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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4 月 29 日

上午，鲁山县重点工作问题整改推进会

召开。县委书记刘鹏讲话，县长叶锐主

持会议，县委副书记魏学君、县政协主

席杨聚强等在鲁的县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各单位要认清形势、坚

定信心，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面对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各地激烈

的竞争态势，全县上下要紧盯县委经

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要求，狠

抓工作落实，抓住二季度这个确立全

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时期，确保上半年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

把更多精力放在抓经济、抓产业、抓发

展上，密切关注经济运行情况，把经济

工作抓得更具体更扎实。要躬身入

局、靠前指挥，多到企业去，多到项目

建设现场去，多到招商引资一线去，提

振发展信心，以源源不断的项目建设

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转变作风

中争先进、创一流，在能力提升中锐意进

取、创新实干。要激发干部敢干敢拼的

内生动力，解除影响干部“大展拳脚”的

各种束缚，推动干部想干事、愿干事、能

干事、会成事。要以在服务全县发展中

“当旗手、作标杆”为目标，引导全县党员

干部在解放思想中找出新办法、新出

路。要切实把抓执行作为一种政治自

觉、一种能力要求、一种行为操守，快执

行、强执行、精准执行，把“愿景图”尽快转

化为“施工图”“实景图”。要专班专责抓

执行，各项目和产业专班要深入一线，全

力推动政策落实、项目落地、工作落细。

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强化正向促进和末

位淘汰，真正奖出动力、罚出压力。

会上，相关负责同志通报了全县一季

度经济运行、重点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工

作情况，围绕高质量发展汇报分管口工作

现状、问题原因及下一步工作整改安排。

紧盯目标要求 狠抓工作落实

鲁山县推进重点工作问题整改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

员李紫伟）5 月 9 日，鲁山县委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

十五届县委第九轮巡察工作情况

汇报。

会议听取了十五届县委第九

轮对 3 个乡镇党委和 75 个村级

党组织的巡察调研情况汇报和上

轮巡察整改及成果运用情况汇

报，进行了认真审议和点评，提出

了修改意见，并研究部署下轮巡

察工作。

会议指出，本轮巡察，各巡察

组牢牢把握政治巡察和政治监督

的本质属性，把“四个聚焦”政治

巡察要求与村（社区）实际相结

合，细化完善巡察村（社区）党组

织 监 督 重 点 ，精 准 开 展 政 治 监

督。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

足“应改尽改、能改尽改”，最大限

度把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推

动解决在现场巡察期内，并通过

“分类施巡、巡改一体”，快速提升

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和安全

感。

会议要求，各巡察组要进一步

完善报告有关内容，认真总结提升，

体现巡察的政治性。一要突出重点

抓关键。紧密结合全县纪检监察机

关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以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两个专项整治活动，对报告

