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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
超）3月19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省音协文艺志愿演出暨“中国梦·劳
动美·工会情”河南工会万场文化活动进
基层新乡首场演出在新乡县举办。省文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蒋愈红，省音协主席
陈静，省音协副主席、秘书长李新现，市
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总工会、新乡县委
有关负责同志，与新乡县的企业、机关职
工代表一同观看了演出。

精彩的文艺演出在开场舞蹈《向阳
而生》的蓬勃舞姿中拉开帷幕。二胡独
奏《赛马》气势磅礴、旋律奔放，竹笛《春
到湘江》激情如火又流畅清雅，长笛《阿

莱城姑娘》音色柔美清澈，萨克斯《恋》
细腻醇厚、深情悠扬，4个器乐独奏节目
让现场观众如痴如醉。豫剧选段《花木
兰》《穆桂英挂帅》老幼同台演绎，高亢
激昂的唱腔动人心弦。歌曲《田野的春
天》《世界赠与我的》《站在这里看黄河》

《老家河南》《母亲》《春风十万里》时而
委婉潺潺如沐春风，时而波澜壮阔气势
如虹。文艺志愿者们身着绚丽的服装，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演出，引发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

演出活动由省文联、省音协主办，
市文联、市总工会、市音协、新乡县总工
会承办。

省音协到我市
举办文艺志愿演出活动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琚
铭洁 通讯员 李梦同）近日，文化和旅
游部公布了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市中医诊
疗法项目（张氏经络收放疗法）代表传
承人张喜钦入选。至此，我市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增至 5
人。

张喜钦现任新乡市德中康经络收
放疗法非遗传承所所长、新乡市德中
康职业培训学校校长。他自幼随祖父
张德文学习家传经络收放疗法，深得
真传。作为张氏经络收放疗法第四代
掌门人，他在全面掌握家传疗法核心
医术的基础上，承古拓新，积极探索优
势病种的诊治技法，提炼出了“伤筋病
收放祛痛技术”“肩周炎收放八式”“膝
关节解锁止痛技术”等收放锦囊术，显
著提高了临床效果，被弟子们尊称为

“神指教父”。为了弘扬家传绝学，他

成立的新乡经络收放中医院，承担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助理全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西学
中”培训、市卫生健康委卫生技术人员
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等，培训学员 2000
余人，他所带出的徒弟遍布 20 余个省
市及地区，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徒
弟有 60余人。

近年来，我市大力开展非遗保护传
承工作，特别是在非遗中医保护传承
上，围绕服务群众就医需求，组织了“百
年非遗——见证中医传承人”“非遗中
医义诊”“2024年十大非遗中医传承人”
评选等系列活动，非遗中医保护传承得
到极大发展。目前，我市现有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 5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 5 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52
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48 人；市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 186 项，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200人。

我市新增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
改荣）3 月 19 日，我市召开 2025 年民政
工作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2025年全
省民政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有
关部署要求，总结 2024 年工作，分析当
前形势，部署2025年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2024 年全市民政系统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思 想 为 引 领 ，以 建 设“ 幸 福 民
政、活力民政、文化民政、法治民政”
为目标，聚焦民政主责主业，积极回
应群众期盼，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绩。全年累计发放各类民生保障
资金 8.6 亿元，超额完成省、市民生
实事目标，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完成 277.7%，老年助餐服务
设施建设完成 106.5%，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项目受到民政部专项绩效考核
充分肯定。

会议强调，做好今年全市民政工
作，一是大力提升普惠养老服务品质，
持续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实施
农村养老服务“补短板工程”；二是系统
推动老龄工作开创新局，着力构建老年
友好型社会，培育发展银发经济；三是
建强社会救助体系兜底职能，健全社会
救助体系，强化对象监测帮扶；四是实
现社会事务改革纵深发展，突出深化殡
葬改革，强化婚俗改革，强化流浪乞讨
救助工作，提升服务残疾人保障工作；
五是织密儿童福利保障网络，严格落实
保障政策，积极探索社会福利中心“开
门办院”新模式；六是高效推动慈善事
业健康发展，开展慈善组织漏洞风险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改荣）3月19日，市委宣传部举行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乡答卷”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卫滨区专场，卫滨
区委书记李海潮发布该区 2024 年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关负责人现场回
答记者提问。

