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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巫鹏）5月 4日，

从共青团宝丰县委传来消息，共青

团河南省委、河南省青年联合会日

前联合下发文件，对 34 名第 27 届

河南青年五四奖章个人、14 个第

27 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给予

表彰。河南洁石实业集团总经理、

宝丰县洁石煤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腾飞作为我市唯一入选者被授

予河南青年五四奖章。

近年来，王腾飞创新管理理

念，强化内部管理，坚持以技术创

新 带 动 企 业 发 展 ，坚 持“项 目 为

王”，不断加大项目投资力度，使宝

丰县洁石煤化有限公司发展成为

我市重要的煤化工企业，2022 年

被确定为省头雁企业培育企业。

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王腾飞热心

社会公益，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

任，受到广泛好评。

全市唯一

王腾飞被授予河南青年五四奖章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5 月 4

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社

局对新认定的平顶山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明博健身服务

有限公司等 5 家就业见习基地实

地走访，采用听取汇报、查验证照、

随机访谈等方式对申报单位的开

办规模、人才缺口、新招毕业生留

用率以及平均薪资等情况进行深

入了解。

截至目前，该区已累计认定就

业见习基地 16个，安置就业见习人

员 51人，拨付就业见习补贴 27.293

万元。

示范区规定，对吸纳离校两

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含普

通高校各类毕 业 生 以 及 技 师 学

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

教 育 院 校 职 业 教 育 类 毕 业 生）、

离 校 两 年 内 未 就 业 的 中 职 毕 业

生或 16 岁至 24 岁失业青年的就

业 见 习 基 地 ，给 予 见 习 补 贴 ，补

贴 标 准 为 当 地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70%，见习期限为 3 个月至 12 个

月。其中，对留用见习期满人员

比例达到 50%及以上的，补贴标

准 提 高 至 当 地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110%。

搭平台 促就业

示范区新增 5家就业见习基地

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机制工

作部署以来，湛河区推行建章立

制、摸清底数、培训指导、包保衔接

“四步”工作法，压紧压实食品安全

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确

保每个节点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

成，扎实推动“两个责任”工作机制

落地见效。

强化建章立制，为“两个责任”

推进起好步加足力。湛河区高度

重视“两个责任”分层分级包保工

作，按照“高位推动、奋勇争先”的

工作原则，树立起步就是冲刺、开

局就是决战的思想，成立落实食品

安全“两个责任”分层分级包保工

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研究制定

分层分级包保工作实施方案，抽调

精干人员集中办公，高效运行，确

保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得到坚决

贯彻落实。

摸清底数实情，为“两个责任”

推进破好题探好路。充分发挥各

乡镇食安办及工作专班作用，入门

入户逐一确认经营主体的经营状

态，快速摸清辖区内A级、B级、C级、

D级经营主体数量和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规模，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数据准。截至目前，指导生产经

营单位设置 51 名食品安全总监、

3435 名食品安全员，形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责

任体系，所有企业

实现应配尽配。

精 准 培 训 指

导，为“两个责任”推进用准力见实

效。举办全区食品安全“两个责任”

业务能力提升培训会，围绕工作机

制实施细则、包保主体划分标准等

重点工作内容，着重提升包保干部

对“包哪里、看什么、做什么”全面把

握。组织专班人员对乡（街道）进行

工作督导和技术指导，全力推进“两

个责任”工作抓好落实。共计组织

开展培训 10场次，参会 75人次，发

放宣传册200余份。

促进包保衔接，为“两个责任”

推进系好扣搭好桥。县级领导干

部率先垂范，全覆盖完成对40家包

保主体督导，有效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助推 C级、D级包保干部开展督

导工作。截至目前，全区3435家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分别由36名县级

领导、80名乡（街道）领导、498名村

干部全覆盖包保。全区县乡村三

级包保主体已全部落实包保责任、

明确包保干部并签订承诺书。

深入推进食品安全“两个责

任”落实落细，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

期强化食品安全治理的一个重要抓

手。湛河区将以更细措施、更实工

作、更严作风，在制度上严格管理，

在质量上严格把关，多方联动、凝聚

合力，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水平，

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湛河区“四步”工作法推进
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地见效

