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接中原经济区科技攻坚一马当先

863科技创新工程启动

本报讯 （记者王言 实习生张

轶男） 科技创新如何在加快建设中

原经济区、引领支撑转型升级、跨越

发展上有所作为？

863

科技创新工

程的启动实施， 传递了这样一个信

号：我市科技攻坚冲锋号已经吹响！

未来三年，我市将在科技产业布局、

科技研发创新、核心竞争力提升、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等方面实现明显突

破，创新型企业集群、现代产业集群

和创新一体化格局将进一步发展壮

大。

何谓

863

科技创新工程？ 即组

织实施八大领域科技攻坚、 六大工

业科技行动、 三年实现创新工程目

标。“

8

”即围绕我市六大战略支撑产

业和四大新兴产业，选择有色工业、

化学工业、农业及农副产品深加工、

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

业、光电及电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

八大重点领域，组织实施科技攻坚。

“

6

”即围绕新型工业化，以加强企业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重点， 以发展

新兴产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为着力点， 以健全和完善区

域科技创新体系与功能为保障， 以

激活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活力、 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我市新型工

业化进程为目标， 组织实施六大工

业科技行动：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对

标行动、 产业技术创新合作联盟构

建行动、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行

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消除零专利

申请行动、 科技服务公共平台建设

行动 、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行动 。

“

3

” 即

3

年奋斗目标， 至

2013

年

底，力争

30

户优势企业各项重要科

技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至

35

户，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30%

；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增

加至

50

家；市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增

加至

200

家。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实现零的突破 ， 力争达

1~2

家；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增加至

40

家；（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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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场

让广大人民群众远离癌症威胁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发挥肿瘤诊治龙头作用、致力“三早”护航百姓健康纪实

本报记者 金珊珊 丁 垒

在豫北地区， 焦作市二医院的

名字始终和肿瘤防治事业紧密相

连。 “看肿瘤到二院”这句话在百姓

中广为流传。 市二医院为我省肿瘤

防治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受到了省

卫生厅的充分肯定。

10

月

20

日至

22

日，河南省肿瘤防治战略专家论

坛在市二医院举行， 体现了业界对

该院肿瘤防治工作的认可， 参加会

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抗癌协

会副理事长陆士新等省内外著名的

肿瘤专家， 也纷纷对市二医院在肿

瘤诊疗方面作出的成绩给予高度赞

扬。

市二医院院长李富梅日前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二医院

目前正以“致力‘三早’，造福山阳”

为使命，练内功、强素质，力争为维

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我市的肿

瘤防治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致力“三早” ，市二医

院责无旁贷

李富梅告诉记者 ：“所谓 ‘三

早’，是指肿瘤的早期预防、早期发

现和早期治疗。 通过构建完善的肿

瘤防治网络， 让广大人民群众远离

癌症威胁， 市二医院作为我市肿瘤

诊治的排头兵，我们责无旁贷。 ”

李富梅说，肿瘤防治的“三早”

是一项民生工程， 通过这项民生工

程， 可以进一步提高肿瘤治愈率、降

低死亡率、减少发病率，节约医疗费

用，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 省委书记卢展工曾亲自批示

“三早”工程，省卫生厅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研究制订了河南省“十二五”

肿瘤防治“三早”民生工程实施方案。

实施“三早”民生工程，医院必

须以实力作保证。 作为豫北地区唯

一把肿瘤防治作为重点的一家综合

性三级甲等医院，市二医院有着

40

多年的肿瘤治疗临床经验。 焦作市

肿瘤防治中心、介入放射诊疗中心、

微创外科诊治中心、 乳腺病诊治中

心、核医学诊治中心、焦作市抗癌协

会、 焦作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均设在

该院， 该院的肿瘤学科是焦作市唯

一一家重点学科。每年有

3000

多名

肿瘤患者在该院得到有效治疗。 特

别是近年来， 该院瞄准国际肿瘤医

学前沿， 肿瘤诊治技术在全省处于

领先水平，对恶性肿瘤的基因治疗、

分子靶向治疗、 细胞生物治疗、化

疗、放疗，宫颈癌、卵巢癌、外阴癌根

治，肺癌、乳腺癌、口腔癌的综合治

疗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今年年初，

该院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将干细胞移

植这项世界先进技术应用到肿瘤治

疗的临床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又

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护航健康，服务理念突破

在采访中， 李富梅谈得最多的

除了肿瘤必须“规范治疗”外，另一

个就是市二医院对肿瘤病人的服务

理念。

李富梅说， 许多肿瘤患者之所

以死亡，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情绪的

影响，（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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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新和

