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作为全县第一主导
产业，绿色家居占比较大。 去年以来，
清丰县紧紧围绕 “绿色家居强县”目
标， 新增开发区规划面积 21.3平方公
里，优化家居主导产业发展布局，建设
实木家具园、智能家居园、家纺产业园
3个“园中园”，奋力打造千亿级家居产
业集群。

同时，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充分
依托河南省家居产品检验检测中心、
濮阳市家居研究院等公共平台， 加强
与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合作， 加大新
技术、 新工艺、 新产品的开发与引进
力度， 大力推进以智能化为引
领的 “三大改造”， 积极引进焊
接机器人、 数控机床、 自动化
喷漆房等智能化设备， 实现生
产换线、 设备换芯、 机器换人。

点滴浸润， 跬步千里。 全
友家私、 丽曼俪、 东方冠雅等一批智
能化项目相继投产， 智能家居企业核
心竞争力飞速提升； 新纺科技、 建尚
纺织等企业相继投产和落地， 家纺产
业初具规模； 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技
术、 3D模拟技术， 实现线上立体模
拟设计、 个性化定制与线下大规模生
产创新融合发展……清丰绿色家居产
业正形成实木、 板式、 软体、 办公、
酒店、教学、颐养、家纺等全业态发展
新态势，实现从粗放加工向智能制造、
从家具制造向家居产销的蝶变升级。

目前 ， 该县累计入驻家居企业
210家， 年产家居 230万套， 销售收
入达 300亿元， 直接安排就业 3.2万
人， 间接带动近 20万人， 人均增收
3500元 / 年。

特色产业化茧成蝶

夯实强县富民压舱石

清丰县地处黄河故道，土层深厚、
水源充足， 历史上就有种植红薯的传
统。 “原来种白瓤的，主要打粉条用；现
在种红瓤的， 每亩能产 3000余公斤，
直接上网卖，最贵的品种能卖 1.5元 /
公斤。 ”尝到红薯种植的甜头后，清丰
县双庙乡沙格寨村村民孙仲朝见人就

谝。
孙仲朝不知道， 他所用的红薯种

苗大有乾坤。 为推进红薯产业“二次升
级”， 清丰县充分依托华薯农业科技、
新阳种业科技等企业， 加强高产、优
质、高效和专用型红薯的开发、引进与
推广， 打造国内甘薯行业最大的脱毒
组培实验室和国内第一家甘薯健康种

苗繁育植物工厂， 成功繁育出多款口
感好、附加值高的新品种，实现了以龙
头企业为依托、 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的
双赢发展。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食用菌产

业。 为推动产业链条优化升级，该县与
中科院、 华大基因等多家知名院企合
作，建成省级食用菌检测中心，建成市
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5个，培育出国家、
省、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13家，推动 20
余项科技成果在企业转化， 相继吸引
瑞丰农业、裕丰农业等 12家食用菌工

厂化生产企业入驻。
去年以来， 清丰县以打造现代农

业强县为目标，聚焦食用菌、红薯、辣
椒、 叶菜等特色产业， 大力发展食用
菌、红薯、辣椒、叶菜“红白绿”三色产
业，打造“以 4家龙头企业为引领，70
个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30万亩红
薯、30万亩辣椒、10万亩叶菜为支撑”
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格局， 辐射带动
12万余名农民稳定脱贫致富。

在此基础上，清丰县坚持“农头工
尾”，强化产业融合、实施品牌驱动，形
成了一批以伍钰泉等为代表的面粉加

工产业，以慷达食品、味德食品、三净
食品等为代表的冷冻食品企业， 以蓉
语火锅、 米斯卡等为代表的中央厨房
产业，以创润食品、建省食品等为代表
的肉类屠宰、分割、深加工产业，以天
口食品、桃园建民等为代表的调味品、
酱料产业， 向全产业链发展迈出了坚
实步伐。

新兴产业聚链成群

蓄积强县富民新动能

一边是主导产业长“高 ”，一边是
特色产业长“大”。 那么，未来蓝图又该
如何规划？ 清丰县立足优势、 着眼未
来、向新而行。

———规划建设 6.1平方公里的六

塔生物经济产业园， 着力引进正星光

伏制氢、莱檬生物果胶等项目，培育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培育节能环保和高端装备制

造等新兴产业， 全面实施装备制造业
“智能提升 ”“5G+”计划 ，重点推进中
石集团、三友机械等项目的升级改造，
努力打造新兴产业园。 目前，该园占地
4.56平方公里，入驻企业 45家 ，带动
就业 3800余人， 拥有专精特新企业 4
家、高新技术企业 5家。

