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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李铮）近日
我省部分地区连续出现强降雨过程，7月
12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郑州市城区察看
主要排水通道、地铁项目工地和多处易积
水区域，查找隐患，研究对策，安排部署防
汛排涝工作。

京广路陇海路交叉口长期是较为严
重的积水点，王国生在雨中实地察看情
况，了解道路施工对管网的影响，分析研
究积水原因和处理办法，指出要密切跟踪
天气变化，时刻保持战时状态，以应对突
发强降雨天气为重点，紧盯关键部位，加
强维修疏浚，强化除险排查，抓实抓细雨
前防范、雨中调度、雨后处置措施，扎实做

好城市内涝防范处置工作。他强调，要把
城市内涝防范工作作为对宗旨意识和治
理能力的检验，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把预案做细做实，把责任落实到人，把漏
洞盯紧盯死，确保各项措施管用有效，以
“干在平时、用在战时”的扎实准备工作，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金水河北闸口沿河路段地势低洼，受铁
路桥墩影响，河道断面最窄处只有8米，遇到
强降雨，沿河路段就成为行洪通道导致断
行。王国生察看金水河行洪能力，了解养护
改造情况，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他强调，城市
内涝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也是群众
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既要立足

当前，抓好防汛排涝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又
要着眼长远，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转变城市
发展方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
市海绵化改造力度，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从
根本上解决城市内涝、交通拥堵问题。

在地铁3号线金水路站施工现场，王国生
了解防汛准备工作情况，现场察看安全施工
措施，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加强隐患排查，
做好防汛物资机械储备，抓实汛期排水工
作，严防安全事故发生。王国生还通过电话
调度豫东南部分地区防汛抗灾工作，他强
调，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
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防汛抗
灾这根弦，坚持领导带头、靠前指挥，密切监

视雨情、水情、险情的发展变化，加强重点地
区风险监测预警，抓早抓小抓实防汛各项准
备工作，坚决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预警预报
到位、应急处置到位、保障措施到位，以高度
的责任感打好防汛抗灾主动仗。

王新伟参加调研。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工信局了解到，为贯
彻市委、市政府“三送一强”工作部署，大
力实施“万企上云”计划，切实降低企业数
字化转型成本，提振企业加快发展的信
心，下半年，我市将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
专项行动。

据悉，专项行动期间，相关信息化服
务商为我市企业提供网络办公、协同研
发、生产管理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支撑产
品，并提供不低于 6个月的免费使用期，
免费期间相关产品和服务在功能和性能
上与付费产品保持一致。各县（市、区）工
信部门积极宣贯、认真推进，组织辖区内

工业企业、软件和信息化及其他相关服务
业企业积极申领相关产品，并根据企业需
求组织召开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培训
会。该项工作纳入全市“企业上云”工作
协同推进，通过上云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
的，计入各县（市、区）“企业上云”工作完
成情况。通过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
行动并结合“企业上云”相关工作，力争全
市新增上云企业一万家以上，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基本覆盖。

下一步，市工信局根据我市企业需求，
继续面向全国知名信息化服务商征集企业
信息化专项支撑产品，更新发布产品名录，
持续开展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

《意见》提出，到2025年，农业发展基
础更加牢固，农业发展质量显著提高，现代
农业强省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具体来说，为
6个“高”：产品质量高。产品质量档次明显
提升，产品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营养健康，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绿色食
品发展到5000个以上。产业效益高。农
业比较效益明显提高，产业链条不断完善，
业态更加多元，增值空间不断拓展，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达到6000亿元左右。生产效
率高。现代农业科技装备和先进技术广泛
应用，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第一

产业从业人员每人每年创造产业增加值达
到2.8万元以上。经营者素质高。农民科
技文化素质普遍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培
育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100万人以上。
市场竞争力高。“豫字号”农产品市场占有
率和产品认可度明显提高，品牌价值显著
提升，省级以上农业品牌发展到1500个以
上。农民收入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
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2.1∶1以内，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农业发展实现六个“高”

