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 场 活 力 持 续 增 强
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我市一季度经济“成绩单”出炉

������本报讯 （记者 郭董航 通讯员 李
会杰） 4 月 22 日，记者从市统计局获
悉 ，2024 年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情
况发布。 初步核算，一季度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8%， 高于全省
1.1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在若干政策
措施推动下，今年一季度，全市生产
需求持续改善， 质量韧性持续提升，
市场活力持续增强，经济运行实现良
好开局。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随着率先建
成农业强市强力推进，我市农业生产
效能稳步提升。 一季度，全市农业总
产值实现 161.08 亿元 ， 同比增长
3.2%。 春耕备耕工作扎实推进，病虫
害防治工作有序推进，小麦苗情形势
较好，为夏粮丰收夯实了基础。

工业生产提速回升。 一季度，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高于全省 1.8 个百分点。 制造
业拉动有力，全市规模以上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8.8%， 拉动全市工业
增长 7.3 个百分点。

服务业稳步增长。 一季度，全市
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4.9%，
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42.9%。
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增长，1—2 月，规
模以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
增长 34.1%，规模以上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4.1%。

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我市坚
持项目为王， 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
资，有效投资持续扩大。一季度，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4.3%，高于全省
11.4 个百分点。 分领域看，工业投资
增长 53.8%，（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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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临蔡镇：创新“1+1+N”综合执法新模式
������为提升执法效率， 加强执法合
力， 确保下放的行政处罚权能够放
得下、接得住、用得好、有成效，近年
来，临蔡镇积极探索并实施了“1+1+
N”的运转模式，通过部门先行、综合
执法大队跟进、多方参与的方式，实
现执法效率和执法水平的显著提
升，为临蔡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部门先行：开创监管新篇章
在 “1+1+N”运转模式中 ，部门

先行是整个工作体系中的关键一
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整个
监管链条的起始点， 承载着发现并
解决各类问题的重大使命。 在这一
环节， 各职能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和
权限，积极主动开展日常监管、巡查
检查等工作。 一旦发现问题，各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及时将情况上报给主
要领导，并出具问题整改建议书，向
违法主体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之处， 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和要
求。 通过整改建议书的发放，职能部
门不仅向违法主体传达了监管部门
的决心和态度， 也为其指明整改的
方向和路径。

2023 年 8 月， 临蔡镇环保所在
接到群众反映后林村某养殖场粪污
直排的投诉后， 立即组织工作人员
赶赴现场核实处理。 经取证，临蔡镇
环保所工作人员发现群众反映问题
属实，并将情况上报给分管领导。 临
蔡镇环保所立即出具问题整改建议
书， 要求该养殖场将沟内排放的粪
水限期清理并整治沟渠， 建设沉淀
池并定期抽污处理， 对产生的粪水
做到日产日清， 尽量减少气味扰民
的情况发生。 5 天后，临蔡镇环保所
组织人员对整改结果进行全面核
查，确保所有整改措施落实到位、整
改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经复查，该养
殖场已按照整改要求整理完毕。 整
改结束后， 临蔡镇环保所将定期对
整改区域进行回访和跟踪， 评估整
改效果的持久性， 一旦发现新的问
题或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整改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综合执法大队跟进： 强化执法
新力量

在职能部门下发整改建议书
后，若违法主体拒不整改，职能部门

将情况及时上报给分管领导， 并提
供相关执法依据， 经分管领导提出
申请、镇主要领导批示后，开展联合
执法工作。 综合执法大队在接到批
示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会议，
对案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要求进
行深入解读，明确执法目标和任务，
制订详细的执法方案， 向违法主体
下达整改通知书， 要求其限期完成
整改，组织相关部门监督实施。 整改
结束后，职能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
格后，将案件移交给相关职能部门，
由其进行后期跟踪、监管。

多方参与：构建共治新格局
在综合执法过程中，综合执法大

队与供电所、消防站、派出所等多方
力量协同作战， 通过召开联席会议、
开展联合行动等方式，充分调动各方
参与执法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执法
合力。 这种多方参与的模式，不仅增
强了执法的威慑力，也提高了公众对
执法工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2024 年 1 月 26 日，临蔡镇自然
资源所在例行巡查过程中， 发现南
街村民朱某英违法搭建彩钢棚后 ，

