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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务指标 （３６０）
!!!!!!!!!!

　二甲创建 （３６０）
!!!!!!!!!!!!

　疫情防控 （３６０）
!!!!!!!!!!!!

　学科建设 （３６０）
!!!!!!!!!!!!

　孕产妇健康管理 （３６０）
!!!!!!!!!

　儿童健康管理 （３６０）
!!!!!!!!!!

　妇幼卫生服务 （３６０）
!!!!!!!!!!

　免费筛查 （３６０）
!!!!!!!!!!!!

　人才队伍建设 （３６１）
!!!!!!!!!!

　社区服务 （３６１）
!!!!!!!!!!!!

　荣誉榜 （３６１）
!!!!!!!!!!!!!

　　·中医院 （３６１）
!!!!!!!!!!!

　概况 （３６１）
!!!!!!!!!!!!!!

　主要业务指标 （３６１）
!!!!!!!!!!

　疫情防控 （３６１）
!!!!!!!!!!!!

　健康扶贫 （３６１）
!!!!!!!!!!!!

　医保控费 （３６２）
!!!!!!!!!!!!

　医疗质量管理 （３６２）
!!!!!!!!!!

　中医服务 （３６２）
!!!!!!!!!!!!

　公共卫生服务 （３６２）
!!!!!!!!!!

　设备购置 （３６２）
!!!!!!!!!!!!

　新院区建设 （３６２）
!!!!!!!!!!!

　人才队伍建设 （３６２）
!!!!!!!!!!

　社会公益 （３６２）
!!!!!!!!!!!!

　荣誉榜 （３６２）
!!!!!!!!!!!!!

乡镇概况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Ｔｏｗｎ

张官营镇

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ｙｉｎｇＴｏｗｎ

　概况 （３６３）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６３）
!!!!!!!!!!

　脱贫攻坚 （３６３）
!!!!!!!!!!!!

　招商引资 （３６３）
!!!!!!!!!!!!

　项目建设 （３６３）
!!!!!!!!!!!!

　农业生产 （３６４）
!!!!!!!!!!!!

　文化建设 （３６４）
!!!!!!!!!!!!

　医疗卫生 （３６４）
!!!!!!!!!!!!

　社会保障 （３６４）
!!!!!!!!!!!!

　人居环境 （３６４）
!!!!!!!!!!!!

　村镇建设 （３６４）
!!!!!!!!!!!!

　双违整治 （３６４）
!!!!!!!!!!!!

　安全生产 （３６５）
!!!!!!!!!!!!

　平安建设 （３６５）
!!!!!!!!!!!!

　疫情防控 （３６５）
!!!!!!!!!!!!

　荣誉榜 （３６５）
!!!!!!!!!!!!!

张良镇

Ｚ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Ｔｏｗｎ

１２目　录　



　概况 （３６５）
!!!!!!!!!!!!!!

　脱贫攻坚 （３６５）
!!!!!!!!!!!!

　经济建设 （３６６）
!!!!!!!!!!!!

　项目建设 （３６６）
!!!!!!!!!!!!

　全市重点项目 （３６６）
!!!!!!!!!!

　人居环境 （３６６）
!!!!!!!!!!!!

　生态保护 （３６６）
!!!!!!!!!!!!

　社会保障 （３６６）
!!!!!!!!!!!!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６６）
!!!!!!!!!!

　安全稳定 （３６７）
!!!!!!!!!!!!

　疫情防控 （３６７）
!!!!!!!!!!!!

　荣誉榜 （３６７）
!!!!!!!!!!!!!

梁洼镇

Ｌｉａｎｇｗａｔｏｗｎ

　概况 （３６７）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６７）
!!!!!!!!!!

　脱贫攻坚 （３６７）
!!!!!!!!!!!!

　种植业 （３６８）
!!!!!!!!!!!!!

　造林绿化 （３６８）
!!!!!!!!!!!!

　畜牧养殖 （３６８）
!!!!!!!!!!!!

　项目建设 （３６８）
!!!!!!!!!!!!

　文化活动 （３６８）
!!!!!!!!!!!!

　学校教育 （３６８）
!!!!!!!!!!!!

　卫生保健 （３６８）
!!!!!!!!!!!!

　社会保障 （３６８）
!!!!!!!!!!!!

　人居环境 （３６８）
!!!!!!!!!!!!

　污染治理 （３６９）
!!!!!!!!!!!!

　安全生产 （３６９）
!!!!!!!!!!!!

　信访稳定 （３６９）
!!!!!!!!!!!!

　疫情防控 （３６９）
!!!!!!!!!!!!

　荣誉榜 （３６９）
!!!!!!!!!!!!!

下汤镇

ＸｉａｔａｎｇＴｏｗｎ

　概况 （３６９）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６９）
!!!!!!!!!!

　脱贫攻坚 （３６９）
!!!!!!!!!!!!

　基础设施建设 （３６９）
!!!!!!!!!!

　温泉小镇建设 （３７０）
!!!!!!!!!!

　小城镇建设 （３７０）
!!!!!!!!!!!

　种植业 （３７０）
!!!!!!!!!!!!!

　林业发展 （３７０）
!!!!!!!!!!!!

　畜牧养殖 （３７０）
!!!!!!!!!!!!

　科技服务 （３７０）
!!!!!!!!!!!!

　学校教育 （３７０）
!!!!!!!!!!!!

　文化体育 （３７０）
!!!!!!!!!!!!

　卫生保健 （３７０）
!!!!!!!!!!!!

　社会保障 （３７１）
!!!!!!!!!!!!

　人居环境 （３７１）
!!!!!!!!!!!!

　危房改造 （３７１）
!!!!!!!!!!!!

　违建整治 （３７１）
!!!!!!!!!!!!

　安全生产 （３７１）
!!!!!!!!!!!!

　荣誉榜 （３７２）
!!!!!!!!!!!!!

尧山镇

ＹａｏｓｈａｎＴｏｗｎ

　概况 （３７２）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７２）
!!!!!!!!!!

　脱贫攻坚 （３７２）
!!!!!!!!!!!!

　人居环境 （３７２）
!!!!!!!!!!!!

　植树造林 （３７２）
!!!!!!!!!!!!

　环境保护 （３７２）
!!!!!!!!!!!!

　普法宣传 （３７２）
!!!!!!!!!!!!

　平安建设 （３７３）
!!!!!!!!!!!!

　疫情防控 （３７３）
!!!!!!!!!!!!

赵村镇

ＺｈａｏｃｕｎＴｏｗｎ

　概况 （３７３）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７３）
!!!!!!!!!!

　脱贫攻坚 （３７３）
!!!!!!!!!!!!

　项目建设 （３７４）
!!!!!!!!!!!!

　双违整治 （３７４）
!!!!!!!!!!!!

　林业发展 （３７４）
!!!!!!!!!!!!

　信访稳定 （３７５）
!!!!!!!!!!!!

２２　鲁山年鉴（２０２１）



　安全生产 （３７５）
!!!!!!!!!!!!

　疫情防控 （３７５）
!!!!!!!!!!!!

　荣誉榜 （３７５）
!!!!!!!!!!!!!

瓦屋镇

ＷａｗｕＴｏｗｎ

　概况 （３７５）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７６）
!!!!!!!!!!

　脱贫攻坚 （３７６）
!!!!!!!!!!!!

　香菇小镇建设 （３７６）
!!!!!!!!!!

　项目建设 （３７６）
!!!!!!!!!!!!

　文化旅游 （３７６）
!!!!!!!!!!!!

　人居环境 （３７７）
!!!!!!!!!!!!

　平安建设 （３７７）
!!!!!!!!!!!!

　疫情防控 （３７７）
!!!!!!!!!!!!

　荣誉榜 （３７７）
!!!!!!!!!!!!!

磙子营乡

Ｇｕｎｚｉｙｉｎｇ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７７）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７７）
!!!!!!!!!!

　脱贫攻坚 （３７７）
!!!!!!!!!!!!

　项目建设 （３７７）
!!!!!!!!!!!!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７８）
!!!!!!!!!!

　荣誉榜 （３７８）
!!!!!!!!!!!!!

马楼乡

Ｍａｌｏｕ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７８）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７８）
!!!!!!!!!!

　脱贫攻坚 （３７８）
!!!!!!!!!!!!

　农业生产 （３７９）
!!!!!!!!!!!!

　农田项目 （３７９）
!!!!!!!!!!!!

　水利建设 （３７９）
!!!!!!!!!!!!

　产业项目 （３７９）
!!!!!!!!!!!!

　道路建设 （３８０）
!!!!!!!!!!!!

　金融服务 （３８０）
!!!!!!!!!!!!

　文化服务 （３８０）
!!!!!!!!!!!!

　学校教育 （３８０）
!!!!!!!!!!!!

　卫生保健 （３８０）
!!!!!!!!!!!!

　社会保障 （３８０）
!!!!!!!!!!!!

　违建拆除 （３８１）
!!!!!!!!!!!!

　人居环境 （３８１）
!!!!!!!!!!!!

　安全生产 （３８１）
!!!!!!!!!!!!

　平安建设 （３８１）
!!!!!!!!!!!!

　疫情防控 （３８１）
!!!!!!!!!!!!

　荣誉榜 （３８２）
!!!!!!!!!!!!!

辛集乡

Ｘｉｎｊｉ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８２）
!!!!!!!!!!!!!!

　脱贫攻坚 （３８２）
!!!!!!!!!!!!

　传统农业 （３８２）
!!!!!!!!!!!!

　特色农业 （３８２）
!!!!!!!!!!!!

　造林绿化 （３８２）
!!!!!!!!!!!!

　非公有制经济 （３８２）
!!!!!!!!!!

　文化建设 （３８２）
!!!!!!!!!!!!

　教育卫生 （３８２）
!!!!!!!!!!!!

　科技服务 （３８２）
!!!!!!!!!!!!

　社会保障 （３８２）
!!!!!!!!!!!!

　荣誉榜 （３８２）
!!!!!!!!!!!!!

张店乡

Ｚｈａｎｇｄｉａｎ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８３）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８３）
!!!!!!!!!!

　脱贫攻坚 （３８３）
!!!!!!!!!!!!

　招商引资 （３８３）
!!!!!!!!!!!!

　项目建设 （３８３）
!!!!!!!!!!!!

　乡村环境 （３８４）
!!!!!!!!!!!!

　安全生产 （３８４）
!!!!!!!!!!!!

　疫情防控 （３８４）
!!!!!!!!!!!!

　荣誉榜 （３８４）
!!!!!!!!!!!!!

董周乡

Ｄｏｎｇｚｈｏｕ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８４）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８４）
!!!!!!!!!!

３２目　录　



　脱贫攻坚 （３８５）
!!!!!!!!!!!!

　特色产业 （３８５）
!!!!!!!!!!!!

　林业畜牧 （３８５）
!!!!!!!!!!!!

　基础设施 （３８５）
!!!!!!!!!!!!

　文化教育 （３８５）
!!!!!!!!!!!!

　社会保障 （３８５）
!!!!!!!!!!!!

　人居环境 （３８５）
!!!!!!!!!!!!

　信访稳定 （３８６）
!!!!!!!!!!!!

　疫情防控 （３８６）
!!!!!!!!!!!!

　荣誉榜 （３８６）
!!!!!!!!!!!!!

韍河乡

Ｒａｎｇｈｅ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８６）
!!!!!!!!!!!!!!

　脱贫攻坚 （３８６）
!!!!!!!!!!!!

　项目建设 （３８６）
!!!!!!!!!!!!

　农业生产 （３８７）
!!!!!!!!!!!!

　特色产业 （３８７）
!!!!!!!!!!!!

　旅游开发 （３８７）
!!!!!!!!!!!!

　文化服务 （３８７）
!!!!!!!!!!!!

　社会保障 （３８７）
!!!!!!!!!!!!

　环境整治 （３８７）
!!!!!!!!!!!!

　信访稳定 （３８８）
!!!!!!!!!!!!

昭平台库区乡

Ｚｈａｏｐｉｎｇｔａ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８８）
!!!!!!!!!!!!!!

　脱贫攻坚 （３８８）
!!!!!!!!!!!!

　农业发展 （３８８）
!!!!!!!!!!!!

　产业发展 （３８８）
!!!!!!!!!!!!

　招商引资 （３８９）
!!!!!!!!!!!!

　环境治理 （３８９）
!!!!!!!!!!!!

　平安建设 （３８９）
!!!!!!!!!!!!

　疫情防控 （３８９）
!!!!!!!!!!!!

　荣誉榜 （３８９）
!!!!!!!!!!!!!

熊背乡

Ｘｉｏｎｇｂｅｉ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８９）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８９）
!!!!!!!!!!

　脱贫攻坚 （３９０）
!!!!!!!!!!!!

　农业生产 （３９０）
!!!!!!!!!!!!

　特色产业 （３９０）
!!!!!!!!!!!!

　乡村旅游 （３９０）
!!!!!!!!!!!!

　文化建设 （３９０）
!!!!!!!!!!!!

　卫生保健 （３９０）
!!!!!!!!!!!!

　社会保障 （３９０）
!!!!!!!!!!!!

　村镇建设 （３９０）
!!!!!!!!!!!!

　人居环境 （３９１）
!!!!!!!!!!!!

　平安建设 （３９１）
!!!!!!!!!!!!

　荣誉榜 （３９１）
!!!!!!!!!!!!!

团城乡

Ｔｕａｎｃｈｅｎｇ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９１）
!!!!!!!!!!!!!!

　脱贫攻坚 （３９１）
!!!!!!!!!!!!

　农业生产 （３９１）
!!!!!!!!!!!!

　食用菌种植 （３９１）
!!!!!!!!!!!

　畜牧养殖 （３９１）
!!!!!!!!!!!!

　乡村旅游 （３９２）
!!!!!!!!!!!!

　学校教育 （３９２）
!!!!!!!!!!!!

　卫生保健 （３９２）
!!!!!!!!!!!!

　社会保障 （３９２）
!!!!!!!!!!!!

　文化建设 （３９２）
!!!!!!!!!!!!

　人居环境 （３９２）
!!!!!!!!!!!!

　安全生产 （３９２）
!!!!!!!!!!!!

　疫情防控 （３９３）
!!!!!!!!!!!!

四棵树乡

Ｓｉｋｅｓｈｕ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９３）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９３）
!!!!!!!!!!

　脱贫攻坚 （３９３）
!!!!!!!!!!!!

　乡村旅游 （３９３）
!!!!!!!!!!!!

　项目建设 （３９４）
!!!!!!!!!!!!

　双违整治 （３９４）
!!!!!!!!!!!!

　人居环境 （３９４）
!!!!!!!!!!!!

４２　鲁山年鉴（２０２１）



　政务服务 （３９４）
!!!!!!!!!!!!

　食品安全 （３９４）
!!!!!!!!!!!!

　消防安全 （３９４）
!!!!!!!!!!!!

　信访稳定 （３９４）
!!!!!!!!!!!!

　疫情防控 （３９４）
!!!!!!!!!!!!

　荣誉榜 （３９４）
!!!!!!!!!!!!!

背孜乡

Ｂｅｉｚｉ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９５）
!!!!!!!!!!!!!!

　脱贫攻坚 （３９５）
!!!!!!!!!!!!

　农业经济 （３９５）
!!!!!!!!!!!!

　食用菌种植 （３９５）
!!!!!!!!!!!

　人居环境 （３９５）
!!!!!!!!!!!!

　退役军人服务 （３９６）
!!!!!!!!!!

　疫情防控 （３９６）
!!!!!!!!!!!!

观音寺乡

Ｇｕａｎｙｉｎｓｉ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９６）
!!!!!!!!!!!!!!

　脱贫攻坚 （３９６）
!!!!!!!!!!!!

　农业经济 （３９６）
!!!!!!!!!!!!

　项目建设 （３９６）
!!!!!!!!!!!!

　饮水工程 （３９６）
!!!!!!!!!!!!

　户厕改革 （３９６）
!!!!!!!!!!!!

　文化场所 （３９７）
!!!!!!!!!!!!

　教育卫生 （３９７）
!!!!!!!!!!!!

　社会保障 （３９７）
!!!!!!!!!!!!

　平安建设 （３９７）
!!!!!!!!!!!!

　疫情防控 （３９７）
!!!!!!!!!!!!

仓头乡

Ｃａｎｇｔｏｕ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概况 （３９７）
!!!!!!!!!!!!!!

　主要责任目标 （３９７）
!!!!!!!!!!

　脱贫攻坚 （３９８）
!!!!!!!!!!!!

　基础设施建设 （３９８）
!!!!!!!!!!

　项目建设 （３９８）
!!!!!!!!!!!!

　产业发展 （３９８）
!!!!!!!!!!!!

　农业发展 （３９８）
!!!!!!!!!!!!

　林业生产 （３９８）
!!!!!!!!!!!!

　畜牧养殖 （３９８）
!!!!!!!!!!!!

　卫生保健 （３９８）
!!!!!!!!!!!!

　人居环境 （３９８）
!!!!!!!!!!!!

　污染防治 （３９９）
!!!!!!!!!!!!

　疫情防控 （３９９）
!!!!!!!!!!!!

　荣誉榜 （３９９）
!!!!!!!!!!!!!

露峰街道

Ｌｏｕｆｅ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Ｏｆｆｉｃｅ

　概况 （３９９）
!!!!!!!!!!!!!!

　脱贫攻坚 （３９９）
!!!!!!!!!!!!

　项目建设 （４００）
!!!!!!!!!!!!

　环境整治 （４００）
!!!!!!!!!!!!

　精神文明建设 （４００）
!!!!!!!!!!

　平安建设 （４００）
!!!!!!!!!!!!

　荣誉榜 （４００）
!!!!!!!!!!!!!

琴台街道

ＱｉｎｔａｉＳｔｒｅｅｔＯｆｆｉｃｅ

　概况 （４０１）
!!!!!!!!!!!!!!

　脱贫攻坚 （４０１）
!!!!!!!!!!!!

　非公有制经济 （４０１）
!!!!!!!!!!

　农业生产 （４０１）
!!!!!!!!!!!!

　畜牧养殖 （４０１）
!!!!!!!!!!!!

　义务教育 （４０２）
!!!!!!!!!!!!

　文化体育 （４０２）
!!!!!!!!!!!!

　社会保障 （４０２）
!!!!!!!!!!!!

　土地监管 （４０２）
!!!!!!!!!!!!

　三城联创 （４０２）
!!!!!!!!!!!!

　人居环境 （４０２）
!!!!!!!!!!!!

　社会治理 （４０２）
!!!!!!!!!!!!

　安全生产 （４０２）
!!!!!!!!!!!!

　疫情防控 （４０３）
!!!!!!!!!!!!

鲁阳街道

Ｌｕｙａ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Ｏｆｆｉｃｅ

　概况 （４０３）
!!!!!!!!!!!!!!

５２目　录　



　主要责任目标 （４０３）
!!!!!!!!!!

　城乡建设 （４０３）
!!!!!!!!!!!!

　民生保障 （４０３）
!!!!!!!!!!!!

　计划生育 （４０３）
!!!!!!!!!!!!

　社会治理 （４０３）
!!!!!!!!!!!!

　安全生产 （４０３）
!!!!!!!!!!!!

　疫情防控 （４０４）
!!!!!!!!!!!!

　荣誉榜 （４０４）
!!!!!!!!!!!!!

汇源街道

ＨｕｉｙｕａｎＳｔｒｅｅｔＯｆｆｉｃｅ

　概况 （４０４）
!!!!!!!!!!!!!!

　主要责任目标 （４０４）
!!!!!!!!!!

　脱贫攻坚 （４０４）
!!!!!!!!!!!!

　农业经济 （４０４）
!!!!!!!!!!!!

　重点项目建设 （４０５）
!!!!!!!!!!

　环境保护 （４０５）
!!!!!!!!!!!!

　教育文化 （４０５）
!!!!!!!!!!!!

　民生保障 （４０５）
!!!!!!!!!!!!

　平安建设 （４０５）
!!!!!!!!!!!!

　社区治理 （４０５）
!!!!!!!!!!!!

　村委换届 （４０５）
!!!!!!!!!!!!

　疫情防控 （４０５）
!!!!!!!!!!!!

　荣誉榜 （４０５）
!!!!!!!!!!!!!

土门办事处

Ｔｕｍ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概况 （４０６）
!!!!!!!!!!!!!!

　主要责任目标 （４０６）
!!!!!!!!!!

　脱贫攻坚 （４０６）
!!!!!!!!!!!!

　项目建设 （４０６）
!!!!!!!!!!!!

　袋料香菇种植 （４０７）
!!!!!!!!!!

　冬桃种植 （４０７）
!!!!!!!!!!!!

　人居环境 （４０７）
!!!!!!!!!!!!

　文化旅游 （４０７）
!!!!!!!!!!!!

　社会稳定 （４０７）
!!!!!!!!!!!!

　疫情防控 （４０７）
!!!!!!!!!!!!

