目前已建充电

设施小区 87 个、在建充电设施小区 26

个，电动车充电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快

速、有序推进。

“群众利益无小事。今年我们将全

力完成全县住宅小区电动车公共充电

设施建设任务，实现‘应建尽建’，解决

好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县应急管理

局局长赵团利说。

“应建尽建”解决

群众充电烦心事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朱亚

旭）4 月 7 日上午，宝丰县卫生健康会

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全面落

实省、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要求，总结

成绩、表彰先进，提振士气、接续奋斗，

建设健康宝丰，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县委书记王代强出席会议并讲

话，县长刘海亮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

郭杰等出席会议。

王代强指出，过去三年，全县各

级各单位面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发扬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担

当的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团结拼

搏”的强大合力，构建了“上下联动、

融合发展”的格局，推动了“硬件建

设、软件配套”双提升，疫情防控坚强

有力，医疗改革高质高效，卫健事业

长足发展，守护了群众的生命健康。

就进一步做好卫生健康工作，王

代强强调，要深化认识，增强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的紧迫感。要充分认识到

卫生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的重要支

撑，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

障，也是群众的真切期盼，更关系着

宝丰的长远发展，只有全县群众都体

魄强健、身心愉悦，宝丰县域经济社会

才能平稳健康发展，现代化宝丰才能

早日实现。

要抓住重点，推动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提升医疗救治水

平，推进医疗资源扩容，加强学科建

设，巩固紧密型医共体效果，注重中医

特色医学建设，更好地服务群众；要完

善健康事业保障体系，健全监测预警

网络，增强健康风险管控，持续营造健

康环境，着力发展健康产业，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的健

康需求；要推动健康事业长远发展，着

力深化人口发展战略，加强群众医疗

卫生教育，深化爱国卫生运动，推动爱

国卫生运动与文明城市创建相结合，

让宝丰“长寿之乡”名片擦得更亮、叫

得更响。

要强化措施，确保卫生健康事业

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全县各级各单

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持一把

手负总责，千方百计保证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要加强队伍建设，全力引

进医疗卫生领域高层次人才，着重

培养一批基层复合型骨干人员，落

实好留才政策；要坚决遏制医疗领

域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完

善预防腐败制度；要切实督导问效，

加快构建综合监督体系，把推进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和改革情况纳入全

县重大事项督查范围，建立常态化

督查考核机制，做到工作推进到哪

里，督查就跟进到哪里，为宝丰县建

设“四强县”、迈入全国“一百强”打

下坚实的基础。

会议对获评卫生健康工作的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进行了表彰，获

奖单位和个人代表分别在会上作了典

型发言。

擦亮“长寿之乡”名片 用心守护群众健康

宝丰县表彰卫健领域先进集体和个人

“五星”支部创建 在行动

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