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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近年来，宁陵县人社
局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高质量推进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各项要求，
结合工作实际，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持续
推进工作进展。今年以来，全县培训完成
932人次，新增技能人才 420人，新增高
级技能人才280人，现已建立义江民族服
饰、牧原农牧等 7家企业鉴定站和 1家社
会评价机构。

健全组织，压实责任。宁陵县人社局
成立了“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承办“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设的具体工作，对接市、县
下达的任务，明确各成员单位责任目标，
细化到日、量化到周，以日保周、以周保
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高质高效
完成目标任务。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通过深入企业
和乡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页、悬挂横幅

等线下宣传方式，对培训政策进行面对面
宣传；利用新闻媒体、“云上宁陵”等平
台，对技能就业、技能增收、技能成才等
方面进行线上宣传，大力评选优秀技能人
才典型，宣传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

精准服务，强化保障。宁陵县深入企
业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全流程进行点
对点指导，以化肥行业、服装行业等企业
为引领，加快培育龙头企业、行业协会、
社会组织等市场化人才评价主体，做到自

主评价职业工种等级和人员范围全放开。
该县人社局相关领导表示，宁陵县将

继续聚焦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推进培训评
价工作，全力提升培训质量和力度，重点
面向各企业职工、脱贫劳动力、农民工、
失业人员等群体，争取做到人员和工种全
覆盖，开展以持证就业为目的的技能培训
和创业培训，在开展补贴性培训的同时，
对参训人员开展技能等级评价，提高培训
人员的取证率，做到培训必出证。

宁陵县采取有效措施

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创新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作为一
家饲料加工企业的负责人，48岁的莫献春
已经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近20年。“自
从上了这个全自动生产线，从给料、电脑
配比到打包、码垛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
整个车间的工人由原来的 30 多人降到 8
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2月24日，永
城市东方康地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莫献春
一边抽查着产品一边高兴地介绍。

莫献春的饲料加工厂已经在永城开了
15年，在业界有较好的口碑，产品销往
江苏、安徽、甘肃等全国 20 多个省份，
2022 年全年销售额近 1 亿元。在生产车
间，记者看到，工业搬运机器手臂不厌其

烦地将一袋袋百十斤重的饲料精准地码放
到指定区域。莫献春说：“最近这几年，
销量不但没有受到疫情影响，还有不小的
提升，这归功于我们投资 1000多万元更
新的这条全自动生产线，这一步真是选准
了、走对了。这条生产线环保、高效又智
能，不仅节省了成本和人力、减少了安全
隐患，还提高了产量。”

为了促进销售、扩大市场占有率，莫
献春在销售模式上进行创新，除了原来的
区域总经销外，他的企业加入农兜网络销
售平台。农兜是一家农业服务平台，运用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整合
农业行业的技术、信息、服务、产品资

源，从猪业入手，逐步扩展到畜牧业、种
植业、水产业以及家庭农场、智慧农场。

“企业想发展，一定得跟得上形势。几年
前有朋友给我推荐类似的网络销售，我当
时还不怎么相信。2022年我们和这个平
台初步合作后，效果不错，销售量提高了
近 20%。”尝到网络销售甜头的莫献春深
有感触地说。

当前，无抗、非瘟、环保型饲料原料
紧缺，食品安全等多重压力对饲料行业提
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传统的玉米—豆
粕型饲料配方和养殖管理技术陷入瓶颈，
造成畜牧行业发展严重受限，亟需新的技
术、产品和模式来带动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针对这种现状，永城市东方康地饲料
有限公司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发研究
推广的精准营养技术，就地取材，对植物
秸秆等原材料进行生物降解后，通过菌酶
协同发酵生产出全新的生物饲料。

