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沉沙池西条渠清淤工作自今年 1月下旬正式启动以来，经
过 4 个月的昼夜奋战， 目前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 这是引黄入冀补淀工程自
2017年 11月通水以来进行的首次清淤，累计挖掘清理淤泥约 300万立方米。图为
5月 25日，挖掘机、运输车在沉沙池中进行收尾作业。 本报记者 贺德敬 摄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沉沙池
首次清淤进入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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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振涛 通讯员 韩
娉婷 陈晓旭） 5 月 24 日， 记者自清丰
县获悉，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县
紧盯目标任务、扛实责任担当，以“四
个结合”为抓手，推动学习深一步、认
识高一筹、部署先一招，引导广大党员
在鉴往知来中汲取奋进力量、 提振发
展信心、破解发展难题，以党史学习教
育新成果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让学史明理

的思想活起来。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开展专题学习 6 次， 建立县级领导干
部基层联系点 62 个，带动全县迅速掀
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在做好规定动
作的同时，主动创新举措，为全县科级
以上干部发放工作指导手册， 学习教
育开展情况汇总表，《习近平论中国共
产党历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等学习书籍，近
期工作安排及所需材料清单等 “一册

一表一套书一台账”，做到目标内容具
体化、实践载体操作化、推进过程细致
化。

宣讲与参观相结合， 让学史增信
的意识强起来。 组建 14 组县委宣讲团
和 7 组县百年党史百姓宣讲团， 分期
举办党史学习教育大讲堂，深入机关、
学校、企业、农村、社区开展宣讲活动
60 余场次， 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包抓联
系点开展党史巡回宣讲活动 50 余场
次。 在此基础上，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到
单拐革命旧址、 中共直南特委旧址等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让当地红色资源
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和

鲜活素材。
教育与引导相结合， 让学史崇德

的观念树起来。 坚持线上宣传先行，充
分利用电视、广播、微信、微博等平台，
开设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等专题专
栏，营造浓厚的学习教育氛围。 在线下

跟进方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 ，
把群众聚拢过来，把新思想传播出去，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 深入基
层、深入人心。 同时，广泛开展“我和党
的故事”主题活动，深入挖掘老党员先
进事迹，选树先进典型，在全社会营造
继承革命传统、 崇尚文明新风的良好
氛围。

督导与实践相结合，让学史力行的
步伐快起来。派出 12个巡回指导组，通
过巡回调研指导、日常联络指导、巡听
旁听指导、随机抽查指导等方式，深入
被指导单位，紧盯重点任务、严格标准
要求、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党史学习教
育深一点、透一点、实一点。 同时，坚持
学习实践同步推进，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贯穿始终，全县 527 名科
级以上党员干部对接基层联系点 527
个，为群众办实事 500 余件，进一步增
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清丰县：“四个结合”学党史 真抓笃行见实效
■ 县（区）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我市经济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今年前 4个月

本报讯 （记者 段利梅 通讯员

江重会） 5 月 24 日，市统计部门出炉
的最新信息显示， 今年前 4 个月，全
市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经济
运行保持稳定恢复态势，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全省第 4 位、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和贷款余额

增速均居全省第 1 位。
“三大”产业主导明显，规模以上

工业较快增长。 1 至 4 月，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2%，居
全省第 4 位。 全市石油化工、装备制
造、食品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同比增
长 21%；羽绒及制品、现代家居、生物
基新材料“三专”特色产业同比增长
34.3%；高质量发展指标快速增长，高
技术产业同比增长 80.2%，战略性新
兴产业同比增长 38.5%。

服务业强劲复苏，营业收入快速
增长。 一季度，全市第三产业完成增

加值 208.88 亿元， 同比增长 16.9%；
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36.5
亿元，同比增长 36.1%。分门类看，交
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完成营业收
入 11.9 亿元，同比增长 84.9%；教育
和 卫 生 社 会 工 作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0.4% 、46.1% ， 均呈现高位增长态
势；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完成营业收
入 0.5 亿元，同比增长 25%。

居民消费快速恢复，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全省第一。 1 至 4 月，
全 市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完 成

