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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爱军 王静锋 吕正军 董柏生

壬寅盛夏，吾至武陟。
走农村进社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创“五星”支部的浓

厚氛围扑面而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火热的项目建设场景、职
工们挥汗如雨忙碌的身影，让我们感受到了加快发展的浓厚气
息；城乡主要路段，“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快建设‘两城三县
一枢纽’”“在郑焦一体化进程中‘挑大梁、打头阵、当先锋、做
排头’”“奋力推动‘中国黄河文化之乡’在县域经济‘成高原’
中走在前列、更加出彩”等激人奋进的大幅标语随处可见，彰显
着武陟干部群众创先争优的精气神。

争创国家经开区 热度攀升

走进武陟经济技术开发区，令人感到活力无限。
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双创智慧产业园科研楼主体正在加

紧施工，1#厂房基础完工；智能制造产业园施工单位临建进场，
厂房基础开挖；总投资 12 亿元的集成电路产业园正准备开工建
设；总投资16亿元的生物医药产业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
5G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4个项目计划年内供地并开工建设。

创新驱动能力更加强劲。强耐新材刚刚被认定为2022年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郑缆股份、三丰纸业等19家企业被
认定为 2022 年全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三和水工被认定为
2022年全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瑞格玛新材料、河南凯瑞等4家企
业拟认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截至目前，该县拥有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74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48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0
家，数量均居全市第一。

8月1日，武陟县与市产业技术科学院举行对接活动。此前的5
月28日，武陟县举行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打造专家研讨会，围绕武
陟打造百亿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建设郑焦产业融合特别合作
区，共话时代“芯”机遇，共谋未来“芯”发展。

5月20日，“三化三制”改革后的武陟经开区确定了“力争用2年~3年跻身全省开发区“第一
方阵”，3年~5年争创国家级经开区的目标。

争创国家级经开区，武陟有底气！
作为全省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工作31个试点县之一、“郑焦一体化发展”首位节点城市的桥头

堡，武陟县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郑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等历史性机
遇，聚焦省委“十大战略”，主动谋篇布局，积极发展“三新一高”和战略新兴产业，尤其是引进

的伯恩半导体晶圆制造+先进封装项目，是焦作地区首个集成电路
项目，填补了我市半导体产业空白。

今年以来，武陟县开工建设项目 173 个。刚刚下发的河南省
“十四五”期间重大项目清单中，该县纳入清单项目26个，占全市
68个项目的38.2%。

目前，武陟经开区入驻各类企业421家，其中承接郑州产业转
移升级企业110余家。河南首家、全国唯一落地在县域城市的阿里
云创新中心入孵企业达56家，吸引创新创业人员300余人。其中，
来自郑州的企业有20余家，占比达36%，（下转A0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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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因3000多年前武王伐纣，在此登高远望、会盟诸侯而
得名，“陟”是登高、兴起之意。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国黄河文化
之乡”，近年来，武陟县锚定“两个确保”，聚焦“十大战略”，以加
快建设“两城三县一枢纽”为发展目标，坚持先人一步，在融入战
略大局中蓄足发展之势；坚持快人一拍，在郑焦互补发展中夯实
产业之基；坚持胜人一筹，在城乡提质建设中展现精致之美；坚
持优人一招，在做强要素保障中体现武陟之最，奋力推动武陟在
县域经济“成高原”中走在前列、更加出彩。

上图 位于武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机器人产业园。 冯小敏 摄

本报讯（记者杨丽娜）昨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亦博
专题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规划引领，强化项目支撑，
注重产城融合，深入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不断改善城市基础设
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城
市功能短板，实现城市内涵集
约、绿色低碳发展。

山阳故城片区主要包括李河
综合整治、陶圣源文创产业园、
山阳故城遗址公园等项目。李亦
博到南水北调李河倒虹吸北部、
昊华宇航老厂区，实地了解土地

收储、区域规划、项目谋划、融
资模式、开发周期等情况，叮嘱
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
提升为主，高标准编制区域发展
规划，把城市更新与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文化保
护等有机结合，科学论证各个项
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积极稳妥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解放区神华重机片区以焦作
百年矿业遗址公园为中心向外辐
射，着力打造成为老城区发展新
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重要载
体；百年电厂片区计划以焦作百
年电厂为核心，保留焦作代表性

工业历史元素，完善教育、医疗、
养老等配套服务设施，着力打造
生态宜居核心区。李亦博到神华
重机1910厂房旧址、焦作电厂电
力培训中心，实地察看两个片区
核心项目现状，了解项目谋划和
前期工作，询问存在问题和困难，
并座谈听取解放区城市更新两高
双创示范区总体规划、项目谋划、
开发时序等情况汇报，要求市区
两级加强统筹、形成合力，切实解
决好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加快推动城市更新项目建设。

李亦博强调，一要抢抓机
遇，速谋快动。实施城市更新是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
体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要抢
抓政策机遇，树立系统思维，结
合城市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有
机衔接“十四五”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统筹城市景观设计和建
筑风貌，深入谋划、加快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着力补齐城市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短板弱
项，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不
断增强城市吸引力、凝聚力、辐
射力。二要高标规划，稳步推
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下转A02版②）

李亦博在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

规划引领 项目支撑 有序推进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公共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杜玲）昨日，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王建修，党组副书记葛探
宇，副主任李平启、韩明华带领由部分
常委会委员组成的调研组分别到孟州
市、沁阳市，对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副市长武磊陪
同调研。

