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天气寒冷，为有效抵御春旱和倒春寒，避免温度过低影响蔬菜生长，
经开区王助镇积极开展田间管理工作，确保农作物丰产丰收。 图为 3 月 3 日，
农户在为蔬菜覆膜。 ⑩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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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日， 走进濮阳宏润
钢结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宏润钢结构”），只见厂
区面貌焕然一新， 规划喷涂了
标识标志，进行了规整提升。 车
间内几十名工人在各自岗位上

忙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2008 年，宏润钢结构在濮

阳县城关镇成立 ， 厂房只有
600 平方米，工人只有 8 名，是
一个小作坊式企业。当时，宏润
钢结构承接的是市内民营企业

的钢结构部件订单， 数量并不
多。由于公司注重产品质量，不
断受到市场认可， 接到的钢结
构项目逐渐增多， 公司规模得
到进一步扩大。

2017年， 宏润钢结构迁至
濮阳县柳屯镇， 厂区占地面积
扩大至近 80 亩，生产车间也扩
大至 3 万余平方米， 拥有 3 座
标准化钢结构厂房、 工人 100
余名，办公楼、员工宿舍楼、职
工食堂等生产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
2024 年，宏润钢结构完成

钢结构部件 1.5 万吨， 营收从
2023 年的 8500 万元增长至
1.03 亿元。

“公司还有价值 3000 万元
的钢结构部件等待生产， 这也
是去年订单的剩余部分， 我们
正按照合作方要求安排工期抓

紧生产。 ”宏润钢结构总经理刘
先勐说，“去年合作的央企国企
单位因为对我公司产品质量满

意，有意向与我们继续合作，我
们正在同他们洽谈签订新的订

单。 ”
由于产品质量过硬 ，2024

年，宏润钢结构先后接到了 10
家央企订单 ， 承接了广东博
科、 山东烟台嘉信燃料等多个
项目， 受到总包方和业主方的
广泛好评。 为确保公司跟得上
市 场 发 展 ， 宏 润 钢 结 构 从
2024 年年底开始 ， 从公司管
理体系和人才引进两方面进行

改革 ， 进一步提升规范化水
平。 宏润钢结构招聘了副总经
理， 专职负责公司改革事宜。
同时， 宏润钢结构还在引进人
才方面发力， 严把招人关口，
需经过考试、 培训等步骤， 确
保招到合适的工人、 技术人员
等。 进场后， 进行严格管理，
技术人员要确保工艺图纸制作

准确、 分解清晰， 工人要保证
一次性合格率保持在 97%以
上。

针对行业融资难题， 今年
濮阳县两会期间， 宏润钢结构
提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延
长融资期限的建议。 “我们这
个行业属于重资产行业， 对资
金周转流动要求高， 常常面临
资金周转难题 。” 刘先勐说 ，
相信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 宏
润钢结构会解决发展难题， 奋
力跑出 “开门红”， 为全市发
展贡献更多力量。 ⑩

本报记者 陈增勋

本报讯 （记者 管淑颖） “祖国是天
空， 我们就是天空中的一朵白云……”3
月 1 日， 在市残联康教中心一楼大厅，
“康教岁月情，回‘家’意更浓”康复离园
听障儿童诵读会正在进行。今年 6 岁、已
经上小学的听障儿童婷婷（化名）正在朗
诵《祖国和我们》。

诵读会上，15 个康复离园的孩子 ，
分别为大家献上《做最好的自己》《中国
红》《祖国放心，强国有我》《我爱你祖国》
《红领巾，我为你骄傲》《彩色的中国》《我

骄傲， 我是中国人》《一抹中国红》《我是
中国娃》《祖国妈妈》《少年中国说》《拥抱
春天》等诵读。 孩子们的精彩诵读，博得
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看到孩子的表
演， 让我不禁回想起刚带着孩子来这里
进行康复的场景，我很激动。 ”一名参加
诵读的康复离园听障儿童家长表示，“我
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 现在和正常孩子
一样，成绩还不错，这多亏了政府和残联
的帮助！ ”