　荣誉榜 （４０７）
!!!!!!!!!!!!!

文史窗
Ｗｉｎｄｏｗ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

“屈原之寺”与端午节中原地区屈原祭祀

（４０８）
!!!!!!!!!!!!!!!

鲁山 城“屈原之寺”碑的几点思考和价值

判断 （４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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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载

在县委十四届七次全会上

关于县委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工作的报告
中共鲁山县委书记　杨英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同志们：

现在，我受县委常委会委托，向全会报告

工作。

２０２０年是极不平凡、极其困难、极具挑战
的一年。一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艰

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的严重冲击，县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

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团结带领全县干

部群众，众志成城抗击新冠疫情，齐心协力落

实 “六稳” “六保”，坚定不移推进 “十大任

务”，全力以赴决胜脱贫攻坚，在大战大考的特

殊年份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经受了重重困难

考验、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我县荣获国家卫

生县城、全国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

效明显县、河南省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

范县、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等荣誉称号，危

房改造工作受到国务院激励表彰。

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走深走心走实

我们深切认识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应

对复杂多变形势，迎接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底气所在、自信所在、力量所在，必须深

学悟透、全面贯彻、长期坚持。

坚持带头深学，把准政治方向。县委常委

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常委会会议 “第

一议题”，７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２０次
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第三卷），及时跟进学习习总书记重

要讲话，守好理论学习主阵地。县委领导进党

校讲课和下基层宣讲形成制度常态，做到以讲

带学、以研促学，持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牢牢把握正确

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打造

坚强领导集体。

抓好理论武装，强化思想引领。坚持以党

校教育为主体，以 “学习强国”为平台，以党

员集中学习日为抓手，推进基层理论学习制度

化、规范化、常态化。开展好 “万名党员进党

校”活动，用好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教育培训

１特　载　



３０余期８４００余人次。多次邀请省市专家学者作
辅导报告，举办各类理论宣讲活动３６０余场，培
训党员干部４８万余人次。“学习强国”平台新
增党员群众１６万名，多方式举办知识竞赛，推
动党的科学理论 “走进寻常百姓家”。

注重转化运用，做到学以致用。深入学习

调研、思考谋划，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

“四个着力”、打好 “四张牌”、县域治理 “三起

来”等重大要求，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着力

强调的大事要事，省委、市委的安排部署，转化

为推动鲁山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思路、务实举措

和发展成效。对习近平总书记紧盯不放的脱贫

攻坚、生态保护等重大事项，细化任务，明确责

任，加强督查，确保落地落实。

二、组织动员全县力量，全力打好事关全

局的大仗硬仗

我们坚定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

要求，更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方向，谋长

远，凝聚全县力量，聚焦事关全局的大事要事

难事，全力打好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生态保

护、创卫创文、景区提升 “五大战役”，经受住

了风险考验和组织检验。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县经济平稳运行。

面对年初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高规格成

立防控指挥部，迅速组织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紧

急响应，认真落实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首位，以最快速度实现本

地病例、疑似病例、新增病例全面清零。紧急动

员医疗物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洁利康公司在

疫情期间调拨武汉防疫物资５２３万件，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来函致谢。全县９
个先进集体、３个先进基层党组织、２７名先进个
人荣获省市表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出台工业、农业等６个方面７０余条政
策措施，落实 “六稳”“六保”任务，主要经济

指标逐季好转，实现平稳运行。预计全年生产

总值增长３５％，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９％，全
市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６％，全市第二；
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１２１％；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６％，全市第一。
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脱贫质量巩固提高。

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紧盯年度减贫目标，坚持县领导联乡包村包户、

帮扶工作队结对帮扶、第一书记全身心投入的

“三位一体”全覆盖帮扶机制，实行战区管理、

战令推进、专班督导，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

实、工作落实，剩余５个贫困村、４３２３户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 “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面解

决，如期实现脱贫摘帽。我县先后代表河南省

迎接全国脱贫摘帽县抽查验收、国家易地扶贫

搬迁核查、全国脱贫攻坚成效年度考核等，受

到高度评价。探索的普查现场登记 “一问二看

三查四核五审六报”六步工作法，得到国务院

扶贫办的肯定。县扶贫办被省委、省政府推荐

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打好创卫创文持久战，成功创建国家卫生

县城。连年把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文明县城作

为全县中心工作，纳入责任目标管理，加大投

入、压实责任、严格奖惩，构建起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部门参与、全民行动的创建工作格局。

完成振兴路南段拓宽改造、向阳路北段改造、

南环路铺油、向阳路南段绿廊景观建设等城区

主干道提升工程。累计硬化背街小巷道路 ２４１
条，构建外联内畅城市路网体系；新建生态公

厕１６座，改造升级 ２２座，新建垃圾中转站 ５
座；投资 ５５亿元，建成投用 １５个公园游园。
持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开展 “讲文明树

新风”、志愿者服务、 “我们的节日”等文明创

建系列活动，推进城市硬件建设、公共卫生、环

境秩序、文明程度全面提升，成功创建国家卫

生县城，顺利通过省级文明县城到届复审。团

城乡、下汤镇荣获 “国家卫生乡镇”。团城乡和

团城乡鸡冢村荣获 “全国文明村镇”。

打好生态保护攻坚战，自然环境优化提升。

加速推进沙河生态修复，滨河公园建成投用，

沿河景观带和城区两级橡胶坝蓄水工程等正在

按计划推进，“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沙河

初步显现，日益成为人民群众健身休闲观光游

玩好去处。完善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持续开

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展 “清四乱、清河行动”和水污染整治，将相

河水污染治理基本完工、三里河综合治理全面

启动、大浪河治理拉开序幕，全县水质综合达

标率８２１％，高于市定目标。强化工业企业治
污减排，ＰＭ１０、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均同比下降，全
年优良天数２９２天、全市第一。强化农药包装废
弃物和废弃农膜回收治理，超额完成市定回收

治理率目标。完成新造林 ５１万亩，森林抚育
１１万亩，打造精品廊道绿化工程３０余处，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

打好景区品牌保卫战，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严格对照整改标准和要求，制定整改台账，强

化督促检查，强力推进尧山５Ａ级旅游景区和温
泉旅游度假区整改提升工程。筹措资金 １３亿
元，改造绿化沿线道路，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更

新标识标牌，改善经营环境，丰富旅游产品，景

区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顺利通过国

家文旅部检查验收。

三、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县域治理

“三起来”要求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牢牢把

握高质量发展主题，立足鲁山实际和特色，着

力壮大主导产业，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坚持把招商选资和项

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 “一号工程”，围绕

装备制造主导产业聚链、强链、补链，完善

“四张图谱”、推进 “四个拜访”，多措并举，多

点发力，全过程跟踪服务、协调推进。共签约大

地集团民宿群、百万千瓦新能源 （储能）示范

基地等项目６２个、金额５４５亿元。实际利用省
外资金１７５亿元，圆满完成市定年度目标。全年
确定重点项目１０４个，总投资６００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１６２２亿元，实际投资１７１３亿元，市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１５６４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１４９６％。郑西高速尧山至栾川段建成通车。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引进世邦集团、清研鲁山科

创中心等装备制造类企业９家。防疫物资产业集
群入驻龙头企业２家，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等

生产企业２６家。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光伏发电
１７９兆瓦、风力发电３７４兆瓦，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及生物质热电联产发电 ４２兆瓦，装机容量
１３００兆瓦花园沟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启动，以装
备制造为主导、四大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

逐步形成。

加快发展文化旅游。立足旅游文化资源优

势，积极顺应文化旅游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强

力谋划推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加紧推

进花瓷小镇、鲁山之窗、七夕文化产业园等重

大文旅项目，花瓷小镇 １５栋商业区主体完工，
鲁山之窗项目完成一期展厅和配套住宅楼建设；

持续推进农家乐提档升级，新评定星级农家乐

１２６家，建设赵村镇桑盘、四棵树乡黄沟、团城
乡清水河等３处民宿集群，大力发展多彩田园、
休闲采摘等沟域旅游，打造特色鲜明的乡村旅

游品牌。持续开展旅游沿线环境整治，拆除违

章建筑 ２８栋，完善旅游设施标识，推进道路、
交通、环境全面规范提升。加大宣传营销力度，

成功承办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五届第七次

理事会”，举办 “温泉旅游文化节”“杜鹃花节”

“丰收节”等重大文旅活动，持续叫响鲁山旅游

品牌。全年接待游客 １２３５万人次，旅游收入
３７２亿元。下汤镇被评为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
乡镇，松垛沟村被评为省乡村旅游特色村。县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荣获 “中原文旅融合突出贡

献奖”。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认真落实粮食安全行

政首长责任制，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年

粮食总产量达 ２８１６万吨。依托区域特色农产
品，着力打造 “中原蓝莓第一县”“中原香菇第

一县”。全县食用菌种植 ３６亿袋、酥梨 １０万
亩、葡萄３万亩、蓝莓 １万余亩，畜禽存栏量
４００余万头。整合资金１０００万元，打造生态循
环农业和休闲观光乡村振兴示范带２条。成功创
建 “省级食用菌特色优势区”“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 （香菇）标准化生产基地”。马楼乡被农业农

村部纳入２０２０年全国产业强镇示范点。“露峰山
葡萄”“五里岭酥梨”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

证。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城乡一体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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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清运体系，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

“厕所革命”，实施精品廊道绿化工程，创建

“五好”公路，乡村面貌明显转变。鲁山县张良

镇杨李沟村、四棵树乡黄沟村荣获全省健康

村庄。

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牢固树立 “营商环境

就是生产力”的理念，全面落实 “亲”“清”要

求，坚持讲政治站位、讲职业道德、讲能力水

平，切实像抓脱贫攻坚一样抓实体经济、像爱

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企业、像支援前线一样

支持企业发展，竭尽所能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严格落实县级领导干部联系困难企业制度，带

头深入企业调研走访、协调解决问题。全面推

进 “放管服”改革，做到线下 “一窗受理”、线

上 “一网通办”，线上线下 “最多跑一次”。企

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减少８５％，材料提交减少
３０％，登记时间压缩到１个工作日内，实现了快
入准营、退出便利、网上可办。公开政府部门责

任清单和权力清单，让办事程序公开透明。连

年开展县直单位服务企业满意度评议，对排名

靠前的优先提拔重用，排名靠后的在评先评优

中一票否决，形成了大抓营商环境的鲜明导向

和浓厚氛围。

四、切实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巩固和

谐社会局面

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

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促进和谐。

支持人大政协依法履职。召开县委人大工

作和县委政协工作会议，出台 《关于加强新时

代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强化人

大、政协党组在工作中的政治领导地位。切实

支持人大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依法行使

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支持人民政协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充分发挥政协组织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

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高质量发展、招商选资、

脱贫攻坚等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视察调

研，为推动重大任务落实凝聚共识、献策出力。

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定期向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就重大问

题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建议。开展民营经济 “两

个健康”提升行动和 “一联三帮”保企稳业专

项行动，开展教育培训６００多人次，帮助企业贷
款３９亿余元。注重发挥统一战线 “法宝”作

用，支持各民主党派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

督、政治协商职能，广泛凝聚发展力量。持续开

展好 “百企帮百村”“光彩助学”等活动，捐赠

抗疫物款６７７万余元，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２万余个，资助贫困学生 ４３８名、１４２９万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民族关系。持续巩固宗教治理成果，

推进宗教治理由治标向治本深化。建立党外代

表人士数据库，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

层、港澳台侨和海外统战工作。县侨联荣获

“全国侨联系统助力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琴台

街道成功创建 “省级侨胞之家”。

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健全完善司法责任制

综合配套制度措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重大决策合法

性审查机制，全县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法律顾问、

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高决策质量。坚持

以 《宪法》《民法典》为重点，广泛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举办普法活动４０余次、法制讲座８２场
次，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抓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推进双拥

共建，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加强党对群团工作

的领导，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老干部、工

商联、关工委、老促会、慈善协会等充分发挥作

用，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五、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全面加强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

我们坚定扛起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全面提升宣传文

化工作水平，提振干部群众精气神，激发干事

创业正能量。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

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健全完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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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预警提示、网络舆情分级响应、突发舆情

应急处置机制。定期听取意识形态工作汇报，

研判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问题。深入开展清

源、固边、护苗、净网等专项行动，严格落实网

上舆情监测机制，持续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推

进扫黄打非进基层行动常态化，对政治性非法

出版物和网络有害信息严密查处、清缴整治，

从源头控制信息流通，全县意识形态领域总体

平稳可控。

着力激发团结奋进主旋律。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 “我们的价

值观”主题实践活动，选树 “可亲可敬可学”

的 “最美人物”，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深化

文明村镇创建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

“一约五会”等移风易俗活动，持续推进 “好媳

妇”“新乡贤”“文明家庭”等评选，试行星级

文明户认领制，涵养社会正气、促进乡风文明。

围绕 “决胜决战”和 “疫情防控”重大主题，

深入开展 “脱贫攻坚决战时” “我身边的小康”

“全面小康殷实家园”等主题宣传和百姓访谈活

动，挖掘先进人物，宣传典型事迹，弘扬主旋

律，凝聚干事创业、奋发作为强大正能量。编发

《鲁山简报》１２７期，制播 《天南地北鲁山人》

２３９期。鲁山县融媒体中心荣获全省优秀等次。
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制，定期组织召开新闻发

布会。持续加强对外宣传，人民日报、中央电视

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网、新华网、凤

凰网、河南日报等主流媒体刊发我县稿件１１万
余篇 （条），持续讲好鲁山故事，传播鲁山声

音，树立鲁山形象。

深入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多功能图书馆及

科创服务中心开工建设。各乡镇图书文化分馆

挂牌成立，５２３个 “农家书屋”更新图书。成功

举办第四届世界汉字节、中国鲁山端午节、七

夕节、墨子诞辰２５００年等系列文化活动，持续
提升鲁山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开展 “送戏下

乡”“舞台艺术送基层”“戏曲进校园”等惠民

演出 ３００余场次，公益放映电影 ５６００余场次，
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文化传承保

护，鲁山花瓷烧制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豫陕鄂军政大学旧址被确定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仙人洞遗址取得重大考古

发现。

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倾心尽力保障改

善民生

我们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所急、所忧、所盼的民

生实事，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加快发展民生事业。投入资金４亿多元，新
改建７条干线公路，完成石林路、尧迎路、尧山
温泉旅游度假区道路改扩建等农村公路道路建

设项目１００千米。新建、改扩建幼儿园３所、中
小学７９所，启动向阳中学等３所学校建设，通
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省级验收。县人民

医院新院区投入使用，中医院二期加紧建设，

加快推广云上智能诊疗，持续改善乡村医疗条

件。新增农民工返乡创业 ３６８９人，带动就业
６１４９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月补差水
平提高到１８５元，高于省市规定标准。

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坚持重点线索、案件、区域、行业

领域领导包案、挂牌督办，侦办案件６起。强力
推进 “一村 （格）一警”警务战略，建立警务

室５９个、警务工作站２７３个，城区３个新增派
出所开工建设，持续推进 “鹰城云眼”和 “雪

亮工程”建设，全县主要道路、重点地区、治

安复杂场所监控实现全覆盖。学习新时代 “枫

桥经验”，建立健全乡村两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工作机制，实现信访工作 “三下降一提升”。县

司法局荣获 “省村 （居）法律顾问工作先进单

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深入开展

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加强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形势总体

平稳。

七、扛稳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风清气

正政治生态

我们认识到，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

要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提高党的建设

质量，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贯彻党的地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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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工作条例和党组工作条例，定期听取县人

大、政府、政协和法检 “两院”党建工作汇报，

进一步加强对党组的领导。坚持县四大班子主

要领导每周碰头会例会制度，统一思想、统一

意志、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推动工作。认真落实

县级领导干部 “七个一”联系制度，示范带动

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真言、察

实情、解民忧，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

突出抓好政治建设。始终把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作

为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将政治标准和政治要

求落实到各项工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引导

党员干部始终心系 “国之大者”，做到观察分析

形势把握政治因素，筹划推动工作落实政治要

求，处理解决问题防范政治风险，以实际行动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认真落实新时期好干

部标准，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急难险重工

作一线发现培养使用干部。表彰疫情防控一线

优秀干部７２名，在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一线提
拔使用干部１４名。深入开展 “六个五”创建活

动，健全县、乡、村、户、党员、干部各领域、

各层次激励机制，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出台鼓

励激励和容错纠错、预防和查处诬告陷害等办

法，建立核查处理和澄清机制，受理容错免责

事项１８起，鼓励干部担当作为。
夯实基层党建基础。严把 “选、育、管、

用、调、评”各个环节，统筹抓好村党支部书

记使用管理，育强支部 “领头雁”。推进农村党

支部 “六个规范化”建设，构建以支部为网格、

党员为网点、覆盖所有群众的 “红色网格”管

理体系。团城乡寺沟村被评为省级基层党建示

范村。持续推进党建信息化建设，实现三级便

民服务体系视频监控、视频会议、无线广播全

覆盖。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等重大工作中有

力发挥组织引领和党员带头作用。洁利康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基层党组织。

持续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查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４５个，处理６３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２７人。持续推进精简文件会议，基层减负
成效明显。围绕脱贫攻坚、重点项目建设、环境

治理、“六稳”“六保”等中心工作，严格督查，

问效追责，开展专项问责１２次，惩治懒政怠政
干部３３８人次。深入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查处侵害群众利益、扶贫领域

腐败案件１６起、处分１７人，整改相关问题２１５
个。坚持抓早抓小、治标治本相结合，综合运用

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推进以案促改常态化，

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充分发挥巡察利

剑作用，开展县本级巡察１０轮次，实现本届党
委巡察全覆盖。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处置问题

线索６６３件，立案１７２件，结案１２０件，给予党
政纪处分１４５人，处分科级干部１４人。

一年来，县委常委会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更加自觉地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落

实到思想工作生活各方面、全过程；带头强化

理论武装，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努力提

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

力；带头发扬斗争精神，稳妥应对各类风险挑

战，着力破解矛盾和难题，推动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市委要求落实见效；带头贯彻民主集

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树立良好形象，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准则，

主动接受监督。县委常委会也分析了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主要是城乡发展不平稳，收支矛盾

突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和局面尚未完全

形成、发展任务艰巨繁重，民生社会事业还存

在短板，干部作风有待持续转变、干事激情和

工作效率需进一步提高。对此，我们将下更大

功夫认真加以解决。

请同志们对县委常委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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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４日在鲁山县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上

鲁山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叶　锐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

人士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０年工作回顾及 “十三五”主要

成就

过去的一年，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县

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

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

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科学施策，主动作

为，克难攻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总体回

稳、势能集聚的良好态势。全年生产总值增长

３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１２１％，固定资
产投资 （不含农户）增长８６％，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８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１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７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７０６亿元。规上工业
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和工业

高质量发展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

（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作为人

口输入、劳务输出大县，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

肺炎疫情和全市首个确诊病例的严峻局面，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首要位置，临危布局，果断应对，迅

速启动一级响应，顶格成立防控指挥部，配齐

配强防疫力量，做精做细诊治方案，严防严守

重要卡口，织紧织密城乡网络，以 “六个率先”

举措，第一时间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坚持

群防群控，科学管控，在安与危、生与死的重大

关头，全体医务工作者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各

级党员干部迎难而上、坚守阵地，众多志愿者、

企业家、社会爱心人士踊跃参与、倾情奉献，全

县上下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构筑起疫情防控

的铜墙铁壁，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至今，连续实现
确诊病例 “零报告”。坚持立足全局，彰显担

当，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紧急动员、协调帮助

医疗物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全力保障国家疫

情防控物资供应，调拨武汉防疫物资５２３万件，
受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来函

感谢，为支持打好武汉保卫战贡献了鲁山力量。

与此同时，坚持 “一手牵两头”，出台工业、农

业等６个方面７０余条政策措施，积极主动纾困
解难，稳妥推进复工复产，有序做好复学复课，

为经济恢复赢得了主动权，取得了 “两战双赢”

的阶段性战果。

（二）三大攻坚战决战决胜。聚焦硬任务、

啃下 “硬骨头”，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实基

础。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统筹整合资金

７４亿元，安排扶贫项目４３２个；启动农民工就
业百千万工程，开发卫生保洁、防疫消杀等公

益岗位１０７８６个；实施扶贫产品进超市、网络直
播、扶贫大礼包等消费扶贫模式，“鲁山县扶贫

特色馆”线上商城、生态鲁山农产品展销中心

建成投运，多渠道促进了群众增收，实现了

“就业产业”双提升，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综合发生率降为零，顺

利迎接了全国脱贫攻坚普查、全国脱贫摘帽县

抽查验收、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核查和全国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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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帽县２０２０年度脱贫成效考核，“六步工作法”
为国家普查提供了河南经验。污染防治全面推

