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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宋馨）5 月 20 日上
午 ，2022 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
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贯彻落
实 202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省
高考考试安全工作。副市长秦胜军在周
口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高考是群众关心、社会
关注的一件大事， 尤其今年是党的二
十大召开之年，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 2022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
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 ，担当作
为，求真务实 ，切实增强使命感 、责任
感和紧迫感， 坚决筑牢高考安全工作

的屏障。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增强
做好高考安全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要确保考试防疫工作万无一失，
做到应防尽防。 要扛牢政治责任，以战
时状态、战时标准、战时举措把各项工
作做得更深、更细、更扎实，全力打造健
康高考 、公平高考 、安全高考 、稳定高
考。 要精心组织，狠抓落实，高标准、严
要求确保高考各项任务落实、 落细、落
到位，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工作态
度和要求，全力以赴确保高考安全平稳
有序进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③9

全力以赴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本报讯 （记者 李莉）5 月 19 日，我
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开发区改革工作

推进会。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剑平
在周口分会场出席会议并作交流发

言。
马剑平说，去年以来，我市深入贯

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开发区高质
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 “整合、扩
区、调规、改制”的总体要求，以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为牵引， 以优化空间布局
为基础，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关键，
不断推动开发区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

处、见到实效。
马剑平说 ，工作中 ，我市坚持高

位推动、专班推进 ，以工作项目化 、项
目清单化 、清单责任化推动各项改革
工作落实落地 ；坚持规划引领 、优化
布局 ，为开发区扩区和产业发展留足
空间；坚持整体推进 、示范带动 ，在全
省率先批复西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

定方案 ”， 并探索形成了 “经开区吹
哨、各单位报到 ”的一枚印章管审批 、
“绩效考核包 ”等一系列创新举措 ；坚
持 “项目为王 ”、集群发展 ，做强做大
产业发展优势。 今年以来，投资超 100
亿元的益海嘉里 （周口 ）现代食品产
业园加快建设， 投资 100 亿元的金田
纸业项目 、 投资 50 亿元的中国纺织
之乡织造基地项目等一批重大项目

相继落户建设 ，开发区主导产业集群
加快发展。

马剑平表示，下一步，我市将认真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总
结试点经验， 积极学习借鉴兄弟市、县
先进做法，紧盯时间节点，聚焦重点任
务，持续精准发力。 一要全面推进开发
区机构改革进度。二要尽快完成开发区
规划审批。 三要确保开发区放权到位。
四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确保高标准高
质量完成开发区各项改革任务。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开发区各项改革任务

������杜沛鑫，1985年 11 月出生， 周口市
西华县逍遥镇人， 河南益品椹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

2010 年， 杜沛鑫河南农业大学硕士
毕业，在北京等地打拼两年后，他毅然放
弃高薪工作回到家乡，在西华县黄桥乡，
与父亲一起， 通过承包荒地和返租土地
种桑酿酒，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

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转型：酿造国内最好的桑椹果酒

去年 12 月， 今年 3 月以及 5 月 17
日，在深冬、早春和初夏，记者三次来到
这个基地，见证了桑园的清冷萧索、抽枝
吐萌与硕果累累， 感慨大自然的刚健沉
雄。

5 月 17 日上午，记者一行驱车前往
杜沛鑫的桑树种植基地———机西（安罗）
高速西华出口西侧 200 米路南。 这里属
于西华县黄桥乡，处于万亩桃园之中。

“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火红的
五月进入收获的季节， 河南益品椹业有
限公司的桑椹种植基地内，香气氤氲，甜
味弥漫，紫色、红色的桑椹挂满枝头，在
阳光下流光溢彩， 这里的 300 多亩五月
桑椹熟了，迎来大丰收，也是在疫情下，
该公司迎来了丰收季。
天道有常，自然轮回。
85 后农学硕士生、 河南益品椹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杜沛鑫顶着炎炎烈日，在
基地的桑林内钻来钻去，晒得黑黑的，俨
如一位庄稼汉。他查看着果树的生长、结
果情况， 指导员工在果子成熟期内的采
摘工作。

杜沛鑫说，每年的 5 月 10 日至 6 月
10日左右是桑椹成熟期。 今年天旱加上
天气较冷，桑果晚熟几天，这不，今年的
好果子才刚刚开始。如果没有疫情，来自
郑州、漯河、许昌和周口附近市县的采摘
游玩的市民，最多时的周末，一天可以达
到数千人，车都没地方停！

“今年不行了。 受疫情影响，也怕发
生意外，来采摘的三三两两，多是本地熟
人。 我们也自觉防疫，采取闭环管理。 不
敢宣传，怕万一有意外，果园封闭了。 看
着果子烂在地里 ， 企业更加雪上加霜
了！ ”

