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宋振豪）“您是
张永水是吧，有时间来政务服务中心一趟。准备好身份
证、合格证、购车发票就行了，办证是免费的。”5月 25
日，柘城县远襄镇邓庄村村民张永水接到电话，通知他到
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办理农机跨区作业证。

张永水说：“今天我只用了5分钟时间就办好了跨区作
业证。工作人员还给免费复印，办事效率真高。”

今年，柘城县农机新车初次办理跨区作业证需到县政
务服务中心大厅窗口办理，非新车需到昆仑大道农业机械
服务中心监理站办理。截至目前，该县 200多名驾驶员已
领取到农机跨区作业证，即将赶赴夏粮收购地区进行收割
作业。柘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窗口负责人刘忠霞说：“为
了保障农机手实施跨区作业，我们成立了服务专班，在政务
服务大厅农机窗口和局机关监理站增派了工作人员，延长了
办理时间，确保随到随办、当天领证。”

柘城县

200多名农机手领到跨区作业证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吴 娜） 5月23
日，柘城县供电公司运维部配电抢修班提前对10千伏电网
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严防麦收期间因电线、变压器打火
而造成火灾，为全县“三夏”生产保驾护航。

当天正午时分，柘城县供电公司运维部配电抢修班班
长刘圣强沿着 10千伏岗孟线线路走向对其进行红外测温，
并认真记录下运行数据。刘圣强介绍：“我们提前巡视，发现
损毁的设备、起热的设备及时更换。”

10千伏岗孟线为双河街道办事处西部及张桥北部20多
个村庄的居民提供用电服务，全长 15.5公里，共 32个台区。
每到一处，他们都会对线路的接头、弧垂，以及杆基等进行仔
细排查。遇到途径麦田的线路，他们还向群众开展安全用
电、保护电力设施的知识宣传，提高群众的安全用电意识。

据介绍，柘城县10千伏线路共有140条，全长2507.12
公里。在迎峰度夏期间，运维部工作人员将以半个月为周
期，将所有线路、台区均巡视到位。目前，该县供电公司

已消除处理 10千伏线路隐患 13处，消除火灾隐患 5
起，为麦收期间安全用电打下坚实基础。

柘城县供电公司

提前排查隐患 护航“三夏”用电

备战“ ”保丰收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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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5月 24日至 25
日，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委托，河南省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任余新华、书记樊恒
明带领考核验收专家组一行9人，对柘城县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辣椒）标准
化生产基地进行考核验收。在 5月 25日下
午召开的验收反馈会上，专家组讨论决定，
柘城县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辣
椒）标准化生产基地顺利通过考核验收。

考核验收的两天时间里，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
听取汇报、现场查看、专家提问、随机走
访等多种方式，对柘城县创建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小麦、辣椒）标准化生产基地创
建工作进行了全面验收。

在 5月 25日上午召开的汇报会上，考
核验收专家组及参会人员观看了柘城县创
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宣传
片，柘城县人民政府县长余化敏就该县创
建工作开展情况作了汇报。专家组针对查
看资料情况，对慈圣、牛城、马集3个乡镇和
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商务局
等单位参与创建工作进行了随机提问。

近年来，柘城县坚持以绿色标准化引
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紧抓创建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重大机遇，聚焦
建设目标，聚力高位推动，紧盯“七大体
系”，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创建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辣椒）标准化生

产基地面积 10 万亩，涉及马集乡、牛城
乡、慈圣镇 3个基地单元，覆盖 51个行政
村 18652 户。原料基地对接的 5 家企业，
获绿色食品认证产品 2个。基地全面实现
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
品牌化引领。通过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创建，柘城县农业生产整体水平稳
步提高，示范引领作用明显增强，形成了
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
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会后，专家组先后深入到安平镇金平
安面业有限公司、牛城乡辣椒种植基地、
辣椒育苗工厂、牛城乡农资投入品专供点
等地进行实地检查验收。

在 5 月 25 日下午召开的验收反馈会
上，专家验收组对柘城县创建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认为柘城县领导重视、制度健
全、措施得力，原料基地“七大体系”建
立规范，推动了农业标准化生产，提高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同时对创建工作中
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逐一反馈。经专家组
讨论决定，柘城县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小麦、辣椒）标准化生产基地顺利通过
专家验收组的验收。