湛河区人民政府区长、食安委主任 陈斌

食安委主任谈“两个责任”

近年来，为保护鲁山传统特色柞

蚕产业，鲁山县委、县政府专门出台了

多个文件，全力支持蚕业发展。鲁山

县蚕业发展服务中心按照“抓科技、建

基地、兴龙头、促服务”蚕业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蚕业精深加工，进一步拉长

产业链条，扩大产业领域。

“鲁山县是我省重要的柞蚕生产

基地县和一化柞蚕主产区，全县柞树

总 面 积 160 万 亩（1 亩 ≈666.67 平 方

米），其中柞蚕坡资源 137 万亩，集中

在下汤、赵村、瓦屋、熊背等 16 个乡

（镇）168 个行政村。高峰时期，全县

柞坡养蚕 80 余万亩，有 2 万余户 4 万

多人从事柞蚕养殖、丝绸生产加工，

县里建有缫丝厂、丝绸厂，柞蚕养殖

和丝绸加工业曾是山区群众收入的

主要来源和我县传统‘名、特、优’出

口创汇产业。”鲁山县蚕业发展服务

中心党组书记、主任贺贺说。

在大力扶持柞蚕业精深加工的同

时，鲁山县也在支持桑蚕业的发展，对

岳石头从事的传统手工丝绸家庭小作

坊进行保护。岳石头的“鲁山绸织作技

艺”2011年被原省文化厅命名为“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山绸”被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原贡品”。

