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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麦浪滚滚，丰收在望，“三
夏”抢收，确保小麦颗粒归仓。6月 5
日，郑州市农业机械安全服务中心主任
李明带队来中牟县调研“三夏”农机安
全生产工作。

李明一行人先后到连霍高速大孟出
站口“三夏”农机安全服务网点、大孟小
麦机收现场、黄河滩小麦机收现场，为群
众发放了水、风油精等防暑物资，并与机
手交谈。详细询问了农机投入、机械年
检与维护、收割成本等情况，认真听取工
作人员汇报，对中牟县农机安全生产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李明表示，要扎实开
展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农机带病作
业等现象，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抢收进
度，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中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相
关负责人表示，大队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严格落实农
机安全责任。从 5月 27日开始，深入
“三夏”生产第一线，设置两个“三夏”农
机安全服务网点，服务网点配备水、医
药箱、农机安全手册等物品，出动流动
服务车，积极开展农机安全宣传和服
务，竭力为全县“三夏”生产的顺利推进
提供安全保障。截至目前，共发放宣传
资料700余份、解答机手问题160余次、
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300余份。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孙巧玲

中牟县组织收听收看郑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报告会

提升政治站位、担当责任使命
不断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本报讯 6月 6日下午，中牟县组织收
听收看郑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
报告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
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围
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专题辅导。刘利、
邢留印、方本选等四个班子领导在中牟县
分会场参加会议。

学习报告会上，王巍以“中华文明探源
研究二十年”为题，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
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

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等方面对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进行了系统讲解，并阐述了河南及
郑州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地位，
提出了工作建议。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升政治
站位、担当责任使命，不断增强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要紧紧围绕打
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集中展示地，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景式
展示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着力建设华夏

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和国际知名文化旅
游目的地，讲好中国故事，全面展示中
华文明。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关键，坚持“工
作有标杆、落实有标准、突破有标志”，突出
保护优先，树牢“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
念，全面系统加强郑州市文物和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要加强研究阐释，整合资源力量
开展跨学科、多领域协同研究，更加有力地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要切

实用活资源，加快规划建设“博物馆群+大
遗址公园”文明展示体系，要加强组织领
导，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扛起文化建设的
主体责任，细化分工、强化落实，完善推进
机制，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要进一步加
强交流合作，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借助外
力、激发内力、形成合力，不断开创郑州市
文化繁荣发展新局面。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刘东袁 谢夏琳

本报讯 中牟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鲜明导向，聚精会神抓项目、促投资、增动
能，围绕“三个一批”，做到“五个突出”，迅
速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好项目的浓
厚氛围。

郑州海昌海洋公园项目位于中牟县
的郑开大道北、青砂街西，总占地 637
亩、总建筑面积 28.5万平方米、总投资
41.3亿元，是海昌海洋公园深耕中原地

区的又一里程碑，旨在打造中原地区先
进的旗舰级海洋公园，目前项目正在紧
张有序地进行中。

郑州海昌海洋公园项目一期总占
地 365亩、总投资 25.3亿元。其中公园
一期占地 285亩，总建筑面积 8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 6 大场馆（水母馆、鲸鲨
馆、企鹅馆、海豚剧场、极地馆、海兽表
演场）、海星岛、海洋大街等内容；商业一

期占地 80亩，总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主
要建设海洋主题酒店及海洋文化休闲体
验商业区。

为推动项目建设，保障顺利开园，郑
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成立“郑州海昌
海洋公园”服务专班，跟进项目进展，协
调解决项目建设、手续问题，同步完善市
政配套。

据了解,郑州海昌海洋公园项目的落

地，填补了中原地区大型海洋主题公园的
空白，将凭借明显差异化的市场诉求——
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夜场演艺、主题商业、
黄河两万里等进行市场细分、游客分流，将
在未来成为区域内的龙头景区。该项目运
营后预计年接待游客量约 300万人次，带
动周边约2000个就业岗位，为河南省文旅
发展创造新引擎。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张晓龙 毛娇

本报讯 端午时节，韩寺镇大洪村
大棚吊瓜种植户林大哥正在自己的
大棚内采摘当季小吊瓜，谈起自己的
创业经历，他兴奋地说：“多亏有了中
牟农商银行的信贷支持，我身后这 10
多个大棚才能顺利建成，今年的收入
不成问题了。”

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农时不宜
迟。为切实做好服务“三夏”生产工作，
中牟农商银行充分发挥金融力量，持续
加大资金支持，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
力满足“三夏”生产信贷资金和金融服
务需求，以实际行动全面助力“三夏”生
产。截至 6月 7日，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123.77 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的
79.5%。

该行充分利用“党建金融”联盟，建
立资源信息合作共享机制，对涉及乡村
振兴及“三夏”生产的政策信息及时沟
通对接，了解“三农”工作安排、农业生
产计划，通过“乡村振兴·整村授信”活
动，地毯式走访辖内种收大户、养殖大
户、个体工商户等目标客户，详细掌握
资金需求。各村组党员干部主动充当
该行信用评定“组织员”、金融政策“宣
传员”、金融知识“辅导员”，指导支持
“三夏”工作。截至 6月 7日，该行累计
走访辖内行政村370个，为农户介绍信
贷支农政策、统计资金需求、制定信贷
投放计划，全力做好“三夏”期间资金投
放工作。

“我的收粮生意越做越红火，全靠
农商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这不，小麦

就要收割了，收粮食的季节到了，中牟
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又上门为我办理贷
款手续，只用了 1天时间，就将‘兴农
贷’小额贷款资金打入了我的银行
卡。”正在收粮的村民对该行的金融服
务赞不绝口。

据了解，针对“三夏”期间农户资金
需求大、贷款受理量多、农忙时间紧等
特点，该行农区营业网点灵活延长营业
时间，款箱送达即提前开始营业，最大
限度满足客户业务办理需求。该行还
开设了“金融服务流动站”，工作人员携
带移动式智慧柜员机走进辖内村组，为
群众开立银行卡、手机银行、现场申贷、
办理支付结算，开设了“三夏”贷款咨询
服务窗口，对“三夏”生产客户优先授
信、优先办理、简化手续，确保贷款及
时、高效发放，做到了让农户“钱等
粮”。同时将“牟商快贷”“兴商贷”“小
微振兴贷”等作为支持“三夏”生产重要
抓手，加快投放速度，不误农时、不误农
事，有效满足农民夏收、夏种、保苗等农

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现在正是麦收最忙的时候，农商

银行为咱们老百姓想得真周到，卖粮现
金放在家里怕不安全，最近的银行在镇
上，取存都没有时间。自从农商银行在
俺村开设普惠金融服务站，不管是存
钱、取钱还是其他业务，在这里都能办，
既安全又便利，村民们都很满意！”刁家
乡沃李村村民李大哥说。

该行充分发挥点多面广、结算费率
低等优势，以营业网点、普惠金融服务
站为依托，利用手机银行、POS机、金燕
e付、自助柜员机等结算工具，为农户
提供全天候金融服务；该行成立助农小
分队，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民麦收生产、
购销资金缺口，及时掌握农户信贷资金
需求，送上优质金融服务；该行工作人员
走村入户、服务上门，广泛开展送知识、
送资金下乡活动，为农民提供防诈骗、反
假币、打击非法集资等一揽子金融服务，
确保夏粮资金“颗粒归仓”。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孙晓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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