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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每年十月中旬至第二年一月
底，是红薯深加工的最好时节，此刻，在
新郑市辛店镇湛张村一厂房内一派热火
朝天景象：空阔的晾晒场上，工人们正将
一束束粉条分开、抖散，让它们晾晒得更
加均匀，一排排粉条在阳光下随风柔软
地舞动。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我一直
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希望为家乡做些事
情。乡村振兴大有可为，回乡创业这条路
子，我选对了。”郭培告诉记者，他于 2006
年大学毕业后就在湖南打拼。随着国家
对农村创业进行大力的扶持，引导年轻
人发展适合农村创业的产业，也让想干
事、敢干事、会干事的郭培看到了农村发
展的美好前景，他毅然辞去了工作，回到
家乡、回到农村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鲜活力。

据了解，湛张村位于辛店镇南部，具
有种植红薯的自然优势，因为粉条的原料
红薯，在老家产量大，且种植过程中基本
不用农药化肥，价格较为便宜。回到家
乡，郭培在当地村“两委”和村干部的大力
支持下，顺利流转了本村 100多亩的土
地，把流转出来的土地进行红薯种植，同
时成立薯香合作社，开办红薯粉条加工
厂，发展养殖、种植产业。

据了解，粉条加工向来饱受诟病。在
传统手工粉条行业，更有“无矾不成粉”的
说法。明矾所含的铝离子食用后很难从体
内排出，会诱发老年痴呆症、贫血等疾病。

创业之初，郭培就打算设计一套新
工艺，生产健康无公害的无矾粉条。创
业路上难关多，粉条如何加工？如何加
工成形且扯不断？面对困境，郭培在家

人和村“两委”的支持下迎难而上，他还
到南阳、开封等地学习专业技能，不断摸
索，积极引进设备、将粉条进行全面升
级。目前出产的无矾红薯粉条不但品质
优良，还兼具外形美观，市场竞争力强。
加工好的红薯粉条 1斤可以卖到 12元以
上，亩产可以增加产值2000元，所以这两
年湛张村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将红
薯制成粉条来卖。

手工制作出来的粉条，整套流程需要
20多道工序，最后都要经过冷冻晾晒，晒
干后才能进行包装销售。郭培从2019年
开始办厂，做粉条已经 2年多，经过不懈
努力，粉条已经远销到湖南、新疆等地，生
意越做越红火，客户纷纷上门订购。

致富不忘乡邻，在丰富老百姓“菜篮
子”的同时，郭培从技术上指导农户，为村
里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
带领大家脱贫致富。

新郑市积极打造和优化创业、就业环
境，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
业，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不断完善服
务企业长效机制，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流
程，打造“一站式”服务企业平台，使更多
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一大批有知识、
有抱负的年轻人也因此返乡，投入到农村
创业的大潮中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和
郭培一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有知识的新
型农民工带着技术、带着资金返乡创业，
心怀乡愁和创业热忱的“新农人”主动投
身新农村建设，抢做乡村振兴路上的“追
梦人”，给新郑的建设添砖加瓦，为新郑新
农村注入一股股乡村振兴的青春力量。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轩宇 王浩 文/图

全省第四，新郑登榜“中国工业百强县（市）”
本报讯 12月 16日，在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县域工业经济发展论坛
（2021）揭晓2021年“中国工业百强县（市）”
榜单，新郑以全省第四的成绩光荣登榜。

进入“十四五”，新郑市大力实施产业
升级提速工程，以先进制造业为主攻方向，
着力构建“三主三新”（三大主导产业：电子
信息、健康食品、高端商贸物流；三大新兴
产业：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制造、高端文旅）
产业体系，加快建设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
临空产业新城。

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目前已招引
落地尊绅光电模组、锐杰微、威斯荻克、华

思光电等电子信息产业项目15个，总投资
224.6亿元，其中建成投产锐杰微、威斯荻
克等项目6个，正在建设华思光电、芯证集
成电路测试等9个项目。今年新签约项目
2个，总投资25亿元，洽谈项目12个。

生物医药产业稳定增长。新郑市是国
内最大的医用水针剂生产基地，拥有润弘
制药、遂成药业、卓峰制药等规模以上医药
企业 5家，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 3家。其
中，遂成药业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水针剂生
产企业之一，总投资8亿元，拥有19个剂型
176个品种，2020年销售收入 9.5亿元，利
税7000万元；润弘制药是国内专业的小容