据不完全统计，鲁山县还有 10 万

多名农民长期在云南、贵州、四川、广

东、江苏等 20多个省份设立固定的柞

丝棉加工厂、棉店、丝棉被手工作坊，

加上往来于城市住宅小区和乡村的车

载加工户和帐篷加工户、加工厂、门店

等，约有 3万家，年加工原料茧壳 3500

吨，生产柞丝棉 2800 吨，年加工销售

柞丝棉被 140万床，蚕丝销售收入约 15

亿元。

为做大做强鲁山柞蚕产业，在鲁山

县委、县政府亲情招商政策的感召下，河

南伟富实业、河南靖焜实业、昕阳光、天

喜丝织、仙女织工贸等公司应运而生，

近年来研究开发出了野蚕丝绸衣物、蚕

丝画、药物颈枕、床上用品、婴幼儿用

品、蛹虫草、蚕蛾酒等系列绿色产品。

据贺贺介绍，为推动全县柞蚕茧

丝绸加工、丝绸文化产业链条做长做

大做强，保护好原产地品牌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使传统优势产业焕发出新的生

机，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产业支撑，鲁

山县计划建设柞蚕特色产业园。

“建设产业园的目的是实现蚕业、

丝绸加工业全面转型升级，逐步形成集

柞蚕高效养殖、柞丝绸加工、柞蚕文化

弘扬、研学旅游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条和产业集群，打造全省、全国重要的

蚕茧、丝绸家纺、保健、养生、医药产品

现代化生产销售基地。”贺贺说。

驼铃声声，古道悠悠。

在鲁山县城区西穆路口，鲁山县

政府于 2018年 10月立下两块石牌，一

块写着“丝绸之路鲁山遗址”，另一块

写着“鲁山骆驼场遗址简介”，简要介

绍了鲁山丝绸的历史、渊源和影响。

鲁山柞蚕生产始于夏代，盛于明

清。《新唐书·元德秀传》就有关于鲁山

丝绸的记载。

明末，鲁山境内柞蚕和丝绸业出现

较大的行店、货栈，远道而来的骆驼、骡

马以及商人川流不息，一派兴隆景象。

到了清代，柞蚕进入鼎盛时期。

乾隆八年（公元 1743 年）编修的《鲁山

县志》中记有“鲁邑多山林，近有放蚕

者”。乾隆中后期，宛洛古道繁华无

比。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鸦片

战争开始，欧美资本家经营柞绸，柞绸

进入国际市场。咸丰年间（公元 1851

年以后），山区人民以植柞养蚕为主，

全面开展养蚕、缫丝、织绸生产，蚕坡

被称为“聚宝盆”，柞树被当作“摇钱

树”。光绪年间，鲁山丝绸分两路外

销，一路运北平，由北平转张家口，运

销俄国（亦称草原丝绸之路）；另一路

经武汉、上海后，再转销欧美国家。

1914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万国

商品博览会上，鲁山县产的一等本色

绸、二等本色绸、三等本色绸和加宽本

色绸，作为中国河南省代表商品参展，

被誉为“仙女织”，从此“鲁山绸”声名鹊

起，成为河南丝绸制品中的“王牌货”。

1931年前后，鲁山蚕茧连年丰收，

丝织业进入鼎盛时期。当时，全县有

丝绸行 231家、织机 4800多台架，从业

人员 10 万。全县形成养蚕、缫丝、织

绸、漂炼“一条龙”“一体化”的产销网

络，吸引外地商人，特别是晋、陕、冀商

人长期在鲁山坐庄收购，通过京帮（北

京）、申帮（上海）、口帮（汉口）丝绸商

之手，将鲁山丝绸运销全国各地，并出

口英国、俄国、日本等国家。

本报讯 畅游最美乡村，尽赏垂钓

风采。4 月 28 日至 30 日，2023 全国钓

鱼公开赛“农商银行”杯河南宝丰站暨

宝丰县首届龙王沟垂钓大赛在龙王沟

乡村振兴示范区圆满举行。作为本次

大赛独家冠名单位，宝丰农商银行全

程 参 与 ，主 动 对 接 ，在 现 场 开 展 金 融

服务和金融产品营销活动，宣传金融

知识。

4 月 29 日上午，宝丰农商银行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新建应邀出席活动

开幕式并致贺词。他说，宝丰农商银

行作为“支农支小”主力军，始终本着

做“有情怀银行”“有温度银行”的理念，

不断加大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大力发展

普惠金融，为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注入

“金融活水”。截至 3 月末，各项存款余

额 119.96 亿元，贷款余额 84.14 亿元，每

年代发低保、五保、优抚等款项 96 万

笔，有力地支持县域的经济发展，服务

社会民生。

该行普惠金融营销团队在现场设

立了营销服务宣传点，工作人员身披绶

带，向群众发放宣传折页，积极宣传营

销金燕快贷、贵金属、存款产品、微信绑

卡、金燕 e付收款码、手机银行等各项业

务，多方位展示农商银行的普惠金融业

务产品，提高金融产品知晓度，培育发

展更多的客户群。

截至 4 月 30 日下午 3 点，该行送普

惠金融知识下乡活动共接受 2100 余人

次咨询业务，扫码申请金燕快贷 210 余

户，微信银行绑卡 450 张，发放金燕快

贷、手机银行、防范电信诈骗等各类宣

传折页 3000余份，发放抽纸等各类宣传

品 700余份。

宝丰 农 商 银 行 冠 名 此 次 垂 钓 大

赛，是金融和体育事业的深度融合，是

推动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本次大赛主题为“乡村振

兴·‘渔’你同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300余位垂钓爱好者参与。大家抛竿垂

钓，同场竞技。比赛结果出炉后，宝丰

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郑广辉为前

三名获奖者颁奖。

下一步，宝丰农商银行将继续在

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

下，坚定“支农支小支微”的市场定位，

把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和

生产生活服务作为使命，持续深入推

进“党建共创、金融普惠”行动，全方位

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为推动宝丰县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张伟伟 张超）

