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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市会昌街道东曹村村民李

子贤是养鸭专业户， 目前他饲养的蛋

鸭存栏超过

7000

只，今年

6

月中旬这

批蛋鸭将进入产蛋期， 预计年收入可

达

80

万元。 图为

5

月

22

日李子贤正

在放养鸭子。 杨 帆 张 娟 摄

纪念爱国卫生运动 60 周年輥輯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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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新闻/综合

隰5

月

23

日，解放区焦北街道民

主北路社区党员干部正在进行 “爱心

一日捐”。 当天，解放区在辖区开展了

“爱心一日捐”活动，收到募捐善款

20

余万元。目前，该区“爱心一日捐”活动

仍在进行中。

李良贵 摄

夏季“四害”滋生快 自觉行动来防治

在爱国卫生工作中，除“四害”

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之一，只有

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降低“四害”

密度，减少和控制疾病。

一、除“四害”的方法

蟑螂往往由盛装食品的纸箱

或行李被带入室内， 应在搬迁前

仔细检查， 或用杀虫剂进行喷洒；

蟑螂喜欢在墙壁、 地板、 门框的

孔洞中生存， 可以用油灰、 水泥

或其他材料封闭这些缝隙和孔洞，

再用烫杀、 粘捕等方法消灭蟑螂，

同时经常清除垃圾和杂物以及桌

面、 菜柜上的污物， 保持室内整

洁。

灭蝇：可用杀虫气雾剂进行空

间喷洒，用杀虫剂涂抹、粉刷苍蝇

经常停留的物体表面，或将粘蝇纸

放在苍蝇密度较高的地方。

灭蚊：利用下水道系统排除日

常生活废水，清除蚊子滋生场所是

灭蚊的治本之源。小区内居民应经

常将花圃、 楼道中闲置不用的缸、

坛等翻转倒放，用堵洞填坑、清除

杂草等方法预防蚊幼虫生长，用杀

虫剂喷洒等方法消灭成蚊。

灭鼠：用鼠夹、鼠笼等方法或

用药物消灭老鼠，或将各种鼠药做

成毒饵消灭老鼠； 通过改善环境，

破坏鼠类生存环境， 使其不能生

存、繁衍。

二、除“四害”口诀

（一）灭鼠

一清：鼠粪鼠洞鼠咬痕，室内

室外全要清； 库房绿地是重点，清

除鼠迹须认真。

二防：门钉铁皮窗装网，下水

道口需设防； 缝隙小于六毫米，防

鼠设施要建牢。

三灭：科学灭鼠很重要，消杀

须用慢性药； 隐蔽处设毒饵盒，定

期投药效果好。

（二）灭蚊

房前屋后生蚊幼，坛坛罐罐要

倒扣，翻盆倒罐勤换水，清除积水

最重要。

（三）灭蝇

一清：苍蝇最爱垃圾堆，卫生

不好四处飞； 垃圾密闭常清运，清

除蝇蛆滋生地。

二防：市场饭店是重点，门帘

纱窗要齐全； 厅堂常用灭蝇药，食

品餐具收拾好。

（四）灭蟑螂

蟑粪蟑尸和卵鞘，柜橱蟑迹常

除掉，涂抹缝隙防孳生，药物消杀

效果好。

爱卫会

我市开展“一打击两整治”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孙军） 按照全

省“一打击两整治”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日前，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组织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迅速行动，

对网吧进行了突击检查，拉开了“一

打击两整治”专项行动的序幕。

在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对网

吧和游艺娱乐场所进行了突击检

查。在对校园周边网吧的突击检查

中，执法人员发现绝大部分网吧能

够依照条例守规经营；在对城乡接

合部网吧的突击检查中，执法人员

发现个别网吧存在实名登记不规

范、 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等现象，当

场责令经营业主进行整改。 据统

计，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280

余人

次、检查车辆

90

台次，对

87

家网

吧提出警告，停业整顿

4

家；对

18

家游艺娱乐场所提出警告， 勒令

15

家无证经营场所停止经营行

为，取缔无证经营

7

家，暂扣非法

游艺机主板和主机

50

台（块）。

忆任青一同志

□

南嘉禾

三

“大跃进” 造成的如此惨局，

对任青一同志来说是料得到的。他

相信，实践会使人们对错误的“大

跃进”有所觉悟。

1961

年“大跃进”

