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风景图

责任编辑：郭怡晨 美术编辑：陈琼 电话：6199503 ２０23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五西华新闻 5

西华：培育两大主导产业 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
□记者 张猛 孙靖

耕德电子展厅内展示着各类智

能终端电子产品，科技范儿十足；双
汇食品每年可屠宰肉鸡 1 亿只，平
均每天屠宰 33 万只、 每小时屠宰
2.5 万只……日前，记者走进西华县
产业集聚区看到， 一条条智能生产
线正有序地运转， 一辆辆装满产品
的货车将驶向全国各地。

近年来 ， 西华坚定贯彻省委
“十大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抢抓市
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

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率先建成农业

强市的机遇，立足西华基础优势，着
力培育智能零部件生产和食品加工

两大主导产业， 奋力打造全国有影
响的智能零部件生产基地和肉鸡

养殖屠宰加工基地。
在智能零部件方面， 西华重点

培育耕德电子、 凯旺科技等龙头企
业， 全力支持耕德电子做大做强。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耕德电子已由
原来的百人工厂， 发展到现在的用
工 9000 人、年产值 20 亿元、税收超
亿元的现代化企业， 成为华为公司
在中部地区最大的智能终端金属

结构件生产基地。目前，华为公司发
布的 Mate 系列产品旗舰机型销售
火爆， 耕德电子的订单到今年年底
已上调 20%，预计 2024 年的订单量
将比 2023 年增加 50%以上，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

在食品加工方面， 西华重点培
育双汇食品 、佰食特食品 、枣花面
业等龙头企业，全力支持双汇食品
做大做强。 双汇食品肉鸡全产业链
项目已完成投资 23.1 亿元（肉鸡孵
化厂、饲料加工厂、肉鸡屠宰厂、熟
食加工厂已建成投用，年孵化肉鸡
1.2 亿只 ，加工饲料 80 万吨 ，屠宰
肉鸡 28 万吨， 加工熟食 6 万吨），
可实现年产值 36 亿元、 利税 2 亿
元。 西华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肉鸡养
殖屠宰加工基地，通过推进养殖单
元下乡、建立“双绑”机制，带动 1.2
万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为周口市
率先建成农业强市提供了产业支

撑。
目前， 西华两大主导产业全面

起势、发展迅猛。“我们有决心、有底
气通过 3年的努力， 把西华两大主
导产业打造成两个百亿级产业集

群， 让部分头部企业在全省乃至全

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该县有关负
责人说。

从招商引资到项目落地， 再到
智能零部件生产和食品加工两大主

导产业蓬勃发展， 西华下足了真功
夫。

科技引领搭平台。 该县以争创
省级高新区为牵引 ，加快推进 “双
创”中心建设，目前，已建成研发中
心、商务中心、人才公寓、“双创”孵
化园和中试基地， 正在推进各类创
新要素向“双创”中心集聚，着力把
“双创 ”中心打造成初创企业的孵
化器 、科创人才的集聚地 、科技创
新的示范区。 加大创新型企业培育
力度 ， 先后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
136 家 、高新技术企业 14 家 、专精
特新企业 8 家，全县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活动覆盖率达到 72.1%。 强力
推进企业智能化改造，企业的外部
形象和内在品质大幅提升，科技创
新已成为全县的思想共识、企业的
自觉行动。

整合资源聚合力。 在省委“项
目为王”工作导向和“三个一批”项
目的强力引领下， 该县已实施 9 期
“三个一批”项目 88 个（“签约一批”

项目 26 个 ， “开工一批 ”项目 33
个 ，“投产一批”项目 29个），项目履
约率、开工率、投产率均为 100%。以
培育产业集群为导向， 围绕龙头企
业开展链式招商，着力串企成链、集
链成群；围绕耕德电子，招引上下游
关联企业 13 家； 围绕凯旺科技，推
进企业由单一的线缆组件生产，向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等“风口”产
业迈进，资源整合能力明显增强，引
领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纾困解难助发展。 今年以来，
该县在 “万人助万企 ”活动中先后
为企业办实事 113 件，帮助企业招
工 9300 人、融资 28.1 亿元。 加大技
能人才培训力度 ， 新增技能人才
4.2 万人、 高技能人才 1.7 万人，为
群众高质量就业和企业高效率用

工提供了有力支撑。 开展政府“履
约践诺 ”专项行动 ，全面兑现政府
承诺 ，落实各项惠企政策 ，企业的
满意度大幅提升。 随着营商环境的
持续优化，企业来西华投资的信心
显著增强。 今年以来，该县签约落
地的项目大部分是以商招商的结

