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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许龙飞） 新春伊始，汝州市棚
户区改造项目加快复工复产，各项目建设工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用足
用好有限的棚改建设资金，定计划、促进度，全面奏响节后复工“奋进
曲”，奋力实现“开门红”。

现场调研吹响“集结号”。1月 31日至 2月 1日，市领导带队深入
我市 14个棚改项目建设工地，实地调研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和异地
安置工作，面对面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掌握复工复产存在的问题，现
场办公逐一研究解决，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调研组先后收集问题 22
条，现场解决南关 C地块 6- 9号楼工程量认定、二里店一期燃气安装
等 16条问题，让施工企业吃下“定心丸”。

绘就蓝图锚定“总航标”。2月 2日至 3日，我市各棚户区改造指
挥部纷纷制定目标责任书，确定 2023年工作计划，明确全年安置房
建设任务和回迁任务，并细化年度目标，明确责任单位、时间节点，以
周保月、以月保年，力争年底前实现“每户一套房”。

部门协作按下“加速键”。作为棚改工作的牵头部门，市新城办充
分发挥业务指导、综合协调、督导督查的职能，在项目推进、问题处
置、对上争取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推动建立项目建设资
金共管账户，资金支付渠道更加科学规范；市财政局克服困难，积极
筹措资金，提高专项债资金支付率；市国资事务中心积极配合，国有
资本经营公司主动履行业主职责，督促项目梳理问题，分类施策，有
效加快了项目复工进度。

复工复产打响“当头炮”。1月 31日，张鲁庄地块一项目顺利实现
开工；2月 7日，吴洼棚改项目基础设施水电配套二期工程全面开工；
2月 9日，科教园区棚改项目实现复工，相关项目施工现场生机盎然。
城北一期、怯庄一期、二里店一期等项目开工在即，项目管理人员全
部到岗，大型机械开始进场运作，施工人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
复工工作中，项目建设蓄势待发，一幅幅画面生动演绎了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的干劲，展示出红红火火的开局之势。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耕备播不失时

机。当下，我市春耕备耕工作全面展开，各

地群众积极开展春耕生产，检修农机，喷

洒肥料，整理田地，田间一派忙碌景象。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供电公司多举

措确保春耕安全用电，农业农村局多举措

促春管保丰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

麦苗“体检”……据农业部门介绍，今年我

市小麦播种面积 70多万亩，播种期跨度较

大，播种日期较长，导致整体上苗情类型极

为复杂，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一类苗同比上

升，二类苗同比下降，三类苗同比上升。针

对今年特殊的春季麦田管理形势，农业农

村部门确定了“因地因苗施策，分类分区管

理，控旺促弱稳壮、抗旱防冻防倒、防病治

虫除草”的春季麦田管理工作重点，立足

“早安排、早动员、早管理”，狠抓“促早发、

促升级、促转化”，针对性落实农艺措施，压

茬跟进技术服务，保质保量完成春耕备耕

工作，确保全年粮食和农业生产开好头、起

好步，更好地发挥农业基本盘“压舱石”的

重要作用。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结合前期收集的各方面信息情报，

我市组织专家对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进行了综合研判，制定并

发布《汝州市 2023年春季麦田管理技术要点》，深化农技专

家分包乡镇、农技人员包村、示范主体联户的工作机制，组织

全市 97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小麦春季田间管理及

冬后化学除草技术指导服务。目前全市小麦已中耕 2.2万

亩，追肥 7.8万亩，化学除草 8.3万亩，浇水面积 8.8万亩，无

一例病虫害发生，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同时，我市切实发挥 21个乡镇（街道）288个农业技术

推广示范点作用，通过包村公示牌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农技

人员的联系方式，明确首问责任制，鼓励农户采用电话、微

信等线上便捷通讯方式与科技人员展开交流。同时，利用好

农业技术中心服务群，密切联系气象部门，加强农业气象预

警发布，提醒农户尽早防范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的

影响。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当前我市春耕备耕工作已进入

关键时期，虽然夏季粮油生产基础总体较好，但也面临苗情

复杂田管任务重、粮食生产成本持续攀升等问题。不折不扣

完成今年我市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关键要靠强有力的责任落

实。这就要求各级部门务必从全局大局高度充分认识抓好今

年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压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

