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清丰县仙庄镇宋庙村村民用喜获丰收的辣椒摆放了一面五星红旗，用辛勤劳作的丰硕成果表达对党的感激之情和对伟大祖国的
美好祝福。近年来，清丰县创新“党建+产业+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建基地、扩规模、延链条、创品牌，加快构建辣椒产业化发展新格局，推动一
产“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激活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本报记者 李振涛 通讯员 邵胜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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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庆红） 10月 19日，记者
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今年以来， 全市 20
家企业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2.86亿元，知
识产权转换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 “真金白
银”，有效缓解了企业 “经营遇冰 ”、资金短缺
难题。
2020年，我市实现了“专利 +商标”混合

质押融资零突破。 2021年，全市专利权质押融
资总额 3.51亿元，增长率为 92.29%，均居全省
第二位； 商标质押融资 1500万元， 增长率为
150%，居全省第四位。 今年以来，全市 20家企
业通过质押 143件专利和 3件商标获得质押

融资 2.86亿元。 目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
已实现县区全覆盖，创出了行之有效的“政府
引导带动、银保协同联动、平台助力推动”的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
“我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最为突出的

四大成效，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制度设计的方向和本源目标。 ”市知识产权
局局长田春英介绍，一是发挥了知识产权的资
金价值，回答了知识产权有什么用的问题。 近
年来，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现贷款 15.58
亿元，转化专利技术 400余项，新增专利产品
产值 19亿元，带动 33个企业晋级高新技术企
业、15个企业获得省重大科技专项、省科技进
步奖。 二是惠及企业多，体现了知识产权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作用。全市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单笔贷款最高 1.5亿元，最低 30万元，贷
款规模体量不大，但惠及企业多，真正有效解
决了影响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难题，体现了

以知识产权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三
是贷款质量高，加大了社会对知识产权企业重
视和支持的力度。 截至目前，每笔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均按合同如期付息还本，无一笔呆账坏
账，金融机构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办理实现了
快办、速办 ，增强了企业重视 、运用知识产权
这个强有力武器的信心。 四是催生了一批高
质量专利，实现了知识产权创造的良性循环。
企业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为动力，不仅实现了
持续、快速发展，也调动了企业知识产权创造
的积极性。 据不完全统计，开展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的企业，新申请专利 500余件，获中国优
秀专利奖 4项，省专利奖特等奖、一等奖、三等
奖各 1项， 拥有 30件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
家。

本报讯 （记者 樊欣欣 通讯员 魏园军 杨
岭敏）10月 19日， 中国石化重点项目兆瓦级
可再生电力电解水制氢示范项目 （以下简称
“绿电制氢项目”）现场一片忙碌，中原油田油
气加工技术服务中心的“红工衣”正在对项目
液氮系统流程进行安装调试。 “液氮储罐已于
10月上旬全部吊装完毕， 现在液氮系统进入
了流程施工阶段。 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确保液
氮系统能够顺利投入使用。 ”中原油田油气加
工技术服务中心制氢车间负责人刘建军说。

液氮储罐主要用来储存、调试、吹扫氮气，
是绿电制氢项目的重点设备之一。中原油田油
气加工技术服务中心此次吊装的液氮罐罐体

容量达到 30立方米， 能够完全满足绿电制氢
项目氮气的使用。 截至目前，绿电制氢项目推
进平稳，已完成工程总进度的 75%。 其中，“智
能光伏 +电站”正在积极安装，预计 10月底
完成主体工程；绿电制氢项目设备正在陆续进
入现场，预计 12月调试完毕。

为了确保绿电制氢项目能够高质量推进，
中原油田油气加工技术服务中心作为项目建

设牵头单位，成立项目指挥部。前期，他们倒排
工期，采取“挂图作战”方式，编制项目设计、物
资采购、合规性办理、工程施工等专项计划表，
先后完成了项目场地“三通一平”、详细勘查等
工作。当前，该项目正处于施工建设阶段。中原
油田油气加工技术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光伏板

安装生产等竞赛活动，鼓励所有员工积极参加
竞赛，落实“全员创效”理念，加快推进项目施
工建设。他们还积极与中原油田热力分公司等
单位进行协调， 争取多个施工场地同时施工，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全面推进施工进度。

为做好生产衔接工作，中原油田油气加工
技术服务中心积极筹划，与中原油田物资供应
中心等单位建立联络机制，督促设备、物资及
时到货， 并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严格把关，
执行“自检、互检、交接检”的检查验收制度，把
好质量关口。

本报讯（记者 管淑颖） “现在真是很方便，
只要来我们这里进行申报，就可以正常用电。 ”
近日，在国网濮阳供电公司服务大厅，服务人
员正在受理位于开发区的濮阳宗惠氢气有限

