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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韩 丰

简讯快报

左图：1月8日，孔祖中专学生在夏邑县新能源实习基地的车间里实习。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壮伟 摄
右图：1月9日，夏邑县在建项目——轻跑新能源汽车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中。该项目由浙江台州轻跑新能源车

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年产5万台小型电动汽车，年产值20亿元，年纳税1亿元。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本报讯（夏 天 王国倩 张尚博）连日来，夏邑县广泛开展
“好媳妇”“好婆婆”“孝子孝媳”“文明家庭”“美丽庭院”等评
选表彰活动，645名“好媳妇”、718名“好婆婆”、793名“孝子
孝媳”、594户“文明家庭”、804户“美丽庭院”受到表彰。

2022年 12月 1日，夏邑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县妇联会、
县乡村振兴局联合下发了文件，县、乡、村三级广泛开展“孝子
孝媳”“文明家庭”“美丽庭院”等评选活动，树文明新风，弘扬
正能量。

夏邑县委宣传部驻会亭镇刘齐炉村帮扶工作队每年都举办
“好媳妇”“好婆婆”“孝子孝媳”“文明家庭”“美丽庭院”评选
表彰活动，并通过宣传先进典型，让群众学有样本、赶有目标，
全面推进乡风文明。

“自从开展‘文明家庭’‘美丽庭院’‘孝子孝媳’‘好婆婆’
‘好媳妇’评选活动以来，我们村户户争优创先、争当模范，现
在家家户户比干净，邻里之间也更加团结和睦了。”刘齐炉村民
刘金贝高兴地说。

评选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弘扬了文明社会新风，倡导了健康生
活方式。在榜样的感召下，更多人、更多家庭加入到向善向好的队
伍中，精神文明之花在夏邑大地处处绽放！

夏邑县

聚力移风易俗 助力乡风文明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张壮伟） 1月9日，记者走进夏
邑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李集镇司破楼村天祥农业产
业园，40座崭新的标准化双孢菇大棚矗立在毛河岸边。
菇棚里，一层层整齐的菇床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菇
床上一个个伞盖银白、肉质肥厚的双孢菇煞是喜人。尤其
是刚露头的双孢菇，就像一堆堆白色的珍珠镶嵌在菇床
上，肉乎乎、圆滚滚。菇农们在菇棚里来回穿梭，忙着采
摘、分拣、包装、运输。

随着气温下降，昼夜气温和空气湿度的剧烈变化，
让雪白的双孢菇露出洁白的菇肉，其状宛若怒放的花朵，
故名双孢菇，老百姓也喜欢称它为“洋蘑菇”，东北人称它
为“口蘑”，其营养丰富，是一种药用食疗价值非常高的食
用菌产品。刚采摘的双孢菇每公斤售价 10元左右，市场
上供不应求。

夏邑县农广校学员、新型职业农民程鑫忙得不亦乐
乎，一边接听采购商的电话，一边安排村民采摘双孢
菇。刚挂了电话，他又把农用三轮车开到菇棚边上，与
采菇工人一起把一筐筐双孢菇装上车。“现在我们的菇棚
全是标准化管理，里面都装有冷暖空调，原来一个棚一
年只能种一茬，现在可以种 5茬了，双孢菇和草菇交叉
着种植。平日里，县农广校专家还经常给我们进行技术
培训。现在棚里的双孢菇长势喜人，收成非常好。”程鑫
高兴地说。

做活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一
个人富了不算富。作为一名县政协委员，我有责任和义务
带领村民一起富。”程鑫说，经过多年摸索，他积累了丰
富的种植经验。此外，他在老家郭庄农贸区张庄村还有
40 个菇棚，全部承包给村民，从原料发酵、拌料、上
架、覆土、温度湿度控制、病虫害处理到采菇，实行全程
指导。一个棚利润在 3万元左右，村里一对夫妻承包他 4
个棚，年纯收入10多万元。

据了解，夏邑县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4.1℃，年平均降水量 762毫米，无
霜期217天，是典型的平原冲积区，成就了种植双孢菇和
草菇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把种植双孢菇和草菇作为富民增收的主导产业
来培育，通过改良品种、开展培训、建设标准化大棚等
一系列举措，不断壮大双孢菇产业规模和质量。”该镇镇
长程猛介绍，目前，天祥农业产业园占地面积 300 亩，
种植面积 2万平方米，种植的有双孢菇、草菇、羊肚菌
等食用菌，食用菌的种植、加工、销售带动周边村民
600 余人就业，年利润 5000 万元。双孢菇不仅撑起了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伞”，也成了夏邑县特色产业的

“金字招牌”。

司破楼村

双孢菇产业助增收

本报讯 （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夏 天 王国倩） 1月 9日，记者从夏
邑县委宣传部获悉，商丘市首届全民
阅读大会·年度最美书店评选活动结
束，夏邑县郭店镇农耕书店获得“年
度最美书店”称号。