市政协副主席侯圣贤参加诵读会。 ⑩

一场特殊的诵读会

本报讯（记者 张迪 通讯员 张晶晶）
今年以来，市科技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省委“四高四争先 ”要求和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干字当头、奋勇争
先 ，深入开展科技创新 “强功能 、提质
效”专项行动，着力提升体系化科技创
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发展，以更高水平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
展增效赋能。

推动创新平台提质转型。 市科技局在
充分发挥龙都化工新材料实验室龙头带

动、中原实验室和仓颉实验室两翼发力作
用，聚力开展研发攻关，实现产业链整体
突破的同时， 开展了市级科研平台 2024
年度绩效评价和申报工作，确保平台建得
成、用得好、作用大。并围绕研发平台共建、
项目联合攻关、 科技奖励申报等工作，密
切与中原油田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持续
推进“龙都中原科创大脑”建设。 一季度
计划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建设 5 家以上
省级创新平台、30家市级创新平台。

加快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重点规范
企业研发投入，做好年报统计工作，征集
企业融资需求，做好科技金融座谈会筹备

工作。召开全市“科技副总”选派工作会，充
分发挥“科技副总”在推动企业创新、产学
研融合中的关键作用。 一季度计划新培育
科技型中小企业 30家、 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以上。 设立科技企业创新基金，开展“创
新积分制”评价，完善“科技贷”服务体系，
力争科技金融支持超过 2亿元。

拓展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计划实施
“濮科汇”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行动，开展
产学研对接活动 20 场。 同时，完善示范
区、产业分中心、示范机构“三位一体”的
成果转移转化体系， 聚焦我市主导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立覆盖全市的科
技成果转化专班， 促进技术成果的转化
和应用， 为全年任务目标的完成打下坚
实基础。

支持高端人才引进成长。 发挥科研
平台“筑巢引凤”作用，实施“人才+项目”
的培养模式，围绕“6+20”产业链群培育
的核心技术问题， 计划争取省级科技计
划项目 30 项以上，谋划实施市级科技专
项 20项， 柔性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 100
人以上。 同步加强项目过程管理，针对实
施期 2 年及以上的市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开展中期评估，确保资金使用质效。 ⑩

多措并举助力一季度科技创新“开门红”
市科技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庆红 ） 2 月 26
日上午， 市委老干部局召开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 传达学习全省
老干部局长会议精神 ， 研究贯彻落实
意见， 安排部署 2025 年老干部工作重
点任务。

会议要求， 要牢牢把握新阶段老干
部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 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 全力推动我市老干部工
作晋位升级。 要科学抓实重点工作， 聚
焦离退休干部党建、 引领离退休干部发
挥作用、 用心用情做好精准服务等重点

工作， 强弱项、 补短板， 高质量推动重
点工作高标准起步、 高效率实施、 高水
平达标。 要促进工作提质增效， 进一步
提高工作标准， 大力推进精准化、 信息
化、 规范化建设。 要及早谋划、 认真抓
好全市工作会议筹备、 老年教育提档升
级、 阵地建设稳步推进等当前重点工作，
确保各项任务高定位、 快推进。 要着力加
强自身建设， 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 业
务过硬、 作风过硬的老干部工作队伍， 为
全市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组织

保障。 ⑩

市委老干部局部署今年重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 袁冰洁 通讯员 柴

魏峰 ） 记者 3 月 1 日从市林业局获
悉，市政府近日印发 《关于加快林下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加快推动林下经济规模化、
集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促进绿
色增长、林业增效、林农增收、农村发
展。