中涉及的这些方面进行再修改再完

善。二要压实责任抓成效。要对巡

中移交问题的整改责任再压实、再

过问，确保巡中问题整改到位，用群

众看得见的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并

督促被巡察党组织及时公开整改信

息，用人民群众的监督来推动巡察

质效的进一步提升。巡察办要抓紧

时间梳理共性问题，印发通报，推动

共性问题未巡先改。三要加强学习

抓规范。要加强对相关条例的学

习，结合调研结果，规范巡察工作，

完善制度机制，做好相关制度机制

的“立改废”。

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听取十五届
县委第九轮巡察情况汇报

突出重点抓关键 压实责任抓成效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王

永安）“景区举办的活动很丰富，文化

氛围浓厚，孩子们玩得很开心。今年

夏天我们还会来游玩的。”5月 5日，来

自郑州市的游客王女士离开位于鲁山

县的中国墨子文化旅游区时说。

鲁山县是“中国墨子文化之乡”，

当地推出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演艺技

巧深度融合的文旅新业态产品，营造

文旅消费新场景，赢得大批新生代游

客的青睐。

五一假期前，位于鲁山县尧山镇

的中国墨子文化旅游区对软硬件设施

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新设置战国建筑

群街景，增加篝火晚会等互动体验项

目，打造“墨子·战国里”景观，让游客

沉浸式体验战国风云。该景区在原有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火箭发射

模型、剧场、小火车、玻璃天桥等景点

的基础上，新近又推出全国 300 多种

特色小吃拉动消费。假日期间，该景

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 1 万人次，同比

增长 30%以上。

“中国墨子文化旅游区给人一种

战国时期的代入感，穿越时空与古人

对话，儿子特别喜欢这里浓郁的墨子

文化气息，学到了不少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山东游客宋先生说。

为扎实做好五一假日旅游工作，

鲁山县文旅主管部门在强化行业市场

监管的同时，引导各景区进行升级改

造，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鲁山县尧山

镇上坪村等地，“太空舱”民宿不仅建在

山上，还漂在水上，游客游山玩水后体验

别致的住宿环境，民宿经营方火得不亦

乐乎。

鲁山县原有 5 个漂流景点，今年又

新建一条想马河漂流。为避免“有人无

船”现象发生，尧山大峡谷漂流景区新增

20 辆运船车辆，提高漂流船只运输效

率，同时推出景区让利市场的“早鸟票”。

鲁山县尧山（石人山）景区、阿婆寨

景区赠送当地特色菜“揽锅菜”，让游客

赏美景的同时还能品美食。尧山景区还

对山门到迎风树路段的道路护栏进行了

升级改造，为游客带去更加安全舒适的体

验。

鲁山县“最美公路”石林路上的高山

杜鹃花开得艳若云霞，大批游客流连在花

丛中“打卡”拍照。当地还把杜鹃岭与红

色教育景点串联起来，让游客体验到映山

红“为什么这么红”。

鲁山县委书记刘鹏介绍，为打响“老

家河南·康养鲁山”文旅品牌，该县加大投

入，持续开展 A级旅游景区质量提升专项

行动。近期，该县以漂流、嬉水为主题的

夏日旅游产品日渐走俏市场，引来了四方

游客。

据鲁山县文广旅局统计，2024年五一

假 期 该 县 共 接 待 游 客 120.9 万 人 次 ，和

2019 年相比增长 173.6%，相比 2023 年增

长 45.5%；旅游收入 6.77亿元，和 2019年相

比增长 409%，相比 2023年增长 82%。

五一假期旅游收入6.77亿元，同比增长82%

鲁山县文旅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五一

假期，鲁山县交通运输部门紧紧

围绕“保安全、保畅通、保服务质

量”的要求，全力投入，倾力保障，

用心服务，全力保证公路畅通、运

输有序，圆满完成了交通运输保

障任务。

针对五一假期群众的出行

特征，该县交通运输部门科学制

定运输保障方案，合理安排城市

公交、道路客运、出租车运力和

农村客运。两个客运站共发送

客车 1250 班次、发送旅客 14721

人次；认真落实节日安全生产举

措，加强交通运输重点领域安全

监管，严格落实客运站运管人员

驻站监管、“三不进站、六不出

站”、小件快递“三个百分之百”

和实名制售验票等安全管理规

定，确保了道路运输行业的安全

稳定；公路部门积极排查普通公

路安全隐患，落实处治措施，确保

通行安全，共排查整治隐患 6处；执

法人员全天候在高速公路出入口、

旅游景区、汽车站和学校周边等人

流密集场所及国省干线公路等重

点路段值勤、巡查，对涉嫌非法营

运的“黑车”、无证网约车、顺风车、

非法旅游客车等严重违法行为进

行严厉查处。

县农村道路管理所加大农村公

路日常养护力度和道路保洁次数，

安排 1600 余人次负责道路巡查、保

洁、应急保障，重点对县道环湖路、

石林路、惠东线、尧迎路、梁张路、石

四路等路段路肩、边坡、边沟处的杂

草和杂物进行清理、整修，做到公路

路面路肩整洁、舒适美观；组织洒水

车洒水 80台次，人工 300余人次，清

洁道路 100 公里/日，为广大市民和

游客五一出行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与

服务保障。

鲁山县交通运输系统：

保障安全畅通 提升服务质量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5月 6日上

午，在鲁山县琴台街道余堂社区，街道

农业综合办公室组织技术人员开展

“一喷三防”作业。

“我们利用无人机对辖区小麦开

展‘一喷三防’作业，每天可以完成

1000 亩麦田的作业量，确保该项工作

在最佳时间内完成。”琴台街道农业综

合办公室主任张宪军说。

据了解，小麦“一喷三防”是在小

麦生长期使用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

长调节剂、叶面肥、微肥等混配剂喷

雾，达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倒伏，

增粒增重，确保小麦增产提质的一项

关键技术措施。

鲁山县今年小麦长势喜人，总体

亩穗数高于往年。眼下正值小麦拔节

抽穗期，小麦赤霉病、锈病、吸浆虫、蚜

虫等病虫害发生风险高，正是防治的

关键时期。琴台街道抢抓有利天气，

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科学指

导农户选准农药和用药配比使用，针

对不同地块进行分类，合理有序实施

“一喷三防”作业，后期将根据天气情

况和病虫害发展程度再进行二至三遍

防治，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开展小麦“一喷三防”
保 障 夏 粮 丰 产 丰 收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陈