据了解，“年度最美书店”是商
丘市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一项重要活
动，由商丘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新闻
出版局主办，旨在推进新时代全民阅
读工作，以实体书店高质量发展助力
书香社会和文化强市建设。此次活
动，全市 100余家书店参与评选，经
组织专家评比，仅4家书店上榜。

郭店镇通过给予土地使用等优惠
政策，大力调动民营书店积极性，丰
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郭店镇农耕
书店 （下乡串门书店） 由此应运而
生。该书店由返乡创业青年李红春于
2020年投资建设。

农耕书店坐落于郭店镇锦绣花园
小区南侧，毗邻锦绣花园广场，由一
幢南洋风格的两层独栋洋楼和一处占
地 2000 多平方米的田园风光耕读园
组成。书店以“让文化融入百姓日常
生活、让书店成为乡村文化会客厅”
为宗旨，突出呈现“地域文化”，打
造文旅目的地品牌功能。为丰富旅游
属性，突显“本地文化”，该店在主
楼后院打造了具有田园风光特色的

“耕读院”和有历史年代感的休闲
屋，这些具有标识性的文化符号，让
书店成为乡镇文化的重要载体。

农耕书店涵盖社会百科、诸子百
家、种植养殖等书籍，存书上架量
5000 余册，场地内设有耕读园、智
慧书屋、幸福食育、鱼疏共生、萌宠
乐园、实践乐园、书香凉亭等，传承耕读文化，助力耕读经典有
效延伸，架起基层乡村全民阅读连心桥，服务乡村经济发展。

“现在，郭店镇有50余户家庭年阅读量在1000本以上，书店
的耕读活动让青少年走出课本、走进田间地头，感受千年农耕文
明，增强对乡土生活的浓厚情感，也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郭店镇农耕书店负责人李红春说。

过去的一年，夏邑通过挖掘本县特色历史底蕴，精心统筹全
县优质文化资源，并以多样形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更广更深覆盖
乡村，为全县人民送上了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开展线上、
线下各种全民阅读主题活动、全民阅读“九进”活动 5000 余
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郭
店
镇

农
耕
书
店
扮
靓
乡
村
文
化
生
活

隆冬时节，走进夏邑县高新区，在建项目工地上塔
吊林立、车来车往；投产项目车间里机器飞转，一条龙
现代化生产线行如流水；企业员工们加班加点赶制订
单，决战“开门红”。

1月 10日，中国共产党夏邑县第十三届四次全会暨
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县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召
开，实事求是地总结了 2022年工作，分析面临的形势，
围绕创新驱动打造夏邑创新创业新高地绘就新蓝图。

2022 年，夏邑用实干实绩交出了一份彰显夏邑速
度、展现夏邑温度的合格答卷。预计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350亿元，同比增长 5.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 2.8%；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6.6%；全社会用电量2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9%，被
评为全国电网基础数据质量“十强县”。

全力稳定经济运行

县长李昊谈起稳定经济运行信心满满地说：“夏邑坚
持双线运行、双线嵌合，专班专责、专班协同，全面落
实减税降费等惠企纾困政策措施，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
企业不停产、项目不停工、商贸不停业、物流不停运。”
纳入“四保”企业白名单 175家，总产值覆盖率超 70%，
帮助 26家企业申请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资金 380万元。
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主抓手，实施省市重点项
目60个，投资完成率149.5%，开展“三个一批”项目活
动 4期，签约率、开工率、投产达效率均为 100%。紧盯
国家战略方向、政策导向和投资走向，谋划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工具项目11个、上报中长期贷款项目99个、发行
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10个，总投资 456.8亿元。深入开展

“万人助万企”活动，用好重点项目“早餐会”“服务企
业面对面”工作晚茶会等工作机制，全县各级领导干部
包联企业 447家，线上服务平台注册企业 1122家，梳理
各类问题 633个，问题解决率和企业满意率均为 100%。
开展企业家大讲堂活动 15次，4家企业被授予“全市优
秀企业家”称号。

持续推动开放招商

夏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出征、高频推进，
分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重点区域开展招商50余
天次，县四大班子领导外出招商86天次，56家单位主要
负责人外出招商 350余天次。全年开展云端招商活动 30
余次，累计在谈项目 265个、签约项目 82个、开工项目
46个。建立落户客商和夏邑在外优秀人才信息库，组建
夏邑县联通华夏商业联合会，依托打火机制造、蛋鸭养
殖、手工艺品加工、粉丝生产、大棚蔬菜等板块经济优
势，促进人才回乡、项目回归、资金回流、总部回迁，
全县回归就业创业人数3.4万人，创办各类市场经营主体
5523个，回流资金103.6亿元，其中亿元以上企业29个。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夏邑县围绕提质发展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谋划“五系一本一整治”产业
发展模式，着力打造航天锂电、轴都、印染 3个千亿级