立即下发三日内拆除违法建筑整改
建议通知书。 朱某英在接到通知后，
未按照要求及时拆除。 临蔡镇自然
资源所将案件上报给分管领导。 经
研究决定， 分管领导同意将该案件
移交给综合执法大队。 综合执法大
队迅速立案， 向朱某英下达拆除通
知，朱某英未按要求整改。 随后，综
合执法大队组织力量， 并协调供电
所、 消防站等工作人员开展联合执
法， 于一周内将违规搭建的彩钢棚
拆除完毕，并达到复耕要求。 执法结
束后，临蔡镇自然资源所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后， 综合执法大队负责整
理案件卷宗存档， 并将案件移交给
镇自然资源所进行后期日常监管 ，
形成闭环管理。

通过推行“1+1+N”运转模式，临
蔡镇不仅提升了执法工作的效能和
水平，还推动了镇域的社会和谐稳定
与发展，为临蔡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
坚实基础。 未来，临蔡镇将继续深化
“1+1+N”模式的实践探索，不断创新
执法方式、提升执法能力，为打造更
安全、更稳定、更和谐的社会环境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②5（邵郭辉）

绘就诗和远方新画卷 打造近悦远来新格局
太昊伏羲陵 5A级景区：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孙自伟

暮春时节， 淮阳城区滴翠柳绿、
姹紫嫣红。 龙湖西岸近千亩的伏羲文
化公园内馒头柳 、红森槐 、乌桕郁郁
葱葱， 清新的空气让人心旷神怡；绵
延数公里的陈楚故城内城城墙遗址
上绿草如茵，宛如一条绿带静静守候
着古城千年历史。 这些“显陵透湖”休
闲之地，是淮阳区两年多来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提升完善城区基础
设施的部分成果。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2 月 11 日
是淮阳人民难忘的日子，在文化和旅
游部发布的 21 家旅游景区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公告中， 太昊伏羲
陵文化旅游区荣登榜单。 它填补了周
口 5A 级旅游景区的空白。

总面积 5 平方公里的 太昊伏羲
陵文化旅游区，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太昊陵庙和国家湿地公园龙湖
为核心，以太昊伏羲祭典 、淮阳泥泥

狗、担经挑 、黑陶烧制技艺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重要补充 ，总体呈现 “一
陵一湖”的景观格局。

太昊伏羲陵为三皇之首太昊伏
羲氏陵庙，现存建筑为明正统十三年
（1448 年）重建。 据史料记载，对伏羲
的官方祭祀始于秦早期，此后历久而
不衰。 与此同时，对伏羲的民间祭祀
也传承至今。 太昊陵庙会是国内参会
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庙会。 泥
泥狗和担经挑，也都与祭祀伏羲的传
统息息相关，成为民间祭祀人祖长盛
不衰的重要佐证。

有“中原明珠 ”之称的龙湖属于
典型的湖泊沼泽湿地，具有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 ，湿地的生物群落 、城市与
水的紧密相依是自然与人类和谐相
处的典范。 通过系统综合治理和自然
生态修复，龙湖呈现 “水清 、岸绿 、生
态美”的景观。

诚然 ，淮阳区举全区之力 ，从保
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

立足景区与城区空间高度重叠的现
实，在两年多的创建过程中 ，坚持一
手抓景区创建 ， 一手抓城市建设管
理，旅游区硬件水平和游览环境实现
了质的飞跃 ， 城市总体风貌焕然一
新，主客共享 、近悦远来的文旅发展
新格局更加凸显。

高规格组建创建专班，完善机制
高效运转

创建战鼓擂响之时，淮阳区成立
了由区委书记任政委、区长任指挥长
的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指挥部 ，
组建了由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
长的 9 个创建工作专班，高质高效推
进各项创建工作 。 指挥部实行周例
会、月推进制度 ，有力推动了工作落
实。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先后交替现场观摩督战，现场交办问
题，有力推进创建工作。 整合文旅资
源，成立旅游区运营公司，做到“三统
一、两分离”，实现景区“统一运营、统
一管理 、统一营销 ”，文物保护分离 、

行政管理分离，以现代游客需求及企
业化运行目标设置景区管理组织架
构，构建了“管理体制顺畅、资源配置
合理、部门协调联动、运转科学高效、
责任具体明确”的景区管理体制。

软件硬件齐升级，景区面貌焕然
一新

在强化学习培训中，淮阳区积极
“走出去”， 组织创建指挥部办公室、
成员单位赶赴国内多个知名景区学
习成功创建经验和景区管理先进模
式， 进一步提高了创建能力和水平。
邀请具有实战经验的一线管理人员
对景区基层员工进行培训，累计开展
培训 20 余场次， 培训 2000 余人次。
将创建任务细化为 12 项硬件工程 ，
总投资约 3.3 亿元。 硬件工程全部建
成并投入使用， 景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全力提升完善景区设施的基础上，
搬迁紧邻景区的龙湖西岸村庄，建设
总投资 2 亿元的伏羲文化公园，彰显
了文化特色；（下转第二版）