公司的用电申请。
原来， 过去新入驻企业或者项目开工用

电，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用电申请—办理批
复—供电方案制定—电缆敷设” 等复杂流程，
才能实现开闸放电。

今年 5月份，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企业获得电力便利度， 国网濮阳供电公司主
动作为，联合发改、城管、自然资源等部门，以
便利市场主体为导向， 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为目标，实施创新突破，在濮阳高铁片区率先
实现“电等企业”服务新模式 ，使高铁片区新
入驻企业（项目）供电“即插即用 ”，无需承担

任何报装及建设费用。 截至目前，除了高铁片
区，开发区也已基本实现 “电等企业 ”服务模
式全覆盖。

规划引领，下好“先手棋”。 将优化获得电
力办电流程作为营商环境改革创新重点推进

事项，国网濮阳供电公司紧盯目标要求，统筹
考虑区域规划、产业布局、用电负荷，滚动修编
电网规划和电力管廊专项规划，提前布局不同
供电容量可独立供电的网格区域，设置中心开
闭所及配套电缆通道，将电源布局至“用户中
心”，区域内用户一旦有用电需求，迅速联通实
现“即插即用”，推动由“企业等电”向“电等企
业”转变。

专班推进，打造“合力团”。 组建由国网濮
阳供电公司、市发改委、市城市管理局、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委营商环境办组成的
工作专班，建立政电联动机制，结合各部门职
能，分工合作，强力推进，重点研究解决投资落
地、管廊建设，以及配套工程实施等问题。

机制保障，延伸“服务线”。根据用电需求，
建立企业 “跟班代办员+项目经理+客户”服
务机制，及时更新在建企业建设情况及用电需
求，畅通信息渠道。 企业申请临时用电时同步
落实正式用电方案，跟班代办员全程代办各类
审批事项，客户可随时线上查询办电信息及进
度。 组建团队对关键节点设置时限预警，健全
物资动态补给制度，实现“一站通办”。 建立接
网工程建设项目部，推行“客户经理+项目经
理”制度，打造一支队伍、一日查勘、一次施工
的“一站式”作业模式，全力加快建设进度，提
升用电体验和能效水平。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
弟姐妹是一家……”华龙区孟轲乡世纪景苑社
区正如歌中所唱，各民族群众和睦相处、友好
互助，社区处处绽放着“民族一家亲”的团结之
花。
10月 10日，记者走进该社区，宽阔的广

场和怡人的游园让人眼前一亮。游园南侧摆放
着一颗大大的红石榴铁艺造型，在绿地的映衬
之下，显得格外醒目。游园的小道上，一块块竖
立着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标语、民族小故事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展牌随处可见，不时引
得老年人和小朋友驻足观看。有的居民在这里
悠闲地锻炼身体，有的老年人结伴在座椅上聊
天。行走在游园中，一股民族团结、邻里和谐的
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我们打造的民族团结主题公园，把
民族团结文化元素融入小区环境建设中，让群
众在休闲娱乐的同时， 潜移默化接受熏陶，有
利于引导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说
起这个公园的由来，孟轲乡统战干事杨帆解释
说，世纪景苑社区居民大部分是中原油田退休
职工，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不同民族。目前在该
社区生活、居住、就业的就有回族、满族、土家
族、 蒙古族等 10个民族， 少数民族常住人口
87人、流动人口 22人。

为更好地服务社区各族居民群众和流动

人口，世纪景苑社区精心整合社区资源，积极
探索特色服务模式， 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在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了华龙区首个“红石榴家
园”服务站，充分利用社区乒乓球场地、棋牌
室、阅览室等多功能室，以各民族“交流”“融
合”“共享”为主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
传党的民族政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各族
居民提供了一个信息互通、人员互动、文艺交
流、民族交融的温馨港湾。同时，结合中国传统
节日特色，社区还举办读书分享会、趣味运动
会、手工制作大赛、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会等
活动，各族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红石榴
家园”成为大家放松休闲、学习提升的好去处，
营造了“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各
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各民族广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现在天冷了， 我们几个热爱跳舞的朋友
没事了就相约在这里跳跳舞、唱唱歌、聊聊天，
感觉生活很充实。 ”看到记者采访，正在“红石
榴家园”服务站和几名维吾尔族朋友一起跳舞
的回族居民马建杰停了下来， 她高兴地说，自
己在这个社区生活了 20余年， 退休后常和社
区居民一起参与文艺活动，不仅了解到
不同民族的风俗文化，也拉近了同社区
其他居民的距离。 “我们的舞蹈队成员
大部分都是这个社区的居民，还有几个

