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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682 号文）的规定和《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
要求，现将商丘市海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虞城县电镀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
关信息予以第二次信息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商丘市海博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虞城县电镀中心项目变更
建设单位：商丘市海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项目概要：商丘市海博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位于虞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虞
城县产业集聚区），本次变更主要是将 4 条
镀镍线变更为 1 条镀铂线、1 条镀铅线和 2
条 PCB 版电镀线；原镀镍线后接电泳工序

均不再建设，本次变更将配套的电泳工序
改为 4 条独立电泳生产线；另外将一期项
目污水处理站树脂吸附保障系统变更为
备用系统，其他工艺均不变，变更后一期
项目生产废水排放口铬和镍的排放浓度
由“未检出”变更为“《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表 2排放限值要求，并在一
期项目生产废水排放口安装铬和镍在线监控
系统”，如若污染物出现不能达标的情况时，启
动备用的树脂吸附保障系统。

二、征求公众的意见征范围和主要事项
公众可对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环境影

响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提出建议或意
见。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项目直接、
间接影响及关注该项目的单位和个人。

征求公众的主要意见：①对该项目的

意见和建议；②对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提
出的环境保护对策的意见和建议；③对该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意见。

公示时间及方式：公示有效时间为自
本公示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
过写信、发邮件、打电话等形式向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提出意见。

纸质版报告书查阅方式：本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本放置于建
设单位，如需查阅，请与建设单位联系。

三、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向建设单位、环

境影响评价单位以及政府环保部门反映。
（1）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商丘市海博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13598383683
通讯地址：商丘市虞城县产业集聚区

商丘海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承担本项目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联系方式
联系人：汤工
联系电话：15137150364
附件一：《商丘市海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虞城县电镀中心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本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E-
a4gdeRjG5u6HOUSv2egg?pwd=wkiv

提取码：wkiv
附件二：公众意见表（新）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y-

KwvZv1y80VkDDsnB55MQ
提取码：g20g

商丘市海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虞城县电镀中心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第二次信息公示

“家门口就有活干，一个月能收入几千元，还能
照顾家和孩子，这样的好事上哪找去？”3 月 25 日，
在虞城县李老家乡虞城县颖峰服饰有限公司服饰加
工车间，村民李玉丽高兴地说。

近年来，虞城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精神，积极主动
发挥妇女组织在城乡高质量发展中的“半边天”作
用，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抓落实、抓推进，让众多

“巧媳妇”托起了致富增收的“半边天”。

“姐妹们都能挣钱，俺也高兴！”3月 26日，虞城
县颖峰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颖说。

虞城县颖峰服饰有限公司位于李老家乡政府西南
300米，占地面积 16亩，总建筑面积 3000平方米，注
册资金 1000万元，先期投入资金 235万元，主要代加
工巴拉巴拉、森马、海澜之家等国内知名品牌羽绒
服和网单内销服饰，年产值达 800万元，年上缴利税
50万元。

李颖在谈到自己的创业之路时说，她 2004 年开
始返乡创业，从创办朝阳服饰加工厂到注册虞城县
颖峰服饰有限公司历经 6 年时间。6 年间，她从一个
外出务工的青春少女，到一个任劳任怨的勤劳媳
妇，再到一个不屈不挠的创业女汉子，她在挫折中
生存，在磨练中成长。她坚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
努力学习新的技术，积极摸索市场规律，随着经验
的不断积累，服饰家庭作坊的发展始见成效，经济
效益不断提高，为创建自己的服饰品牌打下了坚厚
的基石。

该公司每年都举办农村妇女技术培训班，如今已
培训技术人员 106 名，拥有熟练工 159 名。公司为周
边村留守妇女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现已安置 180名农
村妇女务工，每人月工资 3500元至 7500元。

“侠影妹子在村里建了粽子厂，俺在她那上班几
年了，上个月工资领了 4000 多元。”3月 26日，虞城
县界沟镇邵古同村村民刘侠高兴地说。

虞城县界沟镇邵古同村是远近闻名的粽子村，代

代相传已有 100 多年历史了。徐侠影是邵古
同村考出去的硕士研究生，她从小就对粽子
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梦想着有朝一日把家乡
的粽子做大做强。

2014 年，徐侠影硕士毕业后，为壮大家乡
的粽子品牌，让乡亲们实现家门口就业，她放
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返乡创办了徐氏粽业食
品作坊，专业专心做粽子。当时，村里人都不
理解，都说一个硕士生回家包粽子，早知道还
上什么学，各种冷嘲热讽。她硬顶着各种压
力，在父母的帮助下筹资 10万元创办了徐氏粽
业食品作坊。2016 年春天，她和丈夫在附近的
邢营村办起了粽子加工厂，由于当年粽子卖得好，
他们开足马力生产，备战端午节市场。可谁承想，
临时租用的冷库制冷没有达到要求，发货时发现
1000 多件粽子全部变质发霉了，损失近 30 万元。丈
夫劝她放弃创业，但她说：“我就爱家乡粽子甜！既
然选择回来创业，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2018年，徐侠影和丈夫想方设法筹措了 200多万
元，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办理了食品生产许可等
手续，成立了河南省邵古同食品有限公司，建起了
1600 平方米的厂房，并引进南方包制蒸煮工艺。如
今，该公司年产粽子 500多吨，销往全国各地。