实施三年的时候，一切“病症”都暴

露了出来。从痛苦的饿肚子到生产

严重下滑、物资极度匮乏、经济全

面崩溃，事实教育了人们，于是对

蛮干开始刹车。

1961

年下半年开

始， 任青一同志采取了五项措施。

一是对生产和运销展开调查摸底，

搞清问题的关键。二是在自我反省

的同时，唤起一些厂矿领导企图掩

丑和麻木不仁的意识。三是动员职

能部门发挥各自作用，针对存在的

问题进行整改， 并制订调整规划。

四是动员工程技术人员发挥积极

作用，大胆说话，大胆干事。五是立

即停止违章采掘。

在任青一同志采取了正确的

措施以及主管上级的协助下，经深

入调查研究，焦作矿务局编制出了

三年调整规划。在煤炭工业部颁发

《三年调整工作纲要》时，焦作矿务

局的局部调整工作已经先行了一

步。 接着，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进

行了全面调整，取得了以下成效：

在调整采掘关系方面， 主要

进行了

22

项重点开拓延伸工程，

至

1965

年

6

月底， 已完成补欠进

尺

16994

米，基本完成了采掘关系

调整任务，下半年各矿都转入了正

常开拓。随着各矿开拓延伸工程的

进展，配合进行了一些准备巷道的

掘进工程，先后送出

32

个新采区，

使

1961

年年底

13

个井口的

22

个

生产采区至

1965

年

6

月底增加为

25

个。

10

个正规矿井中，除李封大

井“三量”仍有不足外，其余

9

个矿

井的开拓煤量可采期都已超过

3

年。其中，有

5

个矿井超过了

5

年。

经过调整以后，各矿准备煤量可采

期逐年上升，回采煤量可采期亦处

于稳定状态。

调整前，焦作矿井井型偏小且

过于分散，

18

个生产井口中就有

5

个不是独立井田，而是开采正规矿

井井田范围内的浅部煤层。这些小

井本身发展受正规矿井开采范围

的限制，产量很小，却占用了大量

的人员和设备。 调整中，与正规矿

井合并了

2

个非正规小井，停产报

废了

3

个小井。 整顿以后，全局只

剩下

13

个生产矿井， 生产战线有

所缩短，人员相应减少。

从

1962

年起， 焦作矿务局纠

正了各种不合理的采煤方法，全面

恢复长壁采煤法回采，同时对过去

丢煤较多的地区进行了复采，使已

经丢失的资源尽可能充分回收。为

了提高矿井采区生产能力，并尽可

能将准备的采区布置为两翼生产，

以适应加大采区走向长度和工作

面倾斜长度，调整

3

年共部署

7

个

双翼采区。延长后的采区一翼走向

长度由原来的

250

米左右增加到

300

米以上 ， 朱村矿东一下山最

长，达到

720

米。 到

1965

年年底，

全局共布置倾斜长为

100~150

米

以上的工作面

9

个，在后来的较长

时间内，都能经常保持

4~5

个长工

作面同时生产。

各矿井地面生产系统不配套

也在调整中得到解决，这些煤炭筛

选系统和排矸系统不完善或生产

能力不足。 还有

1958

年以后投产

的演马、冯营、田门、焦东等新井，

因“大跃进”仓促投产，致使通风、

提升、运输、供电、压风等系统不完

善或不适应。如演马矿只有一个独

眼主井生产、冯营井筒施工质量低

劣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正常生

产能力的提高。

调整中，根据各矿在主要生产

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分别制订了补

提套规划，分期进行整改。

3

年中，

新建了演马副井， 续建了焦东斜

井，大修了冯营主副立井，扩宽了

塔掌、田门主提升斜井；全局新安

装和更换了主副井绞车

5

台，补充

压风机

4

台， 增设供电线路

6

趟，

并对

7

个矿井的筛选设备进行了

技术改造，有

6

个矿井改建了排矸

系统。

在调整期间，任青一同志根据

焦作煤矿的特点，对水和瓦斯这两

个薄弱环节进行了重点整治，

3

年

共扩建和新建

12

个泵房变电所、

10

个水仓，新建

3

个风井，新安装

井下主排水泵

40

台共

15320

千

瓦、主排水管路

29

趟，新安装及调

整更换主扇风机

21

台， 以改善通

风系统。

调整后的矿井排水能力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全局总涌水量达

236

吨

/

分（

1965

年

6

月资料）的情

况下 ，

115

台主水泵排水能力为

631

吨

/

分， 比

1961

年增加了

243

吨

/

分。 排水管路共有

86

趟，管路

总能力为

507

吨

/

分，比

1961

年增

加了

176

吨

/

分 。

1964

年

9

月

30

日， 演马矿一次突水

89

吨

/

分，但

未造成淹井事故。 在

3

年调整中，

焦作矿务局除对采区巷道多次进