果，逐步形成了“花香蝶自来”的局
面。

������经过改造提升，西华县女娲转盘焕然一新，连接着县城 5条主干道，在交通标识的指示下，行人、车辆各行其道，交通井然有序。 图为 11 月 7 日记者航拍
的西华县女娲转盘。 记者 张猛 孙靖 摄

将天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产业发展优势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

员 常军伟） 11 月 1 日，县委书记田
林带领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到贾

鲁河闫岗大闸调研调蓄水工作。 他
强调 ，要统筹谋划 ，注重保护与利
用相结合，将宝贵的天然资源优势
转化为生态产业发展优势，造福百
姓。

西华地处黄淮平原中部，属黄
淮流域 ，境内有沙河 、颍河 、贾鲁
河、鸡爪沟、双狼沟、清流河等 14 条
河道，水资源十分丰富。

田林指出， 水利工程建设事关

民生福祉， 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在防洪除涝、拦蓄调水灌溉、补
充地下水源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县直相关单位要严把工
程质量关，着力打造精品工程、百年
工程，使水利工程更好地造福百姓、
惠及群众。要制定应急措施，正确处
理工业、农业和生产用水的关系，统
筹做好供水调度及应急供水工作，
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 要加
强节水宣传， 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
体，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节约
用水的良好氛围。

做活生态水文章 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

员 袁亚军） 11 月 2 日，县长马昭才
带领县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实地调研水系连通工作进展情况。
他指出， 做好水系连通工作对提高
水资源统筹调配、 改善流域水环境
和农村人居环境、 加快推进乡村振
兴具有重要意义。

马昭才一行先后到清河驿乡污

水处理站、女娲湖、国有西华林场大
沙沟沿线、东王营乡污水处理站和林
下鸵鸟园、 引黄调蓄节制闸等处，实
地查看水系连通工程建设情况，详细
了解污水处理站管理运营、 河道治
理、林下经济发展、景观提升等工作
开展情况，认真听取水系连通工作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办公研究解

决措施，并提出工作要求。
马昭才强调， 县直相关单位要

高度重视， 立足河流自然禀赋及功
能要求，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抓实
抓细河道沟渠的清淤、护坡、绿化，
全力以赴推进水系连通工作， 确保
早日建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美丽乡村。 要发挥国有西华林场在
苗木方面的优势， 以栽植本地树种
为主，因地就势、合理搭配，做好景
观提升工作。 要牢固树立“一盘棋”
思想， 各乡镇和县直相关单位之间
要加强协同配合， 把水系连通工作
同发展特色产业、林下经济、生态旅
游等有机结合起来， 不断改善农田
水利灌溉条件和生态环境， 促进文
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为农机手“充电” 为“三农”护航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

员 李剑锋） 为强化农机安全管理，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发

生，日前，县农机中心组织开展农机
安全生产培训活动。

该中心抽调 12 人， 组建 4 个
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小分队，深入各
乡镇宣传农机安全生产常识、农机
田间操作技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等。同时，开展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安全技术检验，对农机手进行

培训 ，面对面与农机手交流 ，手把
手传授农机技术，提醒农机手不饮
酒驾驶 、不疲劳驾驶 、规范操作农
机。

通过培训，广大农机手掌握了
农机的原理结构、性能和操作方法，
了解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
一步增强了安全生产和法律意识。
截至目前， 该中心已举办培训活动
16 场次，发放宣传单 2100 份，培训
农机手 1210人次。

特色种植铺就助农增收幸福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常军伟

眼下 ， 正值西蓝花采收的季
节。 近日，记者在西华县叶埠口乡
长乐行政村的无公害西蓝花种植

基地看到 ，连片的西蓝花犹如 “碧
绿的海洋”， 几十名村民在地里来
回穿梭，采摘、搬运西蓝花，现场一
派繁忙景象。

来自浙江的颜军民从小跟着父

亲种植特色蔬菜，有着丰富的种植、

销售经验，是叶埠口乡请来的“土专
家”。颜军民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蔬菜
口感和营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西
蓝花凭借丰富的营养悄然走上了市

民的餐桌。西蓝花耐储运，市场行情
稳定，经济效益可观。 今年，他在长
乐行政村承包 300 亩土地， 建立了
无公害西蓝花种植基地。

与此同时 ，颜军民免费向附近
村民传授西蓝花种植技术， 帮助附

近村民销售西蓝花， 使附近村民靠
种植西蓝花增收致富。

“今年， 我种了 300 亩的西蓝
花， 两季的产量在 180 万斤左右。
我与外贸公司合作，将西蓝花销往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300 亩西
蓝花的产值在 360 万元以上。 ”颜
军民说。