2024 年，卫滨区围绕市委“1+6+
5”工作布局，高质量推进“十大行
动”，经济发展平稳向好，群众生活不
断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党的建
设持续加强，各项事业取得丰硕成
果。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7 亿
元，同比增长 4.6%；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同比增长5.5%，居全市第1位；税占
比98.9%，居全省54个市辖区第1位。

突出项目建设，不断夯实发展基
础。围绕主导产业大力招商，全年新
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35 个、总投资

121.1 亿元。滚动实施“三个一批”项
目，202 个全生命周期管理项目完成
投资计划 102.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15.7%，居全市第2位。谋划中央
预算内项目 8 个，总投资 2.91 亿元。
争取地方专项债 2.95亿元、化债资金
8100万元，获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7120万元，对上争取资金量创历史最
好成绩。17 项重点“一件事”全部上
线。

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卫滨区深入推进“优化高端制造
产业支撑”行动，加快培育壮大产业
链集群，全年新增省市级研发平台 5
家、省创新龙头企业1家、市级中试基
地 1家、高新技术企业 3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8 家，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 4
亿元。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
率达92.1%，居全市第1位。

锚定城市更新，统筹城乡融合发
展。型钢厂片区、铁西片区（含火车
站区域）开发建设加速推进，全年完
成征收拆迁 13.5万平方米，超额完成
目标任务。9 个问题楼盘完成办证
4336 户，华地·云熙府保交房任务顺
利完成。更新改造燃气管道 17.8 公
里，清淤疏通雨污水管网 26.7 公里，
新建绿地游园 3700 平方米、停车位
410个、充电桩 160个，为 33个偏僻庭
院和小巷加装更换路灯。26 个村全
面实现自来水、道路户户通。

聚焦群众关切，持续增进民生福
祉。全年新建老年助餐场所15个，15
个村卫生室竣工验收，33项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全面完成，2024年民生支出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2.5%；持续推
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创业
培训、新增技能人才等 5 项任务完成

率居全市第1位。全区脱贫户和监测
对 象 有 劳 动 能 力 人 员 就 业 率 达
100%。全年优良天数 237 天，同比增
加12天。

立足本质安全，守牢安全发展底
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防
范化解各领域苗头隐患，全区企事业
单位“三零”创建达标率达 99%，飞机
场社区“老娘舅”矛盾调解工作室被
中组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
体”称号。全区工商贸领域连续 8 年
实现“零伤亡”，连续两年被评为河南
省平安建设优秀区。

今年，卫滨区将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聚焦省委

“四高四争先”，落实市委“1+6+5”工
作布局，接续实施“十大行动”，为新
乡市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改荣）3月19日，市委宣传部举行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乡答卷”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封丘县专场，封丘
县委书记王跃峰发布该县着力开创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相关情
况，相关负责人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2024 年，封丘县地区生产总值
239.76亿元，同比增长6%。规上工业
增加值 12.88 亿元，同比增长 10.2%，
增速全市第 3位。固定资产投资 44.9
亿元，同比增长 15%。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 67.31 亿元，同比增长
6.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5 亿
元，同比增长 0.4%，经济发展综合位
次进入全市第一方阵。

在长封一体化发展方面，封丘县
抢抓长封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坚持
以产业强支撑、以创新增动能、以人

才激活力，以强带弱、以长补短，加快
形成错位发展、联动发展、协同发展
的县域发展新格局，以封丘一域之进
助力新乡全域之强。截至目前，长封
一体化发展已累计实施项目37个，完
工 13 个，总投资 166.25 亿元，累计完
成投资70.48亿元，年度完成投资2.09
亿元。其中，飞地园区实施项目 19
个，完工 6 个，总投资 99.9 亿元，累计
完成投资 29 亿元，年度完成投资 1.7
亿元。

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全
新赛道，封丘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全县粮食作物总面积稳定在 176
万亩以上，大力实施农业产业链延伸
行动，实施农产品品牌建设，打造“封
秋”区域公共品牌。创新“一图一册
一管家”工作模式，全面推进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加快推进工业

化进程，围绕汽车零部件加工、起重
产业、服装加工和食品加工等主导产
业，推动隧通机械、洋荣服饰、霍嘉食
品等企业延链补链强链。2024 年续
建及计划新开工项目 204 个，总投资
811.01 亿元，完成投资 239.88 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02.52%。

