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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焦

萌）11 月 20 日，位于平顶山尼龙新材

料开发区的平顶山其正新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 20 万吨膜级尼龙六切片项目

施工现场，工人正加班加点安装设备；

位于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河南维

中 4.7 万吨新材料助剂及医药中间体

项目工地，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

塔吊林立的施工现场、繁忙有序

的生产车间、日新月异的产业园区、蓬

勃发展的孵化基地……初冬时节，行

走在叶县大地，项目建设硕果盈枝，处

处洋溢着奋进与活力。

“项目为王、工业为要”。今年以

来，以上述两个省级开发区为依托，叶

县上下紧紧扭住项目建设不松劲，持

续实施延链补链强链。

本月初，县委书记徐延杰带队赴

江苏走访了多家开关面板企业，积极

对接聚碳材料下游；上月下旬，县长

文晓凡代表县政府与来自北京的 3

家 公 司 签 约 58 亿 元 的 盐 穴 储 能 项

目。

叶县坚持主动“走出去”，热情“请

进来”，持续完善产业、企业、产品、研

究机构“四张图谱”，深入开展国家级

科研机构、专家和人才、知名企业、行

业协会“四个拜访”，深耕“长三角”，对

接“珠三角”，瞄准世界 500 强、国内

500强、行业 50强，力争招引科技含量

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头部企业、瞪羚企

业、独角兽企业、冠军企业，夯实工业

强县支撑。

今年截至目前，全县开展招商活

动 207 批次，考察拜访洽谈企业 309

家，开展项目推进活动 105次，共签约

219个项目，项目金额 444.2亿元。

“从公司成立到项目一期建成试车，

只用了 165 天的时间，叶县的投资环境

令人满意。”河南新天力循环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海洋竖起大拇指，为叶县速

度点赞。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环境“软实

力”。叶县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项目建

设的逻辑起点，围绕“全市争第一、全省

创一流”目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持续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健全首席

服务官、督查专员等制度，以良好的营商

环境力促投产项目快达效、开工项目快

投产、签约项目快开工。

该县成立 46 个重点项目工作专班

和 6个产业链链长，对洽谈签约项目、准

备开工项目、拟招商项目实行线上跟踪

服务，畅通企业循环、产业循环、市场循

环；制定《叶县招商选资优惠政策》《叶县

招商选资项目评审办法》，大胆推行容缺

容错机制，简化企业土地、环评、能评等手

续，解决项目建设推进难问题，不断夯实

县域经济发展“软实力”。

如今，新天力项目二期正在加紧谋

划，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发区热电项目顺

利落地，中国平煤神马年产 5万吨己二腈、

河南神鹰生物科技公司医药新材料精细

化工等 59个项目加紧建设……叶县重大

工业项目攻坚从“整体起势”到“突破成

势”，处处都能感受到项目带动工业发展

的浓厚气息，时时都能触摸到工业链条飞

速运转的跳动“脉搏”。

项目的日益增多，使得叶县工业经济

日益强劲，形成尼龙新材料、新能源储能、

生物医药、电子半导体等 7个产业链和盐

化工、工程塑料、装备制造 3 个主导产业

链。去年，叶县荣登中国制造业百强县

榜。

从“整体起势”到“突破成势”

叶县以项目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月 22 日，施工人员在九龙街道

华旗小区施工。

为 提 升 城 市 形 象 和 居 民 幸 福 指

数，今年以来叶县加大对老旧小区的

改造力度，一些无主小区居民最先受

益。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改造老旧小区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刘