像我一样是少数民族的， 长时间相处在一起，
我们就像一家人。 ”更令马建杰感动的是，每年
的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社区工作人员都
会到她的家里送去祝福和问候，征求她对社区
管理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党建引领、服务支撑、活动助力，社
区各族居民来来往往，感情越走越深，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牢。 今后，我们将‘五星’
支部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层网格化管理
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一步有机融合，力争实
现基层治理新突破。 ”世纪景苑社区党支部书
记张慧宁说。

深秋时节，走进开发区王助镇乜村，依旧
是一片花的海洋，乡间小道两旁五颜六色的花
群，随着秋风的轻抚微微摇曳，仿佛在欢迎着
客人的到来。

“村里这条鲜花道是由种植剩余的花籽播
撒长成的，在点缀村庄美丽景观的同时也点亮
了村民的美好生活。 ”10月 18日，在村党支部
书记周凤军的带领下，记者沿着鲜花簇拥的道
路，走进种植大棚，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花海，非
洲菊绽放得热情似火、格外鲜艳。

“前些年，年轻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村里良
田都变成了荒地，现在因为鲜花产业重新焕发
了生机。 ”种植大户王力启边忙活着采摘花朵
边说，“如今村里人人都种花、 家家有大棚，都
靠着鲜花产业增了收、致了富，这生活呀像花
儿一样美呢！ ”

近年来，村党组织带领全村闯市场、强产
业，探索出了种植花卉的新致富路子，实现了
鲜花产业一路“向阳”发展。 “凭借花质好、品种
全、产量高的优势，我们村的鲜切花畅销郑州、
太原、北京和吉林等地，一度占据了郑州花卉

市场 70%以上的份额。 ”周凤军介绍道，“经过
统一技术指导、品种改进、对外销售，建设完善
水、电、路等基础配套设施，生产基地已经实现
了由订单式生产向‘互联网 +’销售的转型升
级。 ”

为加强农户与花卉产业的利益联结，乜村
积极探索“公司 +合作社+农户”运营模式，
针对农户不同情况，创新建立了“出钱出力”的
建棚创业模式、“出钱不出力”的托管模式、“出
力不出钱”的劳务承包模式等三种模式，培养
花卉经济人 100余人， 带动就业 4万余人，人
均增收 5000余元， 让每个村民都能根据自身
条件投资参与鲜花产业，让全村群众都能踏着
花路实现增收。

目前， 全村共种植非洲菊、 切花菊花、小
菊、向日葵、剑兰、康乃馨、黄樱、百合、玫瑰等
10余个品种，种植面积达 2300余亩 ，年产各
类鲜切花 2亿枝以上， 年产值达 3.5亿元，成
为濮阳乃至豫北地区规

模最大的鲜切花生产基

地。 下一步，生产基地计

划投资 2000余万元筹建中国中部最大的花卉

集散中心， 并建成一处各类种苗组培中心，将
乜村鲜花产业推向全国。

“在富裕村民物质生活的同时，还要富裕村
民的精神生活。 ”周凤军表示，乜村坚持从生态
环境和精神文明建设着手， 致力打造美丽新农
村，高标准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镇村居民
文艺爱好者搭建舞台，高质量建成各类功能室，
为举办各类文艺活动“架设温床”，开展各类文
化活动， 作为丰富全村居民精神生活的 “孵化
器”，让全村居民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生活在村里幸福感满满， 就在刚过去不
久的重阳节里， 村里还带着全村老人看大戏、
吃大餐呢，高兴得很哩！ ”谈起村内的发展变
化，村民王相兴表示，亲身见证了村里产业像
花儿一样实现了绽放，村内的环境像花儿一样
变得美丽，村民的生活也变得像花儿一样丰富
多彩、甜美幸福。 本报记者 刘阳

我市20家企业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贷款2.86亿元

“电等企业”供电服务模式成为营商服务新名片

开发区乜村 幸福像花儿一样

中原油田绿电制氢项目

液氮系统进入调试阶段

日前， 由中原油建公司承建的中原油田文 24 储气库项目往复活塞式压缩机组一次推移就
位成功，标志着该工程注气站土建施工高峰期已结束，将进入工艺、电仪专业施工高峰期。 作为
中原储气库群的重要成员，文 24 储气库总库容 5.51 亿立方米，有效工作气量 2.56 亿立方米，计
划于明年 3 月建成投产。 图为 10 月 17 日，施工工人正在刚刚就位的压缩机组车间安装辅助生
产设备。 本报记者 贺德敬 通讯员 马洪山 摄

文 24储气库压缩机组一次推移安装成功

世
纪
景
苑
社
区

﹃
红
石
榴
﹄
花
开
别
样
红

本
报
记
者

樊
欣
欣

油 田 之 窗

辣椒大丰收 晒出““中国红””

政府引导带动 银保协同联动 平台助力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