据了解，这种菌酶协同发酵生产工
艺，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饲料加工方式，
结合了微生物发酵饲料与酶解饲料两种生
物饲料的工艺特点，充分发挥了酶制剂和
微生物的协同作用，降解程度高、养分损
耗低、易于动物吸收。“实施精准营养创
新后，我们生产的生物饲料在市场上受到
养殖户的广泛欢迎。未来，生物饲料将有
更大的发展空间。”莫献春充满期待地说。

永城市东方康地饲料有限公司：

以生物技术驱动饲料加工企业创新发展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 岩

脱下军装，告别军旅，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退役军人。但他们退役不褪
色，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职尽责，当危险来
临时，他们舍我其谁、冲锋在前……

今年39岁的宁陵县伤残军人宋齐顺便
是其中之一。面包车坠入湖中，司机命悬
一线，在这危急时刻，宋齐顺奋不顾身，
纵身跳入湖中，击破车窗玻璃，救出昏迷
的司机。

奋不顾身跳湖救人

2 月 10 日，在宁陵县三级干部会议
上，县委书记蔡勇为宋齐顺颁发了奖牌和
荣誉证书，授予他“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称号。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宋齐顺跳湖救人的事迹，经省内外媒
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宁
陵县大街小巷广为传颂。

1月 5日 18时，宋齐顺路过商丘古城
东北角时，突然看到一辆面包车一头栽入
城湖中。腿部伤残的他没有多想，纵身跳
入湖中。当时司机昏迷不醒，车门怎么也
拉不开。情急之中，宋齐顺猛用肘部砸向

车窗，终于将车窗玻璃砸破，将面包车司
机救上岸，并及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将
司机送往医院救治，成功挽救了司机的生
命。

当日天气寒冷，湖面结了一层薄冰。
浑身湿透的宋齐顺冻得直打哆嗦，曾经受
伤的左腿隐隐作痛，他连忙回到弟弟的车
上换衣取暖。“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救
人要紧，一定要冲上去！”宋齐顺说。

投身军营淬炼成钢

宋齐顺1983年出生于宁陵县一个革命
家庭。爷爷宋大德 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7 年负责建立了宁陵县敌后武工
队，参加了 4次解放宁陵战斗，为解放新
中国作出了贡献。宋齐顺从小听着爷爷的
红色故事长大，深受革命思想熏陶和滋
养，内心深处播下了英雄的种子。

军营是座大熔炉。2001年12月，是宋
齐顺人生中一个崭新的起点。他远赴边疆
投身军营，成为武警新疆总队乌鲁木齐支
队的一名战士。在服役期间，他严格要求
自己，训练中勤奋刻苦、政治上积极进

取，多次受到连团级嘉奖。
2002 年 5 月的一天，在执行任务时，

冲在前面的宋齐顺不慎摔倒，造成左腿股
骨头骨折。3天后任务结束，他才躺在医
院的手术台上接受治疗。之后，他只能依
靠拐杖行走。为了快速康复，第二年 5
月，他进行了第二次腿部手术，扔掉了拐
杖，奔赴抗击非典的“战场”。

“经过军营两年洗礼，我这块铁也淬
炼成一块坚强的钢。”宋齐顺说，“如今我
的左腿比右腿短 3公分，经鉴定为伤残六
级。但我心中，这腿伤恰恰是给我颁发的
一枚勋章。”

真心真意化解难题

2004年 8月宋齐顺退伍，进入宁陵县
民政局工作，后任信访办主任。2018年11
月，调入宁陵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任办公
室主任。2021 年 6 月，调入宁陵县信访
局，提拔为副科级干部。风风雨雨 17年，
宋齐顺干得最多的工作就是信访，最钟情
的也是信访工作。

都说基层信访工作难做，但宋齐顺不

这样认为。“牵牛要牵牛鼻子。信访工作
的‘牛鼻子’就是真心真意对待来访人，
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赢得他们的信任，
化解难题就容易多了。”他说。

2019年春，他在宁陵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期间，接待了几名柳河镇退役老
兵，反映政策落实问题。原来他们属于