———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大
力支持中汇机电空气净化、 中坤实业
配电柜和充电桩、 雨辰与清华大学合
作开发研究大众七速双离合变速箱

电脑及电气开发全自动电气设备生

产线，加快三友机械高端农业装备研
制和示范应用，释放产业转型发展的
乘数效应。

———抢抓新能源赋能新赛道。坚
持“有中育新” “无中生有”， 强化招
引引领型项目， 加强与森思达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对接 ， 快速推动高效
（菌） 光大棚、 绿氢电源—风电 、 绿
氢制备厂 、 氢能装备制造等项目落
地 ， 加快推动 “新兴产业强县 ” 建
设，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数字， 记录着经济的发展腾飞和
民众的幸福指数。2022年，清丰县工业
投资同比增长 84.4%，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 50.1个百分点，居全市第 1位；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72.9亿元， 同比
增长 4.1%，居全市第 1位；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11.3亿元 ， 同比增长
9.1%， 居全市第 1位； 税收收入完成
7.4亿元，同比增长 9.1%，居全市第 1
位，真正把强县富民落到了实处。

本报讯 （记者 张岚岚 ） 2月 6

日， 记者自市卫健委获悉， 在近日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公布的 2022年度县级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标准化

建设及区域母婴安全保障管理中心达

标单位名单中， 我市台前县人民医院
被评为县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标准

化建设达标单位， 清丰县妇幼保健院
被评为县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标准

化建设达标单位，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
被评为区域母婴安全保障管理中心建

设达标单位。

5年来， 我市围绕保障母婴安全，
强化母婴危重救治， 重点加强危重孕
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 并纳入
全市 “五大中心” 建设， 作为我市卫
生健康重点工作， 持续开展标准化建
设。 目前， 我市共有市级危重孕产妇
救治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各 2

家、 市级区域母婴安全保障管理中心
1家、 县级标准化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各 5家， 县
域危重救治中心标准化建设覆盖率达

100%。

今年 34岁的马世盛，是濮阳市
普客隆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进
入公司 14年来，他把诚实守信作为
自己的立业之本， 努力做好本职工
作，用心用情对待每一位顾客。 在他
的带领下， 公司连年受到各级管理
部门的充分肯定和消费者的广泛好

评。 近日，2022年下半年“河南好人
榜”名单出炉，马世盛荣获诚实守信
类“河南好人”称号。

普客隆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连锁超市为经营模式的商贸公司 ，
现有门店 40余家，服务网络遍及濮
阳城乡及市区。 “我们家缺啥了都来
这里买，商品齐全 ，质量有保障 ，买
起来也放心。 ”2月 2日，在濮阳县解
放路中段的普客隆超市采购食材的

王女士告诉记者。
良好口碑的背后， 是马世盛对

诚信经营服务宗旨的恪守。 他时刻
把质量、 诚信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
标准， 把顾客满意作为检验各项工
作的标尺， 并始终贯穿于公司各项
工作流程中。 制定公司各项管理守
则、规章制度和服务规范，组建文明
诚信经营领导小组， 定期对员工开

展法律法规培训， 邀请行业专家对
员工进行诚信服务经营、 产品知识
等方面的培训， 把诚信经营准则转
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 在日常经营
中， 马世盛努力提升商超管理服务
水平， 从商品采购源头、 产品质量
安全 、 货物售后服务等方面入手 ，
为顾客营造了安全放心的购物环

境。
马世盛诚信经营的理念， 无形

中感染着公司广大员工。 久而久之，
“放心，在普客隆丢不了东西 ”在广
大顾客中形成共识。 “不管顾客在普
客隆任何一家门店丢失任何物品 ，
只要员工捡到， 都会第一时间交到
服务台，并想办法联系顾客认领。 ”
马世盛说， 公司会对员工这种拾金
不昧的精神进行表彰， 激励更多普
客隆人发扬这种传统美德。

“我相信只要诚信经营，生意都
差不了。 我们会继续把诚信经营的
理念根植于全体员工， 使其成为公
司持续发展的基石， 积极为保障广
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懈努力。 ”
马世盛自信而笃定地说。

本报记者 樊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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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节日 ， 也是一年中最
隆重的节日。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 全
面深入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活
动， 今年春节期间， 我市开展了一系列内容健康
向上、 形式活泼有趣、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文艺
活动， 营造了欢乐祥和、 喜庆热烈、 文明向上
的节日氛围， 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乐享 “文化
大餐”。