前 3月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933亿元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记者

刘诗平）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 22 日表
示，水利部全力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今年一季度全国落实水利建设投
资 7787 亿 元 ，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93.3%； 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933 亿
元，同比增长 4.4%，为历史同期最多。

陈敏在水利部举行的 2024 年
第一季度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和

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说， 一季度全国
实施水利项目 2.35 万个、 在建规模
4.7 万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15.8%、
12.3%。 其中，新开工水利项目 9683
个 、投资规模 4733 亿元 ，同比分别
增长 33.8%、47.6%。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也在加快 。
今年全国已开工长江干流铜陵河段
治理、江西乐平水利枢纽、黄河宁夏

段治理、 北京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
升、陕西蒋家窑则水库、江西峡江灌
区、湖南梅山灌区等 13 项重大水利
工程。

“水利项目开工数量多、吸纳就
业能力强， 大规模水利建设直接提
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一季度，水利项
目施工吸纳就业 73 万人，比去年同
期增长 3.8%。 ”陈敏说。

在“深阅读”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吴继峰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9 个世界
读书日，4 月份也是我国的全民阅读
月。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正上小学三
年级的女儿带回来一个家庭作业，要
设计一份关于世界阅读日的手抄报，
推介一本书，谈一谈推荐理由。 孩子
想让我给她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比
如哪本书很好，为什么值得阅读。

哪些书值得阅读呢？笔者过去看
的书，大部分时间久远，已经和孩子
们的兴趣离得太远。 而最近这些年，
满足于手机上碎片化的阅读，似乎就
没有深层次阅读过哪本书。 思来想
去，回答不了孩子的问题，不免汗颜。

今年 2月，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起的一项调查显
示，1000多名受访者中超半数青年感
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
降，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
量匮乏、表达单一。为什么在青年群体
中出现了“词穷”的现象？ 过半受访青
年认为， 阅读量少和依赖网络语言及
表情包是“词穷”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
“词穷”不过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不
读书少读书会枯竭我们的思想。

阅读对于塑造个人品格、传承优
秀文化、 构建书香社会有着重要意

义。 读不读书，读哪些书，往往会决
定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更能塑造一个
社会的精神面貌，影响着这个国家的
未来走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深化全民阅
读活动。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迫切需要
我们多读书、读好书，从书籍中汲取
前进的力量。因为读书可以铸就一个
国家的文化根基。国家的富强和腾飞
必然要以知识凝聚力量，而读书是知
识的重要来源。读书是创造力和活力
的起点，是文化底蕴的基石。 一个国
家是否有广泛的大众阅读，是否有乐
于读书的社会风尚，决定了人们能否
主动吸收各种文化的营养，在潜移默
化的滋养中，提升国民素质，营造文
明氛围，发展先进文化。

最是书香能致远。世界读书日和
全民阅读月，不但是一个契机，更是
一种提醒。 让我们抓住这个契机，接
受这种提醒，在繁忙的日子中静下心
来关注阅读、享受阅读，在“深阅读”
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②9

������近年来， 西华县积极探索产业
升级、可持续发展道路，把国有林场
打造成高效经济林下农场、 研学与
劳动教育林场、 亲子生态旅游型生
活林场，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激活经济价值，
实现乡村振兴。 图为一位游人在林
下玩乐。

记者 张猛 孙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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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4月 22日下午，
市长吉建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中心
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 ，加强领导 ，健全机制 ，完善设
施，强化宣传，抓紧抓实抓好垃圾分类“关
键小事”，久久为功建设“美丽周口”。 王宏
武、秦胜军、张元明、梁建松、刘颖、孔阳、
程若光、王文峰出席。

吉建军指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
途径。 各级各部门要把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与文明城市创建有机结合， 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按照“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 多措并举， 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 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体制机制，明确
工作标准，量化工作任务，定期对垃圾分类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每季度召开
工作例会，形成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要加
大生活垃圾设施设备、大件垃圾分拣中心、
科普教育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逐步
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和运
输、分类处理体系，加快补齐前端、中端、
末端设施短板。 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
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全方位、多角
度开展宣传，凝聚社会共识，动员全社会
共同参与；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
建活动，打造一批示范城市、示范街道、示
范社区、示范单位，使“垃圾分类、从我做
起”成为居民的行动自觉，引领带动形成
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风尚。 ①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