进。持续开展 “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行动，

取缔 “散乱污”企业９家，治理无组织排放工
业企业３６家，ＰＭ１０、ＰＭ２５累计浓度分别较去年
同期降低９２％、１０９％，实现优良天数２９２天，
较去年同期增加９１天，空气质量为５年以来最
好水平。稳步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全

县地表水综合达标率 ８２３％，高于市定目标。
强力推进土壤重点监管企业污染减排，重金属

污染排放量比２０１３年下降１２％。风险防范扎实
有效。用足用活国家债务管理政策，在省政府

批准的债务限额内，最大限度申报政府债券，

有序化解存量债务，政府债务处于合理区间，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积极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

加强对三类机构监管，实行月、季、年 “三报”

结合的统计制度，三类机构运行平稳。加强国

资监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城投、文旅集团等

国有企业整合优化基本完成，自身融资发展能

力不断增强。

（三）经济运行回稳向好。坚持把稳住经济

基本盘摆在突出位置，强举措、出实招、重落

实，推动经济尽快回暖。抓重点项目。坚持县级

领导分包等八项推进机制，建立重点项目顾问

团，全力推进城乡道路、县级医院、城区学校等

一批重大民生项目。鲁山机场、鲁山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有序推进；花瓷古镇、迎宾大道、２２０
千伏鲁山西输变电等４２个项目实现开工；银岭
风电、１１０千伏瓦屋输变电、洁利康改扩建等项
目实现竣工。全年完成投资１７１３亿元，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抓招商引资。聚焦 “四张图谱”，

持续开展 “四个拜访”，先后对接了航空小镇等

项目，引进了中铁路港鲁山铁路物流产业园、

国电投百万千瓦新能源储能、智慧温控冷链物

流产业园等项目，共签约项目６２个，实际利用
省外资金１５２亿元，圆满完成市定年度任务。抓
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提升

政务服务能力，全县３８个部门、１７７４项业务进
大厅，部门进驻率达 １００％，实现了 “一网通

办”和 “最多跑一次”；大力开展 “一联三帮”

保企稳业专项行动，全面落实首席服务官机制，

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工程领域审批制度改

革，全年为企业减税降费１４６亿元，发放各类
企业贷款５３５亿元，新增市场主体６２９２户，市
场活力有效激发。

（四）产业优化步伐加快。紧盯县域主导产

业，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强化工业支撑。以重点工业项目为抓手，

以科技创新为推动，鲁阳工业园总体发展规划

编制完成，世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加快推进，

清研鲁山先进制造科创中心、中原实体经济研

究院鲁山分院挂牌成立，实施 “三大改造”项

目３２个，完成投资５９６亿元。加快文旅发展。
投入资金１３亿元，尧山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
尧山温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质全面提升；七

夕国际文化产业园、中原云裳牧场等新型文旅

项目顺利实施，元居如是、合智远方等一批高

端民宿项目加快推进；１２６家农家乐完成了星级
评定，带动形成了尧山上坪、四棵树黄沟、团城

清水河等一批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世界

汉字节、七夕文化节、 “首届鲁山杜鹃花节”

“春暖花开·一鲁游你”等活动顺利举行，中国

风景名胜区协会五届七次理事会在鲁山圆满召

开，鲁山花瓷烧制技艺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团城乡、四棵树乡被批准为河南省

特色生态旅游示范乡镇，成功创建河南省旅游

扶贫示范县。推动产业集聚。高质量编制集聚

区改革方案，加快 “管委会 ＋公司”改革步伐；
盘活土地４００多亩、闲置厂房１２万平方米，着
力提升亩均效益；大力推行 “短平快”“一站式

办结”、全程跟踪、全程代办等服务，让项目入

驻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快，“四上”企业

实现年营业收入 １０３亿元，从业人数达 １５
万人。

（五）城乡面貌深刻变化。坚持城乡统筹，

推进中心城区与周边县区一体化发展，加快打

造多点支撑的城乡发展新格局。城市品质显著

提升。迎宾大道进度过半，泰山路东延、新兴路

北延等工程加快推进，中心公园提升、向阳路

北段改建、尧山大道绿化等项目建设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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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便民临时市场、特色美食街和街头游园建成

投用，８个老旧小区实现了提质升级，成功创建
国家卫生县城。城乡贯通加快推进。郑栾高速、

平顶山大西环鲁山段全线通车，郑尧高速鲁山

站加宽改造、郑尧高速引线跨铁路大桥、振兴

路鲁平大道至沙河大桥段、尧山镇至木札岭段、

八里仓至观音寺段等干线公路建设完成，被授

予全省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绿色

交通示范县荣誉称号。乡村面貌持续改善。落

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完成粮食种植面

积９９９万亩，粮食总产量２４４５万吨。培育了
库区蓝莓、董周酥梨、辛集葡萄、马楼食用菌等

区域特色产业，成功申报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４
家、市级龙头企业６家。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实施乡村振兴基础项目４８个，打造精品
绿化廊道３０余处。

（六）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扎实做好 “三

保”工作，惠民政策全面落实，重点民生实事

顺利完成。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及时出台稳就

业措施，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

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工作，全年新增

城镇就业８２４３人、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４２８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４４７２人，发放创业贷款６２７５
万元，动态消除 “零就业家庭”。教育体育事业

持续发展，投入资金２８亿元，新建、改扩建幼
儿园３所，中小学７９所，为全县中小学按照标
准配置了仪器装备；启动了向阳中学项目建设；

招聘特岗教师３００名、高中教师２６０名；学生资
助、控辍保学等工作多次在国家、省、市经验交

流中作典型发言，全县 ２６３所学校食堂实现了
“互联网＋明厨亮灶”全覆盖。建成社会足球场
１６块，举办全民健身活动２０余场次，中国长征
·汽车 （新能源）拉力赛在鲁山顺利发车。健

康鲁山不断推进，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县中医

院新院区、县妇幼保健院业务用房、县疾控中

心实验楼项目建成投用，医疗健康集团挂牌成

立，琴台、汇源、露峰３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正
式运营，东方关爱重症医养康养基地落地实施，

县级医院实现二级甲等医院全覆盖，村级卫生

室实现集体产权全覆盖。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开展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全力做好扫黑除恶、

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信访总量、越级访量实现

同比下降，信访秩序明显好转。

各位代表！２０２０年是 “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五年来，全县上下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市

各项决策部署，团结一致、接续奋斗，在抓大

事、谋长远中积势蓄能，在解难题、攻难关中砥

砺奋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十三五”规

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总体完成，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鲁山奠定了坚实基础，交出了一

份厚重提气的 “成绩单”。

五年来，我们同心同德、奋力拼搏，发展氛

围愈加浓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持之以恒抓

作风、树正气，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全县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在脱贫攻坚、沙河治理、疫情防控、创文创

卫、违建拆除等重大任务面前，展现出了舍我

其谁的使命担当和敢做善成的奋斗精神，推动

了工作晋位次、争上游、走前列。

五年来，我们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群众生

活更加富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

２０１６年的 １９７３７元、７８８９元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３２１５３元、１１１５３元，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全省、
全市平均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２０１６年
的５６４亿元增长到２０２０年的７０６亿元，增长
了２５２％；个人储蓄余额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５５亿元
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２５６亿元，增加了 １０１亿元。
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生产生活水平

全面提升，与全国、全省、全市一道消除了绝对

贫困，迈入了全面小康社会。

五年来，我们统筹兼顾、科学联动，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完成营造林７８２万亩，建设了沙
河、荡泽河、郑栾高速、鲁宝路、环湖路等生态

廊道，森林覆盖率达到５６％；成功创建为中国
长寿之乡、中国天然氧吧县、中国生态魅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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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生态县，鲁山一高荣获全国文明校园，

团城乡鸡冢村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团城乡、下

汤镇荣获全国卫生乡镇，牛王庙、花园沟、范店

村被评为国家森林乡村，建成省市县人居环境

示范村６７个。实施县城 “东扩南进中提北改西

延”，新改建道路１８条，硬化背街小巷２４２条，
建成了森林公园、滨河公园、尧山公园、冶铁遗

址生态园和１２个街头游园，实现了路相通、水
相连、绿成网、人宜居。

五年来，我们尽锐出战、靶向发力，“三大

攻坚战”连战连捷。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９７５亿元，水、电、路、宽带等实现到村到户
全覆盖；打造了７条产业带，培育壮大了六大特
色产业，全县１８４个贫困村全部出列，４９３８９户
１５３２４５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一年实现脱
贫摘帽。１个集体、１名个人获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表彰，７个集体、１０名个人获全省脱贫攻坚先
进表彰，我县被国家发改委评为 “十三五”搬

迁工作成效明显县，危房改造工作获得国务院

督查激励。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扎实推进 “三散”治理，积极实施 “四水同

治”，构建了覆盖全县的大气环境监测体系，

ＰＭ１０、ＰＭ２５持续下降，空气优良天数不断增加，
断面水质综合达标率高于市定目标，土壤环境

质量总体稳定。及早着手、强化举措，有效预防

和妥善化解了问题楼盘、政府债务、非法集资

等方面的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和保障。

五年来，我们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

法律监督、县政协民主监督，主动接受社会和

舆论监督，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

派人士、各人民团体意见建议。支持保障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国防动员、国防教育、人民

防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双拥优抚安置工作

进一步加强，实现省双拥模范县 “六连冠”。第

七次人口普查圆满完成。妇女儿童、残疾人、慈

善等事业健康发展。民族宗教、史志、气象等工

作取得新成绩。

各位代表！回望过去，我们鮸力同心，共克

时艰，既饱含着奋斗的艰辛，更收获了成功和

喜悦。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委、市政府和

县委的科学决策、正确领导，得益于县人大、县

政协的有效监督、鼎力支持，凝聚着全县人民

的辛勤汗水和社会各界的智慧结晶。在此，我

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全县广大群众，向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离退休老同志，向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向驻鲁部队、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

向来鲁投资的创业者，向所有关心支持家乡建

设、鲁山发展的社会各界和海内外朋友，表示

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

经济社会发展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

经济基础不稳固。创新平台和人才与经济发展

需求不相适应，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

撑和引领作用不够强，产业关联和集群发展水

平还不高，抗风险能力较弱。二是消费恢复缓

慢。宏观经济形势复杂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不容忽视，消费支撑有待加强，消费活力有

待激发，消费热点还没有充分形成，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与先进地区仍有较大差距。三是投

资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工业经济实力偏弱，大

多数乡镇缺乏大项目、新项目、好项目。服务业

发展比较滞后，特别是文旅产业规模不大、层

次不高、龙头带动能力不强。四是政府职能转

变还不到位。部分工作人员创新意识、担当精

神、能力素质亟待增强。对此，我们将坚持问题

导向，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解决，努力把各项工

作做得更好。

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及 “十四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当前，鲁山正处于加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并行的关键时期，立足新发展阶段，站位新历

史起点，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风

险和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遵循发展

规律，强化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奋

力开辟更加美好前景。根据 《中共鲁山县委关

于制定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县政府编制了
《鲁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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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提请大会

审议。

《纲要 （草案）》提出了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
展望未来１５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均在 “十四五”末的基础上翻一番

以上，达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在全省县域

经济综合排名中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人民生活

更加富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硕果，基本建成现代化的生态文化美丽富

强新鲁山，奋力谱写全省最美县域新篇章。建

成山清水秀、和谐共生的生态新鲁山。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天蓝、地绿、水净、气爽

的良好生态环境更加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基本实现。建成守正赋能、繁荣文明

的文化新鲁山。文化底蕴充分挖掘，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兴旺发达，文化品位明显

提升，文旅融合更加有力，文化软实力显著增

强，文明风尚更加深厚。建成绿色宜居、环境优

美的美丽新鲁山。生产空间更加集约高效，生

活空间更加宜居适度，生态空间更加山清水秀，

文旅体验更加丰富愉悦，成为居者自豪、来者

依恋、闻者憧憬的美丽鲁山。建成保障有力、人

民幸福的富强新鲁山。现代化治理体系日益完

善，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面推进，政治安

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康、网络安靖、河湖安澜

基本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富足、更加美好、更加

幸福。

“十四五”时期是我县开启全面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及中央、

省、市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认

真践行县域治理 “三起来”、乡镇工作 “三结

合”要求，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创新第一动力、

人才第一资源，聚力 “项目为王、产业至上”

强发展、改革创新强质量、绿色增值强生态、城

市提质强带动、文化增蕴强美誉、收入增长强

民生，坚定不移走工业化发展道路，全力创建

“两山”理论样板区、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知

名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生态文化美丽富强新

鲁山，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鲁山开好局、

起好步。

锚定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聚焦高质量转型发
展，《纲要 （草案）》用 “七个高质量”描绘了

“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

经济发展高质量。工业高水平集聚发展，

文旅产业融合加快发展， “２＋２＋２”产业现代
体系基本形成，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全

省全市平均水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翻—番。改革创新高质量。

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引进和培育一批高层次人

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形成新热潮，全民

创新创业良好环境基本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加

快发展，改革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

高水平构建。生态环境高质量。资源节约和综

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

健全，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生

态环境更加优美，成功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打造 “两山”理论样板区。城乡建设

高质量。坚持以人为本，突出绿色生态，完善基

础配套，厚植文化底蕴，提升品质品位，奋力建

设 “乡村振兴示范县”，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文

化之城、活力之城、创新之城、魅力之城、文明

之城。文旅发展高质量。立足旅游资源禀赋，挖

掘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与旅游、生态与旅游、城

市与旅游、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一批特

色文化旅游精品，创建一批文化和旅游消费示

范区、文化旅游先进企业，着力打造全国知名

旅游目的地。人民生活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乡人民收入水平稳步提

升，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缩小，民生短板得到有

效解决，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幸福指数显

著提高。党的建设高质量。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铸就绝

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倡树实干有为的工作导向，

筑牢固本强基的战斗堡垒，营造干净担当的政

治生态，巩固全面从严的常态格局，凝聚团结

奋斗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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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 “十四五”发展目标， 《纲要 （草

案）》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实现路

径，并从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体系、开

创改革发展新局面、构筑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

画卷、提升生态建设新境界、夯实经济加速发

展新支撑、共享和谐幸福新生活等６个方面对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进行了安排。

各位代表！

“十四五”规划是今后五年全县经济社会发

展的宏伟蓝图和全县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

凝聚各方智慧，承载人民期盼。我们坚信，有省

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正确领导，有

全县人民的奋力拼搏，“十四五”发展蓝图一定

能够如期实现！生态文化美丽富强新鲁山建设

一定会再奏凯歌、再谱新篇！

三、２０２１年重点工作
今年是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

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政府工作，必须坚

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更加有效的举

措，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

总值增长９％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５％；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０％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１０％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１０％；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９％。

重点做好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项目为王，筑牢回稳向好新态

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产业至上鲜明导向，围

绕 “三个一批”，做到 “五个突出”，全力营造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好项目的浓厚氛围。

集中签约一批。坚持招商引资一号工程，

聚焦产业项目和新基建两个重点，持续优化

“四个图谱”，做好 “四个拜访”，实施政府班子

成员每周到企业解决一次问题、每月至少外出

招商一次、每季度必须招回一个项目 “三个一”

机制，深入开展市场化招商、专业化招商、点对

点招商、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坚持准入标

准，突出绿色低碳，严控 “两高一危”，着力引

进一批战略性、龙头型项目，不断提高招商选

资实效，力争引进总投资１０亿元以上项目５个、

５亿元以上项目１０个、亿元以上项目２０个，境
外资金项目２个以上，实现利用省外资金１６０亿
元以上。

集中开工一批。突出统筹调度，做实前期

工作，紧盯关键环节，细化问题清单，大力推行

首席服务官机制，成立重点工作专班，常态化

开展集中开工、观摩点评、现场督导，提高签约

落地率、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保障签约项

目落地生根、有序推进，确保总投资１４亿元的
鲁山机场、４５亿元的平顶山至尧山铁路、５３亿
元的昭平台水库扩容、８９亿元的鲁山抽水蓄能
电站等一批强基础、增动能、利长远的重大项

目开工建设，全年新开工建设项目６４个。
集中投产一批。建立台账、全程跟踪、强化

落实，完善项目建设考评奖惩机制，重点关注

投产达效，以建账、理账、对账、交账、算账，

做到目标亮相、考核亮牌、奖惩亮剑，充分释放

项目企业的潜在生产力，统筹推进１１０个重点项
目建设，完成年度投资 １７４亿元，确保总投资
１５亿元的大浪河生态综合整治、３３亿元的国
电投河南鲁阳风电场、４亿元的将相河水污染治
理及湿地建设、４７亿元的辛集社区棚户区改造
等２４个项目竣工投产。

（二）推动产业转型，构建现代产业新体

系。坚持以壮大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不

断健全完善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链、

政策链，全力构建 “２＋２＋２”产业布局。
培育壮大工业产业。基础产业保稳定、现

有产业保发展、未来产业保竞争，实现工业经

济由大到强。推进产业集群。整合现有产业，厚

集发展势能，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业带

动经济发展，推动世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建

设，加快形成 “一总装两配套六成长”的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抓好大地集团装配式建筑材料、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新型墙体装饰材料、河南

省装配式建筑技术创新产业联盟等项目建设，

打造全省绿色新型建材集群；抓好鲁山抽水蓄

能电站等能源项目建设，培育集水电、风电、光

电、生物质发电、垃圾焚烧发电等于一体的新

能源产业集群；深化与上海祥源生物等龙头企

２１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业合作，建设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抓好园区建

设。开展产业集聚区 “百园增效”行动，推行

“管委会 ＋公司”运行模式，加快家纺产业园、
冷链物流、竹缠绕等重点项目建设，突出集聚

带动作用；释放现有企业活力，推动洁利康企

业上市、汇源公司破产重整，盘活低效资产，实

现腾笼换鸟，全面推进 “二次创业”。高标准建

设鲁阳工业园区，加快水、电、路、管网等基础

设施建设，用足用好鲁阳电厂资源，围绕热、

电、汽资源低成本优势，解放思想，大力招商，

积极对接平煤集团，推进大地集团１００兆瓦光伏
发电等项目，尽快形成产业集群，争创省级工

业园区，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加快

动能转换。坚持企业技改提升、传统产业智能

化改造、新兴智能制造产业培育同步发力，推

动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４３个 “三大改造”

项目建设，完成年度投资７２亿元以上，实现流
程再造、优势再造。支持佳尚农业、华豫万通打

造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形成

更多 “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

做优做强文旅产业。全面实施 “旅游 ＋”
战略，加快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推动文旅产

业全域开花。推行 “生态 ＋旅游”，立足洛阳都
市圈伏牛山生态涵养区定位，厚植青山绿水优

势，持续推进尧山生态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

为旅游开发和生态建设预置 “红线”，加快推进

一批高端康养项目，擦亮 “中国天然氧吧”“中

国长寿之乡”底色，打造文旅康养基地。推行

“乡村 ＋旅游”，推进农家乐星级评定，加快上
坪民宿集群、陌上隐等项目建设，壮大尧山镇、

赵村镇、四棵树乡等一批特色乡村游品牌，加

快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步伐，新增省级乡村旅游

特色村２家、省级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１家。推
行 “文化＋旅游”，引导鲁山花瓷、鲁山丝绸等
文旅企业，开发一批中高端文旅产品，打造一

批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示范项目，建设一批示范

园区，增强转化能力，丰富文化旅游内涵。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产业。加强服务内容和

业态模式创新，加快服务业精细化高品质转变

步伐。发展物流服务业，支持豫西物流产业园、

电商产业园加快发展，启动中铁路港鲁山铁路

物流产业园建设，谋划海关保税仓库落户鲁山，

提升冷链物流、快递物流、大宗商品物流等特

色物流发展水平。发展文旅服务业，紧盯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开工建设县游客集散中

心，加快传统商贸服务业提质升级，推进实体

商业转变经营模式、增强体验式服务能力，鼓

励传统商场和老旧厂区改造为新型消费载体，

打造一批品牌步行街、美食街。发展康养服务

业，依托山、汤、林、湖优质资源，推动中医药

产业园等康养项目建设，谋划鲁山神汤温泉康

养度假区项目，支持下汤、库区、赵村等具备条

件的乡镇建设成为规模化、区域化的生态康养

基地。

（三）完善要素支撑，打造发展新环境。靶

向瞄准，查漏补短，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

体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活力。

优化营商环境。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审批

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

高、服务最好要求，持续深化 “放管服效”改

革。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企，聚焦 “十大工

程”，围绕 “１３７１０”思路，全力开展 “万人助

万企”专项行动，对重点企业一企一策、一事

一议，帮忙不添乱、建议不决策、助力不插手；

实施营商环境定期评议制度，主动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企业代表参与，定期打分亮牌，