鹏旭）近日，在鲁山县董周乡西马楼村

的河滩上挤满了看大戏的群众，乡政

府工作人员在戏台下散发着消防安全

宣传资料。

“这个物资交流会规模大，还有戏

曲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来了。我

们利用开戏前的时间向群众讲解安全

知识，散发宣传资料，比开着宣传车进

村宣传效率高、效果好。”董周乡政府

应急办主任许青春说。

连日来，鲁山县各乡（镇、街道）纷

纷借助辖区“送戏下乡”、农村庙会等

活动，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演出现场宣

传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意识。活

动中，宣传人员通过播放火灾警示片、

发放宣传彩页及消防小礼品等方式，

面对面向群众讲解家庭用电、用火、用

气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及日常安全防范

措施，把安全“锦囊”送到群众身边。

据了解，自今年 3月以来，鲁山县

各乡（镇、街道）累计开展各类安全知

识宣讲 15 场次，发放安全宣传资料

8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1000 余人

次，将安全教育延伸至基层“最后一公

里”。

借助农村戏台
奏响安全旋律

5 月 9 日上午，在平漯周高铁站前

二标项目鲁湛特大桥跨沙河段施工现

场，施工人员操纵挖掘机、吊机紧张作

业，巨型机械长臂挥舞，钢筋焊接弧光

闪烁……

去年 11月 27日，由中铁二十五局承

建的平漯周高铁站前二标项目鲁湛特大

桥跨沙河钢栈桥历时 3 个月顺利合龙，

标志着该标段重难点工程跨沙河水中墩

连续梁施工拉开序幕。

平漯周高铁西起郑渝高铁平顶山西

站，终至郑阜高铁周口东站，全长 199.6

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平顶山境内线

路全长 66.3 公里，途经宝丰县、鲁山县、

湛河区、叶县和高新区，是我省现代综合

交通体系重大工程之一。

由中铁二十五局承建的平漯周高铁

站前二标项目正线全长 29.460 公里，主

要工程任务包括桥梁两座 29.052 公里，

路基工程 1段 408.36米、无砟道床 58921

米（含轨道板运输）。其中，鲁湛特大桥

全长 28.624 公里，大桥先后跨越多处既

有铁路线、在建高速公路、国道等。鲁湛

特大桥跨沙河段全长 1320.5 米，该段计

划建设 35个墩身，目前已完成 5个墩身

的施工。

平漯周高铁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主骨架大陆桥走廊支线南京经平顶山至

洛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中原城市

群内部，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长

江中游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

群之间合作互动的重要载体。平漯周高

铁建成后将成为沪银高铁的一部分，兼

具路网与城际功能，届时周口至平顶山

出行时间将由两小时缩至 30分钟，为平

顶山至周口沿线经济区内乘客出行提供

极大便利。（本报记者 常洪涛 文/图）

平漯周高铁鲁湛特大桥跨沙河段施工忙

△施工平台焊接作业

▷安装墩身模板

△吊装打桩锤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王永安）5月 7日，在

背孜乡上孤山村，村民王占中正查看移栽的丹参苗成

活情况。“我去年和村民王三合作，种了 150 多亩中药

材，品种有白芍、丹参、地黄等，卖了 80多万元。”王占

中说。

背孜乡耕地仅有 8000余亩（1亩≈666.67平方米），

林地却有 12万亩，乡域内空气和土壤十分适宜发展中

药材产业。“目前，全乡集中成片种植中药材 2600 余

亩，从事种植、采摘、收购的农户有 300余户，初加工产

品销往安徽亳州、河南禹州等地的药材市场，年交易额

4000余万元。”该乡乡长杜葱茂介绍。

为规范化发展中药材产业，背孜乡对土壤进行采

样分析检测，多次组织村干部及部分种植户外出考察，

邀请专家、技术能手开办中药材种植技术讲座，利用微

信交流群发布种植技术培训视频 200余个。

“去年，我乡对连片种植中药材的 48个农户、4个

村集体发放奖补资金 4.6万元，有效调动了群众的积极

性，预计今年中药材种植规模将增至 5000亩。”杜葱茂

说。

在背孜乡郜沟村的丹参、枳实育苗基地，村党支部

书记张红杰察看药材苗的成活情况。他引导村民在房

前屋后、道路两侧和荒山荒坡上种植枳实 4万余株，年

产药材 2800吨。

背孜乡井河口村党支部书记王长现连片流转 20

亩山坡地，带头栽种连翘幼苗 2000 多株，带动村民移

栽连翘 700余亩。

据背孜乡党委书记闫勺安介绍，该乡着眼于打造

“古道药乡、和美背孜”品牌，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等形式，整合利用荒山荒坡、低效生态林，推进中

药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同时申报了 9000 万元

政府专项债项目，正在规划建设中药材产业示范园区。

鲁山县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无霜期长，

平原、丘陵、山地兼备，具备发展中药材种植优越的自

然条件。除背孜乡外，瓦屋、仓头等十余个乡镇也发展

了中药材产业。目前，该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3万亩。

河南冠乡源农业有限公司投资 3000万元，在仓头

乡流转土地 2000亩用于中药材标准化栽培，带动 300

人就业。

位于四棵树乡土楼村的小林农业有限公司是该县

最大的中药材收购和初加工企业，年均收购辛夷花蕾

2000吨、山茱萸 1000吨、蝉蜕 20吨，年产值 8000余万

元，带动 3000余户村民参与到中药材产业发展中来。

除中药材种植、购销外，鲁山县还有多家公司加工

中药材。瓦屋镇上竹园寺村青年雷德华毕业于信阳农

林学院茶学专业，2017 年返乡创业，先后加工出蒲公

英茶、茵陈大枣茶、酸枣叶茶等中草药茶叶，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位于张良镇杨李沟村的艾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带动 40多户群

众种植艾草 2000余亩的同时，还生产艾条等产品，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该县将顺应国家大力支持中药材产业发展的趋势，积极推进中药材

GAP可溯源认证，加快发展康养、绿色食品、优质中药材等产业，培育新的

优势产业和增长极，加快富民强县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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