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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郑州 之诚信经营

本报讯（记者 刘凌智）新起
点、新跨越、新未来。昨日，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豫信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豫信电科”）举行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共同签署豫信电科河南先
进计算产业示范园项目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豫信电科将投入
约104亿元资金，在航空港区打
造豫信电科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标志着双方在电子信息产业领
域的合作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豫信电科与航空
港区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双

方曾共同推进超聚变项目，仅
用 55天便完成了从项目启动
到首台服务器下线，有力带动
了以超聚变为龙头的先进计
算产业链蓬勃发展。本次签
约的豫信电科电子信息产业
基地项目是双方在电子信息产
业领域的又一次深度合作。项
目计划总投资额约 104亿元，
旨在打造集云网络系统、通信
导航设备、电子计算机、电子元
器件等为一体的综合型产业生
态基地，为企业即将开展的液
冷超级充电桩、半导体产业园、

卫星产业、数字政府等多个重
点项目的建设提供全过程、高
质量的优质服务。

“郑州航空港区拥有得天
独厚的交通优势和良好的产
业基础，是河南省乃至全国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区
域。”豫信电科董事长李亚东
说，豫信电科将充分发挥其在
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专业优
势和技术实力，借助航空港区
交通便捷、产业聚集等有利条
件，积极打造高品质的电子信
息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据了解，郑州航空港区作

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窗
口、主引擎、主阵地，当前正聚
焦电子信息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
空航天卫星四大先进制造业
群，加快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
的创新联合体和集群式创新生
态圈。以富士康、超聚变、龙芯
中科、郑州合晶等为头雁的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规模近 6000
亿元，初步形成了以智能终端、
信创、先进计算、半导体装备材

料为主的产业集群，构建起从
关键核心元器件到整机的“芯
屏端器”全产业生态链。

“豫信电科电子信息产业
基地项目的签约，将进一步提
升郑州航空港区在电子信息
产业领域的核心竞争力。”郑
州航空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说，未来，郑州航空港区将
依托豫信电科等优质企业，持
续深化产业链协同，完善产业
生态，打造新质生产力，推动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向更高层
次、更宽领域发展。

本报讯（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陈泽楠 史园园）4
天，4300 亩，602 万斤……前
段时间，在荥阳市汜水镇赵
村，8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
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
粉碎、颗粒入仓，一气呵成，
一场农机擂台赛正在火热上
演。“俺村人只要划道线，告
诉农机手从哪儿到哪儿是他
家地，一分钱不用花，就等着
晒粮了。”赵村党支部书记梅
志磊自豪地说。

这是“半托管式”服务。
近年来，荥阳市将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重要抓手，

在宣传动员、政策指导、机构
组建、服务保障等方面打出
了一套“组合拳”，推动实现
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
弱到强的快速发展。 2021
年，赵村借着这股东风，由
村党支部代表村集体注册
成立了振兴农机专业合作
社，连续 3 年免费为全村提
供收割、犁耙、播种、植保等
农机服务，并到周边乡村开
展农机合作，惠及6个乡镇13
个村庄1万余亩地，年创利80
万元，带动 50余户村民就地
转化就业。

今年，赵村举办农机擂
台赛，不光比收割速度，还比

麦粒损失，就是想通过这种
方式，培养金牌农机手，扩大
合作社知名度，实现粮食产
量和集体经济双丰收。

像赵村这样的“半托管
式”服务，在荥阳比比皆是。
汜水镇大部分村实现了“半
托管式”服务。刘河镇小寨
村、乔楼镇蔡寨村等也实现
了“半托管式”服务。这些合
作社将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在
现有“半托管式”基础上实现

“全托管式”农机服务，包括
晒粮等，让农民腾出时间和
精力参加第二职业，既保证
粮食产量，又在家门口实现
增收。

本报讯（记者 郭涛 通
讯员 马海军 李晓娟）走进
车间，没有嘈杂的机器声，
几名工人静静地坐在控制
室内轻点鼠标，车间里的制
造设备自动开启，流水线上
的各类数据实时呈现在大
屏幕上……走出车间，打开
手机APP，全流程生产作业监
测数据一目了然，车间每个
角落尽收眼底。今年以来，
新密市紧盯“三化改造”目标
要求，坚持分行业推进、精准
化实施、平台化支撑、贴身式
服务，努力打造一流产业链
群和产业生态。

