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濮阳天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 2022年市级

重大科技专项“熔融结晶技术在香
料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研究”项目通
过专家验收，成功攻克香料产品超
高纯度的提纯问题和香气处理难

题。
我市生物基材料产业链重点企

业河南省生物基材料产业研究院有

限公司承担的 2022年市级重大科

技专项 “糠醛连续自动化改造联产
纤维素”项目通过专家验收，成功攻
克糠醛生产连续自动化、 糠醛渣提
取纤维素技术难题。

此外， 河南省君恒实业集团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利用餐饮废

油、农林废弃物为原料，经过水洗、
去杂、加氢脱氧、异构化一道道复杂

技术工艺处理工序提炼出生物航

煤， 并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可持续航空燃料适航证， 成为国内
首家取得 SAF适航证的民营企业。

交流合作塑品牌扩圈子

长期以来， 科技成果转化难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不对称。 不少
科研单位的成果转化部门缺乏外部

资源和渠道， 难以组织务实有效的
项目推介活动。 如何让更多科技成
果在源头更快更好地转化应用，这
是一道令全世界头疼的难题。

为此，市科技局于 2024年初大
力实施“濮科汇”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行动（以下简称“濮科汇”），积极促
进我市各企业与高校院所建立紧密

的成果转化协作机制。 如，院士专家

为龙都化工新材料实验室 “把脉问
诊”，濮阳市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
司与郑州大学化学学院合建中原学

者工作站……
就这样 ，“濮科汇 ”犹如星星之

火，点燃了我市科技成果转化的引
擎，助力科技成果从源头转变为产
业技术落地企业。 “濮科汇” 的深
入实施，有效链接了科技成果的供
给端 、需求端 、服务端 ，营造了有
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良好环

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

截至目前，“濮科汇”共开展“走
出去、 请进来” 产学研对接活动 32
场次，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
等 16家高校院所以及国内 20多家

知名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全市技
术合同成交额达 28.7亿元， 较去年
同期增长 25.9%； 为 10家企业争取
了“科技副总”；柔性引进高学历人
才 143人。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2025年， 市科技局将聚焦培育壮大
“6+20”产业链群，锚定制造业倍增
行动目标，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 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 同时，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
质生产力发展， 加强科技合作凝聚
创新资源， 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全力营造科技创新优良生态，
集聚科技创新强动能， 塑造制胜未
来新优势， 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之路。 ⑩

（上接第一版）查办案件不是目
的，推动治理才是根本。 全市纪检监
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同步开展个案

挖掘、类案分析，认真落实“一案三
书三报告一建议”制度，紧盯案发单
位暴露出的问题推动堵塞漏洞、系
统施治。

针对农村集体“三资”，打造“一
平台、双监管、三规范、四级贯通”体
系，查处“三资”领域问题 784个、处
理 1177人；针对养老社保，推行“三
化”“十办”，530项养老社保“全省通
办”业务前移到乡镇办理，18项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高频业务前移到村

（社区）办理。 一体推进“查改治”，让

群众看到新变化、见到新成效、得到
新实惠。

以案为鉴筑牢“防”的坚固堤坝

不久前， 濮阳市召开全市警示
教育会， 现场播放了重点领域严重
违纪违法案件警示录 《贪欲之坠》，
片中聚焦司法、交通、教育、民生等
重点领域 ，针对 “一把手 ”、年轻干
部、退休干部等重点对象，通过案例
剖析、忏悔反思，深刻揭示了部分党
员领导干部权力运行失控、 纪法底
线失守的灵魂蜕变轨迹。

典型案例是最好的 “教科书”，
警示教育是最好的“清醒剂”。 一年

来，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把纪律教育
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思想铸魂
和文化润心相结合、 正向引导和反
面警示相结合，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筑牢思想“防火墙”、学好党纪“必修
课”、把牢行动“方向标”。

精准施策明纪法。开设党纪学习
教育专栏，创作发布“拍案说纪”系列
短视频，组建纪法宣讲团，编写 《基
层党组织书记领学 〈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 简本》《〈条例〉 漫画解
读》，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警示教育敲警钟。 协助市委组
织党纪学习教育“第一课”，召开全
市警示教育会，制作警示教育片，通