“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生活又困难，渴
望提高生活补助待遇。宋齐顺立即向领导
汇报情况，为来访人落实贫困帮扶措施，
多次驱车到来访人家中解决实际困难，把
党和政府的关爱送到退役军人的心坎上。

为民解难、为党分忧，这是宋齐顺始
终追求的情怀。多年来，他始终保持军人
本色，以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
的工作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
务。2016年，他被聘任为商丘市信访案件
办理质量评价工作评价员，并荣获商丘市
信访联席会所授予的“先进个人”称号。
2020年，他先后荣获商丘市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和退役军人信息宣
传工作优秀个人称号。

退役军人宋齐顺：

舍己救人显大爱 见义勇为扬正气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成绍峰

本报讯 （记者 张凌伟） 近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2022 年全市食用菌产量突破 23 万
吨，产值近 20 亿元，食用菌产业
已成为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
业和优势产业之一。

近年来。我市在扛稳粮食安全
重任的前提下，重点抓好食用菌等
八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把
食用菌产业作为结构调整、精准脱
贫、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多举措
推动食用菌走上了集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生产、科学化管理、品牌化
提升、产业化发展为一体的产业现
代化发展路子，把小蘑菇做成了大
产业。

“我市建立了夏邑县、虞城县
和民权县等 3 个食用菌生产基地
县，食用菌产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条。”该局分管负责人说，夏邑
县为河南省最大的双孢菇生产基地
和豫东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民
权县初步形成商丘最大的赤松茸、
羊肚菌林下种植基地，虞城县探索
创立了“菇粮间作四种四收”示范
基地；建立了专业化的食用菌交易
市场，完善了食用菌流通环节，促
进了国内乃至国际贸易量的提升，
推动了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我市生产的双孢菇、
草菇、赤松茸、羊肚菌、香菇、鸡
腿菇、杏鲍菇、平菇等食用菌产品
销往北京、上海、重庆、南京、太
原等国内大中城市；经过深加工的
商丘食用菌罐头变身“土特产”，
漂洋过海远销美国、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
口1.2万吨，创汇1.6亿美元。

“今年是河南省第一次食用菌
种质资源普查的最后一年，也是攻
坚年、收官年。”该局负责人表
示，2月23日，河南省第一次食用
菌种质资源普查培训班在我市举
办，对食用菌种质资源普查工作进
行了部署。我市今年的重点工作将
从系统调查转向全面系统总结，摸
清商丘食用菌种质资源家底，形成
翔实调查报告，进一步推动商丘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和种
质资源普查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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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民权县绿洲办事处史村铺村村民正在采摘
平菇。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
2月26日，工人正在检查产品质量。河南海乐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位于柘城县产业集聚区，公司围绕未来发展趋势，在5G
和新能源汽车等方向，先后投入8000万元进行智能化改造，通
过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月产电路板14万平方米，年产值可
达2.4亿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近日，由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
权局）主办、商丘师范学院法学院承办的第三届知识产权科
普竞赛成功举办。市市场监管局、商丘师范学院、河南中州
知识产权文化传播中心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本次竞赛由来自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企业和商
丘师范学院的 11支代表队参赛。经过预赛、决赛、加时赛等
环节，通过激烈的必答、抢答等多轮知识答题，最终商丘师
范学院法学院代表队获得一等奖，虞城县、梁园区代表队获
得二等奖，民权县、柘城县、睢县代表队获得三等奖，商丘
师范学院、梁园区和永城市市场监管局获得优秀组织奖。

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 加强政校合作，
连续举办多届知识产权科普竞赛，强化了群众尊重知识产
权、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掀起了知识产权保护热潮。

我市举办第三届
知识产权科普竞赛

竞赛现场。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摄

▲ 2月26日，货车驶入商丘保税物流中心。商丘保税物流中心位于虞城县产业集聚
区，总建筑面积80434平方米，具备保税仓储、出口退税、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国际
分拨及配送、转口贸易、物流信息处理和咨询服务六大功能。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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