《意见》提出实施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林下经济扩面增量、 提质增效。
2025 年新增 1 万亩，2026 年新增 1.5
万亩，到 2027 年，全市高效林下经济
面积达到 10 万亩，总产值达到 20 亿
元，建成集中连片 100 亩以上的示范
基地 100 个以上，新培育以发展林下
经济为主的林业龙头企业 10 家以
上。 到“十五五”末，全市高效林下经
济面积达到 15 万亩， 总产值达到 30
亿元，示范基地和龙头企业数量稳定
增加，林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明显提高。

《意见》明确发展布局，一是大力
发展林下种植。 主要推广林药、林菌、
林菜、林草、林花等种植模式。 重点发

展南乐县林下射干 、药菊种植 ，范县
林下芍药、食用玫瑰、金银花种植，经
开区林下药菊、射干、羊肚菌种植。 二
是科学发展林下养殖 。 主要推广林
蚓、林禽、林畜、林蝉、林蜂等模式。 重
点发展清丰县 、范县 、台前县林下蚯
蚓养殖，濮阳县、范县、台前县沿黄林
下鹅、鸭养殖，濮阳县、南乐县林下金
蝉养殖。 三是有序发展林下采集。 重
点利用国储林基地开展皂荚刺、香椿
芽、杜仲皮等林产品采集加工。 四是
积极发展森林景观利用。 合理利用森
林生态景观和林下多种资源，推进湿
地公园、森林公园、森林人家建设，发
展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森林康养。 重
点推进沿黄生态旅游带建设，不断包
装提升黄河大堤景观廊道 、 黄河湿
地、沿黄森林乡村等建设水平 ，打造
集赏花观果、旅游观光、采摘休闲、生
态教育为一体的精品森林生态旅游

线路。
《意见 》提出主要任务 ，一是建

设高标准示范基地。引导龙头企业、
合作社和发展大户发挥资金 、 技术

和管理优势，打造一批前景好 、辐射
带动能力强 、 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优
的高效示范基地 。 二是培育壮大经
营主体。加快培育以龙头企业、林业
合作社为骨干，家庭林场 、林业专业
大户等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

林业经营主体。创建一批规模大、效
益好 、 带动能力强的林下经济龙头
企业 ， 鼓励龙头企业向前拓展原料
基地建设 ， 向后延伸林下产品精深
加工，延长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 。 三
是打造林下特色品牌 。 积极组织林
下经济产品参与森林生态标志产品

认定，申请国家绿色产品 、国家有机
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认证 ，
培育打造 “濮阳金蝉 ”“清丰蚯蚓 ”
“范县玫瑰”等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
林下经济品牌 。 四是打通市场营销
通道 。 引导林下经济经营主体积极
对接周边传统线下市场 ， 开展订单
化生产， 确保林下经济产品销路畅
通。

《意见》 强调， 各县 （区） 要把
发展林下经济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

成立工作专班 ， 科学制订年度实施
计划 ， 合理确定发展方式 、 发展规
模和发展项目 。 市 、 县林业部门负
责牵头组织协调林下经济发展工作，
发改 、 财政 、 农业 、 水利 、 科技 、
金融 、 交通 、 旅游等部门要立足各
自职责 ， 在有关政策制定 、 资金投
入 、 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倾
斜 ， 形成共同支持林下经济发展的
合力 。 要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和
专项债券资金 ， 市 、 县财政根据财
力情况适当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持

林下经济发展， 逐步建立政府引导，
农民 、 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
投入机制 。 要强化林下经济从业经
营主体及人员技术培训 ， 开展林草
乡土专家 “以一带十 ” 科技帮扶等
送科技下乡活动 ， 帮助林农解决技
术 、 生产 、 销售等问题 。 要充分利
用新闻媒体 、 互联网等多种渠道 ，
大力宣传发展林下经济的重要意义、
政策措施 、 技术模式 、 经验做法和
典型案例 ， 在全社会营造共同推进
林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 ⑩

市政府印发《意见》

推进林下经济扩面增量提质增效

3 月 3 日，工人在南乐联富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育苗基地里忙碌。 眼下正
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我市各育苗基地也迎来了生产旺季，果蔬种苗订单火
爆。 ⑩ 本报记者 僧少琴 摄