过参观廉洁教育基地、旁听庭审、上
廉政党课，组织市、县、乡、村党员干
部学习典型案例， 教育党员干部知
戒知止。

廉洁之风润心田。 开展“最美家
风润万家”好家风巡讲活动，弘扬崇
廉拒腐理念；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吃
亏文化、板桥文化、荷廉文化内涵，
切实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全
市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保持战略定

力， 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的深度和
广度， 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
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⑩ 鲁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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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加省人大的养老服务联动监
督和‘人大代表在行动’这些活动，我深切
地感受到，人大代表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
党和政府，一头连着人民群众。 ”1 月 18 日
上午，在河南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通道”上，省人大代表、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教授高卫红分享了参与养老服务

联动监督的几点体悟。
行使好监督权力是人大代表的一项重

要工作，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 ，是 2024 年河南
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 高卫
红介绍，开展省、市、县三级人大养老服务
联动监督， 目的是通过高质量人大监督助
力我省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省人大代表 ，高
卫红全程参与了这次活动。 从 2024 年 3 月
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养老服务问题，她
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深入广场公园、社区
中心、老人家中，查实情，找问题，问需求，
听意见。 “一听说我是人大代表，老百姓一
下就对我打开了话匣子。 在一家敬老院，一
位老人拉着我的手，不但跟我诉说吃水难、
用水难的烦心事 ， 还跟我聊起了家长里
短。 ”她举例说，“那一刻，让我感到了人大

代表肩上的责任之重。 我把这些最真实、最
基层的声音记录下来，形成调研报告，并转
化为建议 ， 为推动问题解决发挥自身作
用。 ”

2024 年 8 月 ， 濮阳市人大围绕养老
服务召开了一场特殊的座谈会 。 这次会
议离开了常规的会议室 ， 把会场搬进了
养老院，把会议开到了老年人身边。 座谈
会上 ，市长和人大代表 、群众代表面对面
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沟通交流 ， 对大
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一回应 ， 并要求
有关部门对相关问题进行落实 、 整改 。
“人大组织 ，百姓和代表提问 ，市长直接
表态 ，这种力度和效率让我深感震撼 。 ”
高卫红说。

高卫红介绍，此次联动监督活动，推动
解决了很多民生实事。 她了解到，仅濮阳市
就推动解决了中原油田 4566 名退休职工
高龄津贴发放、 部分新建居住区配建养老
服务设施移交、 养老服务领域项目资金拨
付等 30 多个问题。

“接下来， 我会更多地调研走访问民
生，参与监督献良策，以人大代表的实际行
动助力我省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高卫红
说。 ⑩ 本报记者 岳彩寒

“我们这里的玫瑰每年
可采收三季， 一亩玫瑰每年
能收入 2 万多元 。 ”1 月 17
日， 在清丰县瓦屋头镇闫村
玫瑰瓜菜产业园内， 玫瑰种
植户邵相卿一边修剪玫瑰枝

叶一边告诉记者，“这不前几
天刚采收 500 多扎玫瑰花送
到市里。 ”

走进玫瑰温室大棚 ，花
香扑面， 成千上万朵娇艳的
玫瑰花正含苞待放。 “我种的
玫瑰主要有法兰西、 戴安娜
和卡罗拉， 从花骨朵到能采
收需要 20 天左右。 采收时，
20 朵一扎， 一次能收获 500
到 600 扎玫瑰。 ”邵相卿告诉
记者。

邵相卿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 ：“今年玫瑰行情不错 ，批
发价约 2 元一朵， 每扎玫瑰
能卖 30 到 40 元，除去成本，
我这个大棚一年能净收入 2
万多元。 ”

闫村共有 1360 亩耕地，
1000 多亩都建起了玫瑰、瓜果蔬菜设施大
棚，种植户 120 多户。 其中，400 多亩建起
了玫瑰种植设施大棚，形成了豫北较大的
玫瑰鲜切花生产基地。