强化结果运用，真正做到该办的事坚决办、决

不拖，能办的事马上办、决不等，难办的事想法

办、决不放，需要合办的事协作办、决不推，让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实现亲有度、

清有为。

强化人才保障。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不断完善柔性引才机制，

加快博士楼项目建设，着力引进一批行业领军

人才、创新创业团队；建设返乡创业示范园区，

健全返乡创业优惠政策，打好老乡牌，用好老

乡资源，发展老乡经济；推进全民技能振兴工

程，继续开展全民创业创新大赛，激发县域人

才创新创业积极性；支持北京、深圳、郑州等地

鲁山商会做优做强，让更多优质项目落户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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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研究院 ＋创新平台 ＋合作项目”运行模
式，充分发挥中原实体经济研究院鲁山分院、

清研鲁山先进制造科创中心作用，着力推动一

批企业 “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深化与京

师合创合作，建设全日制职业大专，培养更多

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

防范化解风险。积极防范化解企业风险，

抓好企业债务风险识别、监测和管控，加强资

产负债管理，强化企业间担保链风险防范。严

格防控地方债务风险，切实保障 “三保”支出。

坚决防范金融风险，稳妥化解处置中小金融机

构、非金融机构风险，有序推进问题楼盘化解，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互联网金融等活动。

着力应对疫情衍生出的各类风险，防止风险传

导蔓延。

（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创乡村振兴

新局面。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推进

“五个振兴”。

保障粮食安全。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

长责任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全年粮食产量２５万吨
以上。加大水利、农机、气象等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在西南部谋划３处特色气候小镇。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新建高标准农田

４５万亩，完成投资７０９０万元以上。实行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

改力度，强力推进农村耕地建房整治，坚决遏

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持续推进

优质粮食工程，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强化粮食

收储保供，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健全动物

防疫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体系，推动生猪稳产

保供，保障 “菜篮子”产品供给。

发展现代农业。依托优质林果、特色种植、

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持续推进 “三大集约”

“三大融合”。推动优质林果链条化，强化与行

业龙头企业的经营合作，进一步推动库区蓝莓、

辛集葡萄等８个乡镇的特色林果业发展，建设
１６个林果产业项目，打造林果产业示范带，新
增优质林果面积１万亩，打造 “中原蓝莓第一

县”。推动特色种植品牌化，鼓励蔬菜优势产区

开发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打造新品牌，在辛

集、张良、马楼、磙子营４个乡镇建设１８个瓜
蔬产业项目；持续壮大食用菌种植规模，在马

楼、瓦屋、观音寺、土门等乡镇实施２２个食用
菌产业项目，着力打造 “中原香菇第一县”。推

动畜牧养殖循环化，支持大北农、瑞亚牧业、正

隆农牧、丰源和普等企业升级改造，以种养叠

加、三产融合模式实现畜牧业生态化、绿色化、

循环化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立足乡村振兴巩固提升县

战略定位，突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巩固脱贫成效。落实 “四个不摘”

要求，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

三类重点人群开展常态化监测预警；聚焦 “两

不愁三保障”，强化行业部门责任，做好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统筹整合资金７４６亿元，实
施扶贫项目４１９个，持续增加群众收入；继续推
行 “４４４３”扶贫资产管护模式，确保扶贫资产
保值增值；充分发挥 “一约四会”作用，开展

移风易俗行动，强化扶志扶智。衔接乡村振兴。

做好顶层设计，鼓励试点先行，以产业延链补

链、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

提升为抓手，开展乡村建设行动，分类、分批实

施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重点围绕 “一城一湖三

出口”，先期打造梁洼鹁鸽吴、马楼沙渚汪、库

区搬走岭、瓦屋楼子河、下汤林楼等５６个乡村
振兴示范村，全力建设生态循环农业、休闲观

光旅游、特色种养观光、休闲户外拓展、现代高

效种养产业等６条乡村振兴示范带，聚点成带，
以带连片。

（五）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打造区域发展新

格局。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动区域优

势互补、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坚持平鲁一体化发展，

高标准启动平鲁快速通道建设，加快沙河北路

东延，推动七夕国际文化产业园、花瓷古镇、恒

大温泉城等项目建设，促进市县资源共用、政

策共享、业态集聚、同频共振。做实小城镇节

点，围绕张良、尧山、下汤、瓦屋等区域中心城

镇，加快推进乡 （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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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础投入，着力提升规模能级。做优乡村腹

地，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考评体系，紧盯优化

开发、重点发展、生态功能三个乡镇发展定位，

制定出台差异化发展政策，加快形成以城带乡、

乡镇联城、中心带动、错位发展的县域协同发

展新格局。

推进城市提质发展。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建设完成迎宾大道，高标准推进北环

路提质改造，启动光明路建设，打通一批断头

路，形成 “六横六纵”城市路网。实施水系畅

通工程，开工建设大浪河生态综合治理、沙河

二级橡胶坝、人工河、南城壕等项目，持续推进

沙河生态修复与提升工程，完成三里河、将相

河治理改造，启动将相河、大浪河带状公园建

设，支持沙河滨河公园创建 Ａ级景区。深化城
市体检，推动１０个新纳入计划的老旧小区开工
和保障性住房小区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棚户区

改造，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供气、供电、供水、排污

管网改造升级，强力推进城区供热，让群众感

受到城市温度。

推进交通完善发展。坚持以大交通带动大

流通，以大流通促进大发展，开工建设焦唐高

速鲁山段、叶鲁高速、鲁宝工业大道，加快推进

郑尧高速尧山站东移、郑尧高速鲁山西出口、

二广高速四棵树出口、综合汽车站等项目建设，

完成鲁嵩口至鲁汝界段改建主体工程、钢厂路

沙河大桥前期工作，改建郝程路、惠东线、楼中

路、八兴路等农村公路１００千米以上，创建省级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让城乡贯通度更高、让

县际 “朋友圈”更大。

（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转型新

跨越。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建立大气污染源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

协同治理，以更大力度调整 “四个结构”，确保

完成年度空气质量改善指标。实施 “河长 ＋检
察长”制，进一步压实各级河长湖长责任，深

入开展河湖 “清四乱”专项行动，全面推进

“四水同治”，确保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加强

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土壤风险识别与监控，持

续强化重金属污染、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固体

废物处理，确保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深入

开展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禁塑限塑专项整治行

动，有效遏制噪声污染和白色污染。

坚决守牢生态红线。把生态保护红线作为

保障生态安全不可逾越的底线，全面落实最严

格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严格执行 “八个严禁”

要求，统筹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推行自然资

源管理 “一网两长”制，深入开展巡河巡山巡

矿行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突出

自然山体保护，严把矿业权准入关口。加快编

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抓好河湖采砂、露

天矿山、工矿废弃地等生态修复，加强湿地保

护和修复，建立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机制。加大

刑事打击力度，严肃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

任，以高水平的生态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

全力建设绿色家园。学习借鉴安吉发展模

式，围绕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加快绿色转型发

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共

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新兴低碳产业发

展，创建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产品、

绿色供应链。实施能源消费 “双控”管理，强

化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节能减排，打造一批

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大力开展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新增国土绿化面积 １５万亩以
上，完成国家储备林新造林３９万亩，建成一批
生态廊道、生态水系、生态林场，创建省级森林

城市、省级生态示范县，争创 “两山”理论样

板区。

（七）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事业新发

展。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程建

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抓牢抓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坚持 “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落实 “人” “物”同防，实现

常态化疫情防控。以双防控体系为抓手，强化

重点人群排查管理，加强农贸海鲜市场、进口

商品、冷链物流等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管控，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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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切断疫情输入途径、消除疫情传播隐患。完

善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和防控救治体系，全力推

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建立全民免疫屏障，强

化防疫物资储备，筑牢疫情防控坚实防线。

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实施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促进和基层成长计划，抓好退役军

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等重点群体

多渠道就业。谋划建设县中心养老康养基地，

推进和佑康养社区项目建设，启动四棵树乡东

方关爱重症医养康养基地建设。建设一批乡镇

中心养老院，改扩建观音寺乡卫生院老年康复

中心建设项目。持续推动社会保险参保扩面，

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确保社会保险基金

安全运行。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做好城市困难群体帮扶，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推动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进一步建立健

全教师补充长效机制，落实年度师资力量补缺

工作任务，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加大财政投入，

落实 “三项补贴”政策，推进教师周转房建设；

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促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基本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现

象，逐步完成农村两类学校建设规划；推动普

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实施高中教育和职

业教育扩容提质工程，加快鲁山中专建设步伐，

形成中、高职贯通的办学模式。完善特殊教育

保障机制，提升特殊教育教学质量。推进民办

教育规范发展，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落实

“五项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大 “双减”力度。

强化教育用地保障，加快向阳中学等重点项目

建设进度，在城区谋划筹建高中、初中、小学各

１所，幼儿园１～２所，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
优质教育的需求。

全面推进健康鲁山建设。持续完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提

升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救治诊治能力和乡镇

卫生院服务基层能力，加强疾控人才队伍建设，

开工建设投资１２亿元的县老年病医院，健全优
质高效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县域就诊率达到

９０％以上、基层就诊率达到６５％以上。深入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落

实 “四个最严”要求，强化食品药品全程监管，

确保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大力传承弘扬优秀文化。立足鲁山土壤，

深耕鲁山文化，讲好新时代的鲁山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加快红色文化场馆建设，保护好豫

陕鄂前后方联席会议旧址、豫陕鄂军政大学旧

址两个全省首批革命文物，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弘扬劳模精神，深入挖掘鲁山籍劳模多种优良

品质，支持张良文香兰劳模纪念馆、马楼沙振

海劳模纪念园等劳模场馆建设，倡导鲁山人新

时代道德风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

造文化品牌。深度挖掘墨子文化、屈原文化、仓

颉文化、姓氏文化、牛郎织女文化，做好传承发

扬，完善载体支撑，着力让鲁山的特色文化品

牌立足新时代、彰显新气象。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城乡社区治理

和服务体系建设，健全 “民呼必应”接诉即办

工作体系，完善 “一村一警一法律顾问”长效

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完善社

会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机制。抓好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落实，从源头根治欠薪。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严厉打击违

法犯罪活动，加快推进鲁阳、露峰、汇源三个城

区派出所建设。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和

应急保障体系，强化应急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持续推进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抓好 “九小”场所等重

点区域治理，强力推进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国防教育、国

防动员、人民防空、退役军人事务、双拥共建等

工作，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全面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支持工会、共

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更好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做好外事、侨务、港澳、对台工作。加

强统计、史志、档案、地震、邮政、社科、慈善

等工作。

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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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更需要我们大力发扬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精神，不断提升主动性、加强协调

性、深化时效性，坚决做到行动迅速、善抓落

实、争创一流，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

（一）坚持忠诚为先。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政府各

项工作的红绿灯、指挥棒、试金石。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

（二）坚持法治为纲。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严格依法行政，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和法治化。深入开展 “八五”普法工作，推动

民法典全面有效实施。自觉接受人大工作监督、

法律监督，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加强审计监督、司法监督、统计监

督，高质量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加

大政务公开力度，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

（三）坚持实干为要。把抓发展作为政府系

统讲政治的具体体现，坚持结果导向，以结果

论英雄、从过程找经验、用实绩来检验，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为载体，以项目化产业

化工程化信息化方案化为基本方法，传承任劳

任怨、兢兢业业的奋斗精神，持续强化政府执

行力建设，把项目建设一线、工作落实一线作

为练兵场，以实干赢得群众信任、以实绩造福

全县人民。

（四）坚持廉洁为本。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扎实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推

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监管全覆盖。严格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纠治

“四风”。认真做好各类巡视巡察问题整改工作。

落实 “过紧日子”的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

出，从严从紧控制 “三公”经费，支持基层保

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各位代表！

新使命任重千钧，谋发展惟有担当。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鲁山县委坚强领导下，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名词解释

六个率先：县委县政府提出疫情防控工作

举措，即率先建立防控机制、率先实行挂图作

战、率先实施三层管控、率先部署春季传染病

防控、率先全面管控发热病人、率先实行分类

管理。

一手牵两头：今年疫情防控期间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工作要求，即一头抓好疫情防控，一

头抓好经济发展。

四张图谱、四个拜访：市委市政府关于精

准招商的具体要求，即绘制产业图谱、企业图

谱、产品图谱和研究机构图谱；拜访国家级科

研机构、知名专家人才、知名企业、国家级行业

协会。

“一联三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省委省政

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举措，即建立党政干部

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制度，帮助惠企政策落地、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项目建设。

三大改造：我省对传统工业提质的抓手，

即智能化改造、绿色化改造和技术改造。

三管三必须：即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一杜绝三下降：即安全生产中杜绝发生重

特大事故，事故总量继续下降、较大事故继续

下降、死亡人数继续下降。

“三散”治理：指对 “散乱污”企业、散

煤、散尘等三大污染源进行治理。

四水同治：即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治理。

县域治理 “三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视察时提出的，即 “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

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

来”。

乡镇工作 “三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尉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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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张市镇主持召开镇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座谈会

上提出乡镇工作 “三结合”的要求，即把改进

作风和增强党性结合起来，把为群众办实事和

提高群众工作能力结合起来，把抓发展和抓党

建结合起来。

“２＋２＋２”产业现代体系：县十五次党代
会提出的，即着力打造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两

个主导产业，绿色新型建材、绿色食品两个高

成长性产业和文旅康养、丝绸家纺两个传统

产业。

三个一批、五个突出：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措施，即集中签约一批、集

中开工一批、集中投产一批；突出抓好项目前

期工作、突出开发区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作

用、突出绿色低碳循环、突出统筹调度、突出考

核问效。

两高一危：指高污染、高能耗，危险品。

“放管服效”改革：即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提高效能。

“万人助万企”专项行动： “万人助万企”

活动是省委作出的重要工作决策，要求广大干

部躬身入局、履责于行解决好企业面临的突出

问题和瓶颈制约，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提质提速。

十大工程：我县推动 “万人助万企”活动

的举措，即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工程、企业家

培育工程、市场主体培育工程、返乡创业工程、

企业发展环境优化工程、要素保障优化工程、

乡村企业振兴工程、建筑企业管理工程、规上

工业企业提升工程、工业项目投资强化工程。

“１３７１０”工作思路： “１”是指助企服务人
员能够解决的难题，要求在 １天时间内解决；
“３”是指对县级层面能够解决的难题，要求在３
天内解决到位；“７”是指需市级协调解决的，７
天内解决到位；第二个 “１”是指对重大疑难问
题，１个月内解决到位；“０”是指所有的问题在
规定时间内全部化解、清零。

“４４４３”扶贫资金管护模式：我县探索的扶
贫资产保值增效模式，即扶贫资产澄清基建类、

公益类、经营类、到户类 “四个”底子，明确

县、乡、村、企业 （家庭） “四级”管理责任。

实行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县直行业部门 （乡

镇）、村、企业 （农户） “四级”管理，开展

“四级”巡察，村级每周巡察一遍，乡级每月巡

察一遍，县级每季巡察一遍，每半年考评一次、

每年综合评价奖惩一次的制度，落实县直部门、

乡镇、村委会 “三级”扶贫资产收益分配。

一约四会：即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道

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和禁毒禁赌会。

一城一湖三出口：我县乡村振兴示范带建

设的抓手，即城区周围梁洼镇鹁鸽吴村、马楼

乡沙渚王村；昭平湖水库周围董周乡平安村和

蔡庄村、库区乡搬走岭村、王村；郑栾高速和二

广高速下汤、尧山、瓦屋三个高速出口周边的

林楼村、黄沟村、上汤村、楼子河村等。

调整 “四个结构”：指调整产业结构、调整

能源结构、调整运输结构、调整用地结构。

“八个严禁”要求：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措

施，即严禁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严禁私挖滥采

矿产资源、严禁非法开采破坏山体、严禁违法

占地露天造像、严禁毁坏森林草地湿地、严禁

违法违规修建别墅、严禁围湖围河补充耕地、

严禁非法排污。

“一网两长”制：即自然资源网格化田长

制、山长制管理。

“四个最严”要求：即最严谨的标准、最严

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民呼必应”接诉即办工作体系：市委市政

府民呼必应快速响应机制建设工作。即逐步建

成集市１２３４５民呼必应热线、平顶山１２３４５微信
公众号、电子信息、纸质来信等为一体的综合

受理平台，打造以 “民呼必应”为目标的接诉

即办工作体系。

枫桥经验：即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 “党政

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

定，促进发展”的经验。

“九小”场所：重点消防安全综合整治对

象，即小学校或幼儿园、小医院、小商店、小餐

饮场所、小旅馆、小歌舞娱乐场所、小网吧、小

美容洗浴场所、小生产加工企业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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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专辑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５日，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
情，鲁山县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高规格成立防控指挥

部，１月２７日即组织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紧急响
应，认真落实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总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摆在首位，科学精准施策，严格落

实战时机制，坚持内防扩散和外防输入并举，

以最快速度实现本地病例、疑似病例、新增病

例全面清零。紧急动员医疗物资企业开足马力

生产，洁利康公司在疫情期间调拨武汉防疫物

资５２３万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
障组来函致谢。２月２１日，全县解除封城措施
后，主动适应疫情新形势、新变化、新常态，坚

持底线思维，按照 “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

准管控、有效救治”常态化防控总体要求，补

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细化防控措施，落实

“四早”要求，建立健全科学精准有效的常态化

防控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出

台工业、农业等６个方面７０余条政策措施，落
实 “六稳”“六保”任务，主要经济指标逐季好

转，实现平稳运行。１０月２１日，河南省举行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获得河南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２人、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集体３个。获得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２７人、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９个。

落实战时机制　内防扩散外防输入

确保疫情防控狙击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全县疫情基本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４时，全县共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９例，其中治愈８例、死亡１
例 （患有肺心病等基础性疾病），无境外输入病

例，追踪密切接触者１９９人。自２月７日最后１
例确诊病例出院后，全县年内无新增病例报告，

防控工作呈现持续稳定态势，全县大局安定，

经济发展平稳。

二、疫情防控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各级防控责任。

建立健全以县委书记为总指挥、县长为第一副

总指挥，县级领导为副总指挥的指挥体系、领

导机制，组建专项工作组和工作专班，在指挥

部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确保指挥部高效运

转。先后印发 《鲁山县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工作方案》（２０２０〔１２０〕号）、《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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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各专项工作组、各单位

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职责的通知》（２０２０〔１２６〕
号）、《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的实施意见》（〔２０２０〕１３２号）、《关于印发鲁
山县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２０２０〕１４２号）等文件，夯实 “属地、部门、

单位、个人”四方责任，明确单位 “一把手”

亲自抓、负总责，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原

则，压实相关部门和单位责任，制定完善行业

部门常态化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落实２４小时
应急值守、指令运转、信息报送等制度、落实疫

情防控常态化防控措施。

（二）健全应急机制，完善疫情防控体系。

制定下发 《鲁山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校复学

防控救治应急预案 （试行）》 《鲁山县卫生健康

系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应

急预案 （试行）》等预案，调整修订 《鲁山县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鲁山县突发公共事

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调整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和突发公共事件卫生救援应急工作领导小

组，组建县级卫生应急队伍５类１１支，共计１０８
人，为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锻造一支 “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应急队伍，形

成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医疗救治三大专业联

动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防控组织、挂图作战、

三层管控、秋冬季传染病防控、发热病人管理、

重点地区返鲁来鲁人员管控、医疗系统师资人

员培训、常态化卫生救援应急演练、应急防控

物资储备、常态化督导检查责任落实等十大

体系。

（三）加大业务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部门联动，多次举办秋冬季传染病疫情防控应

急演练，全面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

应机制和水平，进一步规范操作流程，锻炼和

提高各相关人员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应急处

置的实战能力。组织各医疗机构业务技术骨干

进行秋冬季传染病防控师资培训，系统学习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设置、卫生应急管理、秋冬季

传染病防控、新冠肺炎救治与防控、医疗机构

感控等业务知识。县级师资培训结束后，由参

加培训的各医疗卫生单位业务骨干对辖区全体

医务人员包括村医再进行培训，达到全体医务

人员业务培训全覆盖。通过技能培训，全面提

高县、乡、村各级医务人员应对秋冬季传染病

的应急作战能力。全县各级医疗机构累计进行

培训４０余场，培训人员１５万余人。
（四）加强硬件建设，提升监测预警能力。

一是加强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建设，发挥医疗机

构哨点作用，在全县３５个医疗机构全部设立发
热门诊的基础上，进一步投资１８００万元，在２２
个乡镇卫生院规范建设发热门诊及发热哨点，

其中８个中心卫生院建设不低于３００平方米的发
热门诊，剩余１４个卫生院建设不低于４０平方米
的发热哨点。二是加快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

全面提升全县常态化疫情防控能力。利用中央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资金２２００万元，在县疾控中
心、县医院、县中医院等二级医院开展基因扩