量注射剂生产企业，总投资13.5亿元，拥有
230多个药品批准文号，2020年总产值6.9
亿元，税收 2907万元。2020年，规模以上
生物医药企业 5家，生物医药产业完成增
加值 4.8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
6.1%。今年 1月至 5月，生物医药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30.5%。

健康食品产业持续壮大。新郑市坚持
把健康食品作为主导产业之一，持续招大引
强、延伸链条，培育好想你、白象食品、加加
味业、光明乳业、达利食品等食品骨干企业
126家，涵盖肉制品、乳制品、休闲食品等30
多个产业链条，形成了以食品制造、农副产

品加工、饮料制造、调味品制造为支撑，植物
油、休闲食品为补充的食品工业体系，全市
拥有占全国市场份额15%的枣制品、14%的
酱油产品和10%的方便食品。2020年，规模
以上食品企业38家，完成增加值26.8亿元，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34.4%。今年1月至
5月，食品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

通过不断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新郑已初步构建起了商贸
物流、食品制造、生物医药等传统支柱产业
提质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高端文旅
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的现代产业体系。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高冉

乡村振兴路上的“追梦人”

本报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12
月14日，新华路街道2021年度“万名党
员进党校 锤炼党性铸忠诚”培训班正
式开班。

新华路街道相关负责人作开班动
员讲话，重点强调了本次培训班的目
的、意义、纪律等。他表示，参训党员
要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带头争当主
动学习的模范、严守纪律的模范、学以
致用的模范，将培训成效体现在自己
的日常行为和工作履职中，为推动辖
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据了解，此次学习培训突出理论
加实务，培训内容丰富，邀请了新郑市
委党校讲师、街道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的

各项方针政策等授课，努力实现教育
培训全覆盖，确保党员政治“不掉队”，
思想“不落伍”。参训党员纷纷表示，
要珍惜学习机会，做到入脑、入心，在
工作、生活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高
标准要求自己，为新华路街道的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高举 文/图

新华路街道 万名党员进党校 锤炼党性铸忠诚

本报讯 近日，观音寺镇唐庄村党
支部组织党员、文明志愿服务队在全
村开展人居环境卫生整治，营造干净、
整洁、舒适的环境。每天早上 7点，唐
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占伟的喊话就会响
彻整个村庄，他每天带领8个人居环境
整治小分队逐街进行排查，形成了“人
人自发参与、户户动手整治”的良好氛
围，让村子展新貌、让村民展笑颜。

自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开
展以来，观音寺镇坚持党建引领，切实
打造好“红色引擎”，突出“党建+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
范作用，奏响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四部
曲”，形成“党委引领、支部带领、党员
示范、群众参与”的良好氛围。

党委引领，定准人居环境整治“总
基调”。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集中
攻坚”行动，做到“每周有安排、每周有
总结、每日有改善”。以“党建+逐村观
摩”为抓手，以现场表扬、现场鼓励、现
场总结、现场整改、现场压责、现场出策
“六个现场”为着力点，对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持续加压、动态部署、精细安排。

支部带领，唱响人居环境整治“主
旋律”。各村党支部将农村人居环境
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组，明确各级职责，
齐抓共管，形成良好的工作合力，有力
有序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
造出“以支部为堡垒、以两委班子为先
锋”的人居环境整治排头兵、领头雁。

党员示范，奏响人居环境整治“伴
奏曲”。发动辖区党员“带头参与整
治、带头攻坚克难、带头进户参观”，深
入“三类户”“七类人员”家庭帮助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人居环境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将党员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纳入党员积分制管理，作为
民主评议党员的重要参考依据，形成
目标清晰、责任明确、客观公正、科学
规范的目标考核机制。

群众参与，练好人居环境整治“合
唱曲”。积极宣传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重要意义和做法成效，深入开展文
明如厕、垃圾分类、环境保护等宣传教
育，提高农民卫生意识和文明健康素
养，让农民自觉参与环境整治，引导培
育群众维护村庄环境卫生的主人翁意
识。实现从“党员干部自己干”到“党员
群众一起干”的行动转变，党群一心在
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中更加彰显。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小妹 文/图

观音寺镇 党建引领 扮靓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