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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安委办按照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现将近期检查发现的隐患公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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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金兴矿业有限公司（黄家洼矿区）

汝阳县金地矿业有限公司

义煤集团新安县郁山煤业有限公司

义煤集团新义矿业有限公司

河南宝雨山煤业有限公司宝雨山煤矿

洛阳市华工实业有限公司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氟化物公司）
孟津佳信机械有限公司

存在问题
1. 总回风巷内存在木支护
2. 矿井内部分照明线、局扇电源线采用非阻燃电线
3.矿井内局扇风包材料为帆布材料，非阻燃
王片沟尾矿库放矿不均匀，存在扇形坡
1. 灾害天气停产、撤人制度不完善，无撤退线路、撤人程序等
2.《矿井含水层等水位（压）线图》101孔、102孔与《1勘查线水文地质剖面图》数据不吻合，等水位线错误；等水位（压）线图无制图日期
1. 312030回风顺槽1#、3#临时避难硐室未安装CO2传感器，电话不能直通调度室；11090综采工作面胶带顺槽1#避难硐室电话声音小，无巡检记录
2. 矿井60—120m孔深穿层钻孔测斜率不足10%
3. 11090综采工作面作业规程未编制切顶留巷防止向采空区漏风的措施
4. 矿井抽放系统图中地面抽放泵站未显示抽放的流量、浓度、负压、一氧化碳等参数；未标注抽放管路气流方向
1. 1702下顺槽掘进工作面第9节风筒漏风，风筒编号不规则，沿线存在锚索挤压风筒现象
2. 5月下旬通风专业旬度隐患排查缺少地面资料和地面通风设施检查内容，隐患未分级
3. 13准备采区内外水仓共用回风通道，水仓配电点硐室距离较长，通风不合理
4. 1702下顺槽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更新不及时，2月份已投入掘进机，只编写炮掘施工，缺少掘进机使用安全技术措施，且没注明爆破时开启喷雾的规定
重大危险源监控视频保存时长不满30天
油浸式变压器漏油严重
吊运浇注包的龙门钩横梁、耳轴销和吊钩等零件，未进行定期探伤检查

整改时限
7月30日前
7月15日前
7月15日前
7月1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21日前
7月23日前

责任单位
栾川县应急管理局
栾川县应急管理局
栾川县应急管理局
汝阳县应急管理局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
洛阳市应急管理局

孟津县政府
吉利区政府

孟津县应急管理局

今年以来，汝阳县围绕农业高产、高效、优质、绿
色的发展方向，按照“一乡一产业、一村一特色”的产
业布局，以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为引领，按照高质量
发展要求，加快建设特色现代农业，积极融入洛阳副
中心城市建设。同时，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在保持主要粮食作物面积和产量稳定的基
础上，粮经作物种植结构、主粮杂粮种植结构、主粮品
种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效特色农业发
展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产业兴旺，有力助推了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

汝阳县统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兴旺

高效特色农业助推脱贫攻坚

一叶扁舟滑入荷塘，船桨拍打着水面，泛起阵阵涟漪。清风
拂面，荷花绽放，白鹭翩翩，鸭嬉水中，一幅梦里水乡的诗意画
面。在这片美景里，藏着周许乐的致富宝贝——小龙虾。

周许乐，大家称他“虾哥”，34岁，汝阳人，原本背井离乡到
杭州务工，从杭州火爆的龙虾生意中看到了商机，在了解到小龙
虾收益高、销路好后，便萌生了返乡养殖小龙虾的念头。

说干就干，2019 年“虾哥”返乡创业。为了能干出点“名
堂”，他还特意到湖北学习小龙虾的养殖技术。“老家在前坪水库
附近，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优良的生态环境，土壤、水
质都非常适合小龙虾生长，父亲还能帮着打理。”想到这些，“虾
哥”更加坚定了返乡养殖小龙虾的决心，他用多年积蓄在附近汝
河村租了100多亩地，建了10个虾塘。

见到“虾哥”的时候已接近正午，他正在虾塘忙活着，额头上
全是汗水，但喜悦挂在眉梢：“这个时节的小龙虾很肥嫩，一只有
一两多重！”“虾哥”从虾塘里捞起小龙虾，只见一个个甲壳厚实，
硕大的螯钳十分锋利，触角粗长，腹部洁净。

小龙虾养殖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除早晚巡塘，还要注
重改善水质。“将荷花种植和龙虾养殖结合起来，可以给虾提供
遮蔽物和良好的栖息环境，只要打理好水质，小龙虾就能好好生
长。冬季不出虾，因为温度在8℃以下，小龙虾就会进入冬眠或
半冬眠状态……”“虾哥”话不多，还有点腼腆，但讲起养殖小龙
虾的经验，头头是道。

“虾哥”说他这10个虾塘，亩产可以达到500斤，去年收益
近 20 万元，今年小龙虾产量还会高出许多。他的小龙虾品质
好，销路不用愁。常有散户驱车来买、饭店提前预订，远近的批
发市场更是早早就下好订单。用“虾哥”的话说：销路不愁，有多
少都能卖！

如今，虾塘已经走上了正轨，父亲也常来帮忙，“虾哥”可以
腾出手来壮大产业规模。“今年前坪水库下闸蓄水了，后期水源
更加充足，我打算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虾哥”心里还藏着一
个更大的梦想：扩大养殖规模，带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他说：“我
们都是为生活而奋斗的追梦人，这两年虾塘效益不错，我打算
带动周边村民发展养殖业专门养小龙虾，村民们也可以多一份
收入。” 陈雨 李正华 张静雅 文/图

周许乐：返乡创业当“虾哥”

