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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

1至 2月全市经济运行呈平稳增长态势
本报讯 近日，市统计局发布

1 至 2 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全市
主要经济指标稳定增长，经济运
行呈现回升向好态势。

1 至 2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8.6%，高于全省
1.7个百分点。分三大门类看，采矿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4%，制造业
增长 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增长 1.2%。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2%，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长 5.2%。分经济类型
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股份制企业增长 8.8%，外商
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 0.3%。
从产品产量看，改装汽车、氧化铝、
水泥、十种有色金属同比分别增长
22.8%、5.6%、4.7%、0.3%。

1 至 2 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2.9%，高于

全省 7.3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
一产业投资下降 49.9%，第二产业
投资增长 50.8%，第三产业投资增
长 1.3%。分领域看，民间投资同
比 增 长 11.1% ，工 业 投 资 增 长
53.4%，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69.1%，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1.4%。1 至
2 月，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
比增长 9.0%，高于全省 29.5 个百
分点；商品房销售额增长 7.1%，高

于全省 29.4个百分点。
1 至 2 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106.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5%，高于全省 0.7 个百分点。其
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6.04 亿元，同比增长 8.0%。

限额以上单位按经营单位所
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5.22
亿元，增长 7.5%；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 0.82 亿元，增长 18.4%。按消费

类型分，商品零售 14.58亿元，增长
7.8% ；餐 饮 收 入 1.46 亿 元 ，增 长
9.9%。基本生活消费稳定增长，限
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
烟 酒 类 零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1%、53.5%、12.4%。升级类消费
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
能设备、化妆品类、书报杂志类、通
信 器 材 类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9.2%、
24.7%、18.6%、5.7%。 （本报记者）

省政协调研组到我市调研
专 利 促 进 和 保 护 工 作

本报讯（记者张静怡）3 月 26
日至 27 日，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
员会主任霍好胜带领调研组到
我市，调研专利促进和保护工作
情况并召开座谈会。省政协社
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谢海洋
出席，市政协主席古松、市政府
副市长杨红忠、市政协副主席冯
俊珍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河南骏
通 车 辆 有 限 公 司 、河 南 高 精 铜
箔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
灵宝金源朝辉铜业有限公司等
地，实地察看企业科技创新、科
技成果转化利用以及知识产权
司 法 保 护 等 工 作 情 况 。 近 年
来 ，我 市 积 极 推 进 知 识 产 权 高
质量发展、高效益运用，不断健
全 科 技 创 新 体 制 机 制 ，开 展 跨
区 域 维 权 保 护 协 作 ，提 升 知 识
产 权 政 务 服 务 质 量 ，知 识 产 权
创 造 、运 用 、保 护 、管 理 和 服 务
能力明显增强。

霍好胜在座谈会上指出，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
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要高
度重视专利促进和保护工作，加
快推进知识产权地方立法，加强
政策支撑，加大执法力度，完善
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维护专利权
人合法权益，促进专利技术转化
与推广应用，切实维护好社会公
共利益和市场经济秩序。要深
入开展专利促进和保护立法协
商 ，不 断 探 索 完 善 立 法 协 商 程
序、形式、途径，充分发挥政协委
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
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
协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建言资
政，广泛凝聚共识，助推《河南省
专 利 促 进 和 保 护 条 例》制 定 落
地，为推动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提
供坚强法治保障。

会议通报了全市专利促进
和保护工作情况。部分企业、专
利服务机构、高校、市直有关部
门结合工作实际作发言，与会人
员进行互动交流。

3 月 20 日 ，风 和 日 丽 ，春 意 萌
发。在渑池县坡头乡不召寨村的花
椒地里，驻村第一书记张辉正带领
村干部和村民们一起修剪树枝。大
家切磋技艺，谈笑风生，花椒林下洋
溢着爽朗的笑声。

不召寨村土壤适宜、光照充足，
种植花椒有着非常好的自然条件。
这些年不召寨村里的主导产业一直
是花椒，自 2002 年开始发展花椒产
业，以大红袍、狮子头伏椒为主打品
种。截至目前，该村花椒种植面积
3000 亩，户均 8.3 亩，人均 2.8 亩，年
产 鲜 花 椒 128 万 公 斤 ，产 值 达 到
2000 万元以上。