据悉 ，近年来 ，叶埠口乡不断
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立足
当地空气质量好、水资源充足、交通

便利的优势， 扩大高效农业种植面
积，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为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创造有利条件，全乡经
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

叶埠口乡党委副书记杨广员

说 ：“我们乡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适度流转土地，打造特色农业产
业园， 引导村民发展西蓝花、 小辣
椒、 菊花等特色种植， 实现农业增
效、 农民增收， 进一步助力乡村振
兴。 ”

优质电力服务护航“双十一”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徐浩然） “双十一”不仅要拼手速还要
拼网速，有电是有网络的保障。 11 月
6 日上午， 国网西华县供电公司焦裕
禄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到址坊镇中

通快递豫南分拨中心和黄桥乡裴庄

村电商服务站，再次对配电设备进行
巡检，为电商企业“双十一”大丰收保
驾护航。

“从事快递行业 ，最重要的就是
有电、有网络，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分

拨中心发展到今天， 离不开电力部门
的大力支持。”址坊镇中通快递豫南分
拨中心负责人常根领告诉记者。

“对我们直播行业来说，最怕的就
是突然断电， 这次电力人员提前为我
们做好服务保障，真是太感谢了。 ”黄
桥乡裴庄村电商服务站一直播间负责

人说。 据介绍，连日来，国网西华县供
电公司黄桥中心供电所积极组织人员

走进辖区电商服务站、商业街，宣传安
全用电常识，对供电线路等进行检查，

确保电网安全运行。
据了解， 西华作为河南省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率先建起豫东
地区规模最大的电商产业园， 在乡村
建网设点，形成县、乡（镇）、村服务网
络，让逍遥胡辣汤料、黄桥大桃、西夏
小香瓜、奉母粉条、赵庄牛肉等特产走
向全国，有效繁荣了农村经济，促进了
群众创业致富。

“双十一”不仅是电商企业、快递
和物流公司的战场， 更是对供电服务

的严峻考验。每年“双十一”前，国网西
华县供电公司都会立足实际， 对电商
产业园区及村级电商服务站周边的

高、低压线路进行全面巡视，组织人员
主动上门走访，了解电商企业、快递和
物流公司的特殊用电需求， 完善供电
措施，密切关注“双十一”期间电网运
行情况，加强用电负荷监测，在优化电
网运行方式的基础上，为电商企业、快
递和物流公司提供安全、 可靠的电力
保障。

西华警方万里追凶
潜逃 27年嫌犯终落网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何强

1996 年，西华县东夏亭镇的闫
某龙与闫某华酒后发生口角， 闫某
龙将闫某华杀害后畏罪潜逃……

案件发生后， 县公安局迅速组
织警力开展侦查、抓捕工作，但受限
于当时的条件，此案一直悬而未破。
27 年来 ， 办案民警换了一批又一
批， 但西华警方从未放弃对闫某龙
的抓捕。 其间，办案民警辗转多地，
对相关线索进行摸排、甄别，不间断
地开展侦查工作， 可是闫某龙就像
人间蒸发了一样。 此案也成了所有
经办民警的一块“心病”。

“三川利剑 ”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立足主责主
业，紧盯辖区命案积案，广辟案件线
索，坚持深挖细查。

2023 年 7 月， 围绕潜逃 27 年
犯罪嫌疑人闫某龙开展深度研判

和细心摸排时 ， 办案民警发现其
极有可能藏匿于新疆 ， 便立即向

县公安局领导汇报 。 县公安局抽
调精干警力 ， 赶赴新疆全力开展
抓捕工作。

办案民警不辞辛劳 ， 辗转新
疆乌鲁木齐 、伊宁 、喀什 、阿克苏
和哈密等地 ，行程万里 ，查找犯罪
嫌疑人闫某龙的踪迹 。 在哈密，一
个名叫“刘人杰 ”的男子进入办案
民警的视线。通过对“刘人杰”进行
详细调查 ，办案民警了解到 “刘人
杰 ”长期靠打零工为生 ，不用身份
证，从不回老家。 经仔细比对，办案
民警确定 “刘人杰 ”就是犯罪嫌疑
人闫某龙。

在哈密警方的密切配合下，经
过两天两夜的蹲守，10 月 30 日，办
案民警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闫某龙抓

获。经审讯，闫某龙对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11 月 3 日，办案民警将潜逃 27
年的闫某龙从新疆押解至西华。 目
前，闫某龙被羁押在当地看守所，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社会新闻

������去年以来，西华对县城多条道路进行改造提升，扮靓城市“颜值”
的同时， 大大改善了群众出行环境。 图为 11月 7日工人施画道路标
线。 记者 张猛 孙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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