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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在行动

本报讯 （记 者 黄 业 波 通 讯 员 甄
林） 5月 25日，在睢县深慧视 （河南） 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成产车间，一条 5G 智能
化机器人制鞋生产线正在技术人员的调试
下运行试产。

该公司董事长韦卫介绍，此生产线是
为亿森鞋业量身定做的，功能比意大利设
备更先进，价位也比购进意大利设备节约
900 万元，待这批设备转让后，将为睢县
各制鞋企业逐步量身定做。

“深慧视机器人工厂的引进，为睢县
制鞋企业成高原起到决定性作用。”睢县
先 进 制 造 业 开 发 区 党 工 委 书 记 周 继 强
说，近年来，睢县以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以贯之谋发展的工作思路，始终坚持
壮大创新主体、打造创新平台、推进创
新创造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潜
力和后劲。

壮大创新主体。该县把创新摆在发展
的逻辑起点，全面推行工作创新、科技
创新和服务创新，重点围绕制鞋、电子
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产业，紧盯头部
企 业 ， 综 合 采 用 线 上 招 商 、 点 对 点 招
商、产业链招商、整园区招商等方式，
探索出严控用地指标和盘活存量相结合
的节约集约新路径，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
快速发展。

目 前 ， 全 县 制 鞋 和 鞋 材 企 业 427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备案 26 家，高
新技术企业达 16 家，申报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5 家，培育出“四梁八柱”企
业，金振源电子被评为河南省制造业头
雁企业，全市唯一。新签约落地中乔体
育等 3 亿元以上项目 14 个，达成合作意
向项目 56 个。今年，将培育创新引领型
龙头企业 5 家、高新技术企业 5 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 10 家，培育“瞪羚”和“雏

鹰”企业各 2家。
打造创新平台。该县还出台落实《鼓

励企业创新创造十条意见》，支持乔丹体
育、鼎能电子等重点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加
快建设凤栖湖智慧岛、院士工作站、清研睢
县研究院等工业企业科技服务平台，强化
校企合作、企企联合。

“目前，我公司已申报近 400 项国家专
利，其中发明专利 38 项，软件著作权 45
项。”河南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

国富说，公司生产的锂电池生产设备，现
已成为宁德时代、中航锂电等国内 60%以
上的新能源领军企业的核心供应商。

据悉，该县今年将新增省级研发机构
5 家以上，“专精特新”电子信息企业
10 至 20 家，新材料、新能源企业 2 至 3
家，投资超亿元企业 20 家以上，力促金
振源电子争创省科技创新龙头示范企业。
目前，投资 55 亿元的绿草地新能源产业
园、投资 50 亿元的雄富光电等项目开工

建设；鼎能电子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和贯标企业，鸿大光电联合中科院
建立新材料先进技术研究院，一大批科技
含量高、投资强度大、带动能力强的龙头
项目为睢县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

推进创新创造。睢县在 2017 年就实
施了绿色化、智能化和企业技术三大改
造，拿出 5000 万元科技创新奖励资金，
引导 26家重点企业实施“设备换芯”“生
产换线”和“机器换人”；2018 年，实现
了全面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制造体系转型；
2019 年，将智能制造体系与 AGV、智能
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进行系统集成。

“智能化改造后，各环节生产效率提
高 15%至 31%，成本降低 16%。”河南嘉鸿
鞋业有限公司协理蒲生和说。

“目前，我公司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9 项，实用新型专利 8 项，正在申请发
明专利 6 项。”商丘鸿大光电集团董事长
田海军说，该公司致力于太阳能薄膜材
料、核能材料、柔性电子材料、高分子
材料等课题科研，现已掌握了电加热玻
璃、TCO 玻璃 （镀膜导电玻璃）、超薄
光伏玻璃和显示器用特种光学玻璃等高
端光电玻璃生产工艺，广泛应用于绿色
建筑、新能源汽车、医疗、教育、航空
等领域。

为拓展企业产业价值链，睢县还深
入实施智能化、技术化、绿色化改造，
建立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实施“5G+智
慧物流”，力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与 物 流 活 动 深 度 融 合 ， 支 持 足 力 健 鞋
业、特步鞋业、鸿大光电、吉研科技、
联想 5G 深慧视等企业加大智能车间和生
产线建设，全面推动制鞋和电子信息产
业数字化、智能化和制造业向“制造+服
务”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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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睢县新闻

本报讯 （记 者 闫 鹏 亮
通讯员 郭振华）“感谢县农
机服务中心帮了大忙，不然
我的收割机要在家闲着了。”
5 月 25 日，民权县王庄寨镇
明安农机合作社负责人王伟
华对县农机部门的服务赞不
绝口。