从 2021 年开始，村干部带领群
众尝试在树下种植柴胡、朝天椒，进
一步节约利用土地资源，以立体种
植的模式带领群众拓宽增收渠道。

“目前村里正在开展花椒品种改良
工作，力争用几年时间全部将树龄
长、产量少的花椒树全部替换成成
熟早、收益高的新品种。下一步还

要重点发展花椒深加工产业，以特
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张辉充满信
心地表示。

村民胡拴英种植花椒 20 多亩，
年年收益比较稳定。“我现在做的
修剪工作，主要是把老化、瘦弱的
枯枝剪掉，确保通风透光，均衡养
分，这样结出的花椒果实就会硕大
饱满。”她一边熟练干活，一边介绍
情况。

为了发展花椒产业，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引进花椒种植新技术、
新品种，采购供应花椒种植所需生
产资料，组织收购、销售花椒产品，
开 展 贮 藏 、包 装 、加 工 、销 售 等 服
务。村里成立了专业技术服务队，
开展相关技术培训、咨询服务，县农
业农村局委派技术专家到田间地头
现场指导。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
村里建成了花椒加工基地，为群众
提供花椒烘干、筛选服务；建成面积
3000 平方米的花椒交易市场，集仓
储、物流、销售于一体，有效保障群

众收益。村干部提前联系外地收购
客商，扩大线上线下销售业务。不
召寨村不但自己种植，还辐射带动
周边乡村集中连片种植，扩大规模
效益。

如今，不召寨村成为名副其实
的“中原花椒第一村”，每年都要接
待 几 十 批 前 来 观 摩 学 习 的 团 队 。
村民史宗武从 2012 年开始办加工
厂，目前产销两旺，供不应求，产出
的 无 公 害 花 椒 皮 厚 肉 丰 、色 泽 鲜
艳、麻味浓郁，是花椒中难得的精
品，深受外地客商的青睐，同时也
成为渑池农特产业的一张精致名
片。

每到花椒成熟的季节，随着一
串串“绿玛瑙”变成“红珍珠”，不召
寨村的一棵棵花椒树就成了村民的

“摇钱树”。

本报讯（记者何英杰 通讯员郭惠敏）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眼下，小麦陆续进入起身拔节的关键时期，在灵宝市各
个乡村，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春耕
图徐徐展开……开春以来，灵宝市压实责任，细化春季田
管，强化技术服务、技术指导，确保春播面积，为粮食丰收打
好基础。

下好“先手棋”，农业生产劲头足。该市制定《春季麦田
管理意见》，开展“促弱转壮”科技壮苗、“百名科技人员包百
村”行动，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抽
调县、乡两级农业科技人员 66 人分包 275 个行政村，分片包
干，责任到村，服务到户，为麦田“问诊把脉”，打通技术服务

“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市中耕 6.8 万亩、浇水 3.8 万亩、化
除 19.6 万亩、追肥 10.7 万亩次，田间技术指导 30 余次，印发
技术资料 400 余份，培训农民 260 余人。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科技支撑动力强。该市努力探
索数字农具助力春耕生产，智能撒肥机监测作业质量、数字
水肥技术减肥增效，全面提高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应用水平，
促进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度融合。全市筹措资金 300 万
元，备好备足春耕生产机具，组织无人机 50 架，自走式喷杆
喷雾机、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微耕机、锄草机等农机具
500 余台，助力春耕备耕跑出“加速度”。

农资先行，护航春耕备耕。该市集中开展农资打假“春
雷”行动，以化肥、农药、种子为重点，巡回农资市场、门店，
检查各类农资产品质量、包装标识等，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农
资违法行为，严防假冒伪劣农资产品流入田间地头。截至
目前，出动执法人员 76 人次，检查门店 103 次，销售农药 130
吨、种子 52 吨；开展质量安全例行抽检样品 120 批次，合格
率 100%，确保春季农业生产有序进行。

近期，陕州区大营镇吕家崖村的高效蔬菜瓜果种植基
地里，村民正在紧张进行着春耕备耕工作。与此同时，有机
瓜果迎来了收获期，“春耕”撞上“春收”，俨然一派“人勤春
早”的景象。

走进吕家崖高效蔬菜瓜果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
整齐排列，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樱桃树迎来盛花期，
洁白的樱桃花竞相开放，散发出阵阵幽香。其中两棚樱桃
树已经坐果，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疏花疏果、加强水肥管
理。

吕家崖村党总支书记杨社军说：“樱桃树目前正在挂果
期，要加强管理。樱桃成熟在 4 月中旬，到时候欢迎大家前
来品尝吕家崖樱桃。”

据了解，2023 年入冬以来，吕家崖村村民便忙碌起来，
维护加固棚架、耕翻棚地、维修输水管道等。开春以后，他
们就忙于剪枝施肥，并提前启动蔬菜瓜果育苗工作，菜农忙
着培育新苗，果农忙着疏花。

