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孙亚
文 张昕）2月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安伟主持召开全市开发区、县
（市）区党（工）委书记务虚会，围绕
省委提出的“十大战略”在郑州落地
落实，听取各开发区、县（市）区党
（工）委书记工作汇报，深入座谈交
流。安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安排部
署，齐心协力、躬身入局、埋头苦干，
抓总抓重抓要、谋实干实务实，确保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开门红、全年
红，开门稳、全年稳”。

何雄、吕挺琳、路云、牛卫国、
杨东方等出席会议。

会上，安伟认真听取汇报，与大

家共同分析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对
策，交流意见建议。他指出，开局关
系全局，起势决定胜势。今年是省
委提出的“十大战略”破局之年，破
局的成效如何，郑州责任重大，关键
在于广大党员干部的努力和担当。
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众志成城一起
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
要决策、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及
市委市政府的谋划安排上来，更好
推动郑州高质量发展。各开发区、
县（市）区要按照“工作有标杆、落实
有标准、突破有标志”的要求，研究
制定好全年发展目标和重大任务举
措，一体推进好经济稳增长、社会保
稳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化解等各
项重点工作，努力打造平稳健康的

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
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安伟强调，要抓总抓重抓要，谋
实干实务实。聚焦“一个目标”、把
握“两点要求”、开展“三标”活动、实
施“九增”行动，是抓落实、促发展、
见成效的工作方法、思路和目标，是
贯彻落实省委提出的“两个确保”
“十大战略”的具体行动。要切实发
挥好全省经济发展“领头羊”、社会
治理“首善区”作用，以“实”字打底，
“效”字检验，结合各区域实际，选准
选对标杆、细化落实标准，找准切入
点、突破口，完善优化工作思路，努
力在“九增”行动中当先锋、做示范。

安伟要求，要加强领导，狠抓落
实，确保开好局起好步。要抓好调

度，科学谋划和实施好上半年、全
年各项举措；要抓重点，细化落实
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目标任务，以
重点带动全局；要抓项目，优先抓
好灾后重建、公共卫生、应急、水利
等急需项目，加快补齐短板、消除
隐患、增强后劲；要抓招商引资，突
出抓好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引进，
促进当前投资增长，构建长远战略
支撑。要抓好工作推进，抓在当
下、抓好眼前、争取主动，以日保
周、以周保月、以月保季，以一季度
“开门红”确保实现“半年红”“全年
红”，以新的业绩为国家中心城市
现代化建设增光添彩，不辜负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期待，不辜负广大人
民群众的期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河南省总
河长令（第4号）《关于开展妨碍河道
行洪突出问题清理整治的决定》签
发。我省将全面排查妨碍河道行洪
的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清理整治，保
障河道行洪通畅。

总河长令指出，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障河道行
洪通畅，守住防洪安全底线，经研究
决定，在全省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
出问题清理整治。

本次排查整治范围重点为第一

次全国水利普查名录内有行洪任务
的河道。主要排查整治以下10类问
题：阻水建筑物，主要包括厂房、民
房、码头、光伏电站、大棚等建筑物
或构筑物；阻水片林，主要包括阻碍
河道行洪的成片林木、高秆作物等；
压缩河道行洪断面的交叉建筑物，
主要包括修建的跨河、穿河的桥梁、
管线、渡槽等妨碍行洪的设施；侵
占、缩窄河道问题，主要包括修建围
堤、生产堤等侵占河道，防洪堤、护
岸工程建设束窄原河道，河道内开
垦耕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等；抬高
河道地面高程的活动场所，主要包

括修建公园、湿地、亲水平台等；堤
防多年不修整不维护的河段；没有
统一治理河道，只治上游不治下游，
只治城区不治郊区；政区边界两侧
都不管的“卡口”河段；河长制建立
情况，主要包括是否按照中央要求，
逐级、逐河段明确河长；河长制目标
任务是否包括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总河长令要求，落实属地责任，
加强考核问责，强化司法保障，今年5
月31日前基本完成阻水严重的违法
违规建筑物、构筑物等突出问题清理
整治，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妨碍河
道行洪突出问题清理整治工作。

我省发布第4号总河长令

全面开展妨碍河道行洪
突出问题清理整治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第
三批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我省南
阳市月季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河
南省黄河流域乡土树种国家林木
种质资源库榜上有名。截至目前，
我省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已达5处。

林木种质资源是遗传多样性和
物种多样性的基础，是林木良种繁
育的原始材料和树种改良的物质基
础，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2016年
以来，我省先后确定国家林木种质
资源库 5处，已收集保存杜仲、柿、

仁用杏、扁桃、长柄扁桃、枣、李、泡
桐、牡丹、芍药、刺槐、榆树等 12个
树种种质资源 10373份。2020年，
在前期林木种质资源项目建设的
基础上，经综合评定，我省确定了
10处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其中原
地保存库 4处，异地保存库 6处，初
步构建了全省林木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体系。为切实提高我省国家
和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建设管理
水平，促进我省林木种质资源保护
与开发利用，我省还组织编制了各
种质资源库中长期发展规划，着力

提升我省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和研究
利用水平。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进一步
加强林木种质资源库的建设与管
理，科学制定全省林木种质资源保
护与利用发展规划，对收集保存的
林木种质资源进行鉴定评价、创新
选育，定期监测、及时补充更新，确
保林木种质资源库的资源安全和
信息安全，努力将我省林木种质资
源库建设成为集种质资源收集保
存、研究利用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
平台。

全市开发区县（市）区党（工）委书记务虚会召开

抓总抓重抓要 谋实干实务实
确保开门红全年红开门稳全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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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增两处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试点示范申报启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记者昨日从省知识产权
局获悉，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
署，集聚优势资源，支撑高质量发
展，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关于面向城市、县域、园区开展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
通知》要求，我省决定结合实际情
况，组织开展相关申报、评审、推
荐等有关工作，申报时间 2月 21
日截止。

根据相关要求，申报国家知
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原则
上为原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
城市，同等条件下，原国家知识产
权强市创建市、考核优秀的知识
产权运营重点城市优先；申报国
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域，
应为原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
范、试点县（市、区），原则上为原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
（市、区）；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示范园区，申报主体为原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园区；申报
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
市、强县建设试点县、强国建设试
点园区，我省的原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试点城市，原国家知识产权
强县工程示范、试点县（市、区），
原国家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园区，
均可以进行申报。

据介绍，按照“局省市联动”
原则，省知识产权局将加强对确
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督
导，加大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