行走在园区， 一座座大棚正绵延铺
开、 花香四溢。 “我们村玫瑰种植有着 16
年的历史。 ”闫村党支部书记赵进垒告诉
记者，“起初是村里的几个党员种植玫瑰，
产生收益后， 有 20 多户村民在党员的带
领下陆续加入了种植玫瑰的队伍。 ”

赵进垒表示，闫村的玫瑰主要销往北
京、郑州等大城市，每亩收益能达 2 万多
元；如今闫村玫瑰瓜菜产业园内不仅有玫
瑰，还有时令果蔬，通过玫瑰种植不仅盘
活了村里的土地资源，同时解决了附近村
民 300 多人的就业问题。

玫瑰花红日子更红，闫村的玫瑰果蔬
经济让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下
一步， 我们在完善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
将深入调研蔬菜市场需求，根据需求种植
时令果蔬， 提高土地产出和经济效益，让
村民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甜。 ”谈起计划，
赵进垒思路清晰、信心满满。 ⑩

本报记者 宋仁志

“每年我们全家都会来龙宿村
看灯光秀， 感觉一年比一年精彩。
今年的灯光造型更加逼真 ， 特别
是那条巨龙， 栩栩如生 ， 给人一
种喜庆吉祥的感觉 。” 1 月 17 日
晚， 濮阳县鲁河镇龙宿村新春灯
光秀开幕， 从附近村庄赶来看灯
光秀的游客苗鹏飞兴奋地说道。

夜幕降临 ， 华灯初上 ， 整个
村庄流光溢彩， 大街小巷被五彩
斑斓的灯光装饰得如梦如幻 。 主
干道、 文化广场、 桥梁等区域精

心布置了多组主题灯光装置 ， 吸
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 熠熠生
辉的龙形组灯、 寓意吉祥的 “福”
字灯、 大红灯笼长廊 、 五彩花灯
等各具特色的灯饰 ， 与古朴的村
落建筑交相辉映， 展现出独特的
乡村文化魅力。 活动现场人潮涌
动， 热闹非凡。 村民和游客纷纷
走出家门， 感受这场盛大的新春
庆典。 孩子们在灯光下奔跑玩耍，
年轻人忙着打卡拍照 ， 老年人则
在灯光下交谈， 享受这难得的团

聚时光。
夜晚 “亮” 起来， 人气 “旺”

起来， 商业 “火” 起来 。 如织的
游人， 点亮了乡村 “夜经济”。 灯
光秀现场 ， 各色小摊有序排列 ，
叫卖声此起彼伏， 炸串串 、 美味
烤肠、 炒酸奶……游人和村民在
这里观灯光、 品美食 。 浪漫灯光
秀， 给龙宿村及周边村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

近年来 ， 龙宿村依托独特的
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 积

极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 通过举
办灯光秀、 民俗节庆等文化活动，
不断提升龙宿村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努力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乡村
旅游示范村。 龙宿村党支部书记
王智胜说： “我们村灯光秀已经
连续举办了三届， 资金由乡贤和
村集体共同出资。 随着活动的影
响力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游客
慕名前来， 有力地带动了本地产
业的发展 ， 促进了乡村经济增
长。” ⑨

龙 宿 村 夜 晚“ 靓 ”起 来
本报记者 张岚岚 通讯员 苗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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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增勋） 为助力濮阳县
葡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葡萄产业打开

销售渠道，近日，九三学社濮阳市委发起一
场爱心助农购买活动。

爱心助农倡议书一经发出，九三学社社
员纷纷慷慨解囊， 踊跃订购葡萄和蘑菇，积
极动员亲朋好友参与进来，形成了一股强大
的助农合力。 在九三学社社员的共同努力
下，九三学社河南省科技厅委员会与九三学

社濮阳市委共助力农户销售葡萄 1 万余斤、
蘑菇 2300 余斤，助力销售金额 7.5 万余元。

九三学社濮阳市委将继续秉持 “爱国、
民主、科学”的宗旨，继续关注农业、关心农
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探索创新，为农
业发展和农村繁荣添砖加瓦，让更多的果农
受益，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贡献
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描绘乡村振兴的美
丽画卷。 輥輳訛

九三学社濮阳市委开展爱心助农活动

“惩治防”贯通 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老。 让老年人
安享幸福晚年，是人人关切的“家事”，也是
“国之大事”。