通）“处方开具要坚决避免开高价药、

开重复药、开无效药的行为，既要保障

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又要严控群众医

疗费用不合理增长。”11月 22日，在叶

县人民医院处方点评会上，该院相关

负责人对纳入医德医风和考评绩效的

处方开具工作提出要求，这是该县推

进清廉医院建设的“一剂良方”。

今年以来，在该县纪委监委的监督

推动下，叶县卫健委聚焦医疗系统关键

环节、重点领域，制定具体方案，为清廉

医院建设开出制度固廉、监督促廉、教育

引廉的“三剂良方”，持续抓好方案落实

的监督，确保“谨遵医嘱”“药到病除”。

制度固廉，开出“固本培元方”。

依托全县开展的廉政风险防控工程，

结合清廉医院创建行动方案，医疗卫

生系统全面排查各级各岗位廉政风险

点，推动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程序规定、

“一把手”监督制约、医德考评、院务公

开、职工参与讨论医院事务等制度机

制，持续扎紧“制度笼子”，夯实清廉医

院建设制度根基。

监督促廉，开出“清热解毒方”。

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措施，

实施“码上评价”“院长信箱”等“互联

网+监管”措施，探索建立医疗领域违法

行为有奖举报、信用监管和依法执业红

黑名单、监督检查和处罚结果公开公示

等监管制度机制。聚焦“红包回扣”、“小

病大治”、欺诈骗保、违规招采等群众关

心关切的问题，开展“三合理一规范”、医

保基金管理使用等专项整治行动。

教育引廉，开出“扶正祛邪方”。积

极推动廉洁文化与医院文化、医德医风

等深度融合，开展“清廉科室”“清廉医

护”评选，大力宣传勤廉榜样，弘扬大医

精诚精神。同时，通过打造廉洁文化长

廊、清廉书屋等清廉文化阵地，展示清廉

成果，营造崇廉尚洁氛围。此外，通过开

展廉政党课、观看警示教育片、警示教育

基地学习、典型案例通报等方式，做细做

实同级同类警示教育。

“医者‘廉心’，群众方能安心。‘三剂

处方’疗效显著，今年 1月至 10月，全县住

院患者均次费用同比下降约 10%，医疗纠

纷数同比下降约 30%，人民群众医疗满意

度再提升。”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他们将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加

强监督指导，全力推动清廉医院建设，让

更多建设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前10个月叶县住院患者均次费用同比下降约10%

“三剂良方”推进清廉医院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彭丹）“大爷，今天

的饭菜吃着可口吗？您对敬老院伙食还满意吗？”11

月 21 日中午，叶县纪委监委驻县财政局纪检监察组

副组长刘轲伟来到任店镇敬老院，对敬老院食堂管理

工作进行核查检查。

“现在食堂天天换着花样给俺做吃的，开支还公

示，住着放心、舒心！”王大爷连口称赞。

老人的点赞是叶县纪委监委坚持人民至上，以

“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问题”的生动写照。近年来，该

县纪委监委坚持关口前移，靶向纠治民生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紧盯养老服务管理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精准发力，重点对集中供养人员补贴发放、养老机

构运营、资金兑付、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等关键环

节开展一线监督，持续规范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全力

护航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该县纪委监委驻财政局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

“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通过不定期实地走访、查

阅台账等方式，着重对养老院食堂原料采购、餐具清

洗消毒、内部环境卫生、财务管理及群众满意度等情

况开展明察暗访和实地抽查，督促职能部门进一步加

强养老院监督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食堂整治

“小切口”做好群众满意“大文章”。同时，督促民政部

门开展养老领域消防、食品安全和自建房安全隐患等

排查，确保老年群体吃得安心、住的安全。截至目前

已对全县 13 个敬老院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推动整

改问题 15 个，让群众身边“看得见”的民生实事真正

落到实处。

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共性问题，他们“解剖麻

雀”，认真分析梳理背后的工作作风和体制机制障碍，

推动该县民政系统举一反三，开展民政系统社会救助

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通过“清单式”落

实整改、“项目化”推进制度建设，出台《关于做好社会

救助特殊情况处理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等 4项制度性文件。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养老惠民政策落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

促相关部门拓展服务方式，深化服务内涵，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对有违规

违纪行为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责问责，持续为老年服务工作提

供坚强的纪律保证，让老有所养真正落地落实。”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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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杨 沛 洁）11 月 20

日，在叶县城区聚龙佳苑小区，工作人

员正在为居民更换不锈钢波纹管，加

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并现场教居民如

何使用。

今年以来，叶县住建局持续推进

城区燃气管道建设，并结合老旧燃

气管道特点，督促各专班、各燃气经

营企业在抓好老旧管网改造的基础

上，加装安全防护装置，目前已批复

到位中央资金 1235 万元，项目共涉

及 16 个小区老旧天然气管道设施改

造，以及 147 个小区 32306 户安全装置

加装。

自本月 12 日开始，该局入户免费

更换波纹软管，加装安全自闭阀和报警

器。目前已完成 5个小区 2000余户的

加装任务，计划年底前全部完成。

叶县为城区居民免费加装天然气“安全阀”

11 月 22 日，施工人员在邓李

乡康营村街头安装路灯。

日前，该村爱心人士王自豪、

刘明勋、贾军芳、王龙刚捐献了价

值 5 万余元的 120 盏太阳能路灯，一

盏 盏 新 路 灯 点 亮 了 村 民 安 全 出 行

路。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捐赠路灯

11 月 22 日，田庄乡后党村村

民在聚精会神地看书。

当天，叶县图书馆开展的“书

香叶县 全民阅读”图书漂流活动来

到田庄乡，为当地村民送去了精神

食粮。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送书下乡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王梦奇）11 月 23 日下午，在马