开足马力忙生产 全力奋战一季度
宏润钢结构

（上接第一版） 创新机制的健全， 创新政
策的出台 ， 创新投入的增加 ， 创新服务的优
化， 使创新在我市已呈燎原之势， 创新活力加
速释放，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2024 年， 我市创
新平台实现扩量提质， 龙都化工新材料实验室
联合中原石化、 君恒生物开展生物基聚烯烃技
术攻关。 新增省级重点实验室 2 家、 企业技术
中心 7 家 、 工程研究中心 1 家 、 中试基地 1
家、 市级各类研发平台 31 家。 创新主体不断
壮大， 新培育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63 家、 高
新技术企业 27 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 2 家， 新增省级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16
家、 创新龙头企业 5 家、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3
家， 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 81.2%。
创新生态持续优化， 争取省级科技项目 57 项，
8 项技术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投用人才公寓
1000 套， 引进各类人才 1900 余人， 技术合同
成交额 28.7 亿元， 创历史新高。

当然， 在看到创新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同
时 ， 更应看到差距和短板 ： 创新投入相对不
足 ， 高层次创新平台 、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较
少， 创新主体实力不强， 高端人才团队匮乏，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不高……这些短板
若不能得到好的补强， 势必会成为我市创新驱
动战略实施和高质量发展的阻碍。

濮阳路径： 用改革推动创新， 以创
新驱动发展

创新之道， 唯在得人。
面对诸多不足， 我们如何弥补短板， 将劣

势变成优势， 优势转成胜势， 使创新的 “关键
变量” 转化为 “发展增量”？

答案是用改革推动创新 ， 以创新驱动发
展。

用改革优化机制。 推动创新， 首先是坚决
破除束缚创新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切
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科技竞争优势。 充分发挥
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战略引领、 顶层设计、 高位
推动作用， 统筹推进重大科技工作。 对目前存
在的不利于创新甚至阻碍创新的制度进行改

革， 破除创新藩篱， 打通鼓励创新、 推动创新
的 “最后一公里”。

用改革完善政策。 因科技创新需要久久为
功， 短期内难以见到效益。 若投入不足， 激励
政策不优， 创新主体意愿就不会强。 因此， 通
过改革， 进一步出台鼓励创新、 支持创新的政
策， 从财政、 金融、 税务、 市场等多个方面对
政策进行完善， 加大资金投入， 激发创新主体
的积极性， 激励更多创新主体投入到创新活动
中。 同时， 打造高能级平台， 加快产学研结合
步伐， 提升创新平台能级， 进一步提升创新层
次。

用改革推动人才引育。 全面改革落实人才

引进政策， 依托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创新平台
（基地） 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 建设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基地， 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让人
才成为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的最大优势。

用改革提升政务服务。 以政务服务的改革
创新推进政务服务更加便捷化、 集成化、 智能
化、 精细化、 同城化， 让企业办事更便捷、 更
高效， 更省心、 更舒心。 探索建立多元化政务
服务机制， 提供精准专业服务， 促进经营主体
扩增量、 保存量、 提质量， 带动更多人创业。

科技关乎发展， 创新决定未来。 未来城市
间的竞争 ， 必然是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竞
争。 愿我们发挥优势， 弥补短板， 用创新引领
全市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 让科技创新这个
“关键变量” 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最大增
量”。

濮阳方向 ： 经营主体也是创新主
体， 创业创效必须创新创造

创新驱动， 企业应成为主体。
企业为什么必须创新？ 因为创业是一场没

有终点的马拉松， 只有不断创新创造， 才能让
企业技术、 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从而在激烈竞