高标谋划，绘制“导航
图”。新密市把传统制造业

“一转带三化（通过数字化转
型，带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作为当前
中心工作，突出“快、准、实”，
实现开好局、起好步。召开

“三化改造”推进新型工业化

大会，并组织100多家企业到
中钢洛耐、洛阳利尔、宝冶钢
构等企业参观，学习先进企
业在“三化改造”中的典型
做法和实际成效；研究制定
了 3 年行动计划，成立领导
小组和 2 个督导服务组，建
立“ 周 督 导 、月 通 报 、季 调
度、年评估”督导服务机制
和“集中统筹、督导服务、层
层传导、科学高效”工作机
制，有力支撑了“一转带三
化”工作取得实效。

政策激励，推进“时间
表”。实施“百企智改数转”
工程，计划今年起利用3年时
间实现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改造全覆盖，今年
重点推动 100家传统制造业
企业完成智能化诊断、智能
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上云上
平台等。为提升进度，该市
科工信、发改委、应急、环保、
金融等部门和各乡镇、街道

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持续扎
实开展“万人助万企”行动，
按时序进度完成传统制造业
企业数字化转型改造。

高效落地，公布“出彩
榜”。新密市牢牢抓住 31个
省级以上重点项目，对取得
的成效、获评的奖项张榜公
布，持续营造争先出彩的浓
厚氛围。今年5月以来，省工
信厅相继公示了2024年河南
省绿色工厂、智能车间、服务
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拟
确定名单，新密市 11 家企
业上榜。2家企业获评 2024
年度河南省数字化能碳管
理中心。目前，该市已累计
培育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企
业 1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 8
家、省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
智能工厂3家、省级服务型制
造示范企业8家、省级智能车
间16个。

本报讯（记者 谢鹏
飞 通讯员 郭晶 文/图）
记者近日从上街区峡窝
镇获悉，该镇“三夏”麦收
已圆满收官，全镇 2000
余亩小麦已全部收割完
成。针对近期天气炎
热、干旱少雨的情况，峡
窝镇多措并举、全力以
赴开展抗旱保苗工作，
确保农作物生产安全。

强化服务保障。面
对天气干旱带来的影
响，镇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深入辖区各村田间地
头，实地开展苗情、旱情
分析调查，及时发现抗
旱保苗工作中存在问

题，全面排查辖区灌溉
用井用电情况，全力保
障灌溉用井的正常使
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加强田间管理。在
镇党委的统一部署下，
各行政村工作人员带头
抗旱保苗，及时利用喷
灌设备等，积极进行浇
水造墒，全力奋战在田
间地头，千方百计加快
抗旱抢种进度，扎实做
好抗旱保苗工作。

加 上 日 前 郑 州 降
水，截至目前，峡窝镇已
灌溉农田 1800亩，占秋
播作物的92%。

本报讯（记者 朱翔宇
通讯员 赵正银 李新）6 月
18日，二七区市场监管局为
获评 2023 年度市级文明诚
信经营的企业、市场和个体
工商户举行了授牌仪式，树
立文明诚信先进典型，提升
经营主体的诚信经营意识。

此次授牌的 7家单位包
括大河精工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华润置地（郑州）有限公
司、河南大桥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长江路加油站 3家
企业，以及郑州摩马仕鞋业
有限公司、合记烩面馆大学

路店、李先生加州牛肉面火
车站北餐厅 3 家个体工商
户和郑州金路华实业有限公
司1个市场。

开展文明诚信经营企
业、市场、个体工商户的评选
活动是二七区提倡文明诚信
经营新风正气，营造人人讲
诚信、事事要诚信、处处有诚
信的浓厚氛围，强化广大经
营主体“主人翁”意识的有力
途径。为切实做好评选工
作，二七区市场监管局党组
提前谋划、多措并举，保障评
选活动精准落地。

二七区为市级文明诚信经营企业授牌

上街区峡窝镇：
秋播作物九成以上解旱情

投资金额约104亿元
豫信电科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落户航空港区

轻点鼠标打开手机
车间生产“一手掌握”
新密全面推进传统制造业“一转带三化”工作

村民地头划线 农机麦田比拼

荥阳“半托管式”服务
实现粮食产量和集体经济双丰收

喷灌造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