增 （ＰＣＲ）实验室建设项目。三所 Ｐ２实验室每
日正常检测能力可达到１３８万人，大规模检测
采取１０混１方法时日检测能力可达１３８万人。

（五）筑牢 “四早”防线，实现人、物应检

尽检。一是持续加强重点人员、国内重点地区

及境外返鲁人员健康管理，对国内重点地区及

境外人员入鲁后第一时间上报县指挥部进行登

记管理，明确管控责任人，安排专人实行点对

点封闭式接送，并按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

验室检测技术指南》要求，对疑似病人密接者、

高中风险返鲁人员、境外返鲁人员、入院病人

及陪护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做到应采尽采。

截至１２月底，全县共核酸检测４６０１９人次，其
中县医院３７１９８人次、中医院７９６７人次、疾控
中心８５４人次。二是加强进口货物特别是冷链食
品检测，对全县海鲜、冻肉等食品及从业人员

进行排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３５０余人次，执法
车辆８０台次，监督检查辖区内农贸市场、大型
超市、餐饮单位的自建自备冷库以及提供冷冻

冷藏食品贮存业务的第三方冷库１８０余家次，采
样检测从业人员１９０人、货品２４１份、环境１０４
份，共５３５份，由第三方公司检测全部阴性，全
力保障全县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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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化资金保障，做好防护物资储备。

按照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

的通知》 （财办库 〔２０２０〕２３号）文件精神，
建立采购 “绿色通道”，全力落实财政性资金采

购疫情防控相关物资、工程和服务，采购进口

物资无需审批等有关规定。２０２０年，全县共拨
付防控资金 ７５７８１７８万元，其中上级补助
２７４８３１万元、县本级安排 ４８２９８６８万元 （含

县红会捐款２４２４９万元、县慈善协会捐款３０万
元、抗疫特别国债２２００万元）；实际支出４２９０
万元，其中县级支出３７１５２万元 （含抗疫特别

国债支出１００８６７万元），乡级支出５７４８万元。
组建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医疗救治用品采购、

服务企业生产、市场供应 （市场秩序）、资金保

障等５个工作专班，拓宽物资保障渠道，确保全
县各单位物资库存始终满足全县疫情防控１～２
个月需求。截至１２月底，全县库存储备防护服
４７６８套、口罩２６９２６４只、酒精１０１９０斤、消毒
液３１３６４斤，其他防疫物资若干。全县２９家公
立医疗卫生单位和１０所民营医疗机构储备３０～
４０天常规物资，累计储备各类防护物资４５１３５７
件、检测设备５０５６件、消杀用品２２０４１件。

（七）严格落实措施，做好交通防控工作。

全面落实汽车站常态化防控工作，严格落实消

毒、通风和人员防护措施，根据客流适时调整

恢复营运线路和班次，严格控制班次密度，严

格规范和加强乘客测温工作，认真做好乘客信

息登记，对体温超过３７３℃的乘客或到站客运
班车发现的发热乘客按照程序第一时间采取隔

离措施并上报。强化火车站管控，加强火车站

卡点值班，按照 《关于进一步加强火车站检查

站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明确细化各单

位、各乡镇职责和工作流程，每天对卡点进行４
次集中消杀消毒，有效保障工作人员个人防护。

５月２９日之后，未发现发热人员。做好交通应
急保障，按照 “一断三不断”总体要求，研究

制定运输保障工作方案，做好交通运输防疫准

备工作，采购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成立６０人的应急保障队伍，储备２０台货车、１０
台客车作为应急车辆，随时待命。

（八）加强市场监测，确保市场秩序稳定。

一是督促大型商超企业储备不低于１０天销售量
的日常必需品物资，即销即补。加强商超企业

质量价格监测，强化检查督导，确保市场物资

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维护市场秩序稳定。截至

１２月，全县大型商场超市生活物资储备充足，
能够满足市场需求。１２３１５投诉举报中心严格落
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发现违法商户立即进行立
案调查。二是制定粮食、蔬菜生产储备调拨预

案。指导县域蔬菜生产基地张良、马楼、磙子

营、韍河、张官营等乡镇，搞好蔬菜生产；选定

县面粉加工企业中优质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

保障面粉充足供应，确保基本满足全县城乡居

民需求。三是加强食品监管经营，落实重点商

场、超市清洁消毒、入场人员戴口罩、体温测量

登记制度，切实做好人员防护和健康检查。加

大散装食品管理力度，严防交叉污染。做好宣

传引导和人员疏导，倡导错峰购物。严格检查

辖区超市、药店，确保销售的食品、药品质量

安全。

（九）加强宣传引导，营造群防群控氛围。

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引导，实行２４小时网上舆
情监控，净化网络生态环境，营造清朗网络空

间。采取鲁山简报、微信、公众号推送、创作文

艺宣传片、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进行全社会宣

传报道，第一时间发布全县疫情防控指挥部通

告，宣传防控知识，发布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先

进典型事迹和人物，营造群防群控浓厚氛围。

疫情发生之后，鲁山简报、微信公众号、手机报

发送各类疫情防控工作稿件 （图片）３０００余篇
（幅）；以 “众志成城战疫情”为背景，创作推

送诗文、抖音、视频等累计６００余篇，散文 《守

住自己的阵地》在 《人民日报》刊发；在中央

级、省级、市级以上网络新闻媒体发表疫情防

控相关新闻稿件３２００余篇；利用电台电视台播
放疫情防控相关新闻１６００余条，播发通知、公
告、防疫知识信息４０余万条。

（十）强化社会管控，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依托县政法委、公安局成立社会稳定组，处置

与疫情有关的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秩序，依法

１２疫情防控专辑　



处理拒不配合疫情防控的人员，打击编造、散

布虚假信息等违法行为，加大对利用疫情进行

诈骗或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全、哄

抢财物等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落实网上２４小
时巡查制度，及时发现、报告、封堵、删除各类

有害信息，严防利用网络造谣惑众、实施破坏

活动。全县共查处涉及疫情刑事案件２起，刑事
拘留２人；治安案件３５起，行政拘留３２人，行
政罚款２９人。

（十一）持续督导检查，确保措施落实到

位。把秋冬季疫情防控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主动适应疫情形势变化，坚持力度不减、标准

不降、劲头不松，加强对相关单位及公职人员

履职尽责情况的监督，以实际行动扛稳秋冬季

疫情防控监督保障政治责任。采取随机选择、

不打招呼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督

导检查，推动落实 “五有三严” （有防护指南、

有防控管理制度和责任人、有防护物资设备、

有医护力量支持、有隔离转运安排等措施，严

格发热门诊设置管理、严肃流行病学调查、严

防医院院内感染）等各项防控措施。督促整改

发现的管理性、技术性、责任性问题，消除薄弱

环节和工作短板；严肃处理和问责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决策部署和县有关工作要求不力

行为。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高向阳

高向阳　男，汉族，１９６５年８月生，中共
党员，河南鲁山人，现任鲁山县卫生健康委医

政药政股负责人、副主任医师。２０１５年 ４月，
被平顶山市总工会授予 “平顶山市五一劳动奖

章”。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被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评为
“全省药政工作先进个人”。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被河
南省委、河南省政府授予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高向阳同志自 １９８６年从事卫生工作至今，
始终把群众健康利益放在首位。２００３年，作为
基层卫生院院长全程参与 “非典”防控。２０２０
年元月以来，全身心投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中，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履职尽责。１月２０
日起连续４８天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几乎每天
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其间，腰疾复发，活动受

限，但他强忍疼痛，带着护腰坚持工作。

疫情紧要阶段，每天接打咨询、请示、安排

工作的电话上百个，每天都在电话、会议、培

训、检查、报表、学习、草拟印发文件中度过。

经常和县委领导下乡督查医疗机构防控情况，

每次要检查十几个单位，常常忙到深夜。３月中
旬，带队入驻县直单位督导院感防控，发现并

督促整改问题３００多条。疫情期间跑遍了全县每
个医疗单位，督导期间跑遍了县医院一线科室。

作为全县医疗救治责任科室负责人，指导

定点医院完成新冠病人５人、疑似留观３６人救
治任务，指导县健康服务点完成集中隔离观察

４０３人，无差错发生。

任　凯

任　凯　男，汉族，１９８０年出生，本科学
历，中共党员，汝州市骑岭乡人，现任鲁山县人

民医院老院区内三科主任、主治医师。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被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授予 “河南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２００２年７月参加工作以来，先后从事普外
科、胸外科、五官科、急诊科、普通内科等临床

一线工作，多科室轮换，经验丰富。

２００３年，参加非典型肺炎救治时，一直坚
持在隔离病区３３天。２０１４年，到郑大一附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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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监护室进修。２０１９年初，面对疫情，主动请
缨，放弃刚出生３天需要照顾的婴儿，放弃需要
陪伴刚刚生产的妻子和多病的母亲，毅然参加

到抗疫一线，在隔离病区一待又是３４天。抗疫
期间，安抚同事、患者及家属情绪，给他们宣讲

党和政府的政策，增强他们同疫情作斗争的勇

气，替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制定工作流程图，仔细研读每次新冠肺炎指南

的更新，联系省市级专家，同其他医护兄弟姐

妹一道，为每位患者量身制定最佳治疗方案。

最终，参加一线抗疫同志，无一例感染新冠肺

炎，辖区内确诊及疑似患者安全出院，圆满完

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县人民医院

鲁山县人民医院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主要承担全县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救治留观任务。疫情发

生以来，院党委高度重视，立即行动，成立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自１月２０日开始，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部署，下发文件１１份、通知３２份，
转发文件５０份，多措并举，有效遏制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和扩散，取得了阶段性的

胜利。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被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
授予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称号。

提高站位。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全院干

部职工取消假期，立即投入战斗，把思想行动

统一到县委疫情防控部署上，成立传染病院临

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组织到位。院党委在１月２０日晚召开会议，
成立以院长温玉珍为组长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明确责任，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制度到位。印发新冠肺炎救治工作方案、

医院感染防控应急工作预案与工作流程等文件，

建立消杀、接转诊制度等，为疫情防控提供制

度保障。

救治到位。成立救治专家组和中医指导组，

严格按照规范和流程开展筛查，对确诊和隔离

治疗病人按照诊疗方案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精

准施治。

措施到位。购进全自动远红外瞬时测温仪１
台，对所有进院人员实行严格的体温监测。完

善发热门诊路径及流程，安排医护人员２４小时
值班。紧急启用传染病院，规范设置发热门诊

和隔离病区，严格按照诊疗指南精准治疗。加

强临床病区管控，对住院病人实行谢绝探视制

度；每个病区设置卡点，对出入人员进行登记。

规范医疗废物管理。

消杀到位。配备专职人员，每天２次定时对
医院各区域物表及环境等定期进行消毒，并专

人进行督导。

保障到位。积极调配购买消毒用品和防护

用品，确保一线防护物资供应，协调宾馆解决

一线医务人员生活问题。

宣教到位。充分利用官微、网站、宣传栏等

做好宣传工作，普及新型冠状病毒防治知识，

提升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能力。

疫情期间，鲁山县人民医院收治的４例确诊
病例和３８例医学观察病例全部治愈。

鲁山县交通运输局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之后，鲁山县交通运输

局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党委政府决策部

署，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交通防控工作作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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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治任务，提前部署，积极行动，采取多项措

施，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被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授予 “河南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

强化组织领导。组织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部署会，传达贯彻中央、省市和我县有

关疫情防控会议精神，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安排部署交通运输系统疫情防控工作。成立交

通运输系统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实际，

制定下发 《关于全力做好新型防控工作的紧急

通知》，成立５个专项工作组，对各单位的职责
进行细化量化，确保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力抓交通防控。协同公安、卫健、公路、

辖区乡镇政府在全县交通重要节点设置联防联

控卡点２１个，实行四班三运转，２４小时值守，
开展交通防控工作。严格监测从湖北、郑州、南

阳、信阳、驻马店等地来鲁返鲁人员，并及时信

息登记，汇总上报。同时，加大站场、运营车辆

的卫生清洁、通风消毒工作，对全县客运班车、

公交车、出租车采取暂时停运措施。交通联防

联控工作开展以来，累计排查车辆 １６万余台
次，排查人数４２万余人次，劝返车辆３０００余
台次，劝返人数１３万人次，移交２人。

强化火车站管控。提请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火车站检查站疫情防控

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各单位、各乡镇职责和工

作流程进一步进行明确细化。增派人员力量，

对所有参与值勤人员进行培训，确保工作高效

运转。完善工作流程、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七个一”工作机制等规章制度，确保工作开展

有序规范进行。建立常态化消杀通道，对来鲁

人员逐一进行体温测量、基本信息登记，移交

所在乡镇纳入管控范围，督促按要求进行隔离

观察，有效保证不留死角、不漏一人。加强卡点

值勤人员自身防护意识，积极协调口罩、防护

服、酒精、消毒液等防护用品，每天对卡点进行

４次集中消杀消毒，有效保障工作人员个人防
护。火车站卡点累计接站列车 ４５８次 １０７２０人
次，劝返入鲁人员２３０人次，移交各乡 （镇、街

道）８００余人。自６月２１日，县火车站疫情防

控卡点恢复管控，累计接站列车１２５次１６５０余
人次。

强化战时党建引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攻坚战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２１个联防联控卡点落
实 “七个一”工作机制，抽调３０名党员干部进
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系统党员干部带头

冲锋，全力以赴投身防疫阻击战。

做好交通应急保障。按照 “一断三不断”

总体要求，研究制定运输保障工作方案，采购

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成立６０人的
应急保障队伍，储备２０台货车、１０台客车作为
应急车辆，随时待命。先后启用应急车辆到周

口项城为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运输生产原

材料，配合县应急管理局到汝州市运输防疫帐

篷；开通免费点对点 “疫情防控应急公交”４
台，接驳迷王制衣员工到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生产线，保障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生产。

推动交通运输复工复产。按照省、市、县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指导运输企业、施工企业制

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方案，签订复产复工承诺

书，储备消杀、防护物资，落实防控措施有序复

工复产。至１２月，全县２家客运企业９３条客运
班线、１７２台车辆全部恢复运营；１８家货运企
业、１６家驾培企业、３家公交企业、４家出租企
业全部复工复产。完成振兴路爱心医院至沙河

桥、三里河至八里仓道路和４８９千米农村公路
建设任务，完成９条１５０千米农村公路行道树绿
化工作。

河南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隶属圣光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鲁山县产业集聚区

南区，是一家专业从事无纺布及其制品的研发

设计、生产及销售的上市企业。公司主体分为

医疗用品、防护用品两个事业部。集体员工

１６００人，其中，高级工程师２０多名、品质管理
人才７５人。２０１４年，公司先后获得河南省 “高

新技术企业”称号、平顶山市 “出口创汇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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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企业称号。２０１５年，先后获得河南省 “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称号、平顶山市 “出口创汇

前三甲”企业称号、鲁山县高校毕业生 “就业

见习基地”称号。２０１６年，取得鲁山县 “巧媳

妇创业就业工程扶贫基地”称号。２０２０年，国
家公布的疫情防控物资重点保障企业中，洁利

康公司是平顶山市唯一一家入选的企业。被国

务院列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重点医疗物资保障

单位；被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为河南省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

集体。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被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授
予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

闻令而动尽锐担。２０２０年 １月，疫情刚刚
爆发，就立即行动，吹响集结号，启动应急机

制，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重要指示，攻坚克难，组织全员返岗

复工积极生产。坚持防疫、生产两不误，全员吃

住在工厂，连续工作５０多天不休息，每天工作
１８个小时以上，保质保量完成国家调拨任务，
紧急驰援武汉抗击疫情。１月２１日至２月１日，
支援武汉的防护服占全国支援总数 ８０％以上，
全力保障国家对武汉的防护服供应。

义不容辞扩能扩产。２月１日下午，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考察疫情防控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

障调度平台时，视频连线河南洁利康负责人周

运杰先生，慰问和鼓励加班加点的一线员工，

询问企业生产的困难、原料供应情况；同时，强

调疫情防控是当前全国上下共同的紧迫任务，

医疗防控物资保障供应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生

产企业是抗击疫情的 “军工厂”，多生产一件产

品就是对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多一重保护、多

一道安全屏障，希望企业开足马力，保质扩量

增加产能。疫情初期支援防护服１７９万件，占
全国支援武汉总数的８０％。３月１５日，完成国
家调拨５８６万件。成为全国最大的防护服收储
企业，生产销售的３８０６１７３万件防护服，质量
零投诉。

时刻谨记领导关怀。３月１３日，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工业

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向洁利康发函致谢。感谢

公司在打好医疗物资保障供应战中，识大体、

顾大局，自觉服从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的统筹调

配，积极挖掘潜力扩能扩产，努力克服物流不

畅等困难抓好原材料供应和生产组织，保质保

量完成国家下达的调拨任务，满足全国疫情防

控需要；其间，完成国家调拨的国标医用防护

服达５２３万件，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做出突出贡
献。希望公司再接再厉，为争取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全面胜利再创新的佳绩！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名单 （２７个）

　　于海琴 （女）　鲁山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局长

王小七　鲁山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王玉果 （女）　鲁山县二院主管护师
田海泉　鲁山县城管局局长
付国增　鲁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匡晨阳　鲁山县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
刘运方　鲁山县张良镇郭沟村党支部书记

刘兵战　鲁山县磙子营乡党委书记
刘国朝　鲁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刘海军　鲁山县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党支

部书记

汤　钦　鲁山县政府副县长
李延军　鲁山县纪委常委
李志高　鲁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

划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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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瑞　鲁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理化检验技师

李洪文　鲁山县中医院影像科主任、医师
杨东玖 （女）　鲁山县人社局局长
张　磊　鲁山县中医院助理医师
张文星　鲁山县公安局副政委
张正山　鲁山县琴台街道党工委书记
尚敬涛　鲁山县鲁阳卫生院主治医师
赵娜君 （女）　鲁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贾建宏　鲁山县交通局局长
党　沛 （女）　鲁山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副主任

徐琳佳 （女）　鲁山县妇幼保健院护师
曹国辉　　　　鲁山县教体局副局长
崔振兴　　　　鲁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温玉珍 （女）　鲁山县人民医院院长、主

任医师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 （９个）

　　鲁山县中医院党支部
鲁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鲁山县卫健委

鲁山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鲁山县教育体育局

鲁山县产业集聚区党工委

鲁山县露峰街道东关社区党支部

鲁山县辛集乡党委

鲁山县公安局巡特警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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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记

三年创卫路　满城硕果香
———鲁山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侧记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鲁山县城乡梨果飘香，
一片丰收景象。从全国爱卫办传来喜讯，鲁山

县被全国爱卫办命名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周期国家
卫生县城” （全爱卫发

!

