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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县澄明食品工业园被省政府列为预制菜研发生产基地
本报讯 （记者 侯国防 文/图）为

抢抓新机遇、培育新优势，加快发展预
制菜产业， 日前，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河南省加快预制菜产业发展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到，
到 2025 年，河南全省规模以上预制菜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000 亿元；全
省规模以上预制菜企业超过 200 家，
其中 10 亿元以上企业超过 30 家，培
育预制菜上市企业 5 家以上。 到 2025
年，制定发布预制菜产业团体标准 20
个以上、 地方和行业标准 10 个以上，
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5 个以上。

《方案》在重点任务中提到：打造预
制菜产业重点基地，推动各地立足资源
禀赋，聚力支持预制菜重点企业、重点
园区发展，以漯河、郑州、南阳、新乡、信
阳、商丘、许昌、鹤壁、周口、安阳等为重
点， 培育建设一批预制菜研发生产基
地。 其中，我市鹿邑县澄明食品工业园
成为加快园区建设重点园区之一。

据了解， 澄明食品工业园是鹿邑
县 “五链耦合” 模式的新型食品工业
园，主要聚焦食品制造领域，覆盖食品
生产加工装备、食品生产原料、食品包
装设计及服务配套发展上下游产业

链。该工业园通过加速推动产业链、供
应链、创新链、要素链、政策链“五链耦
合”，大力培育独特的百亿级火锅食材
特色产业集群。

自 2019年 10月开始筹建以来，澄
明食品工业园采取 “一二三产联动发
展、产业循环+资源循环（土地）+资本
循环”的双联动生态发展模式，以“澄明
速度”从“六个一”快速向“十个一”食品
工程迈进， 即一个番茄———澄明食品、
一个辣椒———伟红椒业、 一头牛———
和一肉业、一只羊———茂源肉业、一只
鸡———大家旺食品、 一个肉丸———丸

来丸去食品、 一根肥肠———胖嘟嘟食

品、一串鸡翅———野火烧鸡翅、一锅好
汤、一个猪蹄。其中，胖嘟嘟肥肠正在试
产，野火烧鸡翅将于年底投产，一锅好
汤正在选址，一个猪蹄正在洽谈中。 澄

明食品工业园 2021 年实现产值 15 亿
元，今年产值有望突破 30亿元。

为打造产业创新新高地，今年 8月
上旬，澄明食品工业园经过努力实施了
“地、产、学、研”四方签约。 河南农业大
学与鹿邑县政府校地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省食品工业科
学研究所与澄明食品工业园产学研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鹿邑成功举行。
河南农业大学领导与鹿邑县委书

记李刚共同为“河南农业大学、澄明食
品工业园科研协同创新中心”“河南农
业大学大学生就业创业和实训基地”
揭牌； 河南省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有

限公司负责人和锅圈食汇创始人杨明

超共同为 “河南澄明食品工业园预制
菜（预制餐）研究中心”“国家食品企业
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心澄明分中

心”揭牌。
此次校地、校企开展合作，以澄明食

品工业园为载体，校企通力协作，将助推
园区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火锅烧烤食材生

产基地， 助力工业园成为鹿邑县域经济
发展增长极、周口食品工业发展新高地、
河南食品工业发展新亮点。

同时，澄明食品工业园以“科研协
同创新中心”“就业创业和实训基地”为
平台， 围绕火锅烧烤食材生产加工，联

合进行科技攻关和技术合作，开展多学
科技术集成应用研究，形成一批带动产
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把园区打造成原始
创新的高地、行业关键难题攻关的主阵
地、产业创新推广的示范高地，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据悉， 澄明食品将着力推动入园
企业的科技创新，在研发、口味、工艺、
标准、包装等方面赋能企业创新，向创
新要效益，以创新谋发展。 未来，澄明
食品工业园将继续在全国整合高端创

新资源，赋能入园企业，打造食品产业
创新新高地， 为大力培育预制菜研发
生产基地提供坚实保障。 ②18

市公路局开展“四送一助力”帮创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文明单

位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帮扶乡镇文
明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迈上新

台阶，助力乡村振兴，11月 4日，周
口市公路管理局赴商水县袁老乡

开展“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活动。
市公路局文明创建工作相关

同志及志愿者一行来到袁老乡敬

老院，详细了解老人们的身体状况
和生活情况，给他们送去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温暖。

在此前的帮创活动中，市公路
局党委时刻关注着袁老乡人民群

众的出行安全问题，对该乡的主要
路段进行摸底排查，及时组织专业
施工队伍维修破损路面，确保乡镇

道路及设施完好，让村民的幸福路
走得更舒心。 同时，市公路局充分
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在
该乡开展形式多样、 明白易懂、切
合实际的文明宣传帮创活动，推动
乡村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下一步， 市公路局将紧紧围
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推进移
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涵养良好
家风的目标任务， 常态化开展好
‘送政策、送文化、送健康、送温暖’
等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诠释
文明单位的责任担当，为促进城乡
文明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市公路
局副局长闫玉梅表示。 ②15