宣传普惠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

宝丰农商银行全力支持垂钓大赛

工作人员宣传金融知识 张伟伟 摄

“仙女织”重生记
本报记者 常洪涛

鲁山柞蚕是中原农耕文明的

“活化石”，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

今年 4 月 23 日上午，第三届河

南鲁山杜 鹃 花 节 开 幕 式 暨“ 河 南

省丝绸文化之乡”授牌仪式在四

棵树乡举行。鲁山县被河南省民

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领导小组办

公室、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命

名为全省首个“河南省丝绸文化

之乡”，同时建立“河南省丝绸文

化研究中心”。

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

长刘炳强表示，鲁山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柞坡资源生态保护和柞

蚕养殖加工等传统技艺的保护传

承，致力活态保护传承，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成立专业管理

机构蚕业发展服务中心，制定保

护发展规划，拉长产业链条，完整

系统地保留了中原农耕文明——

伏牛山柞蚕养殖加工生物圈和产

业链，成为全国重要的蚕丝生产出

口基地县。

织绸机静静地躺在老房子里，

机身表面已变得漆黑，坐板变成了

弓形，蚕丝在木架上摩挲出密密麻

麻的印痕。岳石头用它供出了两个

硕士生、1个本科生。

“这架织机是我爷爷传下来的，

父 亲 又 传 给 了 我 ，最 少 有 150 年

了。过去的木匠手艺好，做的东西

耐用，用到现在大部分部件都没换

过。”5月 2日，在鲁山县瓦屋镇李老

庄村，64岁的岳石头说。

岳石头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原养蚕织绸技艺（鲁山绸织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他介绍，鲁山丝绸分两种，一

种是柞蚕丝织绸，即用山上放养

的柞蚕茧加工而成；另一种是家

蚕丝织绸，即用室内喂养的桑蚕

茧抽丝织成。

两种丝织绸统称鲁山绸，而岳

石头是家蚕丝织绸的唯一传承人。

织绸 看 似 简 单 ，其 实 工 序 繁

杂，关键环节就有 30 多个，养蚕，

收茧，把茧放在热水中浸泡，让茧

慢慢变软，然后再一根根抽丝，也

就是所谓的缫丝。缫丝后还得渭

丝、络丝、刷经、勾头、纺织等，每道

工序背后都有很大的工作量，任何

一个环节疏忽都会前功尽弃。

“鲁山丝绸是论匹卖的，一匹

长 5 丈，宽一尺六，现在市面价格

是 5000 元。听我父亲说，我家的

丝绸在民国时期就名气很大了，经

常有客商上门来买。”岳石头颇为

自豪。

“说真的，原来做丝绸是为了生

计。现在已经变了，我家织绸已经

成为一种文化，我要把这项文化传

承发扬下去，做个真正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岳石头说，他最大

的愿望就是让鲁山丝织绸重现辉

煌，让鲁山再现当年家家户户养蚕

缫丝的景象。

岳石头家门外不远处就是曾经

的宛洛古道，如今依然是交通要道，

依稀可见往日繁华。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5 月 4

日，从新华区财政局传来消息，前

4 个月，新华区实际完成一般公共

预 算 收 入 31389 万 元 ，同 比 增 收

3480 万元，增长 12.5%，不断释放

发展“财”能。

“今年以来，新华区财政局扎

实做好财政工作，各项公共预算收

入在市内六区排名位居前列。”新

华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宫哲

说，在前 4个月的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中，税收收入完成 23800 万元，

同 比 增 长 13.8% ；非 税 收 入 完 成

7589万元，同比增长 8.5%，税收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的 比 重 为

75.8%。

财政收支是经济运行的晴雨

表，新华区前 4个月财政收入稳中

有进，彰显出经济韧性与活力，展

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新华区财政局领导班子多次

组织召开专题会，分析财税收入形

势，协调解决税收过程中的困难

和问题。深入基层，加大专题调

研力度，持续走访企业了解生产

经营情况。为服务好辖区企业，

新华区财政局协调税务部门将全

区纳税前 100 名企业、全区纳税前

50 名的中国平煤神马企业和全年

区级纳税额在 20万元以上的企业

共 138 家全部摸清底子，按所属地

加以区分，搞好跟踪式服务，主动

上门解决实际困难，确保应收尽

收、税源稳定。通过加强税收征

管、积极拓展，打好税收、补贴、政

府采购等政策激励“组合拳”，实

现财政增收；牢记过“紧日子”思

想，开展结转结余资金清理、大力

盘活资金，统筹安排财政支出，做

到开源与节流并重。

前4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5%

新华区经济呈现较强韧性与活力

一架150年的织绸机

鲁山丝绸产品展示

鲁山柞蚕丝绸织造 图片均由马进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