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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任红艳 谢卫勋）
今年以来，为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虞城县通过每日督导、联审联批、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等举措，全力以赴为重点项目建设保驾
护航，确保各项目按即定时间节点，如期建成投用，
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抓平台推进项目。该县以建立重点项目工作推进
群为平台，采取早 7 点、晚 6 点的工作机制，紧盯

“三个一批”和省、市重点项目等重大新开工项目，
坚持每天到项目施工现场督导。切实做到“县主要领
导督办、职能部门主动认领、专职人员督导落实、企
业专心项目建设”的和谐局面。县主要领导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进行督办，调动各方力量和要素保障，促进
项目建设，协同各职能部门主动对接，密切配合，强
化服务意识，帮助项目建设解决实际问题，为项目建
设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形成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场
面。今年以来，虞城县省、市重点项目共60
个，总投资 431.67亿元，年度计划完成
投资 210.96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工
项目57个，完成投资131.7亿元，超
额完成节点目标。

抓服务推进项目。该县通过
联合实地办公与召开联审联批会
议等形式，快节奏、高效率的为
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提供便
利条件。5 月 8 日至 5 月 10 日，
虞城县项目推进中心协同国土、
规划、环评、住建、统计等职能
部门，组成联合服务工作组，经
实地查看、现场办公，深入走访共
服务重点项目企业 55家，详细询问
项目负责人工程建设进度、前期手续
办理、存在问题等情况。虞城县通过联
合办公，快节奏、高效率的为项目落地开
工、投产达效提供便利条件，提高了项目企业办
事效率，免除项目建设单位的后顾之忧，牢牢抓住施
工的黄金时机，全身心投入到项目建设当中，保障虞
城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取得实效，得到了各项目企业的
一致好评。

抓机制推进项目。该县对2024年新开工的项目采

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等
方式，争分夺秒抓建设赶进

度。对达到竣工要求的项目提
前介入、积极组织验收，全力推动

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努力形
成更多的实物工作量、有效投资量。预计上半年
能够建成投产的项目共 10个，年产值可达
37亿元，带动就业 4000余人。在“一个项
目、一名县级领导、一个推进单位、一名专
职人员、一套推进方案”的推进机制下，预计

年底能够建成投产的项目共19个，预计产值可达82亿
元，带动就业1万余人。

虞城县虞城县

多措并举助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多措并举助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本报讯（贾 震）5月 26日，在虞城县城郊乡大郭楼村
樱桃种植园内，一颗颗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在初夏阳
光的照射下鲜艳诱人，阵阵果香扑鼻而来，令人垂涎。村
民们在硕果累累的樱桃树间来回穿梭，忙着采摘、挑选、
分类、打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在樱桃种植园的另一头，三三两两的游客手提果篮穿梭在
园中，一边品尝新鲜樱桃，一边体验采摘乐趣，甚是惬意。

据了解，樱桃采摘期是每年 5月上旬至 6月中旬，会持
续1个多月。大郭楼村樱桃种植园负责人智景田每年卖樱
桃收入20多万元。智景田流转20多亩土地发展林果产业，
其中，樱桃种植达8亩，水蜜桃种植10余亩。

从虞城县城开车 10 多分钟就到大郭楼村樱桃种植
园。这里樱桃年产量 3200公斤左右。近几年，大郭楼村

“两委”坚持走“农业+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子，把樱桃种植
做大做强，让樱桃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因管理技术好，智景田种植的樱桃品质非常好，加之果园
又在大郭楼村路边，因此入园采摘的游客很多。“进园可以随
便吃，如果大家采摘后带走的话，每公斤100元。”智景田说。

来自梁园区的一名游客说：“他家种植的樱桃品质好，
口感也很甜。”

“这段时间一到周末，每天起码有200多人入园采摘樱
桃，车都停不下。”智景田说。

多年来，大郭楼村立足土地资源优势，已形成集樱桃种
植、休闲观光、游玩采摘于一体的产业链。该村不仅有樱桃
采摘园，还有草莓、水蜜桃、蟠桃、阳光玫瑰葡萄采摘园。采
摘园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实现了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共赢，有效促进了产业增效、村民增收。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今后，我们村将进
一步培育和壮大特色农业，大力发展樱桃、水蜜桃等特色产
业，盘活用好特色资源，推动产业向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
展，为乡村振兴持续发力。”大郭楼村党支部书记郭永俊说。

虞城县

樱桃红了 日子火了

本报讯（谢卫勋）日前，虞城县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
记“银龄学纪法 守护夕阳红”培训班，深入学习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县
委关于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安排离退休干部党员党
纪学习教育工作。

培训过程中，虞城县委党校高级讲师周冬给全体学员作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题辅导，围绕全面加强党的纪
律建设，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让
学员们对新修订的条例有了深刻的认识；虞城县四级调研员、
副研究员林文献，为学员们作了《弘扬黄河文化 传承黄河精
神》专题讲座，展示了黄河文化孕育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变
革，诠释了“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

通过培训，引导老干部党员和广大老干部工作者，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同老干部工作重点结合起来，加强统筹，营造学纪、知纪、明
纪、守纪的浓厚氛围。