争中永立不败之地。
在濮阳， 很多在全国乃至世界行业领先的

企业， 无一不是重视创新、 持续用创新驱动发
展的典范。 濮耐高温材料 （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我市首家上市名企， 从一家濒临倒闭的
乡镇小厂发展成为年营业收入近 50 亿元、 员
工 6000 余人的国际知名跨国集团公司 ， 成功
的 “最大密码” 就是不断在技术、 管理、 市场
等方面创新。 董事长刘百宽说， 企业要高质量
发展， 必须走创新驱动之路。 为此， 濮耐股份
牵头八家企业， 成立了河南省新型耐火材料制
造业创新中心， 于 2024 年 12 月通过了河南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和省财政厅的正式联合认定。

和濮耐一样， 盛源集团也尤其重视创新， 把
创新作为企业的责任、 作为每一名员工 “我的责
任”。 为了给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 公
司不断创新研发生产技术， 打造顶尖生产研发团
队， 推出了异辛烷、 正丁烷、 丙烷、 顺丁烯二酸
酐、 顺酐酸酐类衍生物产品等新型材料， 成功地
被运用在运动休闲、 汽车工业、 轨道交通、 医疗
器械等各个行业。

还有君恒生物、 绿探集团、 宏业控股、 惠
成电子、 雷佰瑞新材料等一大批民营企业， 如

群星闪耀， 似浪花飞溅， 用创新汇聚成一股向
新向上的力量， 构成我市新质生产力的筋骨。

总之， 处于当前时代， 新兴企业要靠创新
领跑， 传统产业要靠创新升级， 龙头企业要靠
创新成链。 濮阳企业和企业家要心怀责任， 把
创新当成最主要的工作， 一步步爬坡过坎、 发
展壮大 。 做消费品的企业 ， 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 提升产品内涵和价值靠的是创新； 做科技
的企业， 不断研发新技术新应用， 在行业处于
领先优势靠的是创新； 做服务的企业， 提高服
务质量， 建立多元服务体系， 不断满足客户需
求靠的是创新 ； 做制造的企业 ， 提高产品质
量、 运用新技术、 加强管理等还要靠创新。 多
一家企业参与到创新中来， 濮阳的高质量发展
就多一份保障， 在 “四高四争先” 中就多一份
赢的机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濮阳的产业发
展壮大得益于科技创新， 行政效能提升得益于
体制创新， 复杂问题妥善解决得益于方法创新，
濮阳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拥有一支善于创新、 敢
于创新、 勇于创新的干部队伍、 科研队伍、 企
业家队伍和创业群体， 这正是我们的底气所在。
只要我们打破思维定式、 工作惯性和路径依赖，
以创新理念和方法寻求突破， 就能蹚出一条资
源型城市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这 ， 既是 “濮阳路径 ” ， 也是 “濮阳方
向 ”； 既是 “濮阳方法 ”， 更是 “濮阳实践 ”。
愿创新这个 “第一动力”， 真正能够成为推动
濮阳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法宝 ” 、 最强 “引
擎”。 ②⑩

让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

本报讯 （记者 陈增勋 ） 2 月 28
日， 2025 年全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召
开， 总结 2024 年成绩， 安排部署 2025
年重点任务 ， 动员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笃行实干 、 勇毅争先 ， 奋力谱写卫生
健康事业新篇章。

会议强调 ， 2025 年是 “十四五 ”
规划实施收官之年 、 “十五五 ” 发展
谋篇布局之年 ， 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一年 ， 做好卫生健康工作
至关重要 。 要坚持党建引领 ， 锚定扎
实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专项 、 持续

实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项 、 持
续实施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专项 、 完善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专项 、 持续推行中
医药传承创新专项 、 持续实施人口高
质量发展专项、 持续实施健康濮阳行动
专项、 全力做好为民办实事专项， 强化
医学科技创新和人才保障、 信息化建设
保障、 安全稳定保障、 法治建设保障，
加快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转变， 高质量完成 “十四五” 规划目
标任务， 为实现 “十五五” 良好开局打
牢基础。 ⑩

濮阳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