从改善民生看，全年 75.4%以上
的财政收入投入民生领域，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
革，稳妥有序撤并学校117所，强力推
进食堂管理、校服采购、校园险征订
等改革工作。总投资 0.82 亿元的北
街小学新校区项目和总投资 2.78 亿
元的封丘县产教融合示范基地项目
均已开工。投资 3.04亿元建设的“四
馆一剧院”、7000 万元建设的市民文
化广场于 2024 年国庆节正式对社会
公众开放，累计接待群众 20 万人次。

城镇新增就业6929人。
从营商环境看，封丘县以政务服

务增值化改革为牵引，启动打造营商
环境最优县，让尊商重商亲商成为

“五彩封丘”的不变底色。持续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常态化开展“万人
助万企”行动。落实“项目和企业挑
选县级干部作为服务员”的对接服务
模式，聚焦企业发展难题，坚持服务
跟着企业发展需求走，真正做到“有
求必应、无事不扰”，全力支持企业

“兴业封丘、扎根封丘”，推动政府和
市场主体双向奔赴。

2025年，封丘县将坚持以党建引
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打造现代化产
业体系，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乡答卷”贡
献封丘力量。

封丘县：开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改荣） 3月19日，市委宣传部举行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乡答
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津县专
场，延津县县长李中耀发布该县
2024 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关负
责人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2024 年，延津县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193.3亿元，同比增长6%；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2%，居
全市第 1 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0.67 亿元，同比增长 9.3%；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65.09 亿元，同比
增长 6.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6
亿元，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中向
好、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现代化
延津建设迈上新台阶。

聚焦项目攻坚主引擎，壮大实
体经济，发展动能强劲有力。该县
谋划储备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

券、国债等上级资金项目162个，总
投资225.72亿元，发行专项债券8.16
亿元，争取上级各类资金 11.87 亿
元。滚动实施开工一批项目 37 个，
总投资 154.5亿元。投产一批项目 21
个，总投资 122 亿元。围绕食品加
工、医药化工和节能环保三大主导
产业，狠抓招商，共签约项目 41
个，总投资141.7亿元。

聚焦深化改革主方向，优化营
商环境，内生动力不断增强。17 项

“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上线运行，
政务服务事项达到 2522 项，不见面
审批事项占比 100%。31 家企业享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1793 万元，
33 家企业获批奖补资金 1647 万元。
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47 家，新增规上
工业企业 11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12
家、专精特新企业8家、省市级研发

平台6家。
聚焦城市更新主载体，改善功

能品质，城乡环境宜居宜业。总投
资 2250 万元的省道 225 城区段修复
提升工程顺利完成，9个老旧小区改
造顺利完工。更新改造城区热力管
网 21 公里，新建 26 公里农村公路，
郑新快速路延津段顺利完工。

聚焦现代农业主抓手，做实
“三农”工作，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3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基本建
成，全县粮食收获面积 133.5 万亩。
高产攻关试验田单产 875.2 公斤，再
次亮相我国冬小麦高产纪录新榜
单。推进总投资 4053 万元的榆林乡
夹堤食品加工厂等 9 个产业项目建
设，南秦庄甜瓜、小吴村胡萝卜等
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稳步推进。

聚焦共同富裕主旋律，繁荣社
会事业，民生保障更加坚实。县人

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级综合医院。总
投资 6.09 亿元的乡村振兴宜居教育
城职业中专投入使用。全年民生支
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2.4%。新增
城镇就业 4355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2505人，技能人才3011人。

聚焦安全发展主阵地，做实固
本强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全年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4.944，优良天数
233 天。文岩渠、柳青河 3 个河流断
面全部达标，地下水饮用水源水质
达标率 100%。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和
消防安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县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2025年，延津县将锚定“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农业”双轮驱动，深化改
革开放，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协
同发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
展与安全，确保“十四五”圆满收
官、“十五五”稳健开局。

延津县：现代化延津建设迈上新台阶

卫滨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
书武）3月 15日，封丘县开展以“共筑满
意消费”为主题的“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集中宣传活动。县市场监管局、县
商务局等17家单位、部分企业代表参加
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封丘县市场监管局设
置了现场咨询、假冒伪劣商品展示、检
验检测等区域，发放消费维权宣传材
料、调查问卷，解答群众消费维权问
题，讲解部分商品真假鉴别小窍门。
同时该局还开展扫码进商超、炸鸡餐
饮店食品快检等活动，大力宣扬消费
维权常识，引导消费者树立科学健康
消费理念，努力营造和谐、放心、安全
的消费环境。