行整修外，主要大巷和总回风巷共

大 修

17583

米 ， 大 修 机 电 设 备

3570

次， 回收闲置设备

1660

台，

使井下生产环境有了改善。

1965

年

6

月底，全局设备待修率下降到

3.52%

，事故下降到

2.71%

。

通过调整，焦作矿务局面貌发

生了新的变化。 第一，矿井的综合

生产能力有了提高 ，

10

个正规矿

井的综合生产能力由

1961

年的

228.8

万 吨 ， 提 高 到

1965

年 的

330.6

万吨。 第二，

3

个矿井的煤量

特别是开拓煤量和准备煤量已达

到煤炭工业部的下限规定，可以保

证矿井的水平和采区的正常接替，

并逐步向集中生产过度。 第三，各

矿的排水通风满足了矿井设计能

力的要求，适应了煤炭生产安全需

要。 第四，不合理的开采程序和采

煤方法得到纠正，煤炭资源回收率

有了提高。

1965

年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

可以说是三年调整成果的总检阅。

全局提前

16

天完成了生产任务，

原煤产量

385.59

万吨， 完成计划

的

104.21%

； 掘进总进尺

7.05

万

米 ，完成计划的

124.56%

；全员效

率 每 工

0.95

吨 ， 比 计 划 提 高

5.21%

；坑木材料吨耗都有降低，产

品、 工程和设备维修质量有所提

高。 开拓掘进岩巷一、二级品达到

85%

，煤巷合格率达到

54.2%

，机电

完好率

19.36%

，五好率

15.08%

，调

整轨道

19750

米，生产环境明显改

观，安全情况有了很大好转。

任青一同志在整治生产创伤

的同时， 也在政治领域调理伤痕：

一是

1957

年 “反右 ”、

1959

年 “反

右倾”， 煤矿系统受伤害的党员干

部

126

人给予甄别平反；二是撤了

在“大跃进”中“唱高调”、“蛮干”，

使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的风（看风）、

马（拍马）、牛（吹牛）干部。 （二）

博爱县第五届樱桃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原文钊 见习

记者李辉）

5

月

23

日上午， 在博

爱县寨豁乡樱桃岭生态园里，远望

山上一面面彩旗迎风招展，近听山

下一声声锣鼓喧闹欢腾，博爱县第

三届樱桃节开幕仪式在此举行。副

市长贾书君出席仪式，并宣布樱桃

节开幕。

开幕仪式上，寨豁乡樱桃岭生

态园外车辆川流不息，园里的游人

三五成群，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欢快

的笑容。红彤彤的樱桃点缀在青山

绿水之间，喜获丰收的果农招呼着

前来采摘樱桃的游客。

据了解，博爱县寨豁乡大力发

展樱桃种植业， 种植面积达

2000

亩，所产樱桃被农业部认定为“无

公害产品”。 樱桃岭生态园亩均产

值达到

3

万元，给当地农民带来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

（上接一版

①

）

转型升级

,

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

新型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

,

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

前提。

武陟县委副书记、县长闫小杏说：“我们着力抓好产业转型

,

优

化产业布局

,

强化产业支撑

,

致力打造造纸、装备制造等几个超百亿

元产业集群

,

推动产业规模由小到大、产业链条由短到长、产业层

次由低到高、产业关联由散到聚。 ”

依托造纸、食品、生物医药、装备制造四大支柱产业

,

该县实施

了一批重大支柱产业项目

,

新上了一批重大新兴产业项目

,

成功引

进晋煤集团、山煤集团等国内

500

强企业。 去年

,

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完成

134

亿元

,

同比增长

21.8%,

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达到

77

家。 为破解小微企业发展难题

,

该县选取

50

家高成长性企业

,

重点

进行扶持。

去年， 该县开工投资

500

万元以上项目

215

个， 完成投资

89

亿元；新引进项目

277

个，其中超亿元项目

43

个。 专用汽车、电子

信息、新能源新材料、低碳等四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持续求进，夯实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