本报通讯员 毕光明

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征服激流

险滩、升腾辉煌中铿锵前行；

发展的画卷总是凝聚众人的

力量智慧和殷切期待而绘就。

温县，一块英才辈出、人才荟

萃的古老土地：太极拳蜚声中外，

司马懿耀古烁今。而今，温县人民

再次以奋勇开拓的澎湃激情，在

新的征程上创造着新的辉煌。

金秋十月，一场以“我的岗位

与温县发展” 实践活动在温县广

袤的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

（一）

“实践就是做，就是干。 就是

要按照省委书记卢展工同志提出

的‘关键在做、关键在实、关键在

效’要求，重点解决好怎么干、怎

么干好的问题！”在前不久温县召

开的“我的岗位与温县发展”实践

活动动员大会上， 县委书记魏曰

高掷地有声的一番话， 揭示出了

这次活动的主旨， 也将活动引向

了深入。

历史总是垂青那些善抓机

遇、推动发展的人。温县这次开展

的“我的岗位与温县发展”实践活

动，旨在通过“实践”，着力解决工

作思路不清、工作标准不高、工作

落实不力、工作机制不顺、发展水

平不高等方面的问题， 从而达到

推动工作、促进发展、提升水平目

的。

敢于正视现实是一种进步，

勇于解剖不足需要勇气。 在全省

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 全市深入

贯彻落实市十次党代会精神，各

行各业都在加快领导方式转变、

促进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温县

开展的“实践活动”无疑是具体行

动的深刻体现。

（二）

2009

年

8

月，针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温县审时度势，及

时开展了“我的岗位与温县发展”大讨论活动。 “我的岗位与温县发

展的关系是什么？ 我的岗位职责履行得怎么样？ 我应当为温县发展

做些什么？ ”人人在讨论，个个表决心。 通过大讨论活动，各单位、各

部门，每一名工作人员弄清楚了自己在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 （下转二版）

垂询热线：

400-001-3336

科霖达

怀药之首 太极之花

中国怀菊第一品牌

菊

珍

中共焦作市委机关报 焦作日报社出版 总编辑 杨法育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１

—

０００７

新闻热线：

8797000 3681234

农历辛卯年十月初六 星期二

2011年11月

焦作市天气：多云间阴，有雾，偏东风

2～3

级，

9～17℃

，明日阴间多云，局部有小雨，偏东风

2～3

级，

9～17℃

，详情请拨打电话

１２１２１

总值班：申金星 编辑：史文生 美编：李新战 校对：刘玉珍 组版：李新战 官方微博：

weibo.com/jzrb

焦作手机报：移动手机用户发送

jzsjb

到

10658300

开通，资费：

3

元

/

月

1

JIAOZUO DAILY

权威 主流 亲民 服务

HTTP://WWW.JZRB.COM

总第

10547

期

今日

8

版

神农山·神龙盘

———九州奇观

神农山杯头条新闻大赛

我市杂交水稻育种实现重大突破

10 亩超高产攻关试验田平均亩产超 900 公斤

本报讯 （记者杨仕智 ） 昨日 ，

从市农林科学院传来特大喜讯，该院

历 经

10

年 选 育 的 杂 交 水 稻 新 品

种———焦杂粳

1

号，通过省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10

亩超高产攻

关试验田平均亩产首破

900

公斤，创

下我省水稻单产新纪录。

焦杂粳

1

号是市农林科学院

选育的三系杂交粳稻新品种 ， 是

我省首个自主选育并通过审定的

三系杂交粳稻新品种 。 该品种连

续

3

年参加我省粳稻联合区域试

验 ，

15

个试验点全部增产， 较对照

豫粳

6

号增产

17.2%

， 较对照

9

优

418

增产

17.3%

， 达到极显著标准，

居

15

个参试品种第一位。

今年， 市农林科学院对焦杂粳

1

号进行了大面积示范种植 ， 在我

市和信阳市罗山县、 驻马店市正阳

县种植总面积达

5000

亩。 其中， 市

