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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正阳县合兴灯饰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800多名工人正在
赶制出口节庆礼品订单产品。

该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为一体的外贸型企业，年产
330 万件节庆礼品产品，主要销往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英国
等国家。⑥3

本报记者 李玉荣 本报见习记
者 余 川 摄影报道

赶订单
生产忙

新 闻 集 锦

日前，位于市区人民街中段的一供水阀门发生渗漏，导致附近小区水压

降低。为保障市民用水，管网维修人员顶着烈日加紧抢修。⑥3
本报记者 王永良 摄

泌阳县：推动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方 祥 通讯员 陈

远志）日前，泌阳县人民政府和深圳加
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举行芯片封装及
石英晶体项目签约仪式。据了解，此
次签约项目由深圳加泰晶体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计划总投资 1.5亿元，一期使
用县开发区标准厂房 7500平方米，计
划购置离子刻蚀微调机、石英晶片装
载机、石英晶片四头排片机、全自动三
合一终检机等 160 多套（件）设备，项
目建成投产后，可年产 1.5亿颗芯片封
装及 16 亿颗石英晶体。此次签约是
泌阳县推动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生动缩影。

电子产业是泌阳县主导产业之
一，近年来，泌阳县依托劳动力资源大

县优势，持续发展壮大电子电器制造
产业集群，努力建设全省重要的光电
子产品生产制造基地。目前，该县拥
有电子电器生产企业 136 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 21家，已初步形成集电子
电器研发、模具制造、零部件生产、产
品组装、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2023年，该县电子电器产业集群
实现综合产值 45 亿元，安排就业 1.2
万人。

突出延链集群扩量，补齐补强产
业发展链条。泌阳县紧盯东部沿海先
进电子产业的空间转移，强化对接，靶
向施策，批量化、规模化承接转移产
业。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大力培育
龙头企业。聚焦国内外行业龙头、细

分领域头部企业和上下游关键节点配
套企业，加大招引力度，引进了一批知
名企业，形成了“‘领跑者’企业+一批
配套企业”的发展格局。

抢抓发展机遇，全力护航电子产
业高质量发展。泌阳县制定电子产业
专项资金多元化扶持措施，从引导基
金、土地政策、财政金融、税收优惠、产
业联动、发展奖励等方面予以支持，积
极探索各种产业基金合作模式，为产
业发展提供源头活水。2023年，累计
投入电子产业落实技改资金 460 万
元、融资1.2亿元。大力推行“标准地+
承诺制”出让模式，缩短项目前期审批
时限，有效提升土地供应效率和集约
利用水平。深入开展“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行动，依托该县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建立“需求对接+订单培养+定向
输送”政校企合作机制，实行订单式人
才培养模式，帮助企业精准招揽人才，
实现人才资源合理化、精准化配置。

“力争到 2025 年，全县电子电器
生产企业达 180 家、规模以上企业达
30家、产业产值实现 60亿元；新增电
子电器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家、新增电子电器科技型中小企业 12
家；争取组建以铭普电子牵头成立的
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着力将
泌阳打造成全省重要的光电子产品生
产制造基地，为全市加快打造装备制
造百亿级产业集群贡献更大的泌阳力
量。”泌阳县负责人说。②7

未录取考生要抓住征集志愿机会，教育部门提醒

高招征集志愿不存在“花钱补录”
本报讯 （河南日报记者 曹 萍）

8 月 5 日，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
悉，我省高招目前正在进行本科二
批录取工作，已完成两次征集志
愿。后续我省高招还将进行专科
提前批、高职高专批等批次录取。

高招录取期间，对各批次部分
高校未完成的计划和新增计划将
向社会公布，公开进行征集志愿，
未被投档且符合成绩等条件要求
的考生可选择填报。

各批次征集志愿填报、录取在
下一批次录取开始前进行。因投档
录取时间紧，考生填报征集志愿时
间较短，考生需及时关注所报批次
征集志愿相关信息，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填报，逾期则不能再填报。

教育招生部门提醒，征集志愿
并不是所有考生都可以参加，已被

录取的考生不能填报征集志愿，不
符合所报批次条件的考生也不能
参加该批次的征集志愿。

很多考生认为参加征集志愿的
院校都会降低分数录取，其实不
然。有的专业录取分数可能比常
规志愿更高，考生选报征集志愿时
也要考虑避免再次出现“扎堆”落
选的问题。报考时，考生要谨慎选
择，如考虑所报院校剩余的专业自
己能否接受，一旦被录取就不能退
档调换。

教育招生部门提醒，高校招生
具有严格规范的录取程序和监督机
制，征集志愿是公开征集录取，并不
存在所谓的“花钱补录”，正规的招
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

（转自 2024 年 8 月 6 日《河南
日报》）

南余店乡

写好“三篇文章”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 （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郁继峰 余 菲）“乡村道路变得干
净、整洁，垃圾不再随处可见，人居
环境得到显著改善。”近日，汝南县
南余店乡李楼村村民单永波感慨万
千地说。

近年来，南余店乡积极探索党
建引领赋能乡村治理的新路径，持
续写好组织建设、协调联动和群众
主体“三篇文章”，把党建优势转化
为乡村治理效能，绘就和美乡村新
画卷。