武陟拥有耕地面积

103

万亩，夯实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立足

于实。

围绕高产向高效转变、农产品向工业产品转化、分散经营向集

约经营转型、农民由村庄向社区转移，该县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

培育龙头企业，强化社区建设。

该县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55

家，全县

85%

以上的农产

品实现了就地转化增值。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引导特色农产品集中布局、连片生产、规

模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产量逐年增加，发展了“果蔬稻藕”

四大基地、农事休闲四大示范园区建设。

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切入点，该县在

每个乡镇选取了

2～3

个基础条件较好的村街先行先试， 开工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

13

个，建成住宅楼

61

栋。 全县

365

个村街将逐步合

并成

50

个新型农村社区。

“三化”协调发展，激发了武陟县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该县

先后获得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 全国对外加工贸易

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全国金融生态县等多

项国家级荣誉。

（上接一版

②

）

2009

年至

2011

年，该局连续对政府性债务资金进

行了

5

次审计， 为澄清债务家底、

防范债务风险作出了积极贡献，今

年又把市本级

2011

年新增债务的

管理使用情况作为审计关注的重

点，实现了债务审计常态化。

就在这样的进程中，审计的服

务职能得到积极发挥。在南水北调

征迁安置跟踪审计中，该局积极参

与安置房建设招标工作，帮助审查

合同草案，确定合理的工程建设控

制价， 从源头上减少了后期纠纷，

还派出专人常驻征迁建设现场，严

格审查每一笔补偿安置资金，及时

出具审计意见书，作为城区办拨付

资金的依据。连续跟踪审计

3

年以

来，该局累计出具跟踪审计意见书

86

份，审查征迁安置资金

15.29

亿

元，核减工程进度款和拆迁补偿款

2.6

亿元。

就在这样的进程中，审计的建

设性作用得到积极发挥。市审计局

把促进问题的解决作为新的审计

工作目标，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

因， 积极推动深化改革和完善管

理。 在财政资金审计中，该局针对

一些税费存在漏征漏收等问题，找

出原因，提出建议，促进了税费征

收的规范。 在

2011

年行政事业单

位审计中，该局发现一些已投入使

用多年甚至已经拆除的房产没有

决算资料，影响了财务核算的真实

性。 市财政、国资部门根据审计建

议，采取估价入账等措施，妥善解

决了上述遗留问题，进一步加强了

国有资产管理。

就在这样的进程中，审计查出

问题得到积极整改落实。市审计局

采取在审计报告中明确整改期限、

披露以往审计整改落实情况，以及

年终组织回访检查等措施，积极推

动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

2011

年，该局专门开展了审计整改“回

头看”活动，在市政府的组织协调

下，将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梳理分解

到各有关单位， 进行自查自纠，并

联合财政、发改、监察等部门进行

重点检查。

2009

年以来，我市通过

加强审计整改，解决了大量管理中

的问题，促使有关部门落实审计建

议

479

条， 上缴财政

936

万元，归

还原渠道资金

1533

万元， 调账处

理

9880

万元。

此外，市审计局把成立内部审

计协会、推动相关部门和单位建立

内部审计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作为践行“三个促进”的有力举措。

据统计， 全市各内审机构

2011

年

共开展内审项目

99

个， 向本单位

提出审计建议

108

条。

审计方式，在创新中转变

实施“三个转变”，构建财政审

计大格局———

坚持全局审计“一盘棋”的思

路，整体谋划、系统安排财政审计

项目，合理配置审计资源，提升了

财政审计的质量、层次和效率。 在

财政审计的内容上，积极实施“三

