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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韩 丰丰 摄摄

新年开局鼓干劲，
踔厉奋发启新程。 2 月 2 日，夏
邑县隆重召开 2023 年三级干部
大会。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总结回顾 2022年夏邑县社会
发展各项工作，安排部署 2023年
重点工作任务，确保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取得“开门红”“全年
红”。

2022 年是夏邑县发展进程
中极具考验、极不平凡的一年。
一年来，该县抓调度、稳大盘，经
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全面
落实国家、省、市出台的稳经济
一揽子政策，完善疫情防控与生
产经营深度嵌合、双线运行机
制，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滚
动实施“三个一批”，多措并举促
进消费，全力稳住了经济基本
盘；产业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
升，认真谋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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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整治湖滨果汁等 6 家
僵尸企业和低效用地；科学划定

“三区三线”，统筹优化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布局，促进城乡要
素双向流动。

2022 年，夏邑县面对多重风
险交互叠加，不惧风雨应变局，奋
楫扬帆开新局，用实干实绩交出
了一份来之不易、无愧人民的合
格答卷。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国
2.2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2.1 个百
分点、高于全市 0.1 个百分点；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国 9.7 个
百分点、高于全省 8.1 个百分点、
高于全市 1.8个百分点；工业投资
增速高于全市 53个百分点。高质
量完成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调研评估任务，顺利通过国家级
园林县城普查验收和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评议考核，成功创建

“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整
建制推进县”，入围全国电网基础
数据质量“十强县”，被提名为新
一届河南省文明城市，获得河南

省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示范城市荣誉称号。
说到今年经济发展目标，县长李昊信心满满地说，2023年各

项经济发展指标要高于市定目标，进入全市第一方阵。围绕转
型升级。全力推进产业倍增，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以“五系一
本一整治”为抓手，高标准谋划好织布、印染、服装家纺、电子、新
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瑞安汽摩配、淮海高端装备等 8 个专业
园区；加快培育以轻跑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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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创新主体。实施创新型龙头企业、瞪羚企业培育
提升专项行动，持续实施工业企业三大改造，力争 2023 年新增
省级智能车间、工厂 3个和绿色工厂 1家。做强创新平台。坚持
项目为王，滚动实施“三个一批”，推动项目数量、建设质量、投资
总量“三量齐升”；建成县乡村三级物流仓储配送体系，实现行政
村配送全覆盖；开工建设综合型电子商务产业园、物流仓储配送
中心。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种植面积稳
定在 240 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 22 亿斤以上；围绕共同富裕，全
力保障改善民生，新增城镇就业 6000人以上。

“一年之计在于春，开局起势见精神。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科
学统筹，狠抓当前，按照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双过半’的要
求，主动作为、靠前发力，以‘月月红’‘季季红’支撑‘全年红’。”
夏邑县委书记闫长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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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 丰 张壮伟 通讯员 顾常雨） 近期，夏
邑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广电旅游局等有关部门，借助城市智慧
书屋、流动借阅车、农家书屋等阅读平台，积极举办“农家书
屋·共读半小时”“快乐阅读，幸福成长”等系列阅读文化活
动，为群众送上了一道道书香氤氲的文化大餐。

今年以来，夏邑县举办各类阅读活动 1000 余场次、文化
（文艺） 活动 800 余场次、送法律讲座 70 余场次，惠及城乡群
众 20 余万人次。为适应阅读发展的新趋势，夏邑县大力开展
形式多样的数字阅读，引导读书从“田间”迈向“云端”，覆
盖更广泛的人群。

在全民阅读中，夏邑通过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农家书
屋等，推进全民阅读工作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建设相结合，让书
屋这块“小阵地”成为更多人的“文化粮仓”，成为广大群众
的精神家园，把书屋变成“知识充电站”“阅读打卡地”，促阅
读变“悦读”，掀起一股“家门口”的阅读热潮。

夏邑县

全民阅读成风尚

浓郁书香润民心

2 月 4 日，夏邑县会亭镇马庙
村种粮大户费大锋邀请县农广校农
技推广研究员王留标到农场实地指
导 ， 为 自 己 承 包 的 700 多 亩 良 田

“开方拿药”。
2015 年，费大锋投资办起养猪

场，并流转土地 300 亩，搞“种养结
合”。由于经验不足，管理技术落
后，2018 年一场非洲猪瘟让他价值
30多万元的生猪全部死掉。

“本来办养猪场的钱就是借的，
现在赔得血本无归，让我认识到了

科学管理养猪场的重要
性 。”费 大 锋

说。

2019 年，费大锋报名参加了夏
邑县农广校种植专业大专班，通过
学习农业知识科学种田，并邀请农
广校老师当科技顾问，为自己的发
展保驾护航。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费大锋
采取适度规模种植，创新种植模
式，多品种经营，科学管理，实现
丰产丰收，增产增效。

“今年，我与种子公司签订合
同，繁育郑麦 860、周麦 30、华伟
305等优质小麦品种 600亩，预计亩
产小麦 1200多斤，每斤小麦比市场
价高 0.15 元—0.2 元，每亩增收 200
多元。秋粮采取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每亩能增收 200多元。”费大

锋信心满满地说，他还种
植 40 亩 8424 西

瓜，目

前正忙于移栽，预计在 4 月中旬就
可上市，每亩纯收入 1 万元左右，
另外，还种植 10多亩果树，也能收
入近 10万元，他对来前的收成充满
了希望。

在夏邑县，像费大锋一样聘请
科技顾问的种植大户不在少数，农
业技术推广人员也成了抢手的“香
饽饽”。

“新春伊始，也进入农事关键
期。我校早动手、早筹划、早部
署，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送技术
入农家、到地头，为全县农业提质
增效、农民增收开好头、起好步，
确保农业生产实现‘开门红’。”夏
邑县农广校副校长王子朋说。

