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22日 星期四 编辑：武力 首席校对：贺心海 组版：刘涛

0303

认真谋划绿色建材行业发展认真谋划绿色建材行业发展

借力小微两创，汝河之滨的汝阳，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正加速集聚。

近年，汝阳县紧紧围绕深化“9+2”工作布局，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快推进国家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建设，打造经济社会发

展新动能。

该县以“蝶变工程”为主线，围绕“重微共振”

工程，按照“一年一大步、两年上台阶、三年一跨

越”的目标，成功实施“品牌创建型”“龙头带动

型”“技术和创新型”3类11个项目，小微企业创

业创新工作呈现出良好态势。

聚焦 汝阳县汝阳县着力打造洛阳经验着力打造洛阳经验，，扎实推进小微两创示范城市建设扎实推进小微两创示范城市建设

小微企业作为民营企业的中坚力量，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位于汝阳县小店镇龙泉村的洛阳龙
须坡农牧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优良种羊
繁育推广、优质杜仲羊肉生产销售、农业
品牌打造、羊文化展示，集种植、养殖、饲
料加工、科研教育、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现
代化小微农牧企业。

该公司主推的龙须坡杜仲羊肉，曾登
上央视七套《致富经》栏目和《每日农经》栏
目。依托该企业，汝阳县成立了龙须坡农
牧星创天地，进驻孵化企业和合作社达到
15家，农户44户；依托“公司+合作社+贫
困户”扶贫模式支持61户农户开展养殖，
带动贫困人口450人，户均收入1万余元，
并于去年获得省级星创天地认证。

管中窥豹，一叶知秋。该公司的发
展，得益于汝阳县出台的激发农民创业、

创新、创造潜力的举措。
近年，汝阳县通过机制支撑、人才支

持、平台构建等多项举措，将中央和省、市
有关支持农村创业创新的政策落地落实，
使小微两创工作成为推进乡村振兴全新
而有力的支点。

科技下乡助力创业创新——
2018 年，汝阳县全面启动科技特派

员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对全县 78 个贫困
村逐一摸底排查、征集技术需求，并设立
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该县组建了10个科技特派员服务组，
全力解决76个贫困村在红薯、食用菌、中
药材、林果、畜牧养殖等农牧业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生产难题，让科技特派员
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送到农民家。

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
依托红薯、花生、烟叶、食用菌等优势

产业，汝阳县鼓励农村经纪人、致富能手、
农业科技带头人等领办、创办各种类型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目前，汝阳县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家，其中市级以上39家；发展家庭农场
24家，其中市级以上8家。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的涌现，顺应了农业规模化产业
化发展的需要，受到农民创客的广泛欢迎。

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
汝阳县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着

力培育畜牧、红薯、林果、蔬菜、中药材、食
用菌等农业特色产业，逐步形成了以洛阳
帮农聚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规
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的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先后创建5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
品，其中汝阳红薯被确定为国家级农产品
地理标志示范样板，红薯、食用菌、艾草等
优势产业已成为农民创收新的增长极。

强支撑 乡村“双创”活力足

汝阳县：

厚植特色产业沃土 打造小微两创高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2016 年到 2018 年，汝阳县政府与洛阳

理工学院共建绿色建材产业研究院等创业
创新载体，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亮点、有成
效的示范基地。

该研究院将洛阳理工学院的研发优势
与汝阳绿色建材产业的产业资源全面对接，
不断破解汝阳县绿色建材企业转型过程中
面临的关键技术和人才问题，与当地企业共
建一批科技型企业研发中心，集聚了创业创
新人才，推动建材产业转型升级。

该研究院的设立，是汝阳县加强组织保
障，建设小微两创空间载体，激发创业创新
活力的缩影。

为了保障小微两创工作的顺利开展，汝
阳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常务
副组长、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任副组长的汝阳
县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县财政
局、县发展改革委、县科工局等16个部门各
司其职，加强沟通与协作，凝聚建设合力。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
通过出台《科技创新扶持管理办法》，汝

阳县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对70家创业创新活
跃的小微企业奖励500万元，并在人才培训、
创业辅导、法律维权、财务指导、检验检测认
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培训30余次。

在小微两创空间载体建设方面，2016年
到2018年，汝阳县新建市级以上创业创新载
体面积达15.475万平方米，新增创业创新载
体在孵企业264家。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园、
蓝海科技孵化器等空间载体运营面积达
1.25 万平方米，为进驻小微企业在租金、水
电、网络等方面提供减免和补贴总额达165
万元，累计吸引126家小微企业进驻。