“目前，我们这个棚种植的西红柿品种是普罗旺斯，
特点是起沙、汁多，有水果的口感，我们定植了 1300 株左
右，预计亩产在 1.5 万斤，4 月初上市。”在陕州区绿芽农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村民苏柏强正在对西
红柿进行管理。从去年秋天开始，他栽下了优质西红柿
苗，经过一冬天的恒温培育，目前已经果实满枝，长势喜
人。

“近年来，吕家崖村依托地域优势，大力发展樱桃、草莓
休闲采摘及特色工厂化育苗，促进农业与休闲采摘等业态
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杨社军说。

（种春江 霍东东）

本报讯（记者王婉媚）日前，记者从相关部门
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数字中国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
实省委、省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以企业为主体，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围绕“建机制、强基
础、树典型、育生态”工作思路，努力打造在全国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材料新城和高端制造之城，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迈出坚实步伐。

建机制，加大政策支持。高位部署，成立以
市委书记为组长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工作领导小
组，市长为组长的 5G 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连续 5 年制定 5G、数字化转型年度方案
及“三大改造”攻坚计划，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战
略实施。明确路径，制定出台《三门峡市数字化
转型战略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工作举措。政策激
励，把“三大改造”作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市财政每年设立 1 亿元专项资金，先后推
动 744 家 企 业 实 施 改 造 项 目 1139 个 ，带 动 投 资
604.43 亿元，对改造成效较好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500 万 元 ，带 动 全 市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应 改 尽
改。2023 年全市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59%，增
幅居全省第一位，“三大改造”典型做法获得省政
府集中督查表扬。

强 基 础 ，提 升 技 术 支 撑 。 优 化 网 络 基 础 设
施，累计完成 5G 网络投资 10.24 亿元，建成投用
5G 基站 4483 个，全市乡镇以上及农村热点地区
实现了 5G 网络全覆盖。中科微测、恒康铝业等
14 家企业已开通工业 5G 专网。加快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在全省率先开通综合性数字化赋能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万联融通（三门峡）工业互
联网平台，累计入驻企业 1573 家，推动上云和数
字化改造企业 160 余家。夯实算力服务支撑，加
快算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三门峡市大数据
云计算中心，本地服务能力达到 288 个业务机柜，
可提供计算核心 1224 个，为企业提供平台上云、
数据存储、容灾备份等全方位服务。

树典型，增强示范引领。深入开展数字化诊
断，2023 年，全市依托省、市专家资源完成规上制
造 业 企 业 诊 断 服 务 327 家 ，组 织 服 务 商 制 定 了

“5G+数据采集”、数据管理中央平台、安全风险智
能管控等系列解决方案，实施了一批改造项目，
打造了一批转型样板。加快建设智能应用场景，累计实施制造业
5G、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 134 个。全面推进数智赋能，深入实施“数
字领航”标杆打造行动，支持骨干企业对标行业先进，开展集成应用
创新。国投金城冶金、开祥化工、宝鑫电子 3 家企业入选国家数字化
转型成熟度贯标试点企业，戴卡轮毂、瑞能化工获评河南省首批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

育生态，做优发展环境。强化科技创新，成立三门峡 5G 联合
创新中心、5G+工业互联网创新工作实验室，在全省率先组建综合
性产业技术研究院，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平台 7
个。提升服务能力，大力支持本地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发展，崤云安
全入选河南省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技术支撑单位，崤云信息入
选河南省首批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培育名单、河南省重点软件企
业名单。深化交流对接，积极“走出去”，加强与移动、联动、电信三
大运营商战略合作，组织重点企业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学习新
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大力“请进来”，邀请中国信通院、北京华
信瑞德、海尔数科等顶级专家团队来我市开展业务指导，组织 5G+
工业互联网、入企诊断、数字沙龙等培训活动 70 余次，培训企业家
2000 余人，助力企业加快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
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近日，我市迎来一场降水，涧河水流加大，河水从市区青龙涧河六峰坝错落有致的
荷花池跌宕而下，成为春天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本报记者 杜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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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林下笑声朗
本报记者 何东升

走村入户话振兴

灵宝市：

不 负 农 时 不 负 春
种好春管“责任田”

春来瓜果香
大棚管理忙

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习近平会见荷兰首相吕特

习近平会见斯里兰卡总理古纳瓦德纳

▲

详见今日A4版

▲ ▲

雨后“珠”飞落“玉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