王国生在郑州市检查城市内涝防范工作时强调

未雨绸缪做细做实防汛抗灾准备
担当作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到2025年，我省省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1000家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650亿公斤
以上，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到2000万亩，规模以上面制品营业收入达到
3200亿元……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
代农业强省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省农业建设要实现这些“小目标”。

河南实施十大行动
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到2025年粮食产能稳定在650亿公斤以上

如何真正把河南建设为现代农业强
省？《意见》提出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
行动、高效种养业发展行动、绿色食品业
转型升级行动、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培育行
动、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行动、农业产业
强镇培育行动、数字农业建设行动、农产
品质量安全行动、新型经营主体提升行
动、农业科技支撑行动等十大行动。

其中提到，我省将推动科学技术与粮
食产业深度融合，建设“中国粮谷”。到
2025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650亿
公斤以上；加快恢复生猪生产，确保生猪
年出栏量稳定在 6000万头左右，建设优

质专用小麦、花生、草畜、林果、蔬菜、花
木、茶叶、食用菌、中药材、水产品十大优
势特色农产品基地。到 2025年，优质专
用小麦发展到 2000万亩，规模以上面制
品营业收入达到 3200亿元，肉类制品营
业收入达到 3400亿元，油脂制品营业收
入达到 600亿元，乳制品营业收入达到
400亿元，果蔬制品营业收入达到1300亿
元左右。到2025年，创建300个以上国家
级、省级农业产业强镇，80%以上的农业
规模经营主体基本实现农产品可追溯，
50%以上的县(市、区)达到国家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标准。

从发展方向上来说，《意见》也为河
南未来农业发展定下“步调”，要实现布
局区域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发
展产业化、方式绿色化、产品品牌化。其
中提到，发展产业化方面，我省要持续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大粮仓”“大厨

房”“大餐桌”。到 2025年，省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 1000 家以
上。产品品牌化方面，到 2025年，我省
省级以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
牌、产品品牌分别发展到200个以上、400
个以上和900个以上。

建设“大粮仓”“大厨房”“大餐桌”

十大行动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郑州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覃岩峰
毛小玺）昨日，副省长、市长王新伟在调研
督导城乡接合部综合整治时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标本
兼治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优化产业结构等工作，努力打造
“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乡环境，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金水区马渡村、郑东新区花庄社区
等地，王新伟详细听取了环境整治、污水
处理、社区管理、产业发展等情况汇报，要
求既重“面子”也重“里子”，把生态建设、
文化元素、产业植入与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有机结合，一体推进拆违治乱、污水净化、
就业致富等工作，努力让城乡环境更有颜
值、更有生机、更有活力。王新伟与现场
群众深入交流生活环境、家庭收入、文娱
活动等情况，勉励大家要依托好环境、走
好创富路，进一步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激
活致富增收内生动力，共同创造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幸福生活。

调研中，王新伟强调，城乡接合部综
合整治是一项民心工程、系统工程，要坚
持人民至上，发挥好党建引领聚民心的作

用，每项工作都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
效于民，从群众最关心的地方改起，从群
众最迫切的需求做起，着力营造共建共治
共管共享的格局。要突出规划先行，依据
纳入整治范围的 36个乡（镇）办资源禀
赋、基础现状等，因地制宜、分类规划，精
准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优环境，切实
发挥综合整治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经
济价值。要注重示范带动，以农村整体改
造和社区综合整治提升为重点，抓实抓细
垃圾分类、污水处理、智能管理等工作，进
一步凸显地域特色、文化特色、产业特色，
精心打造一批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示范
村、示范社区。要强化产业富民，把就业
增收作为群众生活迈向高质量的保障支
撑，通过培育特色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开
展技能培训、发展集体经济等方式，把富
余劳动力组织好、培训好、推介好，最大限
度实现就地就近创富致富。要丰富文化
生活，村组（社区）联动开展丰富多彩、健
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努力让大家的生活更
精彩、精神更富足。

市领导陈宏伟参加调研。

王新伟调研督导城乡接合部综合整治工作

让人民群众生活得
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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