庄回族乡大陈庄村村民李世良家

中，“金牌调解员”——叶县司法

局基层股负责人马建英在对李世

良与邻里的纠纷进行回访，询问

其对处理结果是否满意。

前不久种麦时节，李世良与

同村村民因为种地发生矛盾，当

地人民调解组介入调解，化解了

矛盾。“问题圆满解决了，现在我

们相安无事。”李世良说。

近年来，叶县司法部门整合

综治中心、人民法庭、司法所等

职能，着力打造社会治理服务中

心，优化人民调解中心职能，调

整完善了县、乡、村三级人民调

解委员会，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

萌芽状态。同时，通过现场观摩、

召开讲评会等形式，对人民调解员

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升调解员的

业务水平。

目前，叶县共建立人民调解组

织 577 个，实现人民调解组织县、

乡、村全覆盖。全县有人民调解委

员会调解员 1707 个，其中专职调解

员 600 个。今年以来共调解案件

12184件，调解成功 12176件，调解成

功率 99.9%。

“下一步，我们将以滚石上山的

恒心与毅力，勇于化解矛盾纠纷，打

造人民调解的‘叶县品牌’，为叶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和谐

的环境。”马建英说。

叶县今年调解案件12184件，成功率99.9%

人民调解倾心力
化解矛盾促和谐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李

国宾）11月 21日，在常村镇艾小庄村，

施工人员在对供水主管网管道进行更

换、焊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叶县供水条件较为复杂，加上水

网管道运行多年老化失修，出现跑冒

滴漏现象。这既造成了水资源浪费，

也无法保证居民安全用水。为全面巩

固农村饮水安全成果，叶县水利局积

极实施农村饮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

将原有老化的 PVC材质管道更换为更

耐用的 PE 热熔管。新管道铺设完工

后，将解决乡村供水站跑冒滴漏、水压

水量不足等问题。

此次维修养护项目总投资 386万

元，涉及 15 个乡镇 192 处需要维修的

管道，主要工程包括 PE 管道更换、水

泵更换、水表及压力罐除锈防腐刷漆

等。

“今年我局组织专业人员对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进行逐村排查，多方筹

措资金实施 2023 年农村饮水工程维

修养护项目，现已全面开工，计划 11月

底完工。工程完工后将极大提升全县

农村饮用水水质，确保群众用上安全

水、放心水。”叶县水利局副局长张涛

说。

涉及15个乡镇192处管道

叶县实施农村饮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

11 月 22 日，还未走进

任店镇北毛庄村，就传来

铿锵的锣鼓声。顺着声

音，记者来到该村鼓文化

广场，只见数十名村民身

穿喜庆的红色长衫，敲着

欢快的锣鼓，周边围满了

观众。

“我们村有敲鼓的习

俗，村里很多人都会敲两

下，我们还成立了大盘鼓

俱乐部，大家没事就会聚

在一起排练排练。”该村

村民任二强说，而他也是

该俱乐部的创始人。

今年 47岁的任二强，

从小就对大盘鼓有着浓

厚的喜爱之情，并一直在

平顶山文工团从事相关

工作。直至上世纪 90 年

代，随着各类表演艺术形

式的丰富，大盘鼓的市场

逐渐走向下坡路。

“当时，我父亲就严

厉要求我不准再碰鼓了，

他想让我找个安稳工作，

不想让我再吃盘鼓这碗

饭了。”任二强提起当时

父亲的劝阻，还历历在目。

于是，他开始常年奔波在外打工，落

脚的地方和谋生的行当变了又变，可任

二强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大盘鼓。

2006年，任二强又重新踏上了发扬

大鼓文化的路。平日里，他除了不断搜

集资料、学习发扬民间非遗大鼓铜器文

化，还专心于手工制鼓技艺，取材、定料、

合鼓圈、上漆、制鼓面……十几道复杂的

流程，任二强全部亲力亲为。目前，他制

作的大小不一的戏曲演奏鼓、指挥鼓、战

车鼓、异形鼓等 10 余种鼓 100 余面。由

于制作工艺精良、采用原料纯正，打出的

鼓声浑厚、震撼力强、传播距离远，产品

已远销湖北、山东等地。

“大盘鼓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它，我

也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我不能让它没

了。”谈起制作大盘鼓的初衷，任二强说。

2015 年，任二强成立了大盘鼓俱乐

部，成员都是周边对大盘鼓充满情怀的

村民。他们辗转各地参加演出，俱乐部

已经从最初 25人增加到现在 200人。

如今，随着传统文化的再次兴起，任

二强觉得肩上担子更重了。他说：“我想

把任店大盘鼓融入现代元素，推出河南，

走向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大盘鼓，把老

祖先留下来的好东西传下去。”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姬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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