实落细粮食生产各项扶持政策，不断提升耕地质量，切实稳

住粮食面积，及早做好农资农机服务保障，紧盯关键节点抓

好“菜篮子”产品供应……只有打好政策组合拳，把粮食安全

的责任扛起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保障种粮

农民合理收益，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行稳致远。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事不

等人，我们要全力以赴抓好春耕生产，

为全年农业生产赢得主动，让“中国

碗”里盛满“汝州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黄旭
彤） 2月 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春晓
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九次常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在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河南省应急管理工作会议精

神、《河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等文件

精神。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

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对中国式

现代化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理论性、针对性、指导性。要

进一步深刻领悟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

涵，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守好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

大原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要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招商引资、产业

发展、项目建设，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奋力促进我市经济全面高质量发展。

会议研究了“拼经济、抓投资”会议

筹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有关文件、平煤

驻汝企业沟通协调推进机制及“1·31”反
映问题解决意见、交通集团项目建设、国

防动员工作表彰、《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

想政治工作责任清单》、临汝镇影剧院商

业街项目、大峪湾生态驿站项目及听取

统计工作、市场监管工作、应急管理工作

汇报等事项。

会议还对安全生产、项目建设、营商

环境、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信访维稳、自

然资源管理、植树造林等工作作出安排

部署。

市领导刘国朝、赵战营、郭少平、郑华

永、陈晓明、温卫杰、李鑫琪、陈振军、张振

伟、吕占洪、鲁武国、朱同正、武乐蒙、倪建

国、赵宪正、王国强及市政府党组成员、秘

书长郭玉玮出席会议；于伟、王沧海及市

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应邀

出席会议；市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急局、

审计局、统计局、环保局、督查局、目标办、

法制办等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政府第九次常务会议召开

开局之年的“开年第一课”，主题是“中

国式现代化”。
2月 7日上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环顾会

场，对为什么办班开宗明义：

“目的是促进高级干部带头深入学习贯

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而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把思想统

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二

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不仅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定义为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同时也给出了

“顶层设计”。

“两步走”，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排

兵布阵：

“从二○ 二○ 年到二○ 三五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 三五年到本世纪中
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历史浩荡，未来已来。

回溯大会闭幕至今的这一百多天，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的感言：“治理这样一个

国家很不容易，必须登高望远，同时必须脚

踏实地。”

登高望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再创

新，定向把舵、谋篇布局；脚踏实地，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实践再突破，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

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我

们一次次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从百年党

史的启迪中得出结论：“实践证明，中国式现

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唯一正确道路。”

击鼓催征，一场远征正始于脚下。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一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探

索，是一场基于新时代特征的接续奋斗，是

一条充满实干兴邦精神的奋进之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科学指引下，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行进在

不可逆转的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历史的维度———
时间的流淌，沉淀着一代代人的

梦想和奋斗

世界东方，历经风雨，中华民族巍然屹

立。

漫长岁月，有荣耀辉煌，亦有霜刀雪剑。

现代化，是曾在黑暗中跋涉的中国，梦

寐以求的曙光。一代代仁人志士上下求索。

《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先生绘就了近代

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修建 160万
公里公路、约 16万公里铁路、3个世界级大
海港，还有建设三峡大坝……在当时看来，

梦想的实现似乎遥不可及。

彼时彼刻，谁能想到，一个积贫积弱、饱

受欺凌的中国，能在一百多年里创造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奇迹？

“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
2020年秋天，“十四五”规划即将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参观汕头开埠文

化陈列馆，在《建国方略》相关规划图前，驻

足感慨。

今日中国，高铁飞驰领跑世界，公路纵

横牵起城乡，世界大港十之有七，数字经济

联通实体经济和消费，现代化程度远超当初

的设想。

百余年党史，一部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

的恢宏史诗。那些风云激荡的篇章，如今读

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

干革命，改天换地。

自梦想起航的中国革命原点，到南昌起

义一声枪响，从井冈山上红旗漫卷，到万里长

征九死一生，再到抵御外侮、解放全国……28
年艰苦卓绝。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

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搞建设，自力更生。

（下转第 3版）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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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2月 7
日，市农业农村局向全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出倡