220.28 亿元 ，同比增长 25%，增速自
今年以来持续保持全省第 1 位。全市
21 个行业类别中，19 类零售额增长，
2 类零售额下降。 其中：汽车类同比
增长 50.4% （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
358.1%），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同比
增长 45.8%， 粮油食品类同比增长
32.4%，烟酒类同比增长 30.1%；下降

的 2 个类别分别是电子出版物及音
像制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财政金融运行平稳，金融机构贷
款余额快速增长。 前 4 个月，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38.34 亿元，同比增
长 19.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8.51
亿元，同比增长 10.2%。 截至 4 月末，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2184.65 亿
元，较年初新增 126 亿元；贷款余额
1329.54 亿元， 较年初新增 77.13 亿
元，同比增长 18.04%，居全省第 1 位。

市场物价运行平稳，八大类商品
价格六涨二降。 1 至 4 月，全市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较去年同期上涨

1%。 八大类商品价格中， 食品烟酒
类、居住类、交通通信类、教育文化和
娱乐类、医疗保健类、其他用品和服
务 类 分 别 上 涨 1.9% 、0.8% 、0.4% 、
0.9%、2.6%、1.1%，衣着类 、生活用品
及服务类下降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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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穗穗麦穗颗粒饱满，把麦秆压弯了腰；
一阵微风吹来， 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掀起金色
的麦浪，此起彼伏。这是 5 月 24 日，记者在濮
阳县渠村乡实地采访时看到的场景。

5 月 14 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视察，
期间走进一处麦田察看小麦长势。 看到丰收
在望，习近平指出，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
托底了……

连日来，我市农业、农机和粮食部门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
做好夏粮后期管理工作， 全面做好机收会战
和夏粮收购等准备工作，确保粮食丰产丰收。

今年我市夏粮丰收在望

据介绍， 今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 355.21
万亩，其中优质强筋小麦 90 万亩。根据市、县
各级农业专家田间调查， 预计全市小麦平均
亩穗数为 39.3 万穗，创近 5 年来新高；穗粒
数为 35.1 粒，接近 5 年来最高粒数；千粒重
按上年 43.9 克推算， 预计平均单产 514.7 公
斤 ， 较上年增加 5.5 公斤 ； 总产预计达到
182.83 万吨，较上年增加 1.96 万吨，保持了
良好生产态势。

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 得益于我市高
度重视粮食安全，市委、市政府领导把小麦生
产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多次安排部署
并深入田间查看苗情、墒情及病虫情。 市、县
各级农业部门狠抓麦播质量、田间管理、病虫
害防控等工作，为小麦持续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统计，麦播期间，全市浇水 191 万亩、秸秆还田 161.5
万亩、深耕深松 218.5 万亩、配方施肥 335.7 万亩，实现了适
期播种、一播全苗。 2021 年，市、县投入病虫防控资金 1626
万元， 培训技术人员 2500 余人次， 发放各类资料 14 万余
份。

与此同时，我市积极发展优质专用小麦生产，今年将收
获 90 万亩优质强筋小麦， 占全市小麦总面积的 25.4%，高
于全省优质小麦占比 7.4 个百分点。 根据调查，优质小麦的
品质明显高于普通小麦，订单率已超过 90%。

市农业农村局粮食经济作物与农药管理科科长周冰冰

表示，6 月 5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 意味着 10 天后我
市将迎来“三夏”大忙的麦收时节。其间，他们将持续关注天
气变化，加强麦田管理，做到“夏粮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
放松”。

16万台（套）机械全力备战“三夏”

随着麦收日期日益临近， 我市农业和农
机部门提前着手、做好准备，确保粮食颗粒归
仓、实现丰产丰收。

据介绍， 我市小麦收割从南部沿黄滩区
开始，从南向北依次铺开，预计 6 月 1 日开镰
收割，到 6 月 12 日基本结束，高峰时间 3 至
4 天。

为迎接“三夏”机收会战，市农机技术中
心积极组织市内外联合收割机 1.1 万台、玉
米播种机 2 万台，拖拉机和其他配套机械 16
万台（套）参加机收会战，确保今年小麦机收
率稳定在 98%以上、 玉米机播率稳定在 96%
以上。