周许乐捞起长势喜人的小龙虾

汝阳县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优化
供给、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按照“三大板块”发
展布局，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特
色农业。

7 月 2 日，全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暨特色高效农
业发展现场观摩活动走进汝阳县。观摩组一行先后
到汝阳红薯现代农业产业园、小店镇中央厨房、小店
镇李村甜瓜小镇、刘店镇红里香菇扶贫基地、柏树乡
漫流果蔬采摘基地等地实地察看，通过现场观摩、听
情况解说、观看展板、品尝农特产品等方式，深入了
解汝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效特色农业发展情
况，反响良好。

今年以来，该县根据《关于加快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简称《意
见》），协调各乡镇积极行动，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开展
技术培训和服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特色
农业。全县落实红薯、花生、烟草、中药材、经济林果、
猕猴桃千亩示范方17个，500亩示范方32个，300亩
示范方 45 个。汝阳红薯现代农业产业园、小店镇猕
猴桃种植基地、刘店镇二郎村蚕桑种植基地、汝香源
香菇加工合作社、柏树千亩红薯大方、蔡店妙东村蔬
菜基地、三屯镇贠沟村烟叶种植基地、付店火庙蔬菜
大棚基地、城关镇猕猴桃种植基地等项目，谋划精准、
效益良好。

通过以上措施，该县粮食与经济作物种植结构、主
粮与杂粮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县玉米种植压缩到
18万亩，红薯种植发展到10万亩，花生7万亩，艾草1
万亩，蔬菜 4 万亩，谷子等小杂粮 4 万亩，中药材 3 万
亩，烟叶2.5万亩，食用菌1亿袋，同时大力发展优质小
麦、饲料玉米、鲜食玉米，主粮品种进一步优化。

汝阳县按照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与村集体经济、
脱贫攻坚、农民增收“三结合”的思路，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与村集体经济相结合。围绕
“一乡一产业、一村一特色”工作思路，制定补贴政
策，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全县220个行政村均成立
了集体经济合作联社或集体经济合作社，依据本村
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温室大棚蔬菜、香菇及养殖
等特色产业项目，开发了一批优质特色农副产品，增
强了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以村级集体经济的
发展，助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全县220个行政村
均有集体经济收入，其中，收入超5万元的205个，
收入超10万元的166个。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大力发
展特色农产品、设施农业、“互联网+农业”及电商流
通业，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拓宽农产品营销渠道，提
高全县农产品的知名度，增强市场竞争力，壮大农村
经济，助力脱贫攻坚。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先导区”为发展引擎，采用“政府扶持，企业主导，
多主体共同开发，科研院所合作，农民参与”的运营
方式，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因地制宜，科学谋
划，积极开展十八盘乡“梯田文化谷”、刘店镇“龙乡
文化谷”2条市级沟域经济示范带和城关河西小杜

沟、付店大步湾、蔡店石头部落等21条县级沟域经
济示范带规划创建工作。加快农机补贴财政结算进
度，安排补贴资金70余万元，已结算到户。

紧抓脱贫攻坚有利时机，2019年谋划实施了39
个集体经济和产业扶贫项目，投入扶持资金 3000
余万元，2020 年谋划实施了94个集体经济和产业
扶贫项目，投入扶持资金达1.87亿元，2000余名贫
困人口受益，贫困人口全年总增收920万元，有效增
强了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为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起到
了引领作用，也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相结合。完善利
益联接机制，采取“公司+集体经济+农户”的模式，
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形式参与分红，获得股金收
益。全县食用菌生产年产值达 7.1 亿元，群众净增
收2.5亿元。小店镇中央厨房项目，在小寺村、李村
等 8 个村投资 800 万元建设 120 座蔬菜大棚，年产
出优质蔬菜500吨、瓜果500吨，年产值600万元，
村集体每年租金收益60余万元，带动600余名群众
受益。王坪乡12个行政村投资360万元建设的食
用菌种植项目，年产香菇菌棒 62.5 万袋，年利润
187.5 万元，带动周边群众 500 余人就业。78 个贫
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5万元，其中10万元以
上的有77个。

强化政策引导。汝阳县根据《意见》，对发展红
薯、花生、杂粮、中药材、经济林果等产业，提出了具
体补贴办法，进一步壮大了中药材、食用菌、林果蔬、
杂粮、生态养殖等主导产业。

实施观摩推进。3月以来，汝阳县召开了4次由
县委书记主持，县四大班子领导，各乡镇书记、乡

（镇）长、主抓副职参加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会，
各乡镇与县直有关部门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中
心工作，全县落实红薯、花生、烟草、中药材、经济林
果示范方70多个。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采取先建后补形式，引导
产业规模化、组织化发展，2019 年投入 3000 余万
元、2020年投入1.87亿元扶持特色产业发展，发展
温室大棚、香菇种植、红薯储藏窖等94个项目。

目前，汝阳县山北区域初步形成了以粮食生产、
现代农业、休闲观光为主导的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
中部丘陵地区形成了以红薯、花生、烟叶为主导的特
色种植业；南部深山区形成了以香菇为主导的食用
菌基地，以杜仲、艾草、丹参、山萸肉、连翘、天麻等为
主导的中药材基地。

汝阳县将着重围绕特色种植，积极扶持农业特
色产业，依托全县红薯、食用菌、花生、中药材、杂粮
等优势产业，按照“因地制宜、多元创办、政府支持、
部门指导、市场运作”的思路，依托5个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推行标准化生产，打造知名农产品品牌，
扎实推进红薯、花生示范方建设，促进农民快速持续
增收，助推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吴会菊 齐文超）

调优结构
实现农业提质增效

因村制宜 着力打造特色农业

措施到位 助力三产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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