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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一级报纸

周口完成省定优良天数年度目标任务
本报讯 （记者 王晨） 近日，记者

获悉，2020 年我市环境空气优良天数
达 258 天，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目
标任务。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对我市取
得的成绩给予表扬和肯定。

去年以来 ，市委 、市政府在聚焦
“中心城区大变化、县域经济大发展、
干部作风大转变”的基础上，把“生态
环境大改善 ”纳入市委 、市政府要抓
的四件大事，加快形成生态环保的空
间格局 、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和生活
态度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持续
将环境保护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

治任务，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
强化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失职追
责 ”为保障 ，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强化督察考核，精准精
细打好蓝天保卫战。

全市围绕控煤、 控尘、 控排、控
车、控油、控烧“六控”重点工作，强化
全面统筹谋划；对“散乱污”企业实行
“黑、灰、绿”三色治理，努力推动黑色
企业 “由污到治 ”、灰色企业 “由散到
聚”、绿色企业“由弱到强”；坚持科学
治污、精准治污、依法治污，大力推进
技术升级，采取分时分区差异化管控
措施，做到多排多限、少排少限、不排
不限。

2020 年前 11 个月， 全市环境质
量综合排名居全省第 3 位。 全市环境
空气质量全年持续向好，各类生态破
坏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周口蓝”成为
天气常态。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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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3 日，全国制伞行业精英齐聚
河南郸城，共商制伞行业发展大计。 这是郸城县
紧紧把握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的契机，
精准聚焦“伞”业，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打造投资
洼地，全力打造“中国伞业之乡”金字招牌的又一
里程碑。

“郸城县作为河南省东南地区面向江浙一带
的桥头堡，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独特优势。 我们
期望沿海企业前来创业， 呼唤在外成功人士归
来。 如今，沿海的产业转移浪潮把劳动密集型伞
业推向内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我们务必以最
优的政策、最优的环境，让客商愿意来、进得来、
留得住、发展好，全力打造‘中国伞业之乡’的金
字招牌！ ”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郸城县委
书记罗文阁说。

近年来，郸城一直致力探索培育新的县域经
济增长点。 郸城县委、县政府组成党政考察招商
团，数次赴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区走访和调研，
推介郸城、招才引智、招商引资、谋求共赢。 千淘
万漉出真金，通过反复论证，充分发挥郸城有 10
万在外务工人员从事制伞行业这一优势，把握东
南沿海伞业向内地转移的良机，培育县域经济伞
业新动能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

郸城县明确伞业招商专人专责， 以商招商、
以情招商、以诚招商、以企招商，针对制伞企业，
在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优先保障，并在厂房租
赁、外贸出口等方面给予奖励。 经过精准对接、取
长补短，开放的郸城终于受到广大伞业客商的青
睐，吸引了众多伞企前来，目前已发展制伞企业
60 多家，形成了“县有总部、乡有工厂、村有车间、
家有班组”的发展模式和特色产业链条。 据悉，最
大的企业年产量可达 1200 万把雨伞。

“我带着兄和家居回乡创业， 充分感受到了
老家特有的温暖。 我们追加投资 3000 万元新注
册的三和雨具已入驻伞业产业园，愿与沿海产业
转移的兄弟企业共谋发展。 ”今年 56 岁的徐建是
钱店镇胡楼行政村徐桥村人，大学毕业后当过教
师，下海热潮中赴深圳外企打过工，在江苏国企
当过分厂经理， 后来在南京创办兄和科技总部，
多年来一直从事伞业制造和雨具原材料制作。 目
前，兄和家居从县城向乡村辐射，以 10 公里就业
覆盖圈为基准，已拥有县城 2 个总厂、乡镇 5 个分
厂、村（户）100 多个加工点，带动 700 多人就业。
眼下，这一具有全产业链的制伞企业，已成为郸
城返乡制伞企业的优秀代表。 接受记者采访时，
徐建为自己的企业先行向内陆布局感到庆幸。

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制伞专业委员会会

长蔡卓■肩上扛着中国伞业的发展重担。 2019 年
年初，他受到郸城县委、县政府邀请，到郸城伞业
生产基地考察，亲眼看到郸城渴盼发展而付出的
努力。 如今， 蔡卓■带领 200 多家制伞行业精英

亲临郸城伞业产业园考察，再次见证了郸城县打造“中国伞业之乡”的决心，更
加坚定了其进军郸城的信心。 他在大会上号召会员单位“共创伞业繁荣”，共商
中国制伞大业。 （下转第二版）