２０２０〕１号）。果香醉
人，喜溢心间。回顾创建历程，几多感概，几多

自豪！

２０１７年３月，鲁山县成立由县委书记杨英
锋任政委、县长李会良任指挥长、多位县级领

导任副指挥长，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

的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指挥部，制定 《鲁山县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实施方案》，召开全县创建国家

卫生县城动员大会，吹响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

集结号和冲锋号。此后三年内召开指挥长会议

１６次，及时分析研判、安排部署创建不同阶段

的工作重心。三年间创卫工作分别作为全县

“２１１”工程、 “三大攻坚”和 “三大决胜”重

点工作，纳入县政府目标管理体系，层层分解

任务，落实目标责任，不断强化上下联动、齐抓

共管的创卫格局。

创卫工作实行四大工作推进机制，一是实

行指挥长巡视机制。每周二早上由政委、指挥

长对创卫工作进行巡视，发现问题限时整改，

并提出阶段性工作目标任务；三年间共巡视１１６
次。二是实行道路和主要工作分包推进机制。

县四大班子领导分包路段，每人分包一条主干

道路和一条背街小巷，并分包创卫 “十大工

程”，即清洁工程、畅通工程、灯光工程、如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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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清河工程、健康工程、美化工程、便民工

程、法制工程、素质工程，做到全方位、无死

角、全覆盖。三是实行全民志愿服务机制。县直

各单位、城区各办事处组织志愿者每周五集中

开展创卫行动，整治 “三堆十乱”，营造全民参

与创卫的浓厚氛围。四是实行奖惩机制。指挥

部办公室每日督查各单位工作进度，每晚通过

彩信平台向全县通报，使各项工作都得到落实。

在日督查通报的基础上，实行周评比、月考核、

季奖惩，对名次靠前的创建单位给予奖励，名

次靠后的，责令整改并作出书面检查，以严格

的奖惩机制倒逼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年间，县委、县政府不忘为民谋福的初

心，携手干群，勇敢追梦，创卫路走得扎实而坚

定，干成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长期想干而没有干

成的民生实事，解决数十万民众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生活难题。

一、市政设施逐步完善，生活更加方便

一是完善道路、公厕等市政设施，城市承

载能力进一步提高。投入 ２２亿元，对老城大
街、人民路东段和花园路北段进行升级改造，

建成尧山大道、鲁阳路、钢厂路、健康路、墨公

路、鲁班路、振兴路等主干道１２条，硬化、油
化背街小巷道路２４１条，消除黄土裸露，形成顺
达通畅的城市路网框架。新建生态公厕 １６座，
改造升级２２座；新建连体式压缩垃圾中转站５
座，压缩车式中转站９处；新购置垃圾清扫车６
辆，洒水车６辆，电动保洁车２８０辆，在城区各
街道配置垃圾桶 ５０００个，城区新安装果皮箱
７１１个、候车亭１６个、执法亭４个，城市家俱
等硬件设施基本到位。建成和平农贸市场和墨

公路瓜果市场，升级改造老城区内墨子商场，

逐步形成城郊批发、城内零售的农贸市场格局。

同时，新建兴源高中、汇源中学、健康路小学等

中小学校８座以及县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
健院新院区医疗大楼３栋，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看病难”“上学难”问题，城市功能不断得到

完善。

二是加强河道治理和公园建设，居民生活

舒适度进一步提升。持续加强城市生态水系保

护，全面消除城区黑臭水体，投入６５亿元的将
相河水污染治理及湿地建设工程正全力推进，

滨河公园建成投入使用，全长１９千米的叶茂河
治理全面完成，６座人工河桥竣工投用，正在全
力打造 “以水润城”的新鲁山。围绕国家园林

县城巩固提升行动，实施城区绿化提升、生态

廊道升级改造等多项系统工程。投资５５亿元，
建成投用沙河生态绿廊、城望顶公园、尧山公

园、冶铁遗址生态园等１５个大小公园游园，对
鲁平大道全线、中心公园、高速口周边及重要

交通节点的绿化进行提标改造，城市绿化覆盖

率大幅提升，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１０５２
平方米以上， “以绿荫城”的鲁山加速向前

推进。

二、市容市貌全面改观，环境更加整洁

一是主次干道基本实现 “三洁两畅”。开展

“摩的”治理，补偿收购 “摩的”３６９台，彻底
根治道路交通顽疾。在城区大规模开展违法广

告和二门头拆除工作，开展墙体小广告治理，

涂白墙体２６万平方米，设置信息张贴栏３４８处。
取缔夜市烧烤摊 １４０余处、废品收购站 １１家。
深化环卫机制改革，购置一批环卫作业车辆，

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机制，主干道机扫面积、

洒水频次增大，全天保洁水平得到提高。开展

市容与环卫联合执法，增设临时停车位４０００余
个，划设自行车停车位１９００余处。开展 “门前

四包”治理，设置便民服务专区。通过强力整

治，城区卫生秩序大为好转，基本实现地洁、墙

洁、空洁、街畅、路畅的 “三洁两畅”目标，

市容市貌及各类经营活动规范有序，城市形象

不断优化。

二是背街小巷变亮变美。对城区背街小巷

道路进行硬化、亮化、美化 “三化”建设，整

修边沟２５万多米，安装路灯１４６２盏，更换主
道路ＬＥＤ灯１２００多盏。对街道两侧墙壁进行美
化、亮化，修补破损墙壁３万余平方米，增设文
明社区墙体标语、漫画１８００余幅。累计拆除旱
厕２００余座。同时，整治疏通封闭排水渠１３处
１６５０米。各街道办事处每月开展一次最美社区
评选，各社区每月开展一次最美庭院评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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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出的最美社区、最美庭院进行挂牌，引导

群众向身边的最美社区和最美庭院看齐，提升

卫生意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市民群众对生

活环境满意率不断提升。

三、环境保护强力推进，天更蓝水更清

一是加快大气污染治理。完成鲁阳电厂两

台机组超低排放改造，烟尘排放控制达到行业

国际领先水平；建成乡级大气污染防治监管

“一长三员”的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监管体系；

开展排查整治 “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累计

取缔 “散乱污”企业 ５３９家；施工工地按照
“六个百分之百”要求降尘作业。２０１８以来，城
区大气环境质量年优良天数达到２２０天以上。

二是深化水污染治理。开展昭平台水库网

箱清理行动，累计清理１１７８０箱养鱼网箱，保障
水源地水质安全；利民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产业聚集区污水处理厂工程全部完工。全县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均建成医源性污水处理站，并

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医源性污水排放均达到国

家标准。全面推行河长制，沙河出境水、县城集

中饮用水全部达标，污水处理率达到９０％以上。
四、公共场所强力治理，消费更加安全

一是强力推进食品安全管理。推行红黑榜

制，拆除小餐饮店前灶后厅，增设 “四防”设

施，规范食品加工经营生产场所经营行为，强

化卫生管理，全县食品行业合格率大幅提升。

二是大力开展公共场所卫生整治。对全县

的公共场所实施划片包干制，增加监督检查的

频次，有效促进和巩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设

置卫生监督公示栏，督促 “八小” （小餐饮店、

小食品加工店、小食品经营店、小网吧、ＫＴＶ、
小浴池、小理发店、小宾馆）亮证经营，消毒

完善，店内达标，持健康证上岗，公共场所监督

覆盖率和合格率均达到９８％。
五、病媒防制科学持续，“四害”密度降低

一是加强监测，注重病媒知识宣传。印制

５０００余份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知识手册，及时发
放到居民、商户、重点单位和重点场所，使病媒

生物防制知识深入人心。持续强化蚊蝇鼠蟑的

密度监测，并及时公布监测情况，采取防控消

杀措施，有效控制 “四害”密度。

二是多措并举，强力治理病媒孳生源。定

期开展垃圾清零行动，彻底清除城区卫生死角；

拆除地坑式垃圾中转站９处、露天垃圾池２１个、
旱厕２６６处、老旧楼体垃圾通道１５３处，全面清
除 “四害”孳生地。

三是强化督导，完善病媒防制设施。督促

餐饮单位新增设风幕机１７００余台、防蝇帘１９７０
个、防蝇灯８３００个；排查全县鼠饵洞设置情况，
共拆除２２０处，修缮１８５０处，增设２３００处，城
区餐饮业病媒防制设施设置率达到９５％以上。

四是加大投入，集中开展病媒消杀活动。

每年４月，县爱卫办统一购置灭鼠药、灭蚊蝇药
物，分发到各单位，指导开展病媒消杀。２０１８
年以来，聘请平顶山市军友有害生物防治有限

公司在城区统一开展蚊、蝇、老鼠、蟑螂消杀行

动，取得良好的消杀效果和社会效果。鲁山的

病媒防控水平达到Ｃ级标准。
六、夯实疾病预防控制，严防传染传播

一是加强院内感染控制工作。制定下发

《鲁山县卫计委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置办法》，加

大对医疗垃圾的监督检查力度，规范各医疗单

位医疗垃圾的分类、收集、交接、暂存、处置等

各个环节。加强医疗废水监测力度，留样完整，

记录齐全，确保排污达到国家标准，有效避免

医源性感染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二是加强计划免疫及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重点对肠道门诊、接种门诊规范化建设进行指

导，各医疗卫生单位都建成标准化接种门诊。

儿童建卡建证率达９８％，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
达９５％以上，安全接种率达１００％。同时积极开
展计划免疫相关疾病的监测工作，按照免疫规

划的要求，坚持每旬对麻疹、ＡＦＰ、新生儿破伤
风主动监测，发现疑似病例及时进行流调和采

样送检。

七、积极开展健康教育，促进全民健康

一是健全健康教育网络。建立以县健康教

育所为中心，医院卫生机构为骨干的健康教育

组织网络，各单位配备专 （兼）职工作人员，

做到健康教育工作纵向有人抓，横向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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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基层健康教育网络覆盖率达１００％。
二是开展健康教育培训。邀请省市专家陈

瑞军、刘吉起、史旗静、库建军等到鲁山为干部

职工举办健康教育等创卫方面的讲座。按照

《亿万农民健康教育促进行动规划》，开展多种

形式的群众性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全县中、

小学健康教育课程开课率达１００％。住院病人及
陪护家属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县城居民健康

知识知晓率、职工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均达到

８０％以上。
三是加强舆论阵地建设。通过在县报社、

电台设立创卫专栏，在交通要道两侧、公园、广

场等公共场所设置大型宣传牌，以及在背街小

巷、住宅小区、县直部门等地设置健康知识宣

传栏等方式，向群众普及卫生健康知识。积极

开展 “爱国卫生月”“世界卫生日”等专题宣传

日活动，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美篇宣传健康

教育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卫生意识，养

成健康的行为习惯。目前，城区晨练、晚练人员

不断增加，太极拳、健步走等健身运动蓬勃

发展。

四是全面推行控烟活动。全县广泛开展无

烟单位创建活动，设立禁烟宣传栏和禁烟标志

１４５万余块，无烟学校、无烟医院建设得到较
快推进，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控烟的监管和教

育不断加强。目前创建无烟单位１０６个，公共卫
生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

展望未来，激情满怀，信心百倍。山奇水秀

的鲁山将以创国卫命名为新的起点，以路虽远

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的执着，在巩固提

升创卫成果的新征程上，与时俱进，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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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１月

２日　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鲁山
工作推进会召开。县长李会良强调，我们要在

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再提升，增强打赢创建森

林城市攻坚战的意识；要通力配合，积极工作，

把创建森林城市当成重点工作来抓；各级各部

门要切实加强对国土绿化工作的领导，层层压

实责任，广泛凝聚合力，坚决打赢打好这场新

时代国土绿化的人民战争。

▲　全县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动员会召
开。县长李会良要求，各乡 （镇、街道）、各部

门要严格贯彻落实上级工作要求，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

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求真务

实的作风，坚决打赢禁燃禁放这场攻坚战。

▲　市慈善总会、关工委 “助力脱贫攻坚”

捐赠仪式举行。市慈善总会向鲁山县捐赠５０万
元扶贫款，市志愿者协会捐赠价值 １８万元的
５００个温暖包，市关工委、市检察院青少年关爱
中心、市民政局联合向５０名特困生捐赠２５万
元助学金和价值３万元的１５４床棉被。
６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２０２０年新年贺词，传达学习市委全会、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安全饮水、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及冬季禁烧工作。

▲　全县领导干部廉政谈话会议召开。县

委书记杨英锋强调，要吸取教训，在交友上、在

使用公权力上、在对待家人亲属上要保持清醒

头脑和高度警觉警醒。要坚守底线，永葆廉政

本色。

▲　２０１９年全县文化、文物、旅游市场安
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暨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培训

会议召开。

７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县行政服务中心，
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升服务效能、转变工

作作风等进行调研。

７—８日　县委５个巡察组分别向县统计局
等１０个县直单位反馈县委第六轮巡察情况，并
传达县委书记杨英锋在听取巡察汇报时的讲话

精神。

８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县应急管理局调研
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看望慰问应急系统

干部职工。杨英锋就做好下步工作强调，一要

履职尽责，二要能征善战，三要铁腕管理，四要

确保平安。

▲　省书法家协会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暨 “同心同书·祖国新春好”书法文化

惠民公益活动在鲁山县举行。

▲　鲁山县新世纪教育基金资助贫困地区
高中学生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此次团省

委、团市委、鲁山县委携手河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对鲁山县５０名贫困学生进行总价值１０
万元的捐助。

９日　县牛郎织女文化传承利用工作座谈会
暨 《牛郎织女文化在鲁山》捐赠仪式举行。

１０日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一级巡视员徐
慧筠，海关总署财务司二级巡视员黄文清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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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组莅鲁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和扶贫干部、支

教老师。慰问组到辛集乡范店村看望慰问海关

总署派驻辛集乡范店村第一书记和挂职锻炼海

关关员及支教老师，并召开座谈会。会后，慰问

组到范店村部分贫困群众家中慰问，并到县电

商产业园调研当地电商扶贫工作。

▲　县第六届道德模范颁奖晚会举行。县
委书记杨英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

主任张恒昌，县委副书记张伟，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彭清旺等为获奖者颁奖。晚会还为９名
“好婆婆、好媳妇”、１０个文明家庭、１０名文明
市民及优秀志愿者代表颁奖。

▲　县２０２０年春运启动仪式举行。春运时
间为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１８日。
１１日　全县年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春座

谈会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高度评价鲁山县

２０１９年取得的成绩以及全县统一战线发挥的重
要作用。

１３日　县首届消费扶贫年货节展销活动举
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市商务局局长马丽，县委

副书记张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泉出席展销活动开幕式。

此次年货节展销活动为期 ３天，２５个乡 （镇、

街道）、办事处４０多家企业组织１００多种本地农
特产品参展。

▲　 “鲁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野生葡萄酒酿造技艺”授牌仪式举行。

１４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志辉带领
机关部分党员干部到尧山镇想马河村开展春节

扶贫慰问活动。

▲　县委书记杨英锋带领有关单位负责人，
到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鲁阳电厂走访

调研。

１５日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春节群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省民协秘书长刘炳强，市文联副主席王玲，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县政协副主席、县炎

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邢春瑜出席启动仪式。

１６日　县委副书记张伟到张良镇麦川村慰
问失依儿童。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县关工委

执行主任高树森一同看望慰问。自关爱失依儿

童活动开展之后，县关工委坚持每年进行调查

摸底，各乡镇随时发现、随时上报，及时更新人

员数据，及时纳入救助对象。２０１９年，县关工
委对原帮扶的１７４名失依儿童逐一回访，对２５
个中心校上报的４６９名新增对象逐一入户筛查，
最终重新确定２４８名帮扶对象，并将这２４８名失
依儿童分包给１０６个县直单位，２３个乡镇及爱
心团队，２７名市、县、乡人大代表进行帮扶，
不让一个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

１７日　副市长张庆一带领市相关单位负责
人莅鲁开展春节前慰问活动。

▲　县四大班子领导分组慰问部队官兵，
看望老党员、敬老院老人和困难群众。

１９日　鲁山县第二批星级农家乐授牌仪式
暨全县春节假日旅游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

杨英锋强调，要进一步巩固扩大创建成果，把

第二批星级农家乐的授牌作为一个新的起点，

总结经验做法，完善评选机制，巩固拓展创建

成果。春节假日旅游工作，要按照职责分工，进

一步明确任务，压实责任，强化措施，扎实做好

春节假日旅游安全工作。与会领导为全县第二

批星级农家乐授牌。此次评定，尧山镇那年那

夕民宿阁被评为五星级农家乐，还评出四星级

农家乐２家、三星级农家乐１６家。
▲　 “锦绣鲁山春潮涌”鲁山县２０２０年春

节联欢晚会在县电视台演播大厅举办。副市长

刘文海，市政协副主席孙建豪，县委书记杨英

锋，县长李会良，县委副书记张伟，县政协主席

张振营，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以

下简称 “市尧管局”）局长、副县长史晓天到现

场观看。

▲　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处副处
长王宏琳一行到瓦屋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慰

问 “河南省乡村好媳妇”获得者杨淑彩。

２０日　副市长张庆一带领第四监督检查组
到韍河乡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张庆一要求，要把中央、

省委、市委相关文件精神学习好、传达好、落实

好，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导向，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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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建设上保持定力、寸步不让、重拳整治。

▲　中国共产党鲁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
六次全体 （扩大）会议召开。全会听取和审议

县委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工作报告，审议县委常委会
２０１９年抓党建工作情况专题报告，审议通过
《中共鲁山县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鲁山高质量发展绚丽篇章的意

见》，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鲁山县第十四

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 （扩大）会议决议。

▲　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２０２０年经济
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紧扣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党的

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坚决打赢

“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 “六稳”工作，持续

提升 “八个度”，着力抓好 “十大任务”，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得

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在建设生态宜居、

富裕文明、平安幸福新鲁山的征程中取得扎实成

效，奋力谱写鲁山高质量发展的绚丽篇章。

▲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主持召开县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决

定接受文晓凡辞去平顶山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报平顶山市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补选刘江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刘泉 （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为平顶山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２１日　全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总结大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一

要坚持不懈抓学习，常学常新、指导实践；二要

坚持不懈抓宗旨，服务于民、增进民祉；三要坚

持不懈抓担当，敢闯敢干、担当作为；四要坚持

不懈抓提升，提高素能、增长本领；五要坚持不

懈抓革新，对照检视、修正问题；六要坚持不懈

抓整改，破解难题、疏通民怨；七要坚持不懈抓

制度，走深走实、常态长效；八要坚持不懈抓落

实，攻坚克难、善作善成。市委第三巡回指导组

组长曹冬青指出，市委第三巡回指导组全程参

与鲁山县的主题教育，认为鲁山县的主题教育

特点鲜明，达到预期目的，取得明显成效。

▲　全县２０１９年度党建工作责任制述职评
议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就做好下一步基

层党的建设工作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二要坚持党建统领，造

浓干事创业氛围；三要狠抓意识形态，牢牢把

握工作主动；四要狠抓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

▲　全县２０１９年县级离退休干部工作通报
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新的一年要更

加重视老干部工作，切实把老干部工作摆上突

出位置，健全制度，完善职责，强化保障，落实

政策。县长李会良通报２０１９年全县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及２０２０年工作打算。
２３日　县领导杨英锋、李会良、张伟、彭

清旺、贾源培等看望慰问部分春节期间坚守岗

位的干部职工。

▲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下汤镇乱石盘村走
访慰问贫困群众和复退军人。

▲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对
春节期间安全工作等进行实地调研。

２５日　鲁山县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县委书记杨英锋指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头等政治任务，要继续坚持人民

健康至上，调动各方面力量，采取更严格、更深

入、更有效的举措，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２６日　县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召开，传

达学习中央、省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３３大事记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 （扩大）

会议精神，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

员。县委书记杨英锋要求，要做到 “五个必

须”，一是必须做到认识到位，二是必须做到责

任明确，三是必须做到措施得力，四是必须做

到立即落实，五是必须做到局势可控。

２７日　市委书记周斌莅鲁调研督导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周斌强调，

疫情防控事关群众生命健康，决不能有丝毫麻

痹和懈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

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考验我们各级党

委政府是否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勇于担当作为，

考验我们是否转变作风、真抓实干，考验我们

是否善于谋划、破解难题的一次大考，全面落

实战时机制，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点

位，严查细管、有序防控，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副市长张庆
一莅鲁检查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李萍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疫情防控作

为当前最紧迫的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增强紧迫

感和危机感，加强联防联控，抓好重点区域、重

点部位、重点环节防控工作，形成强大的防控

合力。

２９日　市长张雷明莅鲁检查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把疫情防控

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落实落细各项联

防联控措施，切实构筑疫情防控严密防线，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
李留根带领县总工会班子成员到县医院传染病

院慰问医务工作者，为县医院传染病院送去２５
万元慰问金和价值１万元的慰问品。
３０日　全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一要充分认识目前我县疫情的严峻性，二要充

分明白抓好关键的重要性，三要加强组织纪律

性。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以更坚

决的态度、更严格的举措、更果断的行动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市委书记周斌莅鲁就进一步抓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现场办

公。市委副书记葛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志辉，副市长刘

颖、张庆一，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及在

鲁的四大班子领导出席现场办公会。

是月　鲁山县有１３个项目被评定为第五批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批非遗项

目分为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

药４个类别：张官营镇的屈原传说、葫芦烙画、
空心面制作技艺，四棵树乡的野生葡萄酒酿造

技艺、玉米苞工艺品制作技艺，琴台街道的布

老虎制作技艺，鲁阳街道的水晶石雕刻工艺、

毛笔制作技艺、羊杂汤烩制技艺，下汤镇的温

泉丝绵制作技艺，张店乡的牛皮鼓制作技艺，

辛集乡的黄氏中医烧伤疗法，露峰街道和韍河

乡民间共同申报的传统消痛膏药，共１３个项目。
▲　熊背乡宝山村、团城乡辣菜沟村、团

城乡应山村、团城乡寺沟村、团城乡五道庙村、

团城乡枣庄村 ６个村入选 “河南省森林乡村”

名录。

▲　在第八届河南省产业集聚区论坛上，
鲁山县产业集聚区荣获２０１９“金星奖”，被评为
“河南五星级投资目的地”。这是该区被授予

“河南省产业集群商标品牌培育基地”称号后获

得的又一项省级荣誉。

▲　在平顶山市首届特色文化暨名优产品
博览会上，鲁山县仙女织丝绸荣获 “鹰城十大

名优产品”称号。

２月

１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韍河乡韍东村，熊
背乡熊背村、交口村，汇源街道大王庄村，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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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蜂李村、西羊石村等疫情防控卡点调研督导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地

察看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医

护人员、党员干部和卡点值班人员。

２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县委
副书记张伟看望慰问市援鲁医疗专家组及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就做好下一步疫情防

控工作，杨英锋强调，一要全面排查，二要严格

管控，三要科学救治，四要准确发布信息，五要

做好后勤保障。

▲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３２９国道张官营镇与
叶县交界疫情防控卡点和该镇刘寨村疫情防控

卡点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

线值班人员。

３日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李建民莅鲁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李建民要

求，要严格把好出入关口，严格落实检测排查

流程；要充实排查队伍力量，强化社区、农村等

基层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全力构筑 “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严防严控”的工作体系。