公司壮大了，徐侠影不忘初心福泽乡邻，她在招
聘工人时，会优先录用邵古同村及周边村的村民，
公司常年聘用 40 多名工人。同时，公司与村合作社
结合，村里 88户村民入股公司，享受年终分红。

3月 25日，在虞城县杜集镇河南安发内衣有限公
司，机器声“嗒嗒”作响，工人正在加紧赶制订
单，总经理王艳不时在车间里走动，查看工人生产
状况，指导新人尽快熟悉生产程序。

河南安发内衣有限公司位于虞城县杜集镇政府西
300米，主要给十月结晶、优派、子初等内衣品牌代
加工。公司现有员工 80 余人，均为当地妇女，王艳
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把内衣做成品牌，把工人当
作姐妹”，不管是哪个岗位的工人，只要有理想、有
抱负，都有机会在公司发挥才能。

在谈到自己创业之路，王艳不禁感慨万千，安发
内衣有限公司 2017 年创立。几年来，她从刚开始的
不知所措到逐渐熟练掌握技术，靠的不仅是努力与
坚持，更是当地政府和妇联的支持与帮助。2022年 3

月份，河南安发内衣有限公司成为“巧媳妇”创业
就业工程示范基地，不仅让她增加了创业的信心，
更让她开始思考，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才能够给
社会带来更大价值。

公司的员工不仅有年轻的妇女，也有年轻稍大的
妇女，张荣花就是其中一位，“俺年纪大了，外出打
工不行了，王艳的厂就在家门口，俺身体很好，来
厂里挣个零花钱，就不用向孩子要钱花了。”她说着
笑起来。

今年，公司的订单逐渐多了起来。“欢迎更多姐
妹到俺这里来！”王艳说，她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取
让更多的村民加入到自己的团队，让更多的姐妹实
现增收致富。

据虞城县妇联主席孙莉亚介绍，虞城县依托“巧媳
妇”工程，培育省级“巧媳妇”创业就业基地 11个、
市级“巧媳妇”创业就业基地 28个、县级“巧媳妇”
创业就业基地 21个，1万多名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农村“巧媳妇”成了致富增收的“半边天”。

虞城县

““巧媳妇巧媳妇””托起致富增收托起致富增收““半边天半边天””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 解镇源

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振兴

王艳王艳：：欢迎更多姐妹到俺这里来欢迎更多姐妹到俺这里来！！

李颖李颖：：姐妹们都能挣钱姐妹们都能挣钱，，俺也高兴俺也高兴！！

徐侠影徐侠影：：就爱家乡粽子甜就爱家乡粽子甜！！

上图：李颖（右）
在车间指导工人制
衣。

中图：徐侠影（右
四）查看粽子生产情
况。

下图：王艳（右）
在车间指导村民加工
服装。

本报讯 （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贾 震）近日，在虞
城县站集镇蔺庙村腾鑫家庭
农场农产品加工车间，机器
声不绝于耳，分拣、烘干、
包装，生产线上的 60 余名
工人正在赶制订单，一派忙
碌的景象。

蔺庙村农产品加工车间
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更让他们吃上增收致富
的“定心丸”。在车间干活
的工人任素莲说：“现在不
用外出打工，我们在家门口
就能挣钱，解决了家里的经
济收入问题，也不耽误照顾
老人。”

农产品加工车间是蔺庙
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

地生根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蔺庙村根据村

民文化程度低、增收技能
少、空闲时间多的实际情
况，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作为
乡村振兴的一项举措，通过

“办一个农产品加工车间，
让村民走上幸福美好生活”
的新模式，让村民变成了车
间工人，形成人人有活干、
户户能增收的局面。

“我目前主要是分拣灵
芝菇、丹参、菊花等，按小
时计算，多劳多得，一个月
能领到 2200 元的工资，日
常的生活开支足够。”工人
镐凤兰满足地说。

近年来，蔺庙村依托产
业车间，为当地外出务工村

民返乡创业提供了施展平
台。投资建设农产品加工车
间的陈欣欣是土生土长的蔺
庙村村民，之前在上海做汽
车配件管理工作，了解到家
乡产业发展的前景后，于
2012年回到蔺庙村，成立了
农产品加工合作社。

“我回到家乡创办农产
品加工车间，也是为了给
乡亲们提供就近就业增收
的渠道。农产品加工车间开
办以来，吸纳了60余名村民
在此务工，人均月收入 2200
元。车间一个月的加工量有
60 多吨，并与多家公司签
订了订单合同，销售渠道
畅通，销路不愁。”陈欣欣
说。

站集镇蔺庙村

农产品深加工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

员 贾 震） 3月 25日，在虞城县
李老家乡袁庄村芹菜种植基地，
满眼翠绿，芹香扑鼻，长势喜
人，菜农置身田间，忙着采摘、
分拣、打捆、装车，一派热火朝
天的景象。

