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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正阳县清源街道办

事处乐堂村叶启营红薯育苗基地，

来购买红薯苗的农民络绎不绝。叶

启营从 1993 年起步研究繁育示范

推广红薯品种，并于 1994 年成功研

究培育出红薯新品种“梅营一号”，

相继研究培育出“梅营七号”“梅营

八号”等系列新品种，并在全国推广

种植。⑥5

本报记者 李玉荣 本报见习记
者 余 川 摄影报道

育苗基地生产忙

干净幽雅的大街小巷、花团锦簇
的“两河”美景、翩翩起舞的游园广场、
日新月异的城市建筑……花海新城呈
盛景，春满西平绿满园。近年来，西平
人辛勤耕耘，沃土之上、硕果累累；放
眼望去，西平县顺势而为、与时俱进、
掘地而起，传统农业大县展现出勃勃
生机。

“中国生态魅力县”“冶铁铸剑文
化之乡”“中国嫘祖文化之乡”“大铜器
文化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一系
列荣誉纷至沓来，这是对西平县广大
干群凝心聚力、团结拼搏、顽强奋战的
最好诠释。

徜徉在西平的街头巷尾，一次转
弯、一次凝眸，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当前，西平县已成功取得“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资格，全县干群正以高昂的热
情和满满的信心，全力以赴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

经济运行活力迸发
产业发展均衡协调

近年来，西平县经济运行起笔不
凡、落子精彩，以超常思维、超常举
措、超常力度，沉着应变局、大胆闯难
关、奋勇开新路，实现了“十四五”精
彩开局、现代化西平加速奔跑，跑出
了 换 道 超 车、追 赶 跨 越 的“ 西 平 速
度”。2022年，全县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居全市县区第三位；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居全市县区第二位；固定资
产投资居全市县区第一位。全县经济
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加快转换，
质量效益不断提高，县域经济综合实
力不断增强，一幅干劲“满格”的生动
图景跃然眼前。

西平县连续多年荣获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县，“西平小麦”荣获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豫坡、棠河美酒飘香，
畜牧业快速发展，是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河南省畜牧强县。服装、农牧机械
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电子信息、环
保包装材料等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法国新技、荷兰多赛等 5 家欧洲
畜牧机械行业巨头和瑞航农牧、金凤
牧业、金牧人等 10 多家企业入驻畜
牧机械产业园，成为全国养殖装备的
新高地。农业提质增效、服务业繁荣
发展、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产业的繁荣既强县
又富民。

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和美乡村宜居宜业

伴随着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深入
推进的铿锵脚步，穿行于西平城乡，
欣欣向荣的广袤田野、热火朝天的建
筑工地、机器轰鸣的厂房车间……一
幅幅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释放着催

人奋进的磅礴力量，演绎着项目建设
的“速度与激情”。西平，一座座高楼
拔地而起，一块块绿地生机盎然，七
大主题公园游园持续完善，海棠旅游
文化成为西平新名片，处处展现出新
景象、新生机，城市面貌正发生着翻
天覆地的变化。西平，这个天蓝水绿、
人景相依、产城一体的活力之城，这
个泛舟宜游、登岸宜居、缭绕着人间
烟火的生态之城，这个花海环绕、处
处皆景的魅力之城，正以全新的姿
态向我们翩翩走来。

城市建设步伐在铿锵迈进，感到
幸福的不只是城市居民。西平县委、县
政府带领全县干群大力创建省级“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示范村，完善提升

“四美乡村”示范村，全县人民群众的
满足感、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把“五星”支部创建作为县乡村三
级书记“一把手工程”和基层党建“一
号工程”；全域统筹、科学谋划，鼓励乡
村立足资源禀赋，发挥自身优势，主动
争创“五星”，掀起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的创建热潮。

自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六乱”、开
展“六清”行动以来，西平县狠抓落实、
大力推进，从排污到治污，让碧水环
城、天蓝地绿成为现实。这些看得见、
摸得着的城乡面貌变化，犹如一份份
温暖的“民生大礼包”，不断提升着西
平人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

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人才回归助力发展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说
起西平县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西平
县各企业由衷赞叹。持续向上向好的
营商环境让企业有奔头、政府有干
头、群众有盼头，真正实现手续办理