▲　县长李会良到熊背乡交口疫情防控卡
点、韍河乡赵楼疫情防控卡点、马楼乡楼张疫

情防控卡点等处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看望

慰问坚守一线值班人员。

４日　鲁山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

首先要发挥好作用，一要发挥好指挥部的作用，

二要发挥好各个工作组的作用，三要发挥好各

个卡点的作用，四要发挥好党员和群众的作用；

其次要突出重点，一要严防扩散，二要严防输

入，三要科学应对，四要加强宣传引导，五要全

力保障物资供应；第三要令行禁止。

６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城区部分超市、药
店等地，实地检查市场价格秩序、物资供应保

障和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８日　鲁山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后勤保障组服
务洁利康临时党支部成立，全力服务洁利康企

业生产及保障工作。

１０日　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杨
英锋要求，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坚定信心，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严防死

守，全力以赴防止疫情输入和扩散蔓延，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分别看
望慰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１２日　县长李会良看望慰问防控一线工作
人员，检查尧山温泉旅游度假区整改提升工作。

１４日　全县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县委书记杨英锋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

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

坚决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

市委、市政府把我们鲁山县划为一级管控区域，

在疫情防控上，仍然要实行一级响应、战时机

制，要把一严到底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村、每

一个社区、每一个单元。

▲　县长李会良到马楼乡、张良镇、磙子
营乡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和企业复工复产

工作。

▲　郑州三全食品公司鲁山籍员工返岗复
工欢送仪式举行。

１５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方圆炭素集团，
瓦屋镇土桥村、大潺寺村、上竹园村等香菇种

植基地，就疫情防控、有序复工复产等工作进

行调研指导。

１６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明新莅鲁检
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到张店
乡张店村疫情防控检查点、马村村藤春苗木花

卉基地、河南炜成实业公司，调研疫情防控、脱

贫攻坚、复工复产等工作。

１７日　县长李会良检查迎宾大道建设和县
中心公园改造提升工作。

１８日　市政协副主席孙建豪莅鲁调研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值班人员。

１９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主持召开县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２０２０年度第三次工作会议。会议明
确鲁山县脱贫摘帽公示期及公示后的工作重点

和工作抓手，确立 “巩固、规范、提升、衔接”

的脱贫攻坚总基调，对做好当前几项重要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会议通报鲁山县脱贫攻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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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情况，下发 《鲁山县脱贫攻坚工作领导

小组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 《关于开展 “脱贫大巩

固、质量大提升”活动的实施意见》《关于贫困

县退出后财政扶贫涉及整合资金使用情况的报

告》 《鲁山县扶持带贫经营主体实施意见 （试

行）》 《鲁山县贫困户就业和发展产业项目扶持

奖补方案》，并征求与会人员的意见。鲁山县等

河南省１４个国定贫困县脱贫摘帽工作已进入公
示阶段，公示期于２月２５日结束。截至２０１９年
底，鲁山县 １８４个贫困村，历年累计退出 １７９
个，剩余张官营镇南王庄村、熊背乡茶庵村、赵

村镇闫庄村、瓦屋镇红石崖村、辛集乡桃园村５
个贫困村尚未退出。

▲　海关总署驻鲁山扶贫工作组、全国海
关统计专家及社会爱心人士向鲁山县捐赠１９万
只口罩。

２０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到
韍河、董周等处检查砂资源管理工作并到沙河

巡河。

２１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主持召开鲁山县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

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关于打好打赢疫情防

控和脱贫攻坚两场硬仗的部署要求，动员全县

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在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 “双重大考”中提高治理能力和工

作水平，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确保全面小

康路上不掉一户、不落一人。

▲　马楼乡举行外出务工人员返岗复工发
车仪式。县委书记杨英锋、副县长刘国朝出席

仪式。此次外出返岗复工的１７０余人将分别前往
江苏省常州市、苏州市等地，共安排８辆疫情应
急车辆，按照５０％客座率运送。
２４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主持召开全县生态

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杨英锋强调，要提

高站位，扛牢责任，实干担当，坚定信心，动员

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强化各项举措，抓紧

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在生态大保护工作上创出

我们的经验，创出我们的特色，打造鲁山样板，

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鲁山开花结果。

▲　磙子营乡举行外出务工人员返岗复工
发车仪式。县委书记杨英锋要求，我们要按照

上级要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２５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带领
有关单位负责人，赴汝州市、郏县、宝丰县考察

学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随后，在鲁山召

开的座谈会上，杨英锋要求，全县上下要切实

把精力聚焦到县委、县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

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高度重视，迅

速行动，抓出成效。李会良强调，一要注重科学

规划，二要开展全域整治，三要抓好示范带动，

四要做到内外兼修，五要引导群众参与。

２６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调研企业复工复产
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杨英锋强调，要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在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和

重点项目建设，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２７日　鲁山县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服务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县长李会良强调，

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疫情防

控工作要按照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落实到

位；要督促企业复工复产，同时要解决好企业

在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２８日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第一次重大项目暨国
电投河南新能源瓦屋风电场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在瓦屋镇红石崖村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副县长王献

春出席开工仪式。当天集中开工的１２个重点项
目涵盖全域旅游、特色农业、民生事业、新型能

源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达２７２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１４５亿元。其中国电投河南新能源鲁山瓦
屋风电场项目总投资３２亿元，总装机规模４０
兆瓦，每年可提供上网电量８０００万千瓦时。

▲　河南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鲁
山县等１４个国定贫困县已完成县级申请、市级
初审、省级专项评估检查等程序，经河南省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认定，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派出 ５１８个驻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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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派驻２７４名第一书记，抽调１２９１１名帮扶责
任人，全面落实各项扶贫政策，规范高效管理

扶贫资金和项目，全力支持贫困村基础设施达

标和产业发展；实施 “十百千万”工程，强力

培育产业进行联结带动，在全县形成 “一套产

业奖补政策、六大扶贫产业、七条扶贫产业带、

‘六金’增收模式”的 “１６７６”产业扶贫体系，
确保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以加强产业党组织建

设和开展 “六个五”创建活动为载体，强力实

施党建引领脱贫攻坚，有效调动方方面面的积

极性，推动鲁山县高质量脱贫摘帽。全县贫困

人口从 ２０１４年之后累计建档立卡 ４０８０４户
１４２９２３人减少到４５１２户８２３１人，综合贫困发生
率降至０９６％。全县１８４个贫困村累计退出１７９
个，退出率９７３％。鲁山县先后被授予 “河南

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优秀县”“河南省脱贫攻坚

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产业扶贫做法两次在

省产业扶贫现场会上交流，全省教育扶贫、危

房改造、交通扶贫、林业扶贫等９个现场会在鲁
山县召开，鲁山县易地扶贫搬迁的做法被国家

发改委在全国推广交流。

▲　位于董周乡的陕北至湖北 ±８００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 Ｎ１６０９塔位开挖首基基
础，标志着整个工程正式开工。该工程线路长

１１３６１千米，计划２０２１年２月建成。其中线路
鲁山段全长６１千米，共有铁塔约１２１基，穿越８
个乡镇。

２９日　市委书记周斌莅鲁调研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等工作。周斌先后到赵村镇闫庄村和

瓦屋镇红石崖村党群服务站，详细了解疫情防

控和脱贫攻坚工作，走访慰问闫庄村贫困户。

周斌强调，２０２０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决胜之年，
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要努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以赴、尽

锐出战，围绕重点对象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

科学制订帮扶计划，逐村逐户逐人落实帮扶措

施，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　叶县县长徐延杰带领叶县党政考察团
莅鲁学习考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产业发

展工作。

３月

１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带领相
关部门负责人调研路域环境整治工作。杨英锋、

李会良强调，开展路域环境整治是建设美丽家

园的重要举措，相关部门和乡镇要进一步强化

责任担当，扎实推进路域环境整治工作；要把

路域环境整治成果作为检验工作能力和水平的

具体体现，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部署要求，切实

把工作向深处、向细处、向实处推进，为建设美

丽鲁山奠定坚实的环境基础。

２日　全县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汇报会召
开。县委书记杨英锋要求，一要快速，二要精

准，三要优质。

３日　省工信厅副厅长郝敬鸿莅鲁督导服务
企业复工复产工作。郝敬鸿指出，当前是复工

复产的关键时期，各企业一定要保障好职工安

全；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坚持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共同推进，确保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逐步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李建民到辛集乡调研扶贫产业发展工作。李建

民先后到辛集乡蜂李村、桃园村等处，了解产

业发展状况以及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现场研究解决办法。

▲　副市长张庆一莅鲁调研扶贫、农业产
业和复工复产等工作。张庆一要求，乡镇要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把农村产业发展牢牢抓

在手上，要加强统筹调度，进一步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带动更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４日　鲁山县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高标准农田
建设暨已建重点设施普查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县长李会良强调，针对已建好的农田基础

设施，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进行全面排查，对

排查出的问题要限期整改；要加强思考研究，

仔细剖析问题，认真查找原因，明确目标方向，

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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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到
张官营镇南王庄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６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实地察
看项目复工、建设进展以及疫情防控工作等情

况，了解项目复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现

场办公。

８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
到梁洼镇调研全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杨

英锋对梁洼镇全域生态综合整治工作成效给予

肯定。梁洼镇全域生态综合开发项目区域范围

涉及该镇１３个行政村，项目规划面积５２８平方
千米，预计投资２４亿元，囊括该镇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开发、新增高标准农田、新农村建设、创

意农业旅游、生态文化产业等多个项目。项目

建设工期为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４年。
▲　 “沪豫一家亲，携手抗疫情”手机捐

赠助学活动举行。此次活动，鲁山县有４６名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每人获得包含一部智能手机和

一张手机卡的助学大礼包，疫情防控期间免除

手机套餐费、免除网课流量费。

９日　鲁山县首批赴疆务工群众集中隔离入
住仪式在下汤镇举行。

１０日　鲁山县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重点项目
建设暨中小微企业支持政策落实推进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县长李会良强调，要贯彻落实好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认真分析研究，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进度；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把握投资

方向，遵循政策导向，把项目建设落到实处；要

继续强化项目储备，加紧储备一批能够推动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好项目，确保全县经济社会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

▲　全县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座谈会召开。
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环境大优化是县委、县

政府确定的２０２０年的 “十大任务”之一；各相

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树立服务企业至上理念，

坚决不搞形式主义，为企业着想、为企业排忧

解难，重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共同思考解决办法；广大企业家要树立信心，

坚守实业、坚守主业。

▲　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 “助力网络教

学”智能手机捐赠仪式举行。县委统战部、县

工商联筹措资金 ６万余元，购置智能手机 １００
部，赠送给全县１００个贫困家庭供贫困学生网络
学习使用。

１１日　县长李会良调研尧山５Ａ级旅游景区
整改提升工作。李会良强调，要结合工作实际，

严格对照景区测评标准和整改责任清单，抓住

薄弱环节，按照时间节点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整

改任务。

１２日　市委书记周斌、市长张雷明、县委
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到辛集乡八里坡义务

植树点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当日，全县共有近

１４００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栽种楸树等优质品
种苗木６３４４株。

▲　全县２０２０年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第一
次推进会 （视频）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

一要学精神，全力决战；二要大排查，建立台

账；三要定计划，因户施策；四要抓增收，多策

并举；五要抓提升，强弱补短。

▲　河南远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向鲁山县
捐赠１００万元抗疫农业应急物资启动仪式在马楼
乡麦庄村举行。省老区建设基金会联合河南远

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向鲁山县捐赠价值１００万元
的高分子有机水溶化肥。

１４日　全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暨路域环境
整治观摩现场推进会召开

１６日　副市长张弓莅鲁督导服务企业复工
复产情况。

１７日　中国共产党鲁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叶锐作题为 《全面从严

监督，全面从严治党，为谱写鲁山高质量发展

绚丽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的工作报告，对

全县纪检监察工作进行系统总结和全面部署。

▲　汝州市政协主席陈国重，汝州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魏学君，汝州市政协副主席张耀

峰，汝瓷小镇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永振一行莅

鲁考察花瓷小镇建设。

２１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带领相关单位负责
人，到位于观音寺乡太平堡村的鲁山县保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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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建设地和鲁山县鑫源铁

矿生态修复点，实地调研国土绿化工作。

２２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县
委副书记张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县

政协主席张振营分别带队，到２５个乡 （镇、街

道）、办事处观摩人居环境整治暨国土绿化工

作。杨英锋强调，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上，

各乡镇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人

居环境观摩活动为契机，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认真思考、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借鉴好的做法，

全力做好人居环境改善工作。

▲　中共鲁山县委党校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项目概算总投资１２亿元，总建筑面积约３３万
平方米。

２４日　市委书记周斌到熊背乡茶庵村调研
脱贫攻坚工作。周斌指出，２０２０年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茶庵村作

为全市剩余的１０个贫困村之一，脱贫攻坚任务
依然很重，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精准谋划、

精准施策，切实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　市人大常委会 “助力脱贫攻坚、人大

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平顶山银行捐款仪式在

张良镇杨李沟村举行。平顶山银行向鲁山县捐

助１００万元，专项用于贫困家庭危房改造。市委
书记周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市委常委、

秘书长杨克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宏亮，

市政协副主席、鲁山县委书记杨英锋，平顶山

银行党委书记高永华，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贾源培出席仪式。

▲　县政府与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
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举行。

２５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岳杰勇带领市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莅鲁调研指导工作。

▲　熊背乡生态修复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县委书记杨英锋、副县长汤钦和世邦集团董事

长杨松科出席仪式。截至３月，全县共处理有证
矿山堆积物、剥离物，工程建设、土地整理、生

态修复等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矿产品等共计１５００

余万吨。

２６日　鲁山县举办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 （扩大）会议，学习脱贫攻坚相关工作要求，

安排部署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并邀请政治学教授、市委党校二级调

研员秦健作题为 《疫情防控再次彰显中国制度

优势》的辅导报告。

▲　十四届县委第八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
会召开。本轮巡察共巡察县自然资源局、县医

保局等１０个单位，巡察时间为３月３１日—５月
１４日。

▲　鲁山县分别在鲁山一高、鲁山二高举
行２０２０年春季开学防疫防控演练活动。
２７日　省林业局局长原永胜莅鲁调研林业

生态建设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摆向阳，

副市长张庆一，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

副县长刘国朝一同调研。原永胜对鲁山县当前

国土绿化工作、城望顶省级森林公园建设取得

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原永胜指出，鲁山县创

新思路，抢抓时机，克难攻坚，成效显著。下一

步要加强林木管护，巩固造林成果，不断开创

国土绿化建设新局面；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森林公园建设档次，打造精品省级森林

公园。

２９日　省脱贫攻坚第三督查巡查组督查反
馈会召开，省水利厅副巡视员、省脱贫攻坚第

三督查巡查组组长郭伟向鲁山县反馈本轮督查

发现的问题，并就做好问题的整改工作提出要

求。市委副书记葛巧红，副市长张庆一，县委书

记杨英锋，县委副书记张伟，副县长王献春、杨

洪峰等一同调研或出席调研结果反馈会。会前，

郭伟率省脱贫攻坚第三督查巡查组实地检查鲁

山县 ４个乡镇的 ４个村、２个易地扶贫搬迁社
区、８个扶贫项目、４个带贫企业 （合作社），

走访２１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第一季度脱贫攻
坚 “回头看”问题整改进行挂牌督战。

３０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主持召开县委常委
会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３月２７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精神和３月３０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会议精神，听取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近期工作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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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及下步工作部署，研究确定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全县疫情防控工作思路和重点。

▲　海关总署助力网络教学智能设备捐赠
活动向鲁山县捐赠平板电脑 ３２部、智能手机
４３部。

是月　鲁山县首部乡镇志 《鲁山县张店乡

志》正式出版。《鲁山县张店乡志》共２３章６２
万字，系统记述张店乡有史以来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变迁，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成就。《鲁山县

张店乡志》２０１５年１月启动编纂，２０１９年５月
召开市级评审会，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市地方史志办公
室同意出版。

４月

１日　县长李会良调研乡村振兴示范带创建
工作。李会良要求，要高度重视，围绕 “人居

环境亮起来、主导产业立起来、乡风文明树起

来、基层管理强起来”建设要求，以高度的政

治使命感推动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做到谋划

更深、方案更细、特色更鲜明。

２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分别带
队开展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项目大建设观摩活动。
观摩采取 “一看、二听、三评议”的方式进行，

在乡 （镇、街道）、办事处及县产业集聚区、城

南特色各商业区实地观摩察看在建重点项目进

展情况，听取项目责任单位汇报，从项目质量

及进展、建设环境、组织领导、项目谋划及开复

工情况五方面评分指标进行综合打分。

３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到迎
宾大道和振兴路调研道路建设情况。李会良指

出，迎宾大道等全县重点道路工程建设，对拉

大城市框架、构建畅通便捷交通网络和促进县

域经济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各相关单位要提高认识，积极配合、加

速推进，保证道路早日建成投用。

▲　县长李会良带领有关单位负责人到县

森林消防队二中队、尧山景区，调研假日旅游

安全工作和森林防火工作。李会良强调，森林

防火工作头绪多、任务重、责任大，一定要做到

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切实把各项制度落到实

处；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旅游安全工作，要加强

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　鲁山县城区供水改扩建工程动员会
召开。

４日　副市长刘颖莅鲁调研高三年级复学复
课准备工作。刘颖强调，做好高三年级复学复

课准备工作事关重大，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各所

学校要严格按照上级各项疫情防控要求，结合

实际，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决不能让学校师生在疫情防控中出现

问题。

６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鲁山一高调研高三
年级开学前疫情防控准备工作。杨英锋强调，

开学涉及千家万户，全社会十分关注，决不能

有麻痹大意和丝毫闪失；要准确把握和研判疫

情形势，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适时调整和

优化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开学后的防控预

案，做到科学有效防控、安全有序开学。

７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观摩
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李会良要求，全县上下要

充分认识到重点项目建设是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强化民生保障的一件大事，必须全力以赴、保

障推进。

８日　全县２０２０年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第
二次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一是

认识要再提升，二是措施要再强化，三是责任

要再压实。

▲　全县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县
委书记杨英锋要求，一要在思想上保持高度警

惕，二要加强重点人员精准排查，三要加大发

热病人筛查力度，四要强化管理救治，五要持

续落实重点场所管控措施，六要加强零售药店

和诊所的管理，七要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八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九要把各项工作

统筹到位。

０４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９日　振兴路加宽改造工程建成通车仪式举
行。工程总投资１１５亿元，改造后路基扩宽至
６０米，双向六车道实现人车分流。

▲　鲁山县人民政府与国电投河南新能源
有限公司百万千瓦新能源 （储能）示范基地项

目签约仪式举行，县长李会良、副县长曲延辉

出席仪式。曲延辉和国电投河南新能源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１０日　南召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朱晓栓，南
召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生一行莅鲁考察花瓷

古镇建设工作。

▲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及项目改造领域党风廉政建设会议

召开。

１５日　鲁山县与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
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正式签订合作

协议。这是双方继３月２４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后具有实质性进展意义的一项新成果。签约仪

式结束后，鲁山县委书记杨英锋一行在清洛基

地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先后到国家农机装备

创新中心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一拖农耕博物馆、国机集团洛阳轴承研究

所有限公司参观考察、洽谈合作。

▲　宝丰县政协主席铁干卿，宝丰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郭杰一行莅鲁考察花瓷文化产业。

１５—１６日　县政协主席张振营、县重点项
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江河带领相关部门负

责人，对乡 （镇、街道）、办事处政府所在地人

居环境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第一次督导评估。张

振营要求，各级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明确目标，高标准严要求狠抓

工作落实，切实提升村容村貌，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

１６日　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
曹斌带领验收组专家莅鲁检查验收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工作。验收组一行先后到尧山温

泉旅游度假区、滨河公园、德秀街等处，通过现

场察看、听取汇报等方式，对鲁山县创建全域

旅游示范区工作进行检查评估。与会验收组专

家观看鲁山县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汇报片，

听取鲁山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情况汇报。

１７日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李建民到辛集乡桃园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建民指出，２０２０年
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鲁山全县上

下要充分认识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性和

艰巨性，继续把脱贫攻坚这项工作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紧盯 “两不愁三保障”这个核心，坚

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全力以赴把工作

做实做细，打好打赢这场硬战。

▲　市生态环境局鲁山分局揭牌仪式举行。
１８日　２０２０年首届鲁山杜鹃花节开幕式在

四棵树乡平沟村举行。县长李会良宣布２０２０年
首届鲁山杜鹃花节开幕，市尧管局局长、副县

长史晓天致辞。首届杜鹃花节活动举办时间为４
月１８日—５月６日，以 “大美四棵树·飞歌杜

鹃花海”为主题，以 “特色美食节”“旅游产品

及特色农产品推介洽谈” “杜鹃花节摄影大赛”

“杜鹃花节征文大赛”等为载体，开展一系列文

化、旅游及商贸洽谈活动。

２０日　中国 （鲁山）第四届世界汉字节开

幕仪式举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原副

主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夏挽群，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刘炳强，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左玉昆，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县政