为保障“三夏”期间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我市成立“三夏”农机化生产服务工作专班，
制订“三夏”农机工作意见、机收作业应急预
案、跨区作业方案等。 同时，强化技术服务和
安全生产服务， 累计帮助机手检修联合收割
机 6000 余台、大中型拖拉机 5600 余台、小型
拖拉机 1.6 万余台，培训农机驾驶员、操作人
员 6500 余人，发放各类安全宣传资料 1.5 万
份，营造了浓厚的农机安全生产氛围。

61.21万吨夏粮收购仓容已备好
仓廪实，天下安。 做好夏粮收购工作，是

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2021

年国家继续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政策，
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为每 50 公斤 113 元。
我市参与托市收购的地方国有库点共 54 个，
目前共备仓容 61.21 万吨， 夏粮收购前还可
备仓 13.49 万吨。

5 月 21 日， 该局召开夏粮收购工作会
议，安排部署各项准备工作。 截至目前，我市
粮食收储企业共准备输送机 376 台 （套）、检

测仪器 321 台 、清理筛 117 台 、通风机 297 台 、汽车衡 65
台 、塑料布 41.04 吨 、油毡 272 捆 、麻袋 18.56 万条 、篷布
408 块。 与此同时，协调农发行濮阳市分行落实政策性粮食
收购信贷资金 15 亿元。

面对 2021 年粮食价格持续走高的新形势，全市粮食和
物资储备管理部门将牢固树立市场化理念， 为各类市场主
体入市收购创造良好条件。收购期间，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
警，及时发布粮食供求和价格信息，引导农民适时售粮、企
业均衡收粮。 要求各收储库点设置医药箱、茶水站、晾晒场
等服务场所，推广预约收购、错峰收购，鼓励开通售粮绿色
通道，减少排队时间，为售粮农民提供高质量服务。

此外，我市成立夏粮收购领导小组和督导检查组，加大
抽查力度，对不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短斤缺两、违
规收费、“打白条”等违反政策纪律、损害国家利益、坑农害
农行为进行公开曝光、严厉处罚，维护粮农合法权益。

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

给，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
任务。 ———习近平

濮阳县胡状镇小麦喜获丰收（资料图片）。 贺德敬 摄 本报讯 （记者 侯科建 ） “现在开
办企业太方便了！ 资料准备齐全后，跑
一次就办妥了，还免费送我 4 枚公章，
真的很贴心！ ”5 月 25 日，在市行政服
务中心办事大厅， 河南濮企兴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负责人率先体验“一站式”
服务，拿到了内装企业营业执照、公司
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税务 UKey，以及银行开户账号、社
保账号、医保账号、公积金账号等的企
业开办“大礼包”。

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 为
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我市围绕企
业开办中的痛点难点问题， 协调联动

相关部门， 在全省率先推行企业开办
“一站式”服务。 记者在市行政服务中
心看到，为方便企业办事，我市专门设
立企业开办综合窗口， 办理企业开办
服务事项。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科
科长董杰勤介绍， 企业开办综合窗口
办理企业的注册登记、印章刻制、税控
设备申领、账户设立、社保登记、公积
金登记等，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站
式”服务。

“以往开办企业需要跑 5 个窗口、
6 个环节，填报多份材料和表格，2 或 3
个工作日才能全部办结。 ” 董杰勤介
绍， “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就是“线

上办理‘零见面’、线下办理‘2 小时’，
做到一窗受理、全部办结。 对于审核通
过的企业，即刻领取包括营业执照、公
章、税务发票等在内的企业开办‘大礼
包’， 整个流程办下来两个小时完成，
避免群众‘来回跑’，进一步节省了企
业开办的时间成本。 ”

今年年初以来，我市全面深化“放
管服”改革，尤其是在服务企业方面进
行探索， 精简企业开办流程，压缩企业
开办时间，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全面推
进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进一步推进
网上办理服务，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社会
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对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开展
“四史”宣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
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全
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
党史知识，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

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引导广大人民
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

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
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学习中
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

的重大理论成果，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
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对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

我市在全省率先推行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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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部长高华平

洗尽铅华不忘本

牢牢记记嘱嘱托托 沿沿着着总总书书记记指指引引的的方方向向前前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