个转变”： 由预算执行审计为主向

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全面审计转

变，由财政资金审计为主向政府性

资金全面审计转变，由资金使用审

计为主向分配、使用、绩效全面审

计转变。对市审计局着力构建财政

审计大格局、积极开展政府性资金

审计的做法，省审计厅厅长史宁安

专门作出长篇批示，希望“为全省

财政审计改革、构建财政审计大格

局提供示范”。

落实“十个百分之百”，探索跟

踪审计新模式———

积极探索对政府重大投资建

设项目的跟踪审计：对社会关注度

高、投资规模大的建设项目实施全

程跟踪审计，随时出具跟踪审计意

见书；对单项工程多、建设周期长

的建设项目实施阶段性跟踪审计，

分阶段出具审计报告；对工程类别

单一、建设周期较短的项目，抓住

重点环节进行跟踪审计。

2009

年

以来， 市审计局共对

41

个重点建

设项目进行了审计，涉及建设资金

82.89

亿元，审减

5.95

亿元。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跟踪审计

机制，

2011

年以政府令的形式，出

台了《焦作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

计监督实施办法》， 对跟踪审计的

范围、内容、方式等进行了规范。同

时，明确了“三目标、四预防、五关

注”的跟踪审计原则，把规范政府

投资行为、遏制损失浪费和节约财

政资金作为跟踪审计的基本目标，

把预防决策失误、 预防程序违规、

预防合同漏洞和预防跑冒滴漏作

为跟踪审计的重点， 把工程变更、

材料和设备价格、隐蔽工程、相关

单位财务收支和现场签证作为跟

踪审计的重点环节。

规范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积极

推行任中轮审制———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既全

面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

理清领导干部的财务管理责任，又

围绕领导干部经济权力运行的轨

迹，加强对领导干部履行“四责一

规定”情况的审计监督，重点审计

经济决策、经济管理、经济监督、经

济政策落实和执行廉政规定等情

况，增强领导干部全面履行经济责

任的意识。

在对离任领导干部全面审计

的同时，按照经济责任审计新规定

的要求，加大了对现任领导干部的

审计监督，形成了现任领导干部轮

审制度。

3

年来，市审计局共对

84

个单位的

91

名县级领导干部实施

了经济责任审计， 其中对

34

名县

市区和市直单位主要领导进行了

集中审计，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制

约。

建设“金审工程”，提高计算机

审计水平———

为增强在信息化环境下查找

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加快向现

代化审计方式的转变，市审计局先

后成功建设了“金审一期”和“金审

二期”工程，从国家审计署引进了

OA

管理系统和

AO

现场审计实

施系统，在全省率先建设了以审计

项目和审计数据管理为主的“四库

一平台”数字化管理系统，下力气

培养了一批计算机审计业务骨干

人才。

在财政审计、地税审计、债务

审计、社保审计、住房公积金审计

等重大审计项目中，市审计局积极

应用计算机审计技术开展数据对

比分析和信息系统审计，有效提高

了审计质量和效率，同时加强对计

算机审计方法的总结研究 ，

2009

年以来共组织上报

AO

实例和计

算机审计方法

208

篇， 其中

17

篇

获国家审计署

AO

实例应用奖。

审计效果，在创新中彰显

2009

年以来， 市审计局不断

创新审计业务管理，以规范化建设

促进审计项目质量的提升，组织实

施的博爱县农村养老保险审计、济

东高速公路竣工决算审计、对口援

建江油项目跟踪审计、洛阳市本级

债务审计等审计项目先后被评为

全省精品审计项目或优秀审计项

目。

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理念，构建

立体化责任格局，加强审计项目的

规范化建设———

按照全员、全面、全过程的“三

全”审计质量控制原则，由业务科

室负责人对本科室的项目完成情

况、审计项目质量、审计决定执行

与审计结果落实运用、廉政建设等

方面负全面责任；审理机构对审计

报告中反映问题的定性、证据的充

分以及适用法律依据的恰当性负

审核责任；监察室负责检查回访审

计项目组的廉政纪律遵守情况和

审计结论落实情况；分管领导对业

务科室的审计项目质量负主管责

任；一把手对所签发的审计项目负

总责。

创立审计专家审核制度，强化

专职复核制度，建立了“三位一体”