虞城县老干部局

举办“银龄学纪法 守护夕阳红”培训班

本报讯（谢卫勋）日前，由商丘市委网信办、虞城县
委宣传部、虞城县委网信办、虞城县文明办、虞城县农
业农村局、虞城县乡村振兴局、虞城县融媒体中心联合
举办的商丘·虞城“以孝治家·虞城行”主题摄影采风活
动暨“大美虞城·百村行”网络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虞
城县黄冢乡秦楼村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弘扬中华孝善文化，传播向孝向善
正能量，推进文明建设。通过活动让各位摄影家及媒

体人全方位领略虞城美景、多角度感知虞城文化、深层
次了解虞城发展，讲好虞城故事，推出更多接地气、有
品质，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能反映虞城高质量发展和
文明建设的图片（短视频）等精品力作。进一步宣传和
展示虞城县建设发展、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人民幸福生
活，提高虞城知名度美誉度，传播虞城好声音正能量，
营造良好网络舆论氛围，推进虞城乡村振兴。

活动以开展“以孝治家·虞城行”摄影采风暨“大

美虞城·百村行”网络宣传活动为切入点，通过网络媒
体广泛宣传好孝善文化建设之虞城基层生动实践，着
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实到人民群众日常
生产生活之中，形成家家弘扬孝善美德、人人构筑文
明家风的良好氛围。通过新媒体的广泛宣传折射虞
城之美，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不断弘扬网络正能量，展现虞城人民新时期幸
福生活，助推乡村振兴。

虞城县

启动“以孝治家·虞城行”摄影采风暨“大美虞城·百村行”网络宣传活动

本报讯（李爱良）5月 27日，虞城县张集镇召开“三夏”
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动员会，迅速安排部署夏收、夏种、
秸秆禁烧、防汛等工作，动员全镇上下迅速行动，助力秸
秆禁烧工作。

加大宣传，营造浓厚氛围。该镇组织镇村干部、网
格员等深入村组、田间地头，戴着“禁烧”红袖章，穿梭于
田间地头，开展秸秆禁烧宣传，切实增强群众环保意识
和法律意识，自觉抵制秸秆焚烧行为。同时，利用村头
大喇叭、车载小喇叭、微信群、对讲机等加强宣传，让每
个农户充分认识秸秆焚烧的危害，从源头上遏制秸秆焚
烧的发生。

明确任务，压实禁烧责任。该镇按照“属地管理、一
岗双责”的原则，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制，实行网格化管理，
压实镇村干部责任，成立应急小分队、配齐必需的灭火器
具，并督促村民将收割后的秸秆清出地块，重点时段重点
地块增加排查人员，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

人技结合，严格防控措施。该镇要求各村密切关注
天气变化，对可能出现焚烧行为的区域进行重点监控，组
织镇村干部及网格员深入田间地头，对所在网格内的秸
秆禁烧情况重点巡查。同时，该镇充分发挥“蓝天卫士”
监控平台作用，实行技防人防相结合，确保秸秆禁烧工作
全覆盖、无死角。

张集镇

压实“三夏”生产责任

织密秸秆禁烧网络

本报讯（任 辉）连日来，虞城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通过政府采购确定“飞防”服务商，对虞城县城区公园和
主要道路绿化带及周边乡镇片林和主干道路林，进行集中
防治。

此次防治对象以第一代美国白蛾和其它林木食叶虫害
为主，“飞防”作业采用R44直升机进行，此机型具有工
作效率高，机动灵活，喷洒效果好等特点。

“飞防”作业采用无公害药剂阿维除虫脲进行喷洒，
期间直升机共飞行100架次，防治面积6万余亩。

“我们将组织工作人员对本次‘飞防’效果进行调查
检测，同时继续加大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和防治力度，确保
全县林业生态安全。”虞城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虞城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开展“飞防”作业

全力防治病虫害

本报讯（张振龙）日前，虞城县完全中学举行“传承状元
文化”综合实践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打造地方
特色文化、抓好学生特色教育。

活动以“弘扬状元文化，做状元文化传承人”为主题，通
过实地考察“状元小镇”古王集乡，探究北宋“一榜双魁”状
元王尧臣、探花赵概的佳话，进一步挖掘状元文化资源，提升
状元文化影响力，讲好新时代状元故事。

此次活动传承了状元文化，增强了学生学习兴趣，激发了
学生学习热情，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学
习氛围，也促进了虞城县精神文明建设和校园文化健康发展。

虞城县完全中学

举行“传承状元文化”综合实践活动

▲5月26日，在河南懂菜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的无土芽苗研发基地内，
仅靠水和光照生长出来的芽苗菜生长
茂盛。据了解，该公司的无土芽苗利
用立体栽培，占地面积不足半平方米
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家庭生态小菜园。

谢卫勋 摄

▶5月27日，在虞城县陈朵土元
养殖场内，该合作社负责人陈朵正在
观察土元情况。土元，学名地鳖，属
于昆虫，身体扁，棕黑色，是一种名
贵的中药材。2005 年以来，陈朵通
过规模化养殖土元，不仅实现了自己
的致富梦，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增
收。 谢卫勋 摄

城郊乡大郭楼村村民在采摘成熟的樱桃。贾 震 摄

▲位于虞城县高新区的筑润集团 （控股） 有限公司全景。
◀虞城县智能装备园区建设项目正在施工中。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