产业园，重点培育以轻跑系、飞江系、桂柳系、军工
系、纺织系为代表的夏邑五大主导产业，做大做强以淮
海铸造为代表的夏邑本土企业，想法设法盘活以湖滨果
汁为代表的僵尸企业和低效用地。完善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政策体系，成功创建河南省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
示范城市，位居全省县级城市第三位。开展数字化赋能行
动，新培育河南省大数据优秀应用案例 1个、省市数字化
转型战略重点建设项目2个，获批省级智能工厂1个、市级
智能车间1个，纳入市5G项目库8个。完成“小升规”工业
企业24家，纳入“小升规”培育后备库企业116家，新入“四
上”企业及5千万元以上投资项目215家。

强化科技创新

夏邑县聚焦科技创新“六项指标”，加大企业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省
市级创新载体培育力度，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累计
创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23家、高新技术企业 22个、
省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 15家、中国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1
个、省高新区1个、省级科技孵化器1个、省级创新引领
项目 5个、省级星创天地 1家、省市级农业科技园区 3
个、省市级科技重大专项 3个。天虹纺织 1号、2号车间
技改完成，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大洋纱线、顺洋
纺织、健锋帽业等企业均实现智能化改造。深化与清华
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上海东华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

高等院校合作，筹建机器人研究院、新能源汽车研究
院、纺织服装研究院，为夏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坚持以知识产权赋能创新型经济发展，全年有效
发明专利48件，同比增长17%，有效注册商标总数20633
件，2家企业获评河南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打造人才高地

夏邑县完成 2021年度招才引智 235人，启动了 2022
年度招才引智工作，高标准建成上海、合肥、北京、台
州 4个区域性人才和返乡创业服务站。落实人才专项资
金 50万元，县级拔尖人才每人每月发放津贴 300元，在
全市率先发放长期在夏邑高学历人才租房补贴 145 万
元。高质量打造“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夏邑新高
地，完成技能培训 35864 人次，占年度任务的 179.3%，
新增技能人才16810人次、高技能人才7246人次。夏邑县
农广校被确定为全国高素质农民培育提质增效百佳校，探
索形成的“育管服一体化”农民培育模式被评为全国12个
高素质农民培育优秀案例之一，指导龙港湾智慧农业创办
的农民田间学校入选“全国首批 52 所共享农民田间学
校”，全年完成绿色证书学员培训 3000名、高素质农民培
训1940人、乡村振兴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667人。“坚持和
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
在，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原则，强化对人才的政治引领
和政治吸纳。”县委书记闫长安如是说。

夏邑县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打造创新创业高地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张壮伟 通讯员 夏 天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夏 天 王国倩）1月9日，记者从
夏邑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了解到，近日，河南省文旅厅公布 2022年

“河南省示范性乡村文化合作社”名单，全省共99家单位入选，其中
郭庄农贸区文化合作社是夏邑县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得知我们合作社获得省级荣誉的时候，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我会带领社员们继续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来回报群众。”
该文化合作社社长杨素香说。为提升社员文艺工作的业务能力，
杨素香带领社员积极参加县文化局开展的“艺术广场舞培训班”

“安塞腰鼓培训班”“盘鼓培训班”“文化摄影及微视频培训班”
等文艺业务培训。

从当初只有几名社员，到现在拥有近百名社员，杨素香带领
郭庄农贸区文化合作社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活动内容，充分
发挥社员各自专长，扎实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2022年，该文化合作社以舞蹈、歌曲、戏曲、民俗表演等形
式，累计开展“文化进社区”活动 20余场，“送戏下乡”活动 10余
场，“敬老慰问演出”活动近10场，“送文化进校园”活动5 场，参与
社会其他爱心活动15次，志愿服务活动时间近350小时。

从“观众”到“主角”，从“调味品”到“必需品”，郭庄农贸区文化
合作社文艺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重要的精神支撑。

“郭庄农贸区将充分发挥乡村文化合作社的示范作用，用好
文化合作社交流平台，传承弘扬特色文化，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集
群，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郭庄农贸区综合文化
站站长崔丰麟说。

郭庄农贸区

文化合作社赋能乡村振兴

▲1月9日，夏邑县桂柳牧业
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安装自动化
家禽屠宰生产线。该项目总投资
3.6 亿 元 ， 年 屠 宰 肉 鸭 3600 万
羽，安排 200 余人就业，成为夏
邑乡村振兴一大主导产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1月9日，夏邑县火店镇
王阁村村民在村文化产业园工
艺品车间赶制订单，确保春节
市场供应。该镇是“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村村有工厂，
家家有活干，天天有收入，安
排6万余人就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1月9日，夏邑县农广校专家在会亭

镇崔楼村指导村民进行小麦冬灌，确保春季
小麦根系发达，提高小麦分蘖率，实现高产
稳产。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