王伟华说：“我们合作社
有 18 台收割机，社员因为跨
区作业的事在一起商量了好
几天，外出怕作业地发生疫
情回不来，不出去怕十几万
元买的收割机不能作业挣不
到钱，正作难的时候，县农
机服务中心来到我们农机合
作 社 ， 把 我 们 的 微 信 二 维
码 、 电 话 号 码 通 过 微 信 群
发给了全县各乡镇，目前我
们 已 经 和 两 个 乡 镇 的 九 个
村 签 定 了 麦 收 作 业 ‘ 线上
微订单’，签定作业面积 1.5
万多亩，今年机械作业不用
担心了。”

该县老颜集乡秦老家村
农机手孟军说：“今年县农机
服 务 中 心 开 展 的 微 信 预 约

‘上门年检、送证到家’服务
就是好，俺作业队的 12 台联
合收割机提前在微信群预约
了办理时间，工作人员直接
到家里年检收割机，张贴安
全反光条，办理‘跨区作业
证’，我们足不出户半个多小
时就办完了手续，还减少了
人员外出聚集和疫情传播风
险，现在政府部门的服务真
贴心、真便捷！”

“ 你 用 手 机 摄 像 头 对 准
收割机筛底，别晃动，把两
边螺丝松开，把固定条拆下
来，把筛子往上抽出来，检
查是否有漏洞，把螺丝、固
定 条 拧 紧 ， 就 不 会 漏 粮
了 。” 5 月 25 日 下 午 ， 该 县
农机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彭辉
正通过视频指导花园乡小老
家村农机手张国锋检修联合
收割机。

据悉，为统筹做好今年
“ 三 夏 ” 生 产 和 疫 情 防 控 工
作，民权县农机服务中心立
足实际，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相继推出了微信
预 约 办 证 、 上 门 年 检 机 械 、
送 证 到 家 、 线 上 检 修 指 导 、
线上技能培训、线上推送安
全操作知识等无接触、少接

触服务模式，减少了人员外出聚集和疫情传播风险，确
保夏收夏种安全、高效、有序、顺利开展。同时积极与
全县 19 个乡 （镇、街道办事处） 沟通协调，倡导农机
合作社和村委会主动相互联系对接，广泛开展机收订单
作业、土地托管、收种一条龙等农机服务套餐，确保小
麦应收尽收，秋作物应种尽种，为实现全年粮食丰产丰
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该县农机部门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县已完
成检修各类农机具 1.5万多台 （套）、培训农机从业人员
2100多人次、安全技术检验农业机械 2240多台次，92%
以上的农机合作社均开展了订单作业服务，签订作业面
积 40多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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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王庄寨镇明安农机合作社
负责人王伟华在检修收割机。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李清霞）5月 25日，天刚蒙蒙
亮，民权县孙六镇孙南村的田间地头就有三三两两的村民忙活
开了，有的在操作喷水设施、有的在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有的在
管理禾苗。

“现在跟往日干农活有不一样概念，过去是农民，自种自收，
而今是工人，务工挣钱！”孙南村村民王海民一边操作着喷水设
施一边自豪地说。

王海民说的务工的地方是商丘市梓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这是该镇去年通过招商引资成立的一家以农业种植、农产品初
加工为主的大型企业。

“这以前是俺家的地，现在 800 块钱一亩租给公司了，公司
雇我们管理，给庄稼打打药、浇浇水，一天工作 8小时，每月能挣
2000多元。”王海民脸上满是喜悦。

如今，王楼村、孙南村大部分家庭都像王海民这样，把土地
流转出去，特别是青壮年外出务工或者做小生意的家庭，土地流
转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又能收租会增收。

商丘市梓源农业负责人介绍：“目前，我们已在两个村流转承
包土地 3500余亩，种植优质水果萝卜和优质水果玉米，红萝卜亩
均收益 1.3万余元，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200多个。今年计划再
流转 1500亩，购置现代化机械设备，就地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
给附近村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让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据悉，孙六镇是工业重镇，也是农业大镇，但大部分农田依
然是传统的种植方式，产出效益低，群众增收难。为更好地利用
土地资源，解放劳动力，提升中老年群众幸福感，引领群众从自
给自足到把土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机械化耕
种，从 2017 年起，该镇创新工作思路，宣传土地流转相关政策，
制定土地流转奖补办法，进行招商引资，发动乡贤回乡创业，鼓
励群众把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变身做工人，使大家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要解决农业产业‘低、小、散’的
状态，必须改变农业传统种植方式。加快农村土地集中流转，有
利于农业增产和农民稳定增收，是我镇打造农业规模化产业化
的重要一环。今年将发挥农业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镇域
内土地流转的步伐，助推农业产业发展，推进农业规模化、科技
化、品牌化，实现助农增收、强村富民的目标。”镇党委书记杨德
志表示。