“今年果子好啊，酸甜糯香，桑椹酒
三分酿七分果， 今年咱基地生产的桑椹
酒和酵素，口感和品质肯定非常好！ ”

疫情防控刚刚解封， 附近村庄及县
城周边的村民 60 多人，早晨 6 点多就来
到了基地采摘成熟的桑果。 成熟黑紫的
果子用手向上一托就掉，质量重，打浆发
酵酿成的桑椹酒口感更好。

杜沛鑫说：“工人一上午能采摘 200
斤左右，每斤 5 角；下午也能采摘 200 斤

左右。每个工人的日收入 200元左右，也
有一天能采摘 600斤的。 ”

临近中午，记者见到，有专门人员开
着三轮车，带着磅秤，把工人采摘的成箱
的桑椹果验质、过秤、记录，然后集中运
到地头的打浆粉碎车间，趁鲜加工，储存
发酵。

这样的加工，中午晚上各一次。
“太阳足，上午紫红紫红的，中午就

熟得黑紫，甜度非常高，随便吃，解饥止
渴！ ”工人王勋说，“也不觉得很累，中午
不耽误回家吃饭，真是甜蜜的事业！ ”

“咱们的桑树有 10 年树龄了，正是
盛果期。好时候至少还有三四十年！有的
桑树能活几千年，照样硕果累累，枝繁叶
茂。 ”

“桑树三五年就进入了盛果期，前几
年还有附近的村民悄悄过来采摘， 现在
随便吃，只要不毁坏果树就行，也没人偷
采了。 你看地上，黑压压一层，都是最好
的。 可惜了，但也顾不上了。 ”

“前几年采摘，每斤 20元。仅仅生食
采摘，不到一个月的采摘期，就能挣十多
万。 其实，桑果加工做酒和酵素，比这效
益更高！ 只是，这几年疫情，把企业困住
了。物流也受影响，现在厂里仅仅储存的
优质桑椹酒和酵素就有数百吨！ 都是好
东西啊。 但资金不能运转， 企业压力巨
大！ ”

杜沛鑫说 ：“我们去新疆收原料打
浆，阿克苏、库车、喀什等地的家家户户
门前屋后都是桑树， 城市的行道树也是
大桑树。 还有在河北、山东，我们见到过
1000多年甚至更长树龄的桑树。 ”
杜沛鑫的父亲杜建丰告诉记者，《本

草纲目》称桑树为“东方神木”，桑叶、桑
枝、桑椹、桑根等都可入药，是曾经的御
用神果。 桑叶、 桑椹为药食同源产品，
桑白皮、桑枝可做保健品。 “像桑树这样
兼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特殊树种，
古今中外不多见。 ”

杜建丰介绍， 公司除了现在开发桑
椹酒、桑椹酵素等产品外，还打算对桑叶
茶、 桑蚕文化和林下经济比如桑叶鸡、
蛋，桑木耳，树下金蝉种植养殖等全面开
发利用，唤醒沉睡的宝贵资源，让桑树园
一年四季都充满生机。 ”

杜沛鑫说：“只是，我们精力有限，资
源有限，资金技术有限，我们诚恳希望与
有意者合作，比如销售，我们愿与新闻媒
体、自媒体、网红合作，利润分成；我们愿
意与生态养殖林下鸡鸭、 金蝉的人士合
作；愿意与做桑叶茶、桑木耳的合作，免
费提供资源场地； 还可以与养蚕及丝绸
文化普及研学的单位合作， 最大限度开
发利用好这些资源，造福乡亲。我们只想
专心致志做好国内最好的桑椹果酒以及

桑椹酵素、桑椹果酱等产品。 ”

视野开阔、心胸开阔的杜沛鑫每次
见到记者，都会如实向记者坦言！

寻路： 搞活区域经济 打破内部壁垒

这似乎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也一直
引起记者的深思———

比如， 西华有酿造葡萄酒的传统历
史，但一直没有做大做强做出品牌。其他
各县市区也有类似情况。专注一孔，深掘
下挖，才能深达泉水。 类似的优质产业，
后来者可以居上，为什么有时候“老师”
却落后了。如扶沟县的蔬菜种植等，曾经
全国领先，当过山东寿光的“老师”。这些
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能否以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
定有我”的历史定力，集中人财物技，打
造各地的百年产业、百年品牌？就像当年
的宋河、莲花一样，成为飘扬在全国，代
表“周口、河南”地域产品的鲜艳旗帜？！

企业结束短视行为，避免内部折腾，
政府雪中送炭，一张蓝图绘到底，对一个
地方，对一个企业，太重要了！

另外，搞活区域经济，打破诸侯封地
意识，跳出传播学中的“信息孤岛”或“信
息茧房”， 即真正做到对内搞活对外开
放，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问题。