目前，汝阳县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家、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9家、省级星创天地1家，省
级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项目1个，以及市级以
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2家，省级、市级产业
化集群5个，创业创新空间质量有较大提升。

3年间，随着空间载体的日益完善，全县
上下创业创新激情空前高涨。

数据显示：2016年到2018年，全县新登
记各类市场主体 10462 户，新增就业 14970
人，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10400人
次，小微企业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328万元，
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55家，为汝阳县动能转
换、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后劲。

建载体
优化环境育“新苗” 汝阳县特色农业优势明显，红薯、杜仲、甪里

艾、香菇、花生均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去年9月，汝阳县重点打造的专业公益性电

子商务服务平台——汝阳县电子商务产业园投
用。园区内设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电商培训
中心、汝阳 O2O 特色馆、大数据中心、电子商务
协会、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等，为电商企业、
创客团队免费提供全方位服务。

为了全方位助力本地优势产品“触网”销售，
该产业园电商培训中心购置50余台电脑，累计
开展145期7600多人次电商培训。培训范围实
现全县14个乡镇78个贫困村全覆盖，内容包括
电商扶贫宣讲，以及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使
用、美工设计等，累计带动2000余人电商创业，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创业青年。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目前，该产业园已
吸引中国网库、京东汝阳馆、云动商城、掌上汝阳、
赟农电商、汝阳电商协会等15家电商机构进驻，
集聚电商从业人员3万余名。今年9月11日，汝
阳县还将举办汝阳县香菇文化节暨电商扶贫农特
产品展，让甪里艾、杜仲羊肉、前坪湖香菇等一大
批汝阳土特产在家门口“买卖全国”。

时下，为完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尽快建成
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双向流通的电子商务
物流网络，汝阳县正大力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快
递物流仓储分拣体系建设项目。目前，圆通、顺
丰、百世快递、中通、京东物流等知名物流企业已
签订了物流合作协议。该项目建成后，将能容纳
7家快递物流企业分拣设备同时运行，农村电商

“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迎刃而解，助推小微两创
借力“互联网+”迈上新台阶。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国家小微两创基
地城市示范建设为抓手，“汝阳双创”正加速迈上
新高度，实现新跨越，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释放
澎湃动力！张瑞欣 董伟锋 马骁旭 杨素琴 文/图

引电商 特色产业焕生机

汝阳县电子商务产业园汝阳县电子商务产业园洛阳林科院专家查看杜仲种植情况洛阳林科院专家查看杜仲种植情况 武汉大学自强创客进乡村活动武汉大学自强创客进乡村活动 浮法玻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浮法玻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浙江“浙里督”上线运行
据新华社杭州8月21日电 浙江省“互联网+

督查”平台——“浙里督”21日上线运行。以政府
数字化转型推进行政效能建设，浙江省已形成“互
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监管”“互联网+督查”
并驾齐驱的局面。

“浙里督”设置了重点督查、绩效管理、政创空
间、民生地图等板块，由基于浙江政务服务网（“浙
里办”）的电脑端（PC）和移动端（APP）构成，与国
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对接，实现问题线索网
上收集、督查事务政民互动、绩效考评结果公开、
政府创新同台竞技、民生事项在线监督，提高群众
对政府行政效能建设的参与度，提升督查工作的
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

“浙里督”开设政府年度督查重点和工作动态
的展示区，发布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责
任分解情况，公开政务督查相关信息，有效推进

“开门督查”。尤其是设立“督查线索征集”专栏，
作为督查线索采集入口，依托平台开通面向公众
的投诉渠道，就相关专题主动向社会征集意见和
建议。

近日，市科技馆举办青少年科普秀知识竞赛，
一个个科普小达人现场为大家进行科普讲解。

为推动我市中小学积极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
活动，发动学生人人参与，市科技馆暑假期间组织
开展青少年科普秀知识竞赛活动，旨在弘扬科学
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激励青少年热爱科学、追求
科学，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全面提升。

记者 刘冰 通讯员 潘虹 摄

市科技馆：

科普小达人上演“科普秀”

【重大专项】农村危房清零攻坚
实施农村危房清零攻坚重大专项，加

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今年计划完成4类
重点对象危房改造3363户；到2020年，全
市农村4类重点对象危房全部清零；到2022
年，加强农村危房动态管理，发现一处、改
造一处，确保贫困群众住房安全有保障。