议，号召每一位农业生产者依法依规科学生产，规

范管理，诚信自律，致力于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为

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积极努力，共同创造

健康文明的美好生活。

倡议指出，农产品质量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的幸

福安康，科学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更是每一

位农业生产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这块“金字招牌”来之不易，我们需努力

呵护。

倡议号召全市广大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依法

依规，科学生产。所有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要科学合

理使用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等农业

投入品，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者

休药期的规定；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农业投入

品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禁止在农产品生产经营过

程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以及其他有

毒有害物质；销售的农产品应当符合农产品质量安

全标准。

要按标执行，规范管理。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要

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农

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包括投入品购买、使用、生产管

理、检测、产品销售等及时做好生产记录。杜绝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和其他物

质，不乱扔农药化肥等废弃包装物，努力净化农产

品产地环境。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禁止销售农产品中农

药、兽药等残留或含有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达

标，以及含有致病性寄生虫等不达标的农产品；上

市农产品销售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要保证符合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

要诚信自律，共治共享。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作

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要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义务，推动种养殖业前后端延伸、上下游拓

展，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实现产品增值、产业增效，

实现成果共享、品牌共创、渠道共建和质量安全可

追溯。

市农业农村局

向全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出倡议

黄小米铺出幸福路
“去年在村两委会和工作队的帮助下收成不错，以后我还要种小

米。”近日，陵头镇养田村五组村民葛松山乐呵呵地说。
今年 78岁的葛松山见证了村子的变化发展。小米曾经是养田村

的主导产业，20世纪 80年代前，村里人大都种植谷子，但是传统的种
植方法太费人力，并且很麻烦。谷子播种发芽后需要剔苗；快成熟的
时候为防止麻雀偷吃，需要人们拿着盆子锣敲着驱赶麻雀；成熟后需
要用剪刀一束一束地剪穗收割。加上缺乏水源灌溉，产量很低，后来
村里人就不再种植谷子了。

为了发展小米种植业，村两委会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外出考察，积
极对接相关单位，为村上耕地修建旱作物灌溉工程，用于小米等农作
物的种植，通过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他们多次外出调研考察，
引进了新型谷子品种。村民们从站着看到主动干，踊跃加入了谷子种
植的行列。

葛松山说，他们夫妇俩年纪大了，但是闲不住，现在种的小米种
子质量好，村里争取资金装了水泵，山地变为水浇地，现在也不怕天
旱，有了水，谷子肯定能长好，管理起来很轻松，村里还根据家庭成员
实际情况帮忙收割。

2022年秋收时节，村里组建了由村两委会成员、志愿者组成的专业
化代收作业队点对点帮收，采取人机结合、以机为主的方式，抢抓晴好
天气，适时抢收快收，对于年龄偏大及外出务工人员无法返回的家庭，
通过托管代收、亲属互帮、邻里互助等方式，及时把成熟的庄稼收回来。
“咱这小米熬出来可黏糊，别的小米放碗里凉了之后不沾碗，咱

的小米能揭三层皮子出来，味道又香又甜。”葛松山自豪地说，去年村
里种的小米亩产 600多斤，土地每亩平均年收益达 2000元，他的小米
也卖了好价钱。

下一步，养田村将发展小米种植深加工，打造特色产业的“面
子”，做强富民兴村产业，打牢乡村振兴的“底子”，带动更多的农民增
收致富。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春季是小麦生长发育和苗情转化的重要节点，也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为切实搞好春季麦田管

理和技术指导服务工作，有效促进春季小麦苗情转化升级，近日，农技中心农技人员在庙下镇查看苗情

长势。 范益荣 摄

田间地头“会诊” 齐心协力保丰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黄旭彤） 2月 10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韩春晓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临汝镇调研安全生产、信访稳
定、项目建设等情况。

在汇迪面业、郑辉购物广场，韩春晓一行实地察看了食品安全生
产、消防设施配备运行等情况，对安全生产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
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底线思维，坚决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压实属地责任，抓实抓细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质
量安全和管理情况，同时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消防设施设备使用维护
等，强化监督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落实到位。

随后，在临汝镇政府召开座谈会。韩春晓强调，要把发展放在第
一位，加强产业项目谋划，优化镇区土地使用，细化施工方案，抢抓建
设进度，为全市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要坚持人民至上，带着感情和责
任抓好信访维稳、矛盾化解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和包保责任制，
狠抓化解质量，做好舆情监测、引导和处置工作，全力化解信访矛盾，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市领导郭文源、郑学伟及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郭玉玮参加活动。

韩春晓到临汝镇调研安全生产、
信访稳定、项目建设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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