（王丹）

交警携手志愿者共同创建文明城

西华艾岗：200亩菊花滞销 村支书代言促销
受新冠疫情影响，西华县艾岗乡 200 亩菊花滞销。 11 月 5 日，该乡潘北村

党支部书记郑国昌出镜录视频为花农代言，帮助花农促销。
记者 张猛 通讯员 苏韵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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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空巢”变“暖巢”

市侨联开展关爱侨界空巢老人活动
□记者 王慕晨

今年以来， 周口市侨联始终坚
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积
极开展各项侨联工作，践行知侨情、
暖侨心、护侨益的理念，打通为侨服
务“最后一公里”，切实增强归侨、侨
眷等侨界人士的认同感、 获得感与
幸福感， 为推动侨联事业发展凝心
聚力。

知侨情 把“人”组织起来
为深化为侨服务工作， 为空巢

家庭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今年以
来， 周口市侨联在全市侨联系统开
展空巢侨眷统计专项工作。 为确保
统计工作顺利进行， 市侨联结合实
际，多措并举，成立空巢侨眷统计工
作领导小组，制订工作方案，保证侨
情信息掌握精准化、 侨胞问题解决
及时化。 同时，市侨联以大数据、网
格化为依托，建立侨情信息数据库，
实行侨联工作网格化管理， 深化了
“进侨家 、访侨情 、聚侨心 、汇侨力 ”
工作， 为积极探索新时期侨联工作
夯实了基础。

暖侨心 把“心”凝聚起来
针对部分侨眷年龄大、 生活孤

独、居住分散等问题，今年以来，周口
市侨联在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期
间开展了 8 次慰问侨眷活动。当佳节
来临之际，市侨联及时组织领导班子
成员上门慰问，详细询问侨界空巢老

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老人
保重身体，健康快乐地生活，遇到困
难及时与政府联系， 为老人送上温
暖。市侨联还积极开展“欢乐庆元宵
同心共此时”“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
程” 主题党日活动、“话端午文化 讲
中国故事” 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让侨眷们在猜灯谜、学党史、祭先贤
中体会温暖。

护侨益 把“力”汇集起来
为增强归侨侨眷法律意识，保障

侨界人士合法权益，形成“学侨法、维
侨权、护侨益”的良好氛围，周口市侨
联积极拓展“线上+线下 ”侨法宣传
双路径， 进一步宣传和普及侨法知
识。 线上通过微信工作群等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等，全方位传播法律知识，取得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益。线下开展
以 “疫情防控法制宣传”“一法一办
法”“宪法宣传周”“落实‘八五’普法
规划”为主题的侨法宣传活动，侨联
干部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和贴切实际

的案例向侨眷及居民群众讲解有关

法律法规。 巧借文化广场、公园等人
员聚集场所开展普法宣传，沉浸式将
侨法送至老百姓身边。

接下来， 周口市侨联将进一步
推动为侨服务工作向更广领域 、更
深维度发展， 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的 “知心人 ”，谱写为侨服务新
篇章。 ②15

本报讯（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赵辉 文/图）为进一步提高文明交
通志愿者宣传劝导能力，助力我市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11 月 4 日，周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队联合

铁骑大队、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群
团活动服务中心对“创文”岗志愿
者进行集中培训，组织志愿者开展
“文明交通宣传劝导” 志愿服务活
动，用实际行动传递“文明交通、从
我做起”的正能量。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队大

队长史大领根据辖区交通环境特

点，重点围绕行人闯红灯，非机动

车逆向行驶、闯红灯、驶入机动车
道，骑乘电自行动车、摩托车不戴
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和不文明交

通行为如何规范宣传劝导进行培

训，并对开展劝导工作中的个人安
全防护等进行了详细讲解。

在现场，志愿者们热情耐心的
文明劝导，进一步提升了志愿服务
社会的文明形象，引导和教育广大
市民安全驾车、文明出行，营造了
文明礼让、 遵章出行的良好氛围，
为周口“创文”工作增添了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赞
誉。 ②15

巩固拓展致富路 唱好振兴“三部曲”
“俺村里二十几个脱贫户都有增

收途径，村里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近日，记者走进沈丘县白集
镇白集行政村采访，所见所闻给人的
印象就是“感叹”。该村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
县纪委监委驻村第一书记张闪闪和

村委一班人，坚持一户一策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唱响乡村振兴“三部
曲”，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广。

一户一策稳增长

“快到屋里坐坐， 看俺又新买了
一辆电动三轮车。 ”10 月 23日，记者
来到白集行政村采访，当走到监测户
崔秀梅家大门口时，正在院中小菜园
栽菜苗的崔秀梅看到门外的驻村第

一书记张闪闪时，立即放下手中的菜
苗，笑呵呵地迎出来，热情地向屋内
让。 记者走进了她的院中。 只见院内
东边部分铺成了水泥地面，西边是一
个小菜园， 菜园四周垒成了花墙，三
间堂屋外墙洁白的墙壁把整个院落