首届周商大会的一幕让记者印象深

刻———
一位参加会议的企业家参观我市工

业产品时， 竟然发现了梦寐以求困惑多
时的一款电机产品。 这款产品就在我市
附近县生产，他竟然不知道，却高价从河
北购买，质量不好，售后不便，还要先付
定金，价格又高！

“家门口有好东西，我却舍近求远！ ”
这样的事恐怕不胜枚举！
不论生产、销售、研发、采购、金融，

周口区域市场领域的互通互补互鉴，恐
怕大多数仍然是各自为政、坐井观天。

业内人士支招, 在全国建立国内统
一大市场的当下，首先，各县市区及全市
统一市场统一区域的共享共生， 仍然是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同一棵竹竿，一节
不通，一竿无用。区域市场的销售、运输、
互补，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说，也
是成本最低 ， 成效最大 ！ 毕竟周口有
1000万人啊！

前景：好项目一起做 走向美好未来

桑树种植 ，涉及品种 、技术 、管理 、
生产 、销售 ，可以说是贯通了一二三产
业。

桑椹果保鲜难、易损坏，不宜长距离
运输，也不宜储存。而桑椹酒的酿造与葡

萄酒的酿造工艺截然不同， 还要研发出
一套专门的技术流程。

如今， 研究生毕业的杜沛鑫已经在
这个专业几乎站在了同行业制高点！

他成功研发出桑椹酒低温保护酿造

技术，并于 2015 年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发
放果酒酿造生产许可证，2018 年又通过
国家验收发放发酵型果汁饮料生产许可

证。
“这两个证，目前在全市都是独家。 ”
2019 年，在国家正式发布酵素国家

行业标准后的首次上海酵素博览会上，
从数百个酵素产品脱颖而出， 杜沛鑫公
司研发的“五月椹”酵素荣获第三届中国
酵素节最佳创新奖。

现在， 基地已经与中科院工程研究
所、河南省农科院、河南省工业大学达成
合作，研发推出桑椹复合酵素、桑椹酒等
20 余个品种并已上市，深受省内外客户
欢迎。

目前 ， 公司仅黄桥一个基地年产
成熟新鲜优质桑椹 400 余吨 ， 可加工
生产桑椹酵素 50 多吨 、桑椹酒 150 多
吨，年产值 1300 余万。 而且，每年土地
流转能给农民租户增加 20 余万元的
租金收益 ，每年桑椹采摘 、果园管理 、
生产加工等直接雇佣当地村民 200 余
人 ，又给农民带去直接经济收入 50 余
万元。

“但是这些远远不够，还可以做得更
好。‘五月椹’桑椹原液、桑椹酒现在也成
了西华县对外交往的名牌特色产品。”杜
沛鑫坦言，由于产品品牌知名度不高，企
业只有 “为他人做嫁衣”，“我们给广东、
香港、台湾一些品牌代加工生产的产品，
价格可以卖到很高。 但是我们的自主品
牌价格却上不去 ， 企业缺乏核心竞争
力。 ”

杜沛鑫说： “我们的桑椹原液、桑椹
酒可以养生健体、美容保健、保肝强肾、
明目美颜、解酒护肝，此外，帮助消化的
效果非常明显。 所以，一旦接触，客户黏
性很强。 ”

“我们一直坚持采用绿色种植方式，
种植期间不喷洒一滴农药， 不打一滴除
草剂，拒绝使用任何化肥，坚持施用有机
肥和酵素肥， 保证每一颗桑椹果实都是
绿色健康无公害的。 桑椹酵素和桑椹酒
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这么好的产品应该
让更多人知道。 ”杜沛鑫称，欢迎关联企
业和个人与他们开展合作， 让桑椹产业
继续成为延续数千年华人的 “诗意乡
愁！ ”

“联合起来，走向美好未来！ ”这不
仅仅是杜沛鑫， 也是全市各县市区所有
好项目、好企业、好经理的共同心声！

五月桑椹迎丰收 益品椹业破“疫”题
———疫情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前景与突破

������核心提示： 桑梓即故乡！ 以农立
国的中华文明 ，几千年来 ，养蚕种桑
成为华人心目中的经典记忆和不灭

乡愁。
今天 ， 乡村振兴作为一个重大

利好政策支撑着中国航船渐行渐远

前程似锦 。 但在疫情有可能常态化
的当下 ， 面对社会活动或产业链条
流动受限 ， 如何破解乡村与城市互
成孤岛 ？ 如何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区
域互通 ， 如何建设多体多元的一体
化区域市场 ？ 如何实现周口农业大

市的特色发展、品牌发展？ 如何破解
疫情阻滞下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困

局 ？ 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急迫应对的
现实问题 。 河南益品椹业有限公司
实行种植 、深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现
在农业经济模式 ， 为我市农业及其