打造乡村治理红色引擎，写好
“组织建设”文章。该乡聚焦基层党
组织建设，在阵地建设、队伍建设、
服务水平上持续用力，充分释放组
织势能，为乡村治理注入强有力的
红色力量。着力建强阵地，有序开
展党群服务阵地“升级+提升”行动，
推动党群服务中心“硬件+软件”提
档升级。

打通乡村治理“神经末梢”，写好
“协调联动”文章。该乡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多网合一”平台作用，健全基
层治理工作体系，并着力构建“五老”
协会、妇联“四组一队”等社会自治性
组织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共治格
局。注重建强三级和四级网格力量，
积极创建由党员志愿者、“五老”协
会、妇联巾帼志愿者、乡贤、各村兼职

网格员、“好媳妇”“好婆婆”“好邻居”
等组成的志愿服务队，示范引导群众
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移风易俗等，合
力破解乡村基础建设症结问题，全面
提升基层自治效能，打通乡村治理的

“神经末梢”。
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写好

“群众主体”文章。该乡聚焦群众主
体作用发挥，坚持集民智、知民需、汇
民力，发动引导群众在乡村治理中

“唱主角”、作贡献。注重提升自主
度，推行村民自治“大家事、大家议”
的工作方法，充分运用村民代表大
会、乡贤恳谈会等议事平台，听取群
众对村级事务的评议和对产业发展、
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全面
激发群众参与村级建设发展的热
情。全面推行“党支部引领+党员示
范+群众参与”模式，以“人人贡献力
量、建设美丽南余店家园”倡议活动
为载体，积极引导全乡广大居民和在
外成功人士等社会力量争做南余店
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者、维护者、贡
献者，共同打造天蓝、地绿、水清、人
和的南余店家园。

至目前，该乡共开展“植绿护
绿”“人居环境整治”等活动 30 多
次，营造共建绿美乡村的浓厚氛围，
助力乡村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
美起来。②7

遂平县80后夫妻返乡创业——

山羊养殖托起致富梦
本报记者 丁继坡

8月 5日，来到遂平县花庄镇钲沅
牧业有限公司，这里四面环山，空气清
新，充足的阳光和良好的场区基础设
施为山羊养殖提供了绝佳的成长环
境。在一排排整齐的彩钢羊舍，一只
只膘肥体壮、毛色顺亮的山羊正悠闲
地吃着草料。

1982 年出生的孙莉是遂平县石
寨铺镇人，她和丈夫于会启之前从事
服装批发、建筑等行业。2021 年，孙
莉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返乡创业，得益
于父辈饲养山羊的经验和政府鼓励养
殖业发展的利好政策，依托家乡独特
的地理环境和自然优势，孙莉在花庄
镇古泉山村承包了 120 亩山地，创立

钲沅牧业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增强市场竞争
力，同时也为农户带来可观的经济回
报。

孙莉介绍，公司从 2021年发展之
初，引进了 210 只种羊，到如今存栏
6000多只，年出栏种羊和肉羊 1万多
只,走出了一条以种羊繁育及改良技
术推广为主的生态循环养殖道路。

该公司通过品种推广和技术服
务，带动周边 300 多户村民发展山羊
养殖，并在全国建立 100 多家种羊繁
殖合作基地。

为推进公司向标准化、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孙莉与河南省畜牧技术

推广总站、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河南省养羊行业协会等院
校 和 科 研 机 构 建 立 长 期 的 合 作 关
系。建立种羊繁育中心 1座、生产性
能测定中心 1座、对外配种站 1座，进
行山羊良种繁育，致力新品种的研发
与繁育，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推进技
术创新。

该公司技术人员张环宇介绍，波
尔山羊品种具有耐粗饲、适应性强、抗
病力强、体型大、生长速度快、繁殖力
强等特点，公司成立了专门的技术服
务团队，建立了种公羊站、对外配种站
和养殖技术服务车，使种羊培训和技
术服务更加专业化、科学化。

除了经济效益，孙莉还十分注重
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该公司
所需饲料就近从周边村民那里收购，
这不仅可以增加村民的收入，还可以
减少露天秸秆焚烧的情况发生。同
时，为农业生产提供大量有机肥，形成
以种植业发展畜牧业，以畜牧业促进
种植业的良性循环。

“公司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持续
和河南省畜牧总站、河南农业大学、河
南省农科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保持合
作关系，致力品种培育和科技创新，促
进成果转化，将山羊养殖培育成为农
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和乡村振兴的支柱
产业。”孙莉说。②7

（上接第一版）
《意见》从确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机构、规范考核认定和颁发证书、建立
常态化考核认定机制、加强退役军人事
务员人才管理、强化考评人员培养和储
备、建立保障激励机制、举办职业技能
竞赛等 7个方面详细阐明了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工作的部署安排，各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健全工作
机制，制定工作计划，明确目标任务，指
导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有序
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进一步提

升退役军人事务员队伍素质能力，同时
加强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机构的监管工作，指导相关机构严格
审核考生资质，严控考评发证范围，强
化评价组织管理和风险防控。2025年
1月 1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在部分地
区组织退役军人事务员评价先行先试
工作，开展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

据悉，《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实施细则（暂行）》将于近期公
布。

加快推进退役军人事务员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