衬托得更加洁净。堂屋正中央摆放着
一张三斗桌，屋内没有隔墙，西边两
只铁皮柜、 东边木柜子充当了隔墙，
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一应俱全，西间
放着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和一辆

两轮电动自行车。
“屋里的家具都是张书记给张罗

的，三轮车是我用工资刚买的。”崔秀
梅今年 81岁，身体硬朗，说话的声音

很响亮。 她说，自己和儿子在一起生
活，前些年由于家庭贫困，儿子至今
未婚。 脱贫攻坚开始后，家里享受到
了当地帮扶政策， 还给她家翻修了
新房，铺上了水泥地面，特别是去年
张闪闪担任第一书记后， 又给她家
送来了电视机 、电冰箱 、大衣柜等 ，
还隔三岔五地到家里坐坐， 又给她
的儿子安排了工作，“要不是遇到这
好时代 ，我咋能活到 80 多呀 ，托共
产党的福呀。 ”

离开崔秀梅的家，沿着满是绿荫
的街道，记者又来到脱贫户王保玉的
烧鸡店，他正在为顾客包装烧鸡。 看
到我们后，他热情地让烟，口齿不清
地说道：“太感谢张书记了。”据了解，
王保玉今年 33 岁， 幼年时一场大病
落下了 “口吃”， 后来父母又不幸病
逝，成为一名孤儿。没有致富技能，自
暴自弃，又破罐子破摔，虽然享受到
了各项帮扶政策，但是不能持续增收
还是成为村干部心中的一个结。

扶贫先扶志。 2021年，张闪闪担
任驻白集行政村第一书记，在走访中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想着法解决王
保玉的思想问题。通过不知多少遍的
谈心，王宝玉终于答应走出家门。 随
后，张闪闪通过多方联系，为他找到
一家制作传统烧鸡的老店，免费教王
宝玉烧鸡制作技术。通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 王宝玉掌握了烧鸡制作技术，
并在白集商业街上开了一家店铺。由
于货真价实，店铺一开张就赢得了认
可，每月都有几千元的收入。 王宝玉
不好意思地说，前几天，通过他人介

绍， 与一名在沈丘务工的女子相识，
正准备结婚，“张书记，到时候，我给
你送喜糖。 ”王宝玉涨红着脸说道。

走在白集行政村的街道上，农户
的庭院内不时传出机器的声响，“我
们这里有好几家家庭服装加工厂，对
外进行来料加工， 也就几部机器，在
家里的留守人员基本上都闲不住。 ”
正在街上巡视的村干部黄勇说。

据了解， 白集行政村共有群众
364 户 1264 人，其中困难户 14 户 33
人。 目前，全村务工和经商办企业人
员达到 266户 429人，14 户困难群众
都有了自己的生意或者公益性岗位，
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2.56 万元 ，群
众的收入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拆旧立新环境美

白集行政村位于沈郸路东侧。走
进村庄， 只见白墙绿瓦错落有致，墙
上的宣传画大气醒目，大街小巷全部
铺成了水泥路面，装上了路灯。 街道
两边的大叶女贞在秋日暖阳的照耀

下呈现着诱人的墨绿色，桂花树散发
着一股股清香。 村头是一座游园，秋
日里显得恬静清雅，对面是一条南北
走向的小河，沿河是一条洁净的环村
道路。

沿环村道路向北，来到了古色古
香的百善园。百善园占地 20 余亩，园
内廊回路转， 百善湖里水波荡漾，群
众阅览室内，几名村民在聚精会神地
看书，村史馆里摆放着旧农具和老物
件，不时有群众前往参观。

白集行政村党支部书记黄玉忠

介绍说，百善园原来是一座庙宇所在
地，由于年久失修，房屋早已荡然无
存，成了一个垃圾场。今年以来，驻村
工作队和行政村两委持续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施“三边四化
五美”工程，拆除原来的残垣断壁，在
庙宇旧址上面建起了百善园，同时对
村庄周围黑臭水体进行治理，建成了
人工湖、沿河游园、街头游园，还建起
了群众阅览室和村史馆，对全村大街
小巷进行硬化、绿化和美化，村里还
成立了腰鼓队等文艺团体，“一到晚
上，几处园子里可热闹了，现在这里
的环境多清新呀，这里的条件不比县
城差。 ”他自豪地说。

集体积累步步高

“目前，白集行政村目前还是四
星支部，集体积累是个短板，我们正
在补齐这个短板，向五星支部迈进。”
驻村第一书记张闪闪说。

在白集村南边是一处占地 8.64
亩的光伏发电站，光伏板在太阳的照
耀下闪闪发光。光伏发电站的收入除
去群众分红和管理人员费用外，每年
可增加集体收入 5.35 万元。 “村里还
建起了服装加工厂等， 各项加起来，
每年的集体收入已经达到 10 万元。
目前， 我们正在进行土地整理工作，
村里准备用整理后的土地筹建高效

农业园区，每年可增加集体收入 3 万
元，我们的五星支部创建指日可待。”
张闪闪信心十足地说道。 ①6

□记者 高洪驰 文/图

白集行政村百善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