“零跑腿”。建立“2＋20＋N”招商引资
工作机制，选聘 20 名重点企业家为

“招商大使”，大力开展精锐招商、精
准招商、精细招商、精诚招商，招商引
资综合积分居全市第二位。投资者纷
纷为优良的营商环境点赞，大项目、
新项目纷至沓来。

枝繁巢暖百凤栖，归雁来时满地
花。乡村振兴，基础在产业，重点也在
产业。乡贤是乡村最有视野和资源的
人，是聚民心、凝共识的乡村振兴因
子。西平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开展“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
活动，充分发挥在外人才优势，不断
强化产业基础，优化投资环境，培植
企业发展沃土，为乡贤回乡创业提供
最大限度便利，以更加良好的营商环
境吸引乡贤投资家乡基础建设、产业
发展。促进能人返乡、智力回哺、项目
回引，引导资源流向农业农村，有力
助推“花海文旅新城”各项事业发展
振兴。①6

西平县 丰润发展沃土 开创振兴新局
本报记者 许 静

本报讯 （记者 方 祥 徐 明）“这里是二分
厂，满负荷每天可生产网球 2.4 万个。如今夏
收夏种已结束，工人都已回归岗位，按生产计
划，本月需交付订单 6 个货柜 39 万个网球，价
值 160 多万美元。”6 月 12 日，位于泌阳县马谷
田镇河南村的河南致曲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海云告诉记者，“这些网球正被打包装
箱，主要发往德国、西班牙、加拿大和美国。”

在生产车间内，工位上坐满了村民，他们
聚 精 会 神 忙 着 赶 制 因 农 忙 而 延 误 的 订 单 产
品。工人都是附近的村民，每月 5000 元左右
的平均工资，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了“务农、顾
家、挣钱”三不误。出生泌阳县的张海云，2003
年加入南下创业浪潮，并在广州开办了网球加
工厂，经过十几年的打拼，销售渠道拓宽到了
欧洲。受家乡招商引资影响，2019 年，她毅然
返乡先后投资兴建了罗桥村委工厂和河南村
委工厂。为村委带来收入和税收的同时，解决
了 120 多人的就业问题。目前，张海云的全年
生产订单已排满，每盒 19美元的售价使全年出
口创汇额超 2000 万美元。良好的市场环境，
让张海云对未来充满信心。在当地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她正积极筹备二期扩产计划，预计
投资 1800 万元，将实现 300 多名村民家门口就
业增收。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发展。泌阳县通过
乡贤返巢计划、引企入村计划，借“巢”筑“巢”
融合发展，打造人才引进“强磁场”，让“领头
雁”成为乡村振兴发展新引擎。“解决企业发展
难题是我们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最重要的
一环，产业增强、企业增效、村集体增益、群众
增收，一举四得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提供了强力引擎。”泌阳县政府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泌阳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助力企业增产增效，通过人才
引领发展战略，多举措打造尊才、爱才、惜才的
浓厚氛围，为企业发展打造了人才聚集“强磁
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大批“领头雁”。同时，
泌阳县以龙头企业为主导，依托村镇扶贫工
厂，通过“企业＋村集体＋农户”的方式引企入
村，三方联姻打造了一批新型经济发展体。

目 前 ，泌 阳 县 在 360 多 个 村 庄 打 造 出 了
500 多家新型经济发展体，实现了 14382 名群
众家门口就业增收，乡村振兴基础进一步夯
实。以点带面，泌阳县依托群雁效应和优质
的营商环境、良好的发展平台，必将吸引更多
有志之士和人才返乡，投身乡村振兴的发展
大浪潮，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智
力支撑。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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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沈遂高速驻马店标段已掀