你看， 在市城区， 河南省杂技集团在水秀街
表演了新春巡游快闪、 特色高空杂技、 互动定点
等节目； 市文化馆举办民间民俗展及云上课程
《戏曲演唱基础培训》； 市戏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
在官方微信平台举办精品剧目线上展播； 市图书
馆举办 “童趣岛” 系列活动； 市博物馆举办专题
展览活动；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线上展出

与春节息息相关的非遗项目图文简介， 播放坠
子、戏剧等节目展演，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欣赏精
彩演出。

走出市城区， 我市各县区开展的文化文艺活
动同样精彩纷呈：

濮阳县在濮水小镇组织举办舞龙、 舞狮表演
及精彩绝伦的武术和杂技表演， 现场洋溢着浓厚
的节日氛围。

清丰县组织开展 “翰墨飘香 ” 义写春联活
动、 举办民俗文化知识讲座等形式多样、 内容丰
富的文化文艺活动， 收到了文化惠民、 为民、 乐
民的效果。

南乐县组织开展了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仓颉庙会” 春节系列活动， 国家级非遗
项目南乐目连戏， 省级非遗项目南乐西街龙舞、

四股弦 （五调腔）、 五花营狮子舞轮番上演， 吸
引大批游人驻足观看。

范县组织开展了 “相约柳溪小镇 ， 畅享丰
收” 王楼年货节———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携

手艺术家新春走基层暨村晚慰问演出、 梦幻灯光
节、 “舞金狮·闹新春” 等活动。

台前县在县城区和各乡镇陆续开展了戏曲、
武术、 舞龙、 舞狮等民俗文化表演活动。

华龙区在岳村镇大翟门社区组织举办 “启航
春天” 新春村晚， 受到群众的广泛关注。

元宵节期间，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班家小
镇流光溢彩， 造型各异的彩灯、 精彩的民俗表
演、 各种各样的美食小吃……让广大市民沉浸
式体验了一场集视觉、 味觉、 听觉为一体的文化
盛宴。

内容健康向上 形式活泼有趣

这个年，群众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王莹

本报讯 展民俗、赏非遗、品特产、促消费，2月
4日，农历正月十四，南乐县“乐滋乐味闹元宵 乐
游乐享惠民生”2023年民俗文化节拉开帷幕。

此次民俗文化节以民俗展演“搭台”、产品展
销“唱戏”为主题，以群众喜闻乐见、参与度高的民
俗节目、非遗展演为载体，通过在县城区踩街的形
式展开， 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传统民俗文化的无穷
魅力。 现场表演的社火、民舞、舞龙、舞狮、灯笼秀、
灯谜竞猜等节目精彩纷呈，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丰
盛的民俗文化大餐。 “今天的民俗展演很精彩，孩
子高兴得不得了。 感觉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过了，
久违的烟火气又回来了。 ”观看展演的群众杨贝贝
告诉记者。

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次民俗文化节在延续往
届传统形式的基础上， 还开展了农副产品展销、
“产品展销 直播带货”促消费、房地产超市推介等
活动，全县 10家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20
余种农副产品参加了展销。 记者在展销活动现场
看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古寺郎胡萝卜、西邵红杏
果脯、“濮阳特产”元村豆腐干、南乐县西红柿小镇
的优质果蔬等名优农产品展位前， 不少消费者争
相品尝购买。 “这次展销活动开展得很好，今天我
们直播间的粉丝有 1万余人， 线下也有很多顾客
前来购买。 今天上午的成交量有 500余单。 ”南乐
县田不二商城运营经理梁辉高兴地说。

（记者 吴丹 通讯员 贾红敏）

点赞！

“外卖小哥”勇救落水母女获殊荣

南乐县

民俗节目演起来 带动消费“火”起来

我市3家医院进入省级达标单位名单

马世盛：诚信赢得好口碑

五光十色花千树，姹紫嫣
红不夜天。 2月 5日， 夜幕降
临，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班家
小镇迎来一天里最大的客流

量。 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
慕名来赏新春灯会。

未临其境，先观其景。 远
远望去，小镇的仿古建筑被现
代化的灯带细致地勾勒出线

条轮廓， 在灯光的映衬下，原
本精致小巧的建筑群变得恢

宏大气。 移步景区，只见灯火
璀璨，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流光
溢彩 。 漫步在小镇的大街小
巷，一串串火红的灯笼装点着
节日的喜庆， 人们穿梭其间，
脸上无不洋溢着欢笑。

赏灯是我国一项古老的

民俗文化 。 元宵节起源于汉
朝，《史记·乐书》 记载：“汉家
祭祀太一(天帝)，以昏时祀到
明 。 ”这一天晚上 ，要灯火通
宵，烧香祭拜，祈求天神赐福。
元宵节祭祀燃灯的习俗，渐渐