“我流转 30 多亩土地，规模
化种植芹菜，让村民得到土地租
金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份务工收
入，村民在我这工作，每天能挣
70元。”袁庄村芹菜种植户袁胜
点说，芹菜生长期短，具有良好
的经济效益，他采取合作社经营
和农户参与的模式，规模化发展
芹菜、香菜轮茬种植，实现了土
地“闲茬种香菜、四季地不闲”
的高效利用。

“芹菜亩产好的可以达到

1500公斤，收获后不愁销路，直
接发往山东、河北等地。”袁胜点
说。

近年来，袁庄村在延伸芹菜
产业链条上做文章，建成了芹菜
脱水加工车间，全产业链发展，
有效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我收
购芹菜时以最低价进行收购，芹
菜经过清洗、切割、烘干，主要
用于猪肉芹菜馅水饺的加工，销
路不成问题。”芹菜加工车间负责
人袁杰说。

据悉，袁庄村通过积极调整
芹菜种植方法，采取“农户+合
作社+订单+公司”的方式，形成
订单化、规模化的芹菜种植模
式，与芹菜加工车间签订协议，
有效减少了村民种植芹菜的风
险，促进了村民稳增收的局面。

李老家乡袁庄村

芹菜喜丰收 农民笑开颜

本报讯（李爱良）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张
集镇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落实、高效率推进，探索构建三
项工作推进机制，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切实推动“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以考促学监管机制。该镇依托河南干部网络学院及“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采取“以会代训”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开
展“五星”支部创建应知应会知识培训，举办“五星”支部创
建基础知识测试，以考代学，促进党员干部能力素质提升。

主题党日活动机制。该镇结合各村实际，在每月1日（15
日）统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宣
誓，27个村支部书记围绕“五星”支部创建重点，开展一次
讲党课活动。

产业“创星”帮扶机制。该镇围绕“创星”重点，突出
“一村一品”，打造“产业兴旺星”，杨林村、裴马庄村采取土
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方式，大力发展红富士苹果、黄桃种植产
业，果品采取网上电商销售模式，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年销
售红富士苹果 480多吨、黄桃 510多吨，持续扩大村集体经济
收入。同时，发动党员干部针对“两类户”开展“一对一”帮
扶服务，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张集镇

落实三项机制 助推“五星”争创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孙海霞）近年来，虞城县
委统战部高度重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围绕不同领域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别创建了“产业同心会”“文艺同心
会”“公益同心会”“媒体同心会”，关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
成长和走向，强化阵地意识和导向意识，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智慧和力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围绕“产业同心会”，面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会员企业，
精准定位虞城实际，挖掘特色资源，帮扶产业打造，推动富民
强村；积极发动更多会员参与结对工作，利用好资源优势，为
乡村振兴注入发展源泉。

围绕“文艺同心会”，打造剪纸、书画、摄影等艺术界人
士文艺沙龙站点，牢记“扎根群众、服务人民”宗旨，保持新
联会组织活力，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改革、文化创新
方面贡献新文艺力量。

围绕“公益同心会”，在促进共同富裕、社会治理、民生
改善方面，组织新的社会阶层爱心人士积极开展扶贫、助学、
救治、应急救灾、敬老等活动；号召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坚
持弘扬公益精神、助力慈善事业，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正面发
声，营造良好氛围。

围绕“媒体同心会”，加强对自媒体人士的思想引领，在
深化联谊交友，在教育培训、座谈交流、直播带货等方面发
力，为开展新媒体人士统战工作搭建载体与平台，传播虞城好
声音；针对菜农蔬菜滞销难题，采取直播的形式推广白菜、萝
卜、芹菜等农产品，拓宽滞销蔬菜的销售渠道，彰显了统战担
当。

虞城县委统战部

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近日，虞城县商外实验学校四年级100余名师生走进商丘市
科普教育基地——虞城国家基本气象站，开展“童心探气象·科
普向未来”研学活动。活动当天，师生参观了人工影响天气设备
展台、风塔、百叶箱、雨量筒、降水现象仪、能见度仪等，激发
了学生热爱科学、探索气象奥秘的兴趣。张珍珍 摄

本报讯（宋玉梅）为全面提高百姓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
防护能力，3月24日，由虞城县卫健委主办、虞城县健康教育
所承办的“健康虞城行·大医献爱心”志愿服务活动走进乡
村，为群众送上了一份健康大餐。

“今天县医院的专家到俺村开展健康科普，专门到家给俺
检查身体、调整药方，告诉俺平时饮食注意哪些，还送来了健
康工具包，真要好好谢谢县医院的医务人员。”虞城县李老家
乡崔老家村村民王兰英激动地说。

该活动共组建 28 个健康科普志愿服务队，在动员分工
后，服务队分赴 25个乡 （镇） 的 28个村，开展健康科普讲
座，并深入部分病患家庭进行健康指导，为群众发放了限油
壶、限盐勺、BMI尺等健康实用工具及有针对性的健康宣传
资料。

此次活动，开展健康知识讲座 28场次，走访病患家庭 96
户，发放健康工具包 300余份，健康知识宣传资料 2.5万份，
受益群众8400余人。

虞城县卫健委

开展“健康虞城行·大医献爱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