“努力让人民更健康”“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看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
列民生举措后，省人大代表、台前县第一初
级中学教师蒋平颇为高兴，她带来的建议与
之相关。

“近年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
展，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家中老年人留
守已成为农村普遍现象，部分留守老人存在
着失落、焦虑、孤独、恐惧、抑郁等情绪。 ”蒋
平认为，如果农村留守老人心理问题得不到
及时解决， 会影响到子女在外的工作和生

活，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家庭矛盾和冲突，
关注留守老人心理健康有助于维护家庭和

谐和乡村生活稳定。
如何让每一位农村老人都能安享晚年，

感受到时代的温度与社会的关爱？ 蒋平建
议，应加快建设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健
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为农村留守老人的
心理健康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相关部门
应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让老年人在
文化活动中获得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 同
时，社区、公益组织应加强心理健康知识普
及， 引导老年人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态度。 ⑩

本报记者 岳彩寒

“支持链主企业、 头部企业牵头实施重
大科技项目，建设重大创新平台，推动企业
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 支持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与企业开展嵌入式合作。 ” 看到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些举措， 省人大代表、
河南省家家宜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洪伟

表示，作为濮阳市稻米产业链链主企业和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负责人，他
感到无比振奋。

王洪伟说，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科技
兴农战略，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研发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机制还不够健全，尤其是缺乏直达县
区或农业龙头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绿色通

道，致使部分县区农业产业链条短、科技含
量低、初级产品多、精深专用产品少，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强省的建设。
如何加快我省 “国人厨房”“世人餐桌”

食品大省建设， 满足国人与世人对优质、营
养、健康、专用、多样农产品的需求，王洪伟
建议整合省农林科学院、河南工业大学等科
研资源， 组建中原营养健康农品研究院，全
面研发适合不同人群的营养、健康食品。 同
时，根据市县或龙头企业发展需要，设立中
原营养健康农品研究院分院。他还建议推动
农业科研力量下沉，把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
龙头企业全部纳入选派范围之内，为农业龙
头企业选派更多科技研发能力强、实践经验
丰富的中青年科技人员， 驻厂开展技术研
发、对接、转化、应用，让更多的年轻人为农
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⑩

本报记者 岳彩寒

省人大代表王洪伟

打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绿色通道

做好养老联动监督 架通群众“连心桥”

省人大代表高卫红

省人大代表蒋平

用心托举起农村留守老人的幸福

新春将至，市城区节
日氛围浓厚。图为 1 月 19
日，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乐
享璀璨夜景。 ⑩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1 月 19 日，范县板桥古镇张灯结彩，大街小巷到处充满着浓浓的年味儿。 ⑩ 本报记者 高崟人 摄

春节临近，年味儿渐浓。 各大
商圈喜庆红火， 街巷商铺彩灯高
挂，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1 月
19 日，水秀街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灯
笼。 ⑩

本报记者 高崟人 摄

关 注 省 两 会

本报讯 （记者 王庆红 通讯员 杨嘉宁）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2024 年度工作要点，近
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全市人大系统
优秀调研成果评选活动。

评选结果于 1 月 13 日揭晓， 共评出优
秀作品 24 件。 其中：《养老服务问卷调查结
果分析报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等 6 件调研成果获一等奖；《支
持监督司法机关厚植营商沃土 依法护航民

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关于我市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情况的调研报告》等 8 件调研成果获
二等奖；《依法行使人大监督职能 支持监察
机关惩治群众身边 “蝇贪蚁腐”》《亮出法律
巡视监督利剑 守护人民群众的 “钱袋子”》

等 10 件调研成果获三等奖。
本次获奖作品紧扣助力制造业倍增、乡

村振兴等事关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紧扣
养老服务、教育、医疗等事关民生福祉的热
点问题，紧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监
督等事关民主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展现了
全市人大系统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打造新
时代地方人大工作创新发展的濮阳样板、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市域典范奋斗目标，紧
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难点问题，深入调研、积极探索
取得的丰硕成果， 体现了人大工作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良好成效。 ⑩

2024年度人大系统优秀调研成果名单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