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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近日河南省文物
局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黄河文
化相关重大考古项目发掘研究
传播工作的通知》中，明确9项河
南省黄河文化相关重大考古项
目，登封王城岗遗址入选其中。

王城岗遗址跨越新石器时
代和商代，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遗址位于登封市
告成镇八方村东北，俗称“王城
岗”的岗地上，是一处以龙山文
化中晚遗存为主，兼有裴李岗文
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商周时期文
化遗存的遗址。

1975～1982年河南省文物
考古部门对此进行考古发掘，发
现龙山文化晚期的东西并列的
小城堡 2座以及大型房基、奠基
坑、窑穴、灰坑等遗迹，出土有大
量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生产
工具和生活用具，对研究豫西地
区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城垣建筑

结构等具有重要价值。
2000年至 2005年国家启动

的中华文明探源等工程，又对该
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及发
掘，在小城堡的西面发现了一座
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由夯土城
墙和城壕组成，总面积约34.8万
平方米。

王城岗遗址分前期、后
期。前期的遗迹以小城址、奠
基坑为代表等；后期的遗迹以
大城址（城墙、城壕）、祭祀坑
等为代表。经过多学科的联
合攻关，确认王城岗遗址为文
献记载“禹都阳城”的夏代初
期都城，年代为公元前 2070年
左右。

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对探索
夏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等都具有
重要的历史科学价值。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文/图

登封市31.2亿元贷款纾困解难中小微企业
本报讯 自“三送一强”活动

开展以来，登封市通过组织银企
对接洽谈、发挥“两类机构”作用、
优化金融产品设计、适时申报社
会保险费“免减缓”等措施，纾解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
目前已累计为中小企业贷款
31.2353亿元，帮助中小微企业渡
过难关。

该市积极组织银企对接洽
谈，由金融服务专班和中小企业
协会联合开展中小企业的银企对
接活动，为企业量身定制融资方
案。充分发挥小额贷款公司和融

资担保公司作用，协调金源、金
辉、融通 3家小额贷款公司和河
南博奥投资担保公司，在疫情期
间对金融服务进行优化定制，在
贷款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
对小微企业客户给予最优调整，
对存量客户视情况给予展期续办
业务，开展小额贷款 62笔、5856
万元；办理担保18笔、5045万元。

登封市还结合市场需求对金
融产品服务内容进行优化，采取
以无抵押信用担保贷款为主，增
加纯信用贷款比例，提高小微客
户贷款可得性，缓解小微客户“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据客户
经营周期灵活设计，可按月等额
还款、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定制化
还款等，提高小微客户的贷款可
得性、资金使用效率，让客户在
“有钱的时候还钱”，降低还款压
力。及时调整小额贷款利率定
价，加权利率不超过 12‰，纯信
用贷款在原有基础上下浮 20%，
同时根据客户合作情况赠送利息
抵用券。

按照省市出台的关于支持小
额贷款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与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达成放贷意

向的，放贷区域可以临时性扩展
至郑州市范围要求，登封市与郑
州市金融局强化沟通，高效服务，
第一时间启动联合视频会商分
析，做好牵线搭桥工作，精准帮扶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目前，登
封市金辉小额贷款公司已与郑州
市 2家参与疫情防控物资企业相
关商户达成服务意向，计划服务
个体经营户 50家、1200万元，第
一批已办理 6家、320万元，成为
全省首次开展跨区域经营的小额
贷款公司。

登封市认真研究政策，确定

“免减缓”的适用对象、标准和时
限，梳理参保企业名单，确定符合
条件企业。对全市参保企业进行
全面摸底排查，结合参保登记数
据，快速确定了601家中小微企业，
成立工作组，定向帮助中小微企业
申报。结合标准、时限等，为601家
中小微企业免缴社会保险费9903
万元，缓交社会保险费 8249万
元。严格落实应急稳岗补贴政
策，目前63家企业完成申报，申请
应急返还补贴4452.38万元。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登封市坚持把就业扶
贫作为贫困群众增收的根
本性举措，积极拓宽群众就
业渠道，持续推动贫困劳动
力复岗就业，确保贫困群众
收入不降。该市根据贫困
群众需求，制定技能培训计
划，积极开展“订单式”培

训，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技
能培训，鼓励支持本地企
业、合作社、扶贫就业点开
展网上招工，创新灵活的工
作方式，开发计件、计时等
灵活计酬的工作岗位，吸纳
贫困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
就业脱贫。截至目前，6968

名贫困劳动力已经复岗就
业。同时加强公益性岗位
兜底，新开发了防疫消杀、
社区巡查、宣传引导等临时
性公益性岗位 450个，优先
安排因疫情暂时不能外出
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就地就
近就业。

登封王城岗遗址
入选河南重大考古项目

“三送一强”鼓干劲
脱贫攻坚奔小康
登封市“三送一强”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条锈病在阴凉天气虽然传播得很快，但治疗也很简单，喷洒些三
唑类药物就可以了。”4月15日，登封市组织农技人员到颍阳镇北寨村小麦田
间，现场指导、帮助群众做好赤霉病和条锈病等病害防治。这是该市开展“三送
一强”活动，指导农业复工复产、助力脱贫攻坚的一项具体举措。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登封市在脱贫攻坚中扎
实开展“三送一强”活动，抢抓
农业生产有利时机，有力有序
推动贫困劳动力返岗上岗、带
贫企业复工复产、扶贫项目开
工建设，努力把疫情对脱贫攻
坚的影响降到最低，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农业生产是脱贫攻坚的

重中之重，登封市不误农时，
抢抓时机，全力抓好春耕备
播，力保“粮袋子”，又保“菜篮
子”。该市组建农业服务专班
深入乡村指导春耕备耕工作，
开展春耕备耕面积 11.9 万
亩。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农村
特色产业，春播蔬菜种植面积
2.2万亩，食用菌种植 300万

棒。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开阔
增收思路，提升农产品品牌价
值。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
建设香菇大棚115座，种植香
菇 90万棒，年产 200万斤；做
大做强大滹沱草莓基地，在12
个草莓大棚基础上，新建草莓
大棚 17个，逐步扩大种植规
模，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

开展“订单式”培训

有序推动带贫企业复工复产

全力抓好春耕备播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登封市靠前服务，全面有
序推动带贫企业复工复产，引
导企业、农民合作社、电商服
务站等，通过上门收购、定点
采购、电商销售等方式，帮助
销售滞销农产品，解决贫困
村、贫困群众农副产品运输

难、销售难的问题，带动贫困
群众增加收入，促进稳定脱
贫。目前，全市已为 18家扶
贫企业的37种农产品打通销
售渠道，累计销售额达到 235
万元。49个带贫合作社已全
部复工，为带贫合作社协调贷
款600万元。

在加强带贫企业复工复
产的同时，登封市开辟通道，
切实推动专项扶贫项目建
设。2020年，登封市对易地
搬迁后续扶持、雨露计划、扶
贫小额信贷贴息等 9个市级
统筹项目和基础设施、集体经
济等 95个乡镇自主安排项
目，明确专人负责对接服务扶
贫项目，为扶贫项目备案、评
审、招标等工作推进开辟“绿
色通道”，截至目前，项目已经
全部开工，已拨付资金 1052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