民权县孙六镇

土地流转促增收 乡村振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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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又一批制鞋产业工人在河南 （睢县） 鞋业技能等级评价中心参加技
能等级考试。今年以来，睢县在“N+疫情防控”发展理念指导下，累计完成技能
培训近万人，发放等级证书 4666 个。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5 月 24 日，民权县花园乡赵楼小学组织学生在上“麦田课堂”。据悉，
儿童节来临之际，该县花园乡、老颜集乡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活动，感受农民
稼穑之苦，养成珍惜粮食的良好习惯。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张 振）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睢县孙聚寨乡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
事，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行动，守护一方百姓平安。

该乡利用两周时间，组织 20 人的专业队伍，在村干部的配
合下，对集镇区和 30 个村的住房、企业、餐馆、学校、超市等
场所进行全面检查，把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开展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的教育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安
全生产意识。目前，该乡已拆除危房和自建问题房 4户 17间；更
换灭火器 60 余个，新装烟感报警器 30 余处；出动宣传车 32 辆、
发放宣传页 2000余份。

该乡还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制订应急预
案，做好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的演练，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睢县孙聚寨乡

排除安全隐患 守护百姓平安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
员 史 霞）优美的舞姿、铿锵的
锣鼓、甜美的歌喉、遒劲的书
法……一个个精美的节目次第
上演。5 月 24 日，由睢县文化广
电旅游局组织的商丘市下派和
县选派的服务支持基层一线的
23 名文化工作者才艺展演节目
彩排活动在睢县文化馆举行。

为全面落实“文化工作者
服务支持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

一线”专项工作，充分发挥优
秀文化工作者的积极作用，不
断提升睢县文化队伍水平，睢
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制订了 《睢
县服务支持基层一线文化工作
者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每位文
化 工 作 者 为 受 援 乡 （镇 、 街
道办事处） 文化生活、文化人
才队伍建设提供专项服务，以
此推动乡 （镇、街道办事处）
特色文化发展和提升全县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
据悉，该县已组织由 70 余

支参赛队参加的“喜迎二十大”
“中原舞翩跹”河南省艺术广场
舞睢县选拔赛初赛和 40 多名戏
曲爱好者参加的“盛世梨园我来
唱”河南省戏迷擂台赛。

“目前，我县‘寻找村宝’才
艺大赛、‘乡创产品’才艺大赛等
群众性文体活动正在筹备中。”
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郭
光说，下一步，睢县文化工作者
将发挥各自才艺技能，打造“一
村一品”“一村一故事”“一乡一
品”等各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品
牌，助推睢县文化振兴，实现“文
化强县”战略目标。

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文化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黄业波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赵艳美）“今年
俺家的樱桃是第二年挂果，眼下刚成熟，采摘的游
客已经络绎不绝了。”5月 26日，民权县龙塘镇龙南
村樱桃种植户曹广智高兴地说。

“采摘樱桃使我心情特别好，能边摘边吃，樱桃
酸甜可口，肉厚多汁，这种感觉跟在街上买樱桃吃
的感觉不一样，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来采摘了，既能
采摘樱桃，又能饱览樱桃园美景，其乐融融。”游客
高珍珍说。

近年来，龙塘镇充分调整农业产业种植结
构，大力发展多种特色农产品种植，积极为种植
户搞好信息、技术、销售等全方位服务，解除种
植户的后顾之忧。去年，该镇在原种植面积的基

础上，新增樱桃种植 200 亩，小樱桃鼓起了农民
的钱袋子。

“通过这两年的收入情况，我认为选择种植樱
桃真是走对了路，俺这个樱桃园占地面积 4 亩，
栽了 300 多棵樱桃树，按目前的市场价格计算，
今年可收入 4 万元以上。这不，俺将剩余的两亩
地又种上了樱桃树，两年以后就可见到效益了。”
曹广智高兴地说。

樱桃种植不仅富了种植户，而且给本镇的闲散
劳动力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一到采摘季节，
樱桃园里笑声朗朗，采摘的群众络绎不绝，本村和
周边村 300余名村民纷纷来此务工挣钱，每人每天
收入 100元左右。

民权县龙塘镇

樱桃挂枝头 果农喜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