农林科学院的

10

亩超高产攻关田平

均亩产

908.3

公斤， 信阳市罗山县、

驻马店市正阳县大面积示范田平均

亩产

892.6

公斤。 省水稻首席专家、

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尹海庆评价

该品种时说： 焦杂粳

1

号填补了我

省自主选育杂交粳稻的空白， 该品

种高产优质、 抗病抗倒、 植株矮健、

性状优良， 适合在黄淮流域大面积

机械化栽秧种植。

①3

市政府召开第五十二次常务会议

专题研究经济转型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蕊 见习记者

赵永辉） 昨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

长孙立坤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五十二

次常务会议， 专题研究经济转型工

作。市领导赵建军、迟军、贾书君、牛

越丽、乔学达、胡小平，市（厅）级干

部魏丰收、马明仁、田立杰、李海松

等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 要以省第九次党代

会精神为动力， 围绕建设更具活力

新型城市、 走在中原经济区前列的

目标， 坚持科学发展、 积极谋划项

目、加快经济转型，为中原经济区建

设作出贡献。

会议强调， 要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务院关于支

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

导意见》和省九次党代会精神，重点

做好五项工作： 一是加快经济转型

升级步伐。紧紧围绕转型去谋划、去

思考，突出转型，加快转型，争取率

先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

新型工业化、 新型农业现代化 “三

化”协调发展的路子。二是加快对接

中原经济区建设。今后五年，我省将

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 加快中

原崛起河南振兴总体战略， 焦作作

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区城市， 要主动

对接、 积极融入。 三是加快谋划项

目。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关键靠项

目。各级各部门要抢抓《国务院关于

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

指导意见》出台的机遇，谋划更多更

大更好的项目， 以项目促进经济转

型升级，以项目加快经济社会转型。

四是谋划好明年工作。 加强与上级

的沟通对接， 围绕转型升级提前着

手谋划明年的工作， 确保实现明年

第一季度开门红。 五是抓好当前工

作。距年底仅剩两个月的时间，各级

各部门要认真梳理年初安排的各项

工作，采取措施、加快进度，确保全

面完成各项任务。

①3

10

月

30

日上午， 河南天香面业有限公司的工人正在观察设备运行情

况。据了解，今年年初以来，该公司通过扩建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从去年日处

理小麦

600

吨到目前达到日处理小麦

1800

吨的能力，产品远销山西、广东

等

20

多个省市。 本报记者 李英俊 摄

焦作卓林数码一项目

通过国家验收

本报讯 （记者张蕊 通讯员

杨波、 郑侃）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

委获悉， 受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委

托， 省发展改革委组织有关专家

对焦作卓林数码材料有限公司承

担的

2009

年度国家电子信息产

业振兴和技术改造年产

15

亿平

方米热转印碳带

(TTR)

生产线项

目进行竣工验收。 验收委员会一

致认为， 该项目已完成国家批复

的建设内容，验收资料齐全，同意

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据了解，卓林公司年产

15

亿

平方米热转印碳带

(TTR)