近年来，夏邑县农广校遵循
“围绕市场选产业，根据产业办专
业，办好专业促产业”的办学思
路，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多形式
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有效促进夏
邑的种植业、养殖业向专业化、区
域化和规模化发展。

“目前，夏邑县已形成小蘑菇
撑开致富伞、大西瓜圆了致富梦、
中国结搭起致富桥、打火机照亮致
富路、桂柳鸭唱响致富曲、农村电
商编织致富网、休闲农业拉长致富
链的产业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有力支撑。”夏邑县委书记闫
长安说。

夏邑县

农业科技顾问“走俏”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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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
夏邑县北岭镇利用广大乡贤
能人返乡团聚之机，召开乡
贤联谊会，共谋发展大计。

40多位北岭籍乡贤能人
从四面八方、天南海北赶回
家乡，感受家乡巨变，为家
乡未来发展出谋划策，携手
共创北岭美好明天。

北岭籍乡贤能人在镇领
导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镇
党群服务中心、万亩数字农
田、城镇建设、返乡创业园
区、高效农业园区等，感受
家乡变化，回忆浓浓的乡
愁。

北岭镇孙后寨村村民孙
幸福在深圳创办了一家文化
传媒公司，因疫情原因三年
没回家，当他踏上北岭这块
魂牵梦萦的故土，万般滋味
涌向心头，看到家乡如此大
的变化，他更是感慨万千，
表示愿为家乡做点事。

北岭镇人李梁是中央民
族大学法学院教授，这次受
邀参加乡贤联谊会，他说：

“乡贤联谊会不仅给大家一
个相互交流的机会，让我们
在外游子更加思念家乡，挂
念家乡发展，还能为家乡发
展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北岭镇党委书记邵明启
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北岭镇
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打算。

北岭镇特色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先后获得“中国西
瓜之乡”“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乡镇”“全国乡村特色产
业十亿元镇”“河南省省级
产业强镇”“商丘市产业发
展强镇”等称号。

下一步，北岭镇将全面
提升生态宜居环境，制定了
镇区“东扩西延、南拓北
环、园区引擎、融合发展”
目标；持续开展平安法治建
设，落实推行“五治统筹、
四防融合”机制，以“三
零”创建为目标，消除安全
隐患，化解了长期未能化解
的信访积案；加快文明幸福指数，制定村规民
约，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增加群众
幸福指数，形成文明向上的新风尚；坚持不懈
抓基层党建，开展“五星支部”创建提升乡村治
理能力，创新运用“四步培养法”，使基层干部
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本领明显增强，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整体水平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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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2 月 5 日，夏邑县文化广电
旅游局以“我们的中国梦——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
元宵节系列活动在夏邑县文化
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
长寿阁同时举行，让广大群众度
过一个欢乐、喜庆、祥和的元宵
佳节。

正月十五猜灯谜，欢欢喜喜
闹元宵。俗话说“无灯谜，不元
宵”，除了吃汤圆、赏圆月，猜
灯谜也是元宵节富有节日气息的
一项民俗活动，五颜六色的灯谜
悬挂在文化馆广场，让人开动脑
筋，年味不减。非遗类展演活动
挖掘当地民俗，进一步增强广大
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
识，激发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博物馆广场举办的“民俗文
化伴你闹元宵”民俗文化活动，
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来改造自己

的服装，传统服饰“穿越秀”表
演，让广大群众了解中华民族源
远流长的服饰文化历史。表演活
动有军乐鼓演奏、扭秧歌、划旱
船、抬花轿、赶毛驴、媒婆秀
等。通过系列民俗文化活动，让

广大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发展、人
类的进步、中国传统节日的意
义。

长 寿 阁 广 场 举 办 的 “ 抚 古
琴·展书画”民俗文化活动，展
现出夏邑县文化艺术者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深爱家乡的情
怀。书画家们用笔墨描绘出秀美
河山，讴歌新时代新风尚，古琴
是一种具有逛街风韵又可参加合
奏和伴奏的独奏乐器，通过古琴
演奏，让广大群众修养身心、陶
冶艺术情操，沉浸式体验古琴音
乐艺术。

在元宵节喜庆的氛围中，让
广大群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丰富业余生活，营造文明
健康的节日氛围。广大群众对此
次活动更是赞不绝口：“今年元
宵节活动真有意思，既参与了猜
灯谜活动，还欣赏到了精彩纷呈
的各类民俗表演。我今天特别高
兴，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温暖。”

此次活动，旨在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展示夏邑县独特的
文化底蕴，营造喜庆祥和、文明
和谐的节日氛围，传递文化温情
和元宵祝福。

赏非遗 品民俗

夏邑县元宵节活动精彩纷呈

夏邑县长寿苑社区居民在表演龙舞。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2 月 4 日，夏邑县农广校在曹集乡陈阳家庭农场进行火龙果种植管理技术现场教学。近年来，夏邑县
农广校遵循“围绕市场选产业，根据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促产业”的办学思路，开展多学科、多层次、
多形式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有效促进夏邑的种植业规模化发展。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北岭镇乡贤在镇产业开发区参观北岭镇乡贤在镇产业开发区参观。。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韩 丰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