起大干热潮，施工单位正对照目标任

务和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和安全

管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

战晴天、抢雨天，赶进度、拼速度，奋

力夺取项目建设重大阶段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要发

展 、国 家 要 强 大 ，交 通 首 先 要 强 起

来。按照《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2021~2035 年）》顶层设计，驻马店

承担着沈丘至卢氏高速沈丘至遂平

段 59.842 公里的高速公路建设任务，

总 投 资 约 77 亿 元 。 交 通 是 民 生 要

义、经济命脉、社会基石，是推进一个

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官”。路通

了，舞台就更大了；路多了，致富之路

就更宽了。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沈遂

高速项目含金量高、辐射面宽、带动

性强，连点成线、织线成网，将形成资

源互通、机遇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

网，为驻马店巩固区域中心枢纽地

位、拓展区位交通优势、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提供交通基础。这条流动的

“ 丝 带 ”，还 必 将 畅 通 一 体 化“ 快 速

路”、铺就致富“快车道”、架起民生

“幸福桥”，以交通优势放大驻马店地

缘优势、以交通效率提升驻马店发展

效益。

“人便其行，货畅其流”是人们千

百年来不变的向往。今天，“一日千

里”“阡陌交错、往来通达”“人享其

行、物畅其流”的美好交通新图景正

在天中大地徐徐展开。我们要紧紧

锚定交通建设目标任务，扛起硬任

务、锻造铁肩膀，让驻马店在流动中

积蓄起繁荣发展的活力！①6

以路通促民富
□ 吴燏函

本报讯 （记者 苏 凯 通讯员 杨
琳琳）“感谢县政府采购办的工作人
员上门为我们详细宣传惠企政策，让
我们在没跑腿、零成本的情况下，实
现了 300 万的融资款‘秒’到账，为我
们解了燃眉之急，真是一场及时雨
啊！”日前，河南红旗种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成看着手机上贷
款发放成功的短信激动地说，“有了
这笔宝贵的发展资金，我们会加大力
度转型升级，等我们上了规模，一定
会回报社会。”

前不久，河南红旗种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成功中标了新蔡县农业农
村局采购的一批农药，订单总价值
800 万元。综合考虑到该合作社体
量、资金链以及抗风险能力不够强的

现实情况，新蔡县政府采购办工作人
员主动对接到张成，向他宣讲采购政
策和融资流程，帮助他对接银行、完善
材料，为他破解了融资渠道不畅、流动
资金紧缺的问题，在最短时间内促成
了这笔交易。

河南红旗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在新蔡县的营商体验，是该县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兴业高地、扶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关乎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和市场主体稳定，更是保民生、稳就业
的有力支撑。为了破解中小企业发展
中融资难、融资贵、无抵押物等痛点堵
点，新蔡县政府采购办充分落实信息
公开、中小企业预留份额、价格扣除、
压缩支付周期政策，并利用“政府采

购＋金融＋互联网”持续开展多层次
银企对接，重点聚焦“三农”类等企业，
为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牵线搭桥，实
现“一网通办”“零成本、零跑腿、零门
槛”等，提振中小企业参与信心和参与
度。同时，针对各类意向中小企业提
供“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发挥“政采
贷”作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中小企
业提高竞争能力、抵御市场风险、实现
长远发展保驾护航，为实现企业“小转
规”提质升级、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提供
有力支撑。

“目前，我们全县政府采购预留
中小企业比例已提高到 90%，价格扣
除比例达 15%，基于政府采购合同的

‘政采贷’融资金额达 3520万元，极大
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和融资

难题。”新蔡县政府采购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中小企业，我们政府采
购不设门槛、开放大门，尽最大努力
为企业主体提供扶持和帮助，助他们
一臂之力。”

同时，新蔡县政府采购办还积极
推进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工作，充
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助力产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全县政府采购脱贫
地区农副产品交易额达404.2万元。

在省市优化营商环境评价反馈
中，新蔡县政府采购工作满意度名列
前茅。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在
新蔡县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复苏，新蔡
县政府采购已成为激发市场活力、稳
定市场经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
要引擎和加速器。①6

新蔡县 政府采购助力中小企业蓬勃发展

新华社北京6月 13日电 （记者 严
赋憬 陈炜伟）记者 13日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8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
能 提 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23~2025
年）》，明确2025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
市50个左右、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
上产教融合型企业等一系列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
刘明表示，方案发布是持续深化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的内在要求，对于完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
国具有重要意义。方案内容包括推动
形成产教融合头雁效应、夯实职业院校
发展基础、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激励扶持组
合举措5方面重点任务。

投资上，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符合条件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高
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每所支持额

度不超过 8000万元，中职院校每所支
持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财税上，产教
融合型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
规定的，可按投资额30%的比例抵免当
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土
地上，企业投资或与政府合作建设职业
学校、高等学校的建设用地，按教育用
地管理，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通
过划拨方式供地，鼓励企业自愿以出
让、租赁方式取得土地。

我国拟建设培育
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