生产线

项目总投资

3.6

亿元， 项目达产

后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20

亿元、利

税

3

亿元。该项目的竣工投产，将

使我国热转印碳带的质量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同时可满足国内外

热转印打印市场的需求， 产品得

到了国内外用户的高度评价，取

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验

收委员会建议项目单位， 要进一

步加强技术研发， 延伸上下游产

业链， 把焦作市建成国家重要的

热转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①3

找不足 抓整改 下基层 重服务

市国税系统转变

作风提升执行力

本报讯 （记者高玉璋 通讯

员张兴龙） “焦作国税系统开展

的 ‘七对照七提高’ 专题教育活

动，是对深入贯彻落实‘用领导方

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的具

体体现，效果很好，要用好这个载

体，切实转变税收管理服务理念，

不断优化纳税服务， 主动落实税

收政策，为企业创造良好环境，支

持企业做大做强， 为推进中原经

济区建设多作贡献。”省国税局局

长范立新在日前莅焦调研时明确

表示。

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深化

纳税服务 ， 增强职工的责任意

识， 提高执行能力， 更好地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 市国税局于

8

月

底起在全市国税系统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 “七对照七提高” 专题

教育活动。 其主要内容是： 对照

检查领导班子执行意识和工作能

力， 提高国税系统各级领导班子

的向心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对

照检查宗旨意识和职业道德规

范， 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

社会形象； 对照检查依法行政意

识和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依法治

税的工作水平； 对照检查廉洁自

约意识和廉政建设制度规定，（下

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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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下希望的种子

本报记者 麻 酩

眼下正是大棚蔬菜育苗的关键

时期，这几天，博爱县怀田蔬菜专业

合作社社员张军防和妻子一直在自

己承包的

3

个日光温室里忙活着。

俗话说：“苗好五成收。”看着自己精

心培育出来的小黄瓜苗， 张军防打

心眼儿里高兴。

“今年我承包了

5

亩多地，建了

这

3

个温室，投资投工都不多，种植

的小黄瓜， 春节上市每公斤能卖十

五六块，加上茄子和番茄，净收入超

过

6

万元不成问题， 比外出务工强

多了！ ”张军防自豪地告诉记者。

“销路有保证吗？ ”记者问。

“销路我们不愁，到时候合作社

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社员联系好客

户。我们只管种好菜，咋卖就不用操

心了！ ”张军防轻松地说。

10

月

29

日， 记者在博爱县怀

田蔬菜专业合作社采访。 走进温室

内， 记者看到， 小黄瓜、 番茄、 茄

子……各色品种的蔬菜应有尽有，

着实让记者大开眼界。

“以前的大棚里蔬菜品种比较

单一， 近两年我们合作社引进了许

多新品种，并定期对菜农进行培训，

使他们掌握先进种植技术。现在，社

员们种植的品种是越来越多。”该合

作社负责人刘怀田告诉记者。

刘怀田说， 今年合作社新投资

480

万元，建了

32

座高标准日光温

室、

2

座集约化育苗棚（温室）。 温室

建设实行统一规划设计、 统一施工

建设、 统一物资供应、 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质量监督；在温室的日常管

理方面，实行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农

资采购、统一组织销售。 预计工程完

成后，年可增加产值

600

万元、效益

200

万元。

“合作社采取先付（土地承包）

费后种地的方式， 让每一个农户吃

上了定心丹。同时，合作社安排失地

农户在基地上班， 每月工资

600

元

至

1000

元，使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

入增加了

2000

余元。 ”刘怀田说。

追捕路上

永不停息的脉搏

———追记省优秀人民警察、二等功荣立

者，修武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县应急指挥中

心主任徐江涛

详见今日本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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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我市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快速推进

本报讯 （记者杜玲 ） 昨 日 ，

记 者 从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获

悉 ， 前三季度 ， 我市产业集聚

区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建 设 快 速 推

进 ， 全市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303.05

亿元，占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的

44.8%

， 较

1~8

月

份提高

2.2

个百分点。

据了解， 全市产业集聚区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303.05

亿元，其

中基础设施投资完成

31.94

亿元，

占集聚区投资完成额的

10.5%

；工

业投资完成

241.7

亿元，占集聚区

投资完成额的

80.0%

；亿元及以上

项目投资完成

166.46

亿元， 占集

聚区投资完成额的

54.9%

；新开工

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完成

55.95

亿

元， 占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额的

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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