近年来，柘城县高度重视创建全国绿
色食品原料（小麦、辣椒）标准化生产基
地，成立了县、乡、村三级基地创建领导
小组。建立了基地建设技术服务体系和监
督管理体系，制定出台了《柘城县创建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辣椒）标准化生
产基地实施方案》等 30 个文件，规范了
《生产技术指导和推广制度》 等 15 项制
度，为创建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柘城县坚持把原料基地创建与高标准
农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
建设、绿色种养循环、“四好”农村路创建
等工作相结合，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切
实改善生态环境。紧邻的公路、省道等交
通主干线两侧，绿化60公里，栽植观赏林或
落叶乔木 3万余株。建成年产 10万吨有机
肥生产企业 1家，生态化改造 221家规模养
殖场，修建堆粪场 3.5万平方米、污水处理
池 5万平方米、大型沼气池 3200平方米，粪
污无害化处理设施配建率 100%，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100%。严格遵照绿色食品肥
料、农药使用准则，实行绿色防控，化肥减
半，减少农药用量，防止对产地环境造成污
染，目前基地推广施用有机肥 2万吨，设置
频振式杀虫灯300处。

柘城县为创建区健全了标准化生产管
理体系，提高农民科学种田和绿色防控的
水平。创建区内统一购买种子、肥料、农
药，配送到村组，发放到户，在技术人员
指导下按照生产技术规程规范使用；农机
社会化服务组织与村组签订服务协议，统
一耕种、统一机防、统一收获；对接企业
直接参与监督管理，并与农户签订农产品
收购协议，收购小麦价格每公斤高于市场
价0.2元、辣椒每公斤高于市场价0.4元。

创建区内坚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
绿色品牌为纽带，原料基地为依托，农户
参与为基础”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农
民增收，企业增效。培育金平安面业、如
意面业两家国家级龙头企业，获得绿色食
品认证，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对接面积 8.72
万亩，基地原料总量8万吨，生产绿色食品
年需基地原料量 2.72万吨，达到基地原料
总量的34%。

另据悉，今年 3月 9日至 10日，河南
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一行 4人对柘城县创
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辣椒）标准
化生产基地进行了初验。这次是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的最终考核验收。

以绿色标准化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柘城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验收

图①：5 月 25 日，游客在
柘城县双河街道大帅百果园内
采摘桑葚。个大色紫的桑葚压
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芳香，
吸引游客前来尽享采摘的乐
趣。 张超 摄

图②：5 月 25 日上午，柘
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容湖湿
地公园开展防汛抢险实战演
练，进一步提高了防汛抢险应
急救援实战能力和水平。

陈雁飞 摄

图④：柘城县鼓励乡村立
足本地，突出特色，让乡村小
微企业花开万家。图为5月24
日，柘城县伯岗镇一家甜玉米
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分装刚
刚从冷库里面出来的甜玉米，
然后通过电商销往广州、武汉
等大城市。

本报记者 蒋友胜 摄

图③：5 月 25 日上午，柘城
县自然资源局到慈圣镇虎陈小
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情
系六一 特别关爱”慰问活动，
为全体学生发放了书包、作业
本、文具盒、铅笔等学习用品。

张远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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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万犇牧业有限公司是柘城县肉
牛奶牛全产业链中的肉牛育肥龙头企业。
该企业一期占地 126亩、肉牛存栏约 2000
头。这样一家大型企业，其负责人是一位
出生于1998年的小伙子，名叫韩宇恒。

韩宇恒的青春岁月一直在砥砺奋斗
中绽放光彩。他中学毕业后就开始自己
创业，在周口市太康县开过割石厂，尽
管不赚钱，但积累了创业经验。

后来，在嘉兴，韩宇恒遇到了他人
生中的伯乐和贵人——嘉兴嘉豫食品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杨昭。他们一起在嘉兴
做起了牛羊肉制品的加工、销售。

2019年底，老家柘城县派人专门到
嘉兴进行招商引资。嘉豫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的牛肉制品需要大量牛肉，而柘城

正大力发展肉牛奶牛养殖。“回家创
业！”没有过多犹豫，韩宇恒就决定代表
公司回家乡柘城——养牛！

2020年1月，河南省万犇牧业有限公
司正式在家乡柘城县慈圣镇投产，韩宇
恒任总经理。

2022年 5月 24日，记者到公司采访
时，韩宇恒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公司的五
年发展规划。他说，柘城正在打造全国
肉牛奶牛全产业链发展基地，作为一家
龙头企业，他们责无旁贷。公司申请立
项的食品加工厂和屠宰场都已经通过
审批。“将来，我这儿养的牛不卖了，直
接拉到屠宰场屠宰。牛肉进入食品加工
厂再制作成牛肉酱、牛肉干等。”