的审计质量复核监督制度———

2009

年， 从审计业务人员中

遴选出

10

名审计专家， 在总审计

师的带领下，每年都抽取部分审计

项目进行审核。

3

年来，审计专家

组共对

30

多个审计项目进行了重

点审核， 提出了

400

多条意见，个

别审计项目甚至被专家要求重新

审计、补充证据，发挥了较强的“鲶

鱼效应”。

各类审计文书是审计质量的

集中体现。市审计局规定从下发审

计通知书起，审计项目就要接受专

职复核，必须经由复核审理人员把

关后才能进入行政审批流程，与专

家审核、廉政监督一起形成了“三

位一体” 的审计质量复核监督制

度。

狠抓审计方案与审计报告质

量，形成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审

计质量倒逼机制———

审计方案是开展审计项目的

策划书，审计报告是审计成果的直

接反映。市审计局特别强调项目组

要认真开展审前调查，按照《国家

审计准则》 对审计项目完成时限、

质量标准、进度要求和工作实效的

要求， 撰写出操作性强的审计方

案， 为现场审计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认真对待审计底稿，编制出有

分析、有建议、有分量的审计报告。

同时，利用专家和专职复核人员的

力量，对审计方案和审计报告实行

严格的三级复核制，重大审计项目

还要召开审计业务会议进行审核

讨论，年终按照精品项目的标准对

项目的规范化和成果进行考核评

比，倒逼审计项目组抓好现场审计

管理，取得充分的审计证据，获得

突出的审计效果。

集约化 规模化 标准化 产业化

孟州现代农业园区

演绎高效农业

本报讯 （记者郭树勋 通讯

员李霞） 近日，记者在全省最大的

韭菜基地孟州市全义农场万亩无

公害韭菜园区看到，一个个塑料大

棚鳞次栉比、无边无际，一辆辆农

用货车来来往往、 繁忙有序， 人

们或割韭菜、 或捆韭菜、 或交易

韭菜……好一幅热火朝天的创业

图！

孟州市全义农场是该市发展

现代农业园区的一个缩影。 近年

来，该市坚持用工业的理念谋划农

业，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

以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园区为重

点， 进一步提升农业的集约化、规

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加快现代

农业发展步伐。

以规划建设高标准粮田为重

点，推进园区集约化发展。 该市加

快实施

10

个万亩方 、

100

个千亩

方 、

300

个 百 亩 方 高 标 准 粮 田

“

113

”工程建设，抓好集中连片、整

建制推进粮食高产创建工作，目前

已经建成万亩核心示范方

11

个、

超高产攻关田

22

个， 核心区创建

面积

22.2

万亩。 创

10

万亩以上小

麦连片种植和

500

亩以上超高产

攻关两项全国纪录，实施玉米高产

创建

10

万亩， 亩产达到预定

800

公斤的目标，以此保证粮食种植面

积集中投入、集约生产，

68

万亩粮

食总产达到

39.16

万吨，粮食总产

在连续

7

年增产的基础上又创新

高，实现了“八连增”。

以创建现代农业园区为载

体，推行园区规模化经营。 该市以

东田丈、水运、吴寨为中心，发展标

准化蔬菜大棚园区；以黄河滩区为

中心，发展山药、地黄等中药材种

植园区；以全义农场为中心，发展

无公害韭菜种植园区；以淼雨果蔬

公司为龙头，以高端岗苹果专业合

作社为依托，发展优质水果种植园

区。 目前， 该市共发展蔬菜大棚

1200

余座 ，面积近

4000

亩 ，中药

材

2

万余亩， 发展中、 早熟苹果

3440

亩 ，小杂果

4300

亩 ，该市经

济作物以

25%

的耕地面积为农民

创造了超过

50%

的经济收入。

以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为支撑，

加快园区农业标准化进程。该市强

化农技培训与服务，积极推行标准

化生产，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站，抽调

22

名高、中级技术人员

组建了

3

个工作小组，建立基地自

检室

7

个，对主要基地、集贸市场

和各大超市农产品进行定期抽检，

严禁非法投入品流入生产环节。以

园区为重点，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

体系建设，强化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基地、农产品产地和注册商标一体

化认证工作，建成无公害、绿色农

产品生产基地

8

个， 总面积

8

万

亩， 无公害、 绿色农产品达到

22

个。

以培育农业产业化园区集群

为依托，提升产业化水平。 该市建

成市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1

个、乡

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11

个、 村级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23

个， 新增土

地流转面积

13781

亩，累计

53978

亩， 占该市家庭承包土地面积

37

万亩的

14.6%

。 立足优势产业园

区，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284

家、

成员

6743

户， 吸纳资金

17671

万

元， 辐射带动农户

34110

户， 创

建省级示范社

1

家、 焦作市级示

范社

3

家、 孟州市示范社

15

家。

截至目前， 该市园区内的农产品

加工企业已达到

213

家， 其中焦

作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7

家、 省级

6

家、 规模以上

102

家，

焦作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从业人员达到

4.3

万人 ， 逐步

形 成 了 “公 司

+

基 地

+

农 户 ” 、

“公司

+

农民专业合作社

+

农户 ”

等产供销、 贸工农一体化生产经

营体系的农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