县司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烟草
局等多家放心消费成员单位参加活
动。县消防救援大队演示消防器材使
用方法，邮政银行、农业银行等金融机
构及移动、电信等通信运营商、封丘汽
车行业协会、红线团婚恋、新长燃气、民
生人寿等 26 家企业以各自形式助力宣
传活动。

此次活动，共设置宣传展板 50 余
块、悬挂横幅 30 余幅，设置展台 40 余
个，现场共发放宣传手册2000余份。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志勇 通讯员 李颖华）3 月 11 日，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指
导，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主办的

“中国纤维流行趋势 2025/2026 发布
会”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举行，新
乡化纤自主研发推出的瑞赛尔纤维
凭借卓越的性能和绿色环保特性入
围“2025/2026 中国纤维流行趋势”。

新 乡 化 纤 与 西 南 交 通 大 学 携
手，深入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
发展，研发掌握了全套溶解纺丝工
艺和溶剂回收的成熟技术成果，采
用绿色新型 DT 复合溶剂对废旧棉

纺织品循环利用，成功制备新型绿
色纤维——瑞赛尔纤维，打破了废
弃即终点的陈旧定式，让原料边界
融入循环经济的时代浪潮，有效缓
解我国纺织工业原料供应、资源环
境约束,以绿色技术驱动终端废弃纺
织品回收产业链各环节循环发展。

2023 年 8 月,新乡化纤主动与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环资委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参与“旧衣零抛弃”城市项
目酒店废旧布草回收与循环再造计
划，以引导促进废旧布草再生，实现
布草零废弃。作为中国废旧纺织品
循环再利用产业联盟的一员，新乡化

纤协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环资委、
锦江酒店等共同发起“旧衣零抛弃”
城市行动——酒店废旧布草回收与
资源循环利用倡议，全面推进废旧纺
织品循环再利用工作,引导促进自然
—工业双重循环，创造纺织废弃物全
生命周期的系统管理利用新范式。

目前，新乡化纤年产 1000 吨 DT
溶剂法再生纤维素纤维项目即将投
产，今后进一步向创新要赛道，实现
从基础研发到终端消费的价值链接，
向绿色要未来，构建生产生活生态共
融共生的纤维制造体系，编织纺服产
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图景。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志勇 通讯员 王慧敏）近日，经开
区组织人社局联合新城公司，组织新
招商企业河南省啦了个哐科技有限
公司赴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师范
大学软件学院开展以“深化产教融
合，共促创新发展”为主题的校企合
作交流活动，助力辖区产业升级和人
才培养。

经开区组织人社局主要负责同
志介绍了经开区在软件产业和人工
智能领域的发展成果及未来规划。
他指出，经开区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为加快吸引和培养一批软
件产业高层次人才，2022 年制定《新
乡经开区关于软件行业高层次人才
认定及支持办法》，促进构建留得住
引得进的高质量软件人才生态。河
南省啦了个哐科技有限公司的加入
将为区域经济注入新鲜血液，希望通
过此次校企合作交流活动，帮助企业
解决技术难题和人才需求。

随后，新乡职业技术学院与河南
师范大学软件学院相关专业负责同
志详细介绍了计算机、信息工程等专
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成果。河南省

啦了个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分享
了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
实际需求，表达了与学院合作的强烈
意愿。校企双方分别围绕人才培养
模式、实习就业、项目合作等议题展
开深入探讨，计划通过“订单式培养”

“实习基地共建”等方式，实现教育链
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此次校企合作交流活动取得了
圆满成功，校企地三方初步达成了合
作意向，为区域软件与人工智能产业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瑞赛尔纤维入围“2025/2026中国纤维流行趋势”

封丘县开展
“共筑满意消费”
集中宣传活动

我市召开2025年
民政工作会议

经开区组织新招商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交流活动

关于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公示
河南中原黄河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河南省“十四五”人民胜利渠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2023年度工程施工Ⅱ标，自开工以来，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未发生任何拖欠行为。现向社会公示，公示
期为30天（自2025年3月20日至2025年4月19日）。

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联系我公司。联系电话：0373-3732219。
特此公示。

河南中原黄河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0日

日前，新乡县七里营镇陈庄村企业家陈周永出资请剧团为乡邻唱戏6天、共
12场，这是他连续第三年出资为乡邻演唱大戏。图为航拍演出现场。

李青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