“以前，屋顶的土一会儿从这儿掉下
来，一会儿从那儿掉下来，住在里面很揪
心。现在，里里外外翻修了一遍，这住得多
安全、多舒服啊！”前些日子，洛宁县马店镇
张村夏四河家的老房子修缮一新，他的心
里乐开了花。

夏四河是村里的贫困户，不过家里培
养出了两个大学生。为了供孩子念书，夫
妇俩长期在外务工，土坯房住了几十年也
舍不得修缮，每逢下雨，屋外下大雨，屋内
下小雨。由于房子破旧，即便是逢年过节，
一家人也很少回家。

如今，得益于危房改造政策，夏四河决
心把老房子从头到脚拾掇一番。“改造资金
自己筹一点儿，政策补一点儿，完全可以承

受。”他说。
在农村，一家一户盖房子，看似小工程，

但干起来一点儿也不省劲。考虑到在节约成
本的同时增加贫困群众的收入，村里特意召
集了贫困家庭的熟练匠人组成施工队，负责
全村危房改造的统一施工。“干活的都是左
邻右舍的乡亲们，省钱还放心。”夏四河说。

农村危房改造，是帮助贫困农户实现
“安居梦”的一大惠民工程。近年，我市把
农村危房清零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聚焦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分散供养五保户、贫
困残疾人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强力推动、
应改尽改、不留“锅底”。

按照工作要求，今年，我市计划完成4
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3363户，以及深度贫
困县嵩县非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1509 户。
截至目前，4 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实际开
工3646户，竣工3523户；嵩县非重点对象
危房改造实际开工 1644 户，竣工 1601
户。预计本月底前，全市危房改造任务全
面完成。

在推进中，我市狠抓改造对象识别、危

房等级认定、资金补助落实、改造面积确定
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三级审批、两级公
示”制度，确保补助对象确认公平公正、改
造面积不超不少、房屋质量安全可靠。同
时，认真落实“一卡通”账户管理制度，按照

“竣工一批、验收一批、资金拨付一批”的要
求，确保在竣工验收后30日内，将补助资金
及时足额拨付到户，严禁挪用、克扣、不按
标准发放等违规行为发生。

俗话说，“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
在危房改造过程中，各地结合农村“厕所革
命”，因地制宜同步配套建设卫生厕所，着
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这块短板。修
旧建新，还要拆旧增绿。在完成危房改造
之后，各地对原有危旧房屋进行统一拆除，
就地打造小广场、小绿地，实现村容村貌大
提升。

农村危房清零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
程。按照乡村振兴行动方案，我市将全面
推行集中组织危房鉴定，或由政府购买服
务，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鉴定并挂牌公示，
确保鉴定结果的科学性和公信度。此外，加
快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检索系统推
广应用，严格落实“一户一档”要求，逐户建
立档案，形成电子台账，推动精准规范管理。

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强化对深度贫
困地区的倾斜支持，督促非贫困县加大工
作力度，鼓励推广建设农村集体公租房、修
缮加固现有闲置公房、置换、长期租赁村
内闲置农房等多渠道保障住房安全的经
验做法，兜底解决自筹资金和投工投料能
力较弱的困难群体住房安全问题，实现农
村群众的“安居梦”。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王萌

我市聚焦四类重点对象，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确保群众住房安全有保障——

危房清零 安居无忧

宁夏“优奖劣汰”科技创新平台
据新华社银川8月21日电 宁夏回族自治区

科学技术厅近日公布对247家科技创新平台的测
评成绩单，对绩效评价为不合格或未参评的30家
科技创新平台予以撤销，对评价为优秀和良好的
平台给予奖励补助。

评价结果表明，宁夏大多数科技创新平台运
行良好，共取得科技成果502项，累计获得各类科
技奖励296项、授权专利2393件，引进和自主研
发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等
6352 项（个），聚集和培养科技创新人才 6512
名。但也有部分创新平台存在科技创新能力弱、
研究方向和内容与产业发展需求结合不够紧密、
科研成果产出少等问题。

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宁夏对科技创新平台进
行优化调整：对评价为优秀和良好的平台给予
30万元—50万元奖补；对评价为不合格的10家
和未参评的20家平台予以撤销，并对4家评价为
不合格、但其依托单位运行状况较好的平台进行
限期整改。凡被撤销资格的依托单位在3年内不
得再次申报科技创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