孟州市谷旦镇米庄村聚焦产业兴
旺，实现农户、村集体、企业“三增
收”。听取情况介绍后，调研组认为米
庄村坚持党建引领、村企联建，走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走进孟州市赵和镇上寨村，看到道
路整修一新，村里建有人工湿地污水处
理系统、可回收垃圾分拣收集中心，并实
现全村厕所无害化改造，一个村庄美、生
活美的美丽新上寨展现在大家眼前。

孟州市会昌街道中曹村是一个具有
历史文化气息的精致农村。了解到该村
以黄河文化为主题，因地制宜对“空心
院”进行改造提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文创基地后，调研组认为，中曹村实现
了由外在美向内在美、一时美向持续美

的蝶变。
沁阳市沁园街道袁屯村新村环境优

美，住宅规划整齐美观。在这个治理有
效、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大家走进农
户家中，与村民交流，感受村民的和谐
幸福生活。

沁阳市太行街道东沁阳村利用垃圾
分类培育“产业+”模式，利用分类垃
圾制作农用堆肥、环保酵素、环保手工
肥皂等，拓宽了产业门路。该村探索出
了一条全民参与共建精致乡村的共建共
享模式。

调研中，调研组认为，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
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常
抓不懈。要积极探索人居环境管理长效
机制，以点带面、示范带动，全面提升
改善全市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水平；要加
强宣传引导，进一步培养良好习惯，推
动形成民建、民管、民享的长效机制，
不断推进我市农村环境更加宜居、群众
生活更加美好，让农民在乡村全面振兴
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①5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李非）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营造喜迎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的良好舆论氛围，引导广大
党员群众运用“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开展理论知识学习，由中共河南
省委宣传部主办、“学习强国”河
南学习平台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中原更出彩”“学习强国”河南学
习平台答题比赛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10时正式上线。

本次答题比赛是“学习强国”河

南学习平台品牌活动的再次延续，
坚持“全覆盖、共参与”的基本原则，
采取线上比赛方式，选手进入“学习
强国”河南学习平台即可答题。

据了解，本次比赛知识点包
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
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

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四
史”知识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省
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河南历史文化知识等。
试题主要出自“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我要答题”板块题库，以及党
史学习教育指定学习资料和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报告等。题型主要包括
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

（下转A02版③）

“喜迎二十大 中原更出彩”“学习强国”
河南学习平台答题比赛今日开赛

本报记者 朱晓琳

志愿服务活跃大街小巷，城乡群众屡
登“中国好人榜”，理论宣讲送到田间地
头，怀川大地遍开文明之花……初秋时
节，行走在焦作市大街小巷，处处都能感
受到扑面而来的城市文明新风，时时都能
感受到文明城市创建的强劲脉动。

城市，因创建而更美好。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
惠民、创建靠民”工作理念，动员全市
上下凝聚合力，常态长效，久久为功，
昂首阔步努力朝着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迈进。

文明创建，根本在于育文明人、铸城
市魂。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到群众“家
门口”。近年来，我市打造“百姓宣讲团”

“大学生宣讲团”“宣讲小分队”“百姓宣讲
直通车”等一批基层宣讲品牌，组织宣讲
活动2万余场，受众180万人次，多次被表
彰为全省“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
层”活动先进集体。

凡人善举暖人心，创出城市精气神。
经年累月深耕细作“好人文化”，构建起了
宣传好人、礼遇好人、争做好人的良性循
环机制，推好人、学好人、做好人蔚然成
风。范占先、郭欣欣和杜雪娥家庭、张冬
香家庭分别荣获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文明
家庭称号，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维和英雄申亮亮荣获“人民英雄”国家荣

誉称号；医生赵童荣获第八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93人入选“中国好人榜”，评选

“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 223 个，第 14、
15、16批“身边的榜样”90人，首届“焦
作楷模”选树宣传扎实推进，进一步发挥
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动良好社会风
尚形成。

（下转A02版⑤）

文明实践为美好生活“加码”

8月25日，山
阳区太行街道华盛
社区志愿者在清
洗、清理路边小广
告。该街道对照标
准，查漏补缺，补
齐短板，动员辖区
20 余家企事业单
位，组织志愿者参
与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使辖区环境得
到完善提升。

本报记者 刘
金元 摄

本报讯（通讯员张朝辉、连德文）针对新农
业、新农村、新农民的风险保障需求，焦作保险业
创新金融产品，积极为“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保
驾护航。

在当前“新市民”群体中，进城务工人员是重
要部分。今年年初以来，焦作保险业积极响应监管
部门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要求，从
就业、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多方面助力“新
市民”进城。人保财险、平安财险、中银财险、英
大财险等针对农民工工资发放难问题，推出了农民
工工资履约保证保险，为农民工获得工资提供可靠
保障；针对“新市民”医养难题，中国人寿和人保
财险焦作分公司联合推出“惠民保”业务，为“新
市民”提供不限户籍、不限医保、随时参保的服
务；平安财险焦作中支推出托育保障保险，减轻了
年轻“新市民”进城后生育子女的后顾之忧。截至
7月末，我市已有10家保险机构为“新市民”群体
提供金融产品26个，提供风险保障83.93亿元。

我市是“四大怀药”原产地，也是全国区域性
小麦良种繁育基地。近年来，焦作相关保险机构着
眼助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积极争取小麦制种保险
试点，大力发展政策性种植险、养殖险业务，创新
开办山药气象指数保险和云台冰菊等商业险，有效
提升了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下转A02版④）

焦作保险业为“三农”发展护航

事关疫情防控
河南省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办法（试
行）施行。

分批次错时峰
焦作大中专院校

开学有要求。

给月饼“体检”
市民发现问题可

拨打电话 12315 举
报。

可以省好多钱
焦作两年内装房

业主速看。

明细随发随查
建行电子工资单

方便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