继续奋斗 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习近平新年贺词在周口市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记者 张艳丽 彭慧 宋馨 窦娜 王凯 张洪涛 王吉城 杜林波

������“平凡铸就伟大 ，英雄来自人民 。
每个人都了不起 。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新年贺词 ，
为伟大人民点赞 ，向平凡英雄致敬 ，以
温暖深厚的话语 ， 激发了三川儿女为
新时代拼搏的精神和干劲 。 大家纷纷
表示 ，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已经开启 ，新使命扛在肩上 ，
要以奋斗创造历史 ，用实干成就未来 ，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创造更加灿

烂的辉煌。

平凡中的伟大

“从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兵 ，从科
研人员到社区工作者，从志愿者到工程
建设者 ，从古稀老人到 ‘90 后 ’‘00 后 ’
青年一代 ，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 、用挚
爱护苍生 ， 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
力，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 ”习主
席的话让周口骨科医院手外科二病区

副主任医师张鹏想起，2020 年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时， 他作为 20 年党龄的
党员 ，毅然决然写下 “请战书 ”，用日日
夜夜的坚守践行了 “我是党员我先上”
的责任和担当，切实保障了伤病员的医
疗安全。

2020 年大年初一，市公安局派驻淮
阳区豆门乡肖庄村第一书记崔继伟，放
弃同亲人团聚的机会，奔赴疫情防控一
线，筹集防寒帐篷和防疫物资 ，走访村
民宣传防疫事项，为留守儿童捐献上网
课的手机。 他和肖庄村村委干部把疫情

防控这场大战打得非常漂亮。 “当听到
习主席说到 ‘平凡铸就伟大 ，英雄来自
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的时候，我非常
感动， 因为我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
我为我的选择而骄傲，我为我的付出而
自豪。 ”崔继伟说。

同样感到温暖的，还有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文昌办事处中原社区支部委

员孙国轩。 2020 年，孙国轩和其他社区
工作者一样， 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全
力守护居民的生命安全。

沙南川盛环境公司的何艳红，作为
道路保洁管理人员，不管是日常还是疫
情期间，每天早上 5 点和环卫工人同步
上岗，晚上在七一路和五一路周边人流
量大的重点部位值岗到 10 点。 “辛苦我
一人，干净一座城。 ”她说，日日的起早
贪黑，每天的辛苦劳累 ，在听到习主席
“每个人都了不起”“向所有平凡的英雄
致敬”时，都不值一提了。

周口三高教师雷雪艳说 ，2020 年 ，
极不平凡， 是无数平凡人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才将涓滴之力汇聚成了磅
礴伟力，决战脱贫攻坚，抵御洪涝灾害，
抗击新冠疫情，推动着中国这艘巨轮乘
风破浪。

躬行实干出成绩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里专门提
到粮食生产喜获‘十七连丰’，让我倍感
温暖，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太多农业科技
工作者的辛勤和汗水，也让我感受到了

作为一名小麦育种工作者的自豪。 ”周
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韩玉林谈

到习近平主席发表的新年贺词时，难掩
内心的激动。

韩玉林是我市小麦育种领域的一

位“老兵”，2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小麦新
品种培育及栽培技术研究，参与培育小
麦新品种 22 个。 “周麦”系列品种特色
突出，集高产稳产、多抗广适、优质高效
于一体，深受农民群众喜爱。 其中的“周
麦 22 号”，曾是国内第二大和河南省第
一大推广品种；最新培育的小麦新品种
“周麦 33 号”和“周麦 36 号”，品质达到
强筋优质标准 ， 近两年被迅速推广种
植。 “周麦”系列品种每年在黄淮麦区推
广种植近 2000 万亩， 在国内累计推广
了 8 亿亩，新增粮食 400 亿斤。 2020 年，
周口市粮食总产量达到 186.86 亿斤，首
次跨越 185 亿斤台阶，稳居全省粮食总
产量第一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
了重大贡献。

过去的一年，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胜利，淮阳区豆门乡肖庄村最后的
4 户 11 人顺利脱贫，真正实现了脱贫路
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 该村的第一
书记崔继伟从 2017 年入村开展帮扶工
作那一刻起 ，就暗下决心 ，付出再多的
努力也要带领全村百姓脱贫致富。 在他
的努力下，2020 年村里的淮豫食品公司
扶贫车间顺利投产， 目前安排 70 余人
务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几年来 ，周口市倾全市之力 、尽锐
出战，攻山头、拔穷根，向贫困发起攻坚