演变成望月夜游、赏灯观灯。
对前来赏灯的市民来说， 打卡拍照必

不可少。面对灯光美景，倘若拍不出几张能
在朋友圈晒一晒的好照片， 便是枉费了此
行。你看，无论是被传统大红灯笼装扮一新
的长廊下，还是卡通造型的花灯旁；无论是
“长枪短炮”， 还是手机一部； 无论是嘴里
喊出 “茄子 ”，还是举起胜利的手势 ，这一
刻，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图个喜庆，图
个热闹。

春节期间，班家小镇需购票进入，除赏
灯外，还可近距离观看舞龙、舞狮、杂技、魔
术等精彩演出。 班家小镇运营负责人殷俊
告诉记者，元宵节过后，演出暂停，灯展将
持续到正月底， 市民可免费进入景区游园
赏灯、打卡拍照。

本报记者 王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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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强县富民的“清丰密码”

图为南乐县2023 年民俗文化节农副产品展销活动现场。

本报讯 （记者 王莹 通讯员 李杰
刘艳霞）2月 6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
悉，我市新增 2名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

根据省人社厅安排， 按照公开、平
等、择优原则，2022年 9月 ，市人社局
组织开展了第五批享受河南省政府特

殊津贴人员评选推荐工作， 经个人申
报、单位推荐、专家评审、会议研究、公
开公示等程序， 共推荐人选 6名，2名
入选，即市实验小学正高级教师徐相瑞
和中原油田分公司高级技师杨相杰。

政府特殊津贴制度是国务院和各

级政府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

才、高技能人才、产业创新领军人才的
奖励制度。国务院于 1990年、河南省于

2014年、我市于 2017年先后开展了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每两年
选拔一次， 由各级人社部门组织实施，
各级政府颁发特殊津贴证书，并一次性
发放特殊津贴， 分别为 2万元、1.8万
元、1.5万元。评选出的专家可申报我市
高层次 B、C、D类人才，享受相应的贷
款、医疗、就业、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
10余项优惠政策。

目前，我市共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 66名、 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 17名、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53
名， 涵盖了各行各业专业技术人才、高
技能人才、民营经济领军人才，为濮阳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

撑。

我市新增2名享受河南省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我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
如果再遇到的话， 我还会那么做。” 2
月 2日， 濮阳县五星乡五星集村村民
董青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
就在不久前 ， 31岁的董青宙荣登
2022年第四季度 “中国好人榜” 榜
单。

当日， 记者电话联系到董青宙时，
他正代表饿了么平台招聘 “骑士”。 他
在电话里讲述了自己在江苏昆山做

“外卖小哥” 时英勇救人的事迹。
2021年 11月 16日下午 1 时许，

董青宙骑车路过昆山市城区钱塘江路

时 ， 突然听到河对岸传来了呼救声 ，
他循声望去， 看到河里有一名女子正
不停地挣扎 ， 便立即下车跑向岸边 。
跑近了他才发现， 落水女子的怀里竟
然还抱着一名婴儿。

人命关天，董青宙来不及多想， 赶
忙脱下羽绒服 ， 纵身跳入了河水中 。
冰冷的河水刺激得他直打哆嗦， 两只
脚也够不到底。 当董青宙试图抓住落
水女子时， 女子出于求生本能一直拼
命挣扎， 董青宙第一次施救没能成功。
体力不支的他游回岸边， 准备在水浅
的地方换口气继续施救。 但是他刚游

到岸边， 就看到落水女子抱孩子的手
松了。 危急关头， 董青宙又游向河中，
奋力将婴儿托举起来， 拼命游回岸边，
几名热心人伸出援手接过了婴儿。 未
做休息， 董青宙第三次游向河中， 拽
住落水女子使劲往岸边拉， 在众人的
合力帮助下， 终于将落水女子救上了
岸。

董青宙在水中折返了 3次，天寒水
冷，再加上体力消耗过度，上岸后，他浑
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 因为担心落水
母女的安危， 直到医护人员赶到现场，
将落水母女抬上救护车， 他才悄悄离
开。

董青宙见义勇为的事迹被媒体报

道后，江苏、河南两省的网友纷纷点赞
并转发；其救人视频被《人民日报》《姑
苏日报》《河南日报》等媒体转发，他也
相继获得濮阳市第七届道德模范、2021
年苏州十大“最美家乡人”、2021“感动
濮阳”十大年度人物 、2022年度 “濮阳
县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本报记者 岳彩寒

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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