经济产业 ，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 ，实
现稳步发展 ， 不仅提供了良好的发
展思路，还探索了新路径。

作为案例解剖， 记者三次来到西
华黄桥———全市最大的桑椹酿酒采摘

基地探访调研！

记者 刘彦章/文 梁照曾/图

疫情下采摘桑椹

杜沛鑫给员工讲解成熟期的桑椹管理

工作人员将运回的桑椹打成酱冷储

工作人员收运桑椹
������本报讯（记者 彭慧）首轮行动排查
了多少房屋， 存在隐患和问题有哪些，
采取哪些相应措施，5 月 20 日上午，省
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督导

组陈利一行深入中心城区，重点了解川
汇区经营性自建房和人员密集性场所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情况，要求各单
位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坚决守住不发生
重特大事故的红线底线。

当日上午，在市区中原路一家经营
保健品公司的多层小楼内，当初审批时
该楼作为公寓楼用于居住使用，排查中
发现，该公司擅自将二楼两间房屋中间
的墙体打掉，当作整间仓库来堆放一些
保健品、杂物等，“首先要鉴定打掉的是
不是承重墙，况且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是
坚决不允许的，也存在安全风险隐患。”
据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不仅是
经营性自建房，还包括学校周边的租赁
房、临街老旧家属院‘住改商’、各类商
业娱乐场所、医院周边的小旅社、校外
民办教育机构、多个城中村等重点关键
部位，都是我们此次安全排查的重中之
重。 ”

座谈会上，督导组强调，要坚决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
重要批示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
署，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永远不抱侥幸
心理，落实落细目标任务，形成合力统
筹推进，确保群众生命安全；要“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细化任务织密网
格，首轮排查网要织得密之又密，做到
底数清、责任明，同时扩大宣传覆盖面，
提升群众知晓率； 要精准分类推进，建
立安全“问题、措施、责任”三个清单，做
到“三个第一时间”，存在重大隐患或鉴
定为 D 级危房的第一时间撤离全部人
员，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根据隐患程度
高低及时停用，第一时间整改，确保整
改措施落实到位， 风险隐患消除到位，
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红线底

线。
此外，据了解，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各类房屋排查的牵
头责任单位，以村（社区）为单位实行网
格化管理， 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参与监
督，统筹多部门综合执法，把经营性自
建房排查整治与“九小”场所和沿街门
店、燃气管网等整治结合起来，纳入任
务跟踪督办，直至整改完毕。 ③9

织密“排查网” 筑牢自建房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 （记者 黄佳）5 月 20 日下
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周口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期间佩戴口罩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新闻发布会。 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伟，市政
府副市长马明超出席新闻发布会。 市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建中主持新闻发

布会。
新闻发布会上， 王伟介绍了作出

《决定 》的必要性和 《决定 》的起草过
程，并对确保 《决定 》实施效果提出要
求。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复杂， 市人大常委会就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期间佩戴口罩专门出台

《决定》，目的在于动员全市人民进一步
增强防护意识， 养成佩戴口罩的习惯，

阻断疫情传播，实现从“要我戴”到“我
要戴”、从“要我防”到“我要防”的意识
转变，让戴口罩成为全市人民的规范行
为和自觉行动，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
的防控效果。 《决定》 以严格的制度规
范，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会议要求，贯彻实施《决定》，需要
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是政府要切实
加强领导， 采取得力措施落实好 《决
定》。二是相关部门要履行好主体责任。
三是抓好《决定》的监督检查。四是各级
人大代表要带头规范佩戴口罩，主动亮
身份、当先锋、作表率，做好宣传引导工
作， 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
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委室负责同志就《决
定》的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媒体记者
的提问。 ②7

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孙靖）5 月 20 日，我
市召开全市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安排部署夏粮丰产丰收工作。 副市
长马明超、市政协副主席李锡勇参加会
议。

马明超指出，抓好粮食生产、做好
“三农”工作、稳住“三农”基本盘，对于
保持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具有

特殊重要意义。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
全大局， 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稳定
粮食生产重大政治责任，合理布局，主
产区、 主销区、 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
积、保产量。 一定要增强前瞻性，始终
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抓好粮食生产，

保障粮食安全，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

马明超强调， 要接续抓好夏粮生
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各县（市、区）和
有关部门一定要抓好小麦后期管理，抓
好小麦机收会战， 抓好小麦机收减损，
抓好夏粮收购， 切实搞好技术服务，确
保农机正常上路和跨区作业，切实抓好
粮食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要全力
抓好秋粮生产，确保应播尽播、面积只
增不减，加快夏种进度，全力推进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抓好秋季农业防灾
减灾，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夺取全
年粮食丰产丰收。 ②7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