在发展中，河南省万犇牧业有限公

司还为周边农户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
很多农户通过公司实现了稳定增收。记
者在育牛场里碰到正在为牛整理草料的
王纪民。牛场里喂牛，草料由自动化设
备自动投放到每头牛面前。王纪军只是
对部分散落的草料进行归拢，活很轻
松。王纪军说：“他已经70岁了，在牛场
里上班累不着，一个月还能领到 2000多
元钱，知足得很。”

像王纪军这样的农民工，在河南省
万犇牧业有限公司里有 20 多人。在这
儿，他们都有了稳定的收益。公司还通
过“企业+群众+销售”的产业发展模式
及土地流转等形式助农增收。

今年4月，韩宇恒购买了食品、消毒
液等总价值约5万元的物资，送到柘城县

西高速疫情卡点、东高速疫情卡点、慈
圣镇政府防疫点等地方，助力疫情防控。

现在，韩宇恒是柘城县工商联代
表、县人大代表、五四青年奖章获得
者。他说，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把
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是每一位柘城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还年轻，在奋斗的
路上只能勇往直前，不能有丝毫懈怠。
他一定会把公司发展壮大，为柘城县打
造肉牛奶牛全国基地增辉添彩。

韩宇恒：

无悔青春奋斗路 返乡养牛富桑梓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本报讯 （记者 蒋友胜 通讯
员 马学贤 方 源） 近段时间以
来，柘城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理念，以第四期“三个一批”建设
活动为抓手，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
项目建设两手抓，用项目建设快速
推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月22日，记者走进位于柘城
县东产业集聚区的金刚石产业园项
目现场，这里处处是热火朝天的施
工场景。该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
占地218亩，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
米，总投资 60亿元，主要建设多
层标准化厂房，以及科技研发楼、
职工宿舍楼、污水预处理厂等配套
设施。金刚石产业园施工单位项目
经理王磊告诉记者，为了确保项目
早日投产，现在每天约有 800多名
工人奋战在一线，28 台塔吊有序
运转，有效保证施工进度。由于主
体建筑体量大，每月需耗费大量
建筑物资。疫情防控期间，保障物
资是施工进度的最大制约因素。

“为了保证物资足够使用，县政法
委给我们办理了车辆通行证，保证
项目上的材料足够使用，保证项目
正常施工。”王磊说。

该县金刚石产业园按照“单晶
做强、微粉做精、制品做大、钻石做
亮”的全产业链发展思路，重点招
商金刚石合成、超硬刀具、金刚石
聚晶复合片、高端磨轮、金刚石线
锯、钻石饰品、硬质合金工具等各
类新材料企业，以及科研院所、实
验室等研发平台，推动金刚石超硬
材料行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高端
新材料产业基地，实现产业集群集
聚发展。目前，他们已经与天津市
东方钻石、安徽省龙鑫钻石、上海
市征世钻石等多家企业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

金刚石产业园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朱光说：“这个项目投
产以后，可以为柘城县创造每年 20亿的产值，提供 2000个就
业岗位，每年可创5亿元的税收。”

商丘金钻金刚石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柘城县西产业集聚区，
总投资3.2亿元，厂房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主要生产叶腊石
环、白云石环等金刚石制作前期辅材，产品供应柘城力量钻
石、山东昌润等国内数十家大小金刚石生产企业。金钻金刚石
材料有限公司生产主管雷艳旗说：“企业达产后，生产能力能
达到每天 8万套到 9万套之间。现在不但本地产业需要，全国
各地也都在使用我们生产的产品，我们生产的量在全国来说还
是比较大的。”该公司帮扶单位高新区管委会对厂区内部设备
摆放、风险防范、人员培训等进行了前期的安全排查，为企业
投产、稳产、高产提供了坚强保障，助力企业快速达产。该公
司总经理陈兴旺说：“我们企业的发展年产值将达 3000万元，
缴税200万元左右。”

据悉，柘城县第四期“三个一批”共有“签约一批”项目
4个，总投资 21亿元；“开工一批”项目 17个，总投资 101.89
亿元；“投产一批”项目 16个，总投资 139.7亿元。目前，所
有项目均已实现了开工建设，过半项目实现了投产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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