战役 ， 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全市 88.97 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沈丘、商水、郸
城、太康、扶沟等 7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取得辉煌成就。

崔继伟说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
词中对广大扶贫干部倾情奉献的肯定，
让我倍感骄傲和自豪。 ”

“十三五 ”时期是周口历史上发展
最快最好的时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实现了地区生产
总值比 2010 年翻了一番， 连续跨过了
2000 亿元、3000 亿元两个大台阶； 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 年翻了一番 ；
交通方式由高速时代向高铁时代转变，
城市发展由单核引领向双核驱动转变，
开放格局由发展腹地向开放高地转变。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大
家纷纷表示 ，这些成绩振奋人心 、鼓舞
士气 ，是全市上下保持勇往直前 、风雨
无阻的战略定力 ， 是万众一心苦干实
干、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周口未来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继续奋斗未来可期

奋斗的征程，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

将开启”， 在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中，
大家听到了赓续奋斗的号角。

（下转第二版）

������2021 年 1 月 1 日， 迎着新年的
第一缕阳光， 我市 400 名跑步爱好
者聚集美丽的沙颍河畔， 以跑步的
形式共同庆祝 2021 年的到来。 据
悉，此次活动由周口市教育体育局、
周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周口市慈
善总会、中原银行周口分行、周口市
马拉松长跑协会共同举办，分男、女
两个组别，赛程 10 公里。

记者 窦娜 摄

跑进“2021”

文化引领 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沈丘县“十三五”时期文化事业发展综述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肖飞

������一 座 城 市 的 文 化 氛 围 是 否 浓
厚 ， 是当地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直
接映射 ， 更是区域竞争力高低的重
要标准 。

沈丘县有着厚重深远的历史文化

积淀 。 这片热土哺育了世界上现存最
早、使用时间最久 、影响最大的识字课
本 《千字文 》作者周兴嗣 ，走出了中国
“短篇小说之王”刘庆邦……

浓厚的文化氛围 ， 不仅沉淀出沈
丘人开拓创新 、传承奉献的精神底蕴 ，
也让沈丘县的领导者敏锐地意识到 ：
要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一定要利
用沈丘厚重的文化资源 ， 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成长的沃土。

以文培元，传统文化阵地强起来
“十九大，谱新篇，四中全会记心间，

坚持巩固，完善发展，十三个显著优势不
一般……”寒冷的冬季，在沈丘县卞路口
乡前营子村文化广场上， 沙河大鼓艺人
王振山身穿喜庆的红色长衫，左手夹板，
右手握槌， 浑厚而略带沙哑的声音传得
很远。 一段唱罢，广场上掌声、叫好声不

绝于耳。
“县里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非常重

视，我们作为传承人，更应尽好自己的责
任，既守得住传统，又应当与时俱进，给
非遗文化注入持续发展的活力。”从十八
大到十九大， 再到现在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 作为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沙河大
鼓的第六代传人，今年 74 岁的王振山一

直在用自己老而弥坚的声音， 以最快的
速度向基层群众传达最新的政策理论。

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狮子

舞，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扑蝶舞、两仪
拳，再到市级非遗顾家馍……在沈丘，像
王振山一样的“县宝”级非遗传承人，共
有 20 余位。 “十三五”期间，该县发挥优
势，整合资源，通过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完善组织机构，制定相关文件等措施，积
极传承非遗项目。

在保护好原有非遗项目的同时，沈
丘县还按照相关评定标准， 新确定了河
南查拳、陈氏泥猴、豫香斋清真十大碗等
6 个县级非物质遗产保护项目， 向上级
文化部门推送了包括河南查拳、 陈氏泥
猴、 马家牛羊肉等 7 个具有市级非物质

文化保护资格的项目， 繁荣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阵容， 切实保护了优秀的地域
文化。

与众多非遗项目遥相呼应，曲艺是
沈丘优秀传统文化的另一张名片。 作为
“中国曲艺之乡”，沈丘的曲艺历史渊源
流长 ，自明末清初以来 ，境内流传的曲
艺形式有道情 、评书 、沙河大鼓 、小铙 、
坠子等， 新中
国成立后又传

入了快板书 、
山东快书 、相
声、 琴书等形
式。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