协副主席、县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邢春瑜，县

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杰出席开幕式。

仪式上，主办方举行祭拜仓颉大典，宣读贺信；

中小学生代表现场书写汉字，同时连线各地举

办 “汉字书写日”万人云书写活动。

２１日　全县脱贫攻坚 “查弱项、补短板、

促提升”专项行动会议召开，对做好２０１９年度
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及大普
查准备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推动全县脱贫攻坚

质量水平再巩固、再提升。县委书记杨英锋强

调，一要有敬畏之心，二要明确责任，三要快速

行动，四要抓住关键，五要注重实效。县长李会

良要求，一要高度重视，层层压实责任；二要聚

焦目标，统筹高效推进；三是严格奖惩，强化结

果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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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扶贫领域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
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以案促改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大意义；二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坚定的决心

推进以案促改；三要严明纪律规矩，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与会人员观看违纪违法

警示教育片。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叶

锐通报扶贫领域以案促改典型案例。

２２日　全县生态大保护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县委书记杨英锋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升政治

站位，把生态大保护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统一

思想，提振精神，担当尽责，踏实苦干，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好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

２３日　以市政协主席黄庚倜为组长的市政
协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视察组莅鲁视察脱贫

攻坚工作。视察组一行先后到马楼乡尧场村、

仓房村，张良镇杨李沟村等处，实地视察脱贫

攻坚工作开展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黄庚

倜要求，要抓紧抓实抓细普查及问题整改工作，

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查摆和整改工作。要落实

好市委书记周斌在全市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要

求，着力提升信息数据精准度、政策宣传知晓

度、重点群体帮扶度、群众认可满意度、工作落

实统筹度、易地搬迁幸福度、人居环境宜居度

“七个度”。

▲　全县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召
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一要突出规划引领，

二要查漏补缺，三要攻坚克难，四要重在保持，

五要奖优罚劣。会前，杨英锋带领与会人员先

后到梁洼镇鹁鸽吴村、南街村，辛集乡辛集村、

清水营村实地观摩。

▲　鲁山县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污染防治攻
坚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县长李会良要求，

要提升政治站位，把环境攻坚工作摆上重要位

置，真正把生态保护要求与全县的实际结合起

来，保护好绿水青山；要明确目标任务，把环境

攻坚工作抓实抓细；要强化担当职责，以顽强

作风推进环境攻坚工作，推进绿水青山与金山

银山和谐共生。

▲　鲁山县 “搭鹊桥、促脱贫”赵村镇、

尧山镇公益相亲活动在赵村镇赵村村举行。

２４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调
研尧山５Ａ级旅游景区整改提升工作。市尧管局
局长、副县长史晓天参加调研。李会良强调，要

强化敢于担当的政治意识，提高思想认识，结

合工作实际，以一以贯之的恒心抓好整改，把

景区整改提升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过程监管，对各单位和

景区承担的工作任务进行全方位、常态化督查，

全面做好景区整改提升工作。

２７日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徐强莅鲁调研
交通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徐强到赵村镇闫庄村

实地察看村容村貌，听取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

况汇报，了解班车运行班次及运营模式、客座

率等，对鲁山县道路建设项目公示牌上墙的做

法给予充分肯定。徐强指出，加快农村公路建

设是扎实推进交通精准扶贫、加快贫困地区脱

贫致富的重要内容，要一以贯之，不断把这项

民生工程做实做好；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使

农村公交更利民、惠民，让农村群众充分享受

到改革发展成果。

▲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

议召开，传达学习４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精神、省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县 （市、区）党

委书记履行脱贫攻坚责任述职会议精神、４月２６
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调度会议精神、省委

办公厅 《推动宗教治理由治标向治本深化工作

方案》和 《河南省宗教事务条例》及市委书记

周斌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上关于

安全生产工作的讲话，传达贯彻市委书记周斌

对 《市委政法委关于当前疫情后社会稳定的风

险评估报告》的批示精神，听取 “十大任务”

工作进展情况及 “七个一”联系点工作汇报，

安排近期脱贫攻坚工作。

２８日　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第十四次
常委会议暨 “脱贫攻坚”协商座谈会召开。会

议组织常委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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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递补的县十届政协委员名

单，审议通过 《鲁山县政协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
《鲁山县政协开展脱贫大巩固专题民主监督实施

方案》。会议还围绕农村安全饮水、就业扶贫工

作开展常委会专题协商。

２９日　三里河至八里仓道路改建工程建成
通车仪式举行。县领导李会良、张淑敏、曲延

辉、李斌出席仪式。工程全长１９千米，总投资
５９７３６万元，改建后路基宽 ５０米，路面宽 ２３
米，双向六车道实现人车分流。

▲　鲁山县西北山食用菌产业党总支揭牌
仪式举行。县委副书记张伟指出，西北山食用

菌产业党总支是全县第一个跨乡镇、跨区域的

产业党总支。希望通过成立西北山食用菌产业

党总支，有效整合全县西北四个乡镇的香菇种

植产业，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人才优

势得到进一步彰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实实在在地

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经济优势。

▲　全县 ２０２０年农家乐星级评定暨 “五

一”假日旅游工作会议召开。市尧管局局长、

副县长史晓天要求，全县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

清当前形势，正视问题，扎实开展农家乐星级

评定工作；要高度重视 “五一”假日旅游工作，

抓好旅游安全大检查，进一步净化旅游市场，

创造良好交通环境，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打造安全、祥和、健康的旅游环境。

▲　县人武部 “八一”助学仪式在土门办

事处虎盘河村举行。

▲　全县作风大转变工作群众满意度测评
大会召开。会议传达 《鲁山县作风大转变工作

满意度评议方案》。对５９个县直单位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强化服务意识进行评议，对作风大转

变工作１８个重点单位内设机构进行专项评议。
３０日　全县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召开。县委

书记杨英锋会议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工作

进入常态化，但常态化是对疫情防控常态的不

放松，而不是正常化；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高度警

惕，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松劲状态，严格按照

防控要求，将各项防控措施抓实抓细、落实

到位。

▲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带队调
研城区部分重点项目及道路建设工作。杨英锋、

李会良一行先后到滨河大道、滨河公园、向阳

路南段道路提升改造项目停车场、县体育公园、

县冶铁遗址公园、三里河至八里仓段道路等处，

实地察看项目进展情况，听取相关单位工作汇

报，对加快推进项目及道路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　县委书记杨英锋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
到赵村镇、尧山镇调研假日旅游安全工作。杨

英锋指出，２０２０年 “五一”假期旅游不同于往

年，各级各有关部门思想上要更加高度重视，

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在抓紧

抓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积极促进旅游业

发展。

▲　团城清水河多彩田园开园仪式举行。
县委书记杨英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播

电视台台长程贵平，市尧管局局长、副县长史

晓天，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泉，县委常委、办

公室主任贾源培等出席开园仪式。河南日报、

河南日报农村版、大河报、大河网、河南商报、

东方今报、平顶山广播电视台等媒体界人士参

加开园仪式。

▲　县长李会良调研县产业集聚区工业企
业发展工作。李会良要求，各级各相关单位要

巩固提升载体，加强对产业集聚区企业的管理，

全面推进产业集聚区 “二次创业”；要坚持因地

制宜，立足自身特色优势，盘活土地等固定资

产，支持有价值的企业发展，推动企业优化管

理方式、完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切

实推动我县经济发展更上新台阶。

▲　县长李会良到县供销社家属院、农行
家属院、向阳路北段改造项目等处调研城市基

础设施改造工作。李会良指出，老城区人口密

度较大，道路改造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相

关单位要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抓好这项工作。

▲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主持召开县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河南调研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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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听取审议县政府关于林

业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鲁山县２０１９年度环境
状况及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审

议通过 《县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暂行办法》。新

任命的同志进行宪法宣誓。

是月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发布 《２０２０
年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公示公告》，马楼乡入围。

２０２０年新批准建设的农业产业强镇，将获得中
央、省两级财政１３００万元资金支持，用于镇域
农业主导产业发展，推动主导产业转型升级、

由大变强，逐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　河南省妇联对全省在创业就业、脱贫
攻坚过程中，涌现出的一批自主创业、稳定就

业、爱岗奉献、传递正能量、建设美好新家园的

乡村出彩巧媳妇进行表彰，鲁山县张沛君、王

玉玲榜上有名。

５月

１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赵
村镇、尧山镇调研假日旅游安全工作。

５日　全县扶贫和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县委书记杨英锋要求，各乡 （镇、街道）和相

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重大政

治意义，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

扎扎实实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７日　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夏培臣莅
鲁调研县域科技创新和科技扶贫工作。副市长

刘颖、县长李会良、副县长曲延辉参加调研。夏

培臣一行到下汤镇 “尧山农夫”猕猴桃产业园，

四棵树乡张沟农民专业合作社果桑、蚕桑种植

养殖基地、一化柞蚕丝绸产业基地、苋草青贮

饲草养猪基地、坤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团城

乡应山梅花鹿散养基地生态观光园等处实地调

研。夏培臣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进

步的灵魂；要认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紧迫

性，切实把握好主攻方向，敢为人先、敢于探

路，坚持创新引领、融合发展，持续优化产业

结构。

８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辛集乡郝村村、马
庄村调研指导巡察村 （社区）工作。杨英锋要

求，一要提升政治站位，二要提升巡察质效，三

是要创新方式方法。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报，对２０１９年落
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

以督查激励，鲁山县作为２０１９年河南省唯一农
村危房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地方获

得通报表彰。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把农村危房

改造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布局，与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等政策有效衔接，

创新工作举措，强力推动落实，累计投入资金

９６６４１１万元，拆除农村闲置危旧房１万余座、
面积１２０余万平米，完成危房改造４２９７户，建
设 “一场四园”２４５６个，实现 “危房不住人，

住人无危房”工作目标，为全县如期脱贫摘帽

奠定坚实的基础。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召开的全省
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专门推介鲁山县在农

村危房改造工作中的先进做法和经验。

９日　县政府与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副市长刘文海，市政协副

主席、鲁山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副县

长王金刚出席仪式。国务院国资委事业单位商

业饮食服务业发展中心专委会主任、中国地名

学会副会长赵荣水，中国地名学会文旅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全国康养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史

原东，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市政总经理车全

刚等项目投资方代表及嘉宾出席仪式。李会良

代表县政府与投资方代表车全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前，投资方代表到赵村镇

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及洽谈交流。中冶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计划前期在鲁山投资兴建一个造父田

园综合体旅游项目，同时围绕昭平台水库扩容、

鲁山机场建设、省道 ３２５道路扩宽、棚户区改
造、沙河生态治理、城市园林绿化等领域展开

深度合作。

▲　全县２０２０年防汛抗旱暨河长制工作会
议召开。县长李会良要求，要突出重点、抓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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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要牢固树立 “两

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新理念，立足于

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理顺指挥机

制，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隐患排查整改，提升应

急保障能力，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务求工作

实效，确保持续实现 “一个确保、三个不发生”

目标。

１０日　鲁山县电子商务协会成立大会召开。
此次共有４０名成员加入县电子商务协会。
１２日　省残联组联部一级调研员杨洪斌、

市残联理事长郭东晓到马楼乡山岔口村看望

“自强模范”张五。

▲　县委书记杨英锋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就 《鲁山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预案》专题征求意见。上海同异城市设计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 《鲁山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预案》编制情况，与会领导及相关单位和乡镇

负责人就预案的修订完善提出意见。

１５日　县委政法工作暨全国 “两会”期间

信访保障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要求，

在下一步工作中，要乘势而上，不骄不躁，保持

积极状态，把政法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要做好

特殊时期的信访稳定工作，从讲政治、讲大局、

讲责任的高度，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确保

“零进京、零登记”。

１７日　鲁山县与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战略合作洽谈签约会举行。县委书记杨

英锋指出，鲁山县委、县政府将建立专班、明确

专人，为豫资控股集团在鲁山投资创造良好条

件，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实施。

１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廷瑞带领市
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莅鲁专题调研法院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

▲　县委审计委员会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会议召
开。县委书记杨英锋要求，一要聚焦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切实发挥审计的保障促进作用；二

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切实发挥审计的督促落实

作用；三要聚焦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切实发挥

审计的监督制约作用；四要聚焦促进全面从严

治党，切实发挥审计的反腐利剑作用。

▲　全县组织宣传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县
委书记杨英锋强调，一要强化政治统领，增强

抓好组织、宣传、统战工作的政治自觉；二要抓

实重点任务，担当组织、宣传、统战工作的使命

责任；三要聚焦主责主业，推动组织、宣传、统

战工作有效落实。

▲　县长李会良到四棵树乡平沟村调研违
建别墅拆除工作进展情况。李会良指出，违建

别墅整治工作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一项

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精准把握上级相关要求和政策，突

出整治重点，结合实际，分类妥善做好整治

工作。

▲　县政协第３５次文史工作会议召开。县
政协主席张振营强调，全体文史工作者要在今

后的工作中继承优良传统，自觉遵循文史工作

的方针、原则，继续更好地为人民政协履行职

能服务。

▲　郑州新区海关与辛集乡范店村党支部
共建仪式举行，并签署 《支部结对共建协议》。

２０日　县长李会良、副县长曲延辉带领相
关部门负责人到洛阳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

造产业研发基地进行实地考察。

２１日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吴宏
亮带领由省纪委监委研究室主任刘社青、省纪

委监委第一监督检查室主任曹广琦等人组成的

综合调研组莅鲁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建民，县委书记杨

英锋，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叶锐

参加调研活动或出席调研座谈会。吴宏亮带队

先后到瓦屋镇红石崖村、土桥村实地调研。吴

宏亮强调，一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坚定决

胜脱贫攻坚的信心、决心；二要坚持稳中求进，

实现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两手抓、两促进；三

要狠抓工作落实，鼓足决胜脱贫攻坚的干劲、

拼劲；四要注重长远，珍惜现有机会，确保决战

脱贫攻坚取得实效、长效。

２１—２２日　县委巡察组、巡察村 （社区）

组根据县委书记专题会议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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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安排，分别向县城管局、县妇联、县市

场监管局、县外贸中心、县应急管理局、县总工

会、县河务局、县市场中心、县社、团县委等

１０个县直单位和辛集乡、磙子营乡、马楼乡 ３
个乡的３９个村 （社区）反馈巡察情况。

２２日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薛
玉森带领省农业农村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莅鲁调

研。薛玉森一行到磙子营乡高标准农田项目区

察看项目和工作进展情况，听取相关部门意见

和建议。随后，薛玉森一行到河南佳尚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产业基地，详细了解农业特色

产业经营模式、品牌创建、市场销售等情况。

２３日　全县 “五优” “五佳”暨综合考评

工作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２０２０
年，全县确立 “十大任务”，机遇和挑战并存，

做好２０２０年的工作，要增强 “五个意识”：一

要增强机遇意识，二要增强责任意识，三要增

强危机意识，四要增强紧迫意识，五要增强创

优意识。县长李会良主持会议。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刘泉宣读 《关于表彰 ２０１９年度最优乡
（镇、街道）、最佳县直单位等综合考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通报鲁山县２０１９年度纳
入全市 “晋位次、争上游、走前列”综合考评

先进单位。会议表彰２０１９年度 “五优乡 （镇、

街道）”“五佳县直单位”“五面红旗村”“五型

干部”“五好党员”“五星标兵家庭”。

２５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调研 “三夏”生产

工作。杨英锋先后到马楼乡沙渚汪村、张良镇

澎河桥头加油站、磙子营乡井泉村 “三夏”生

产服务现场，实地察看小麦机收、油品供应等

情况，听取秸秆禁烧、安全生产等工作汇报。

▲　县长李会良检查防汛工作和秸秆禁烧
工作。李会良到东土门水库、澎河水库等处实

地察看，详细了解水库汛期防洪度汛措施的落

实情况。李会良到张良镇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

秸秆禁烧工作的情况汇报，了解秸秆还田和秸

秆打捆等综合利用工作情况。

２７日　 “脱贫攻坚走基层小康路上看变化”

央媒省媒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鲁山县，新华社、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河南日报、平顶山日报

等多家中央、省级、市级媒体参加活动。

▲　库区乡蓝莓产业党总支授牌仪式举行。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泉为库区乡蓝莓产业党

总支授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淑敏主持

仪式。

２９日　县政府与香港长隆投资有限公司有
关项目补充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县长李会良致

辞，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主持仪式，副

县长刘国朝及香港长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保伍出席仪式。刘国朝与深圳百旺公司总经理

尹汉卿就项目补充协议签约。本次签约项目包

括综合图书馆和科创中心、返乡创业示范小区

及配套幼儿园等。

▲　鲁山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资产委托运
营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６月

１日　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沙
河市级河长张雷明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检查指

导防汛、开展巡河工作。张雷明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和防汛

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备汛，

全面落实落细河长制，守护好鹰城一泓碧水，

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到
马楼乡、张良镇检查秸秆禁烧和项目建设工作。

２日　副市长刘文海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莅
鲁调研乡村旅游工作。刘文海要求，要充分利

用本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发展适应城

乡居民需要的休闲旅游、餐饮民宿、文化体验、

健康养生等产业，全力打造特色旅游品牌；要

抓好典型培育，实现以点带面，切实把资源优

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实现富民强县。

▲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第
三次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一要

坚持以上率下，二要坚持责任到人，三要坚持

问题导向，四要坚持精益求精，五要坚持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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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李会良要求，一要聚焦 “国考”目标，

不打乱仗；二要狠抓风险点，高效推进；三要强

化结果运用，严格奖惩。副县长王献春安排部

署近期脱贫攻坚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３日　鲁山县易地搬迁扶贫安置点集中式净
水设备捐赠仪式在下汤镇宏石苑社区举行。县

委书记杨英锋，副县长王献春，县政协副主席、

县工商联主席李斌出席仪式。鲁山县绿润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公司）出资购买一批集中

式净水设备，免费安装到全县３２个易地搬迁扶
贫安置点。

▲　县长李会良主持召开２０２０年重点项目
工作联席会议。针对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李会良逐一明确要求相关责任单位

按照责任分工、职能定位，全力服务解决问题，

为项目加快推进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

４日　省商务厅副厅长何松浩莅鲁调研督导
电商扶贫工作。何松浩先后到豫西建业电商物

流园，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董周乡小集

村，马楼乡沙渚汪村、苏庄村、杨庄村，张良镇

麦川村、芹菜沟村等电子商务扶贫服务点实地

察看，查阅电子商务进农村人才培训台账资料、

中央专项支持资金管理资料，对鲁山县电商及

电商扶贫工作开展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　创建省级森林城市检查验收组莅鲁检
查验收。检查验收组一行先后到鲁宝路、河南

佳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辛集八里坡软籽石榴及

迷迭香种植基地、城望顶省级森林公园、沙河

滨河公园、向阳路等处，对照创建省级森林城

市工作标准，详细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实地察

看城区绿化、廊道绿化、特色林果业、乡村绿

化、沙河生态修复等工作开展情况。检查验收

组专家对鲁山县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

５日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单恒伟携爱心企业向鲁山县

捐赠防控物资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县

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贾源培，副县长杨洪峰出

席仪式。开封市港东集团、郑州端方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河南鲁吉兰实业有限公司捐赠口罩

１０万只。
▲　鲁山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研讨会

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指出，这次研讨会，是鲁

山县创新发展思路、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良好契机，也是鲁山县与各大高校院

所加强交流合作新的起点。期望各位专家能够

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和鲁山发展实际，为鲁山

发展把脉问诊、出谋划策，帮助我们把高端制

造业谋划好、发展好。清洛基地专家作主题

报告。

▲　鲁山县举行２０２０年 “６·５”环境日暨
环境攻坚宣传活动。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生

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广大干部

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切实增强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加强环

保宣传教育，普及环保知识，增强社会公众的

环保意识，促进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

护。２０２０年 “６·５”环境日宣传主题是 “美丽

中国，我是行动者”。

６日　马楼乡蛋鸡养殖产业党支部授牌仪式
举行。

８日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

议召开。省自然资源厅原总督察王西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党组书记梁成斌应邀出席会

议。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土地科学研究中心主

任、国土空间规划研究所所长董祚继以 《国土

空间规划的制度变革和实践课题》为题，从国

土空间规划面临主要矛盾、国土空间规划制度

变革和编制实践课题三个方面，详细讲解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相关知识。

９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
文慧带领执法检查组莅鲁，就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土保持法》和 《河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淑敏，县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张聚文陪同。检查组一行先后到库区乡东许庄

蓝莓园，董周乡林丰庄园等地实地察看，详细

了解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情况，对鲁山县贯彻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工作给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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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肯定。李文慧指出，水土保持是一项长期的

工作任务；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水

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大 “一法一办法”

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水患意识、水资源保护

意识、水土保持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

水生态环境、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的良

好氛围。

▲　鲁山县消费扶贫集中采购暨蓝莓节电
商直播扶贫活动举行。省政府参事张占仓，县

委书记杨英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左玉昆，县

长李会良，县委常委、统战部长杨聚强，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参加活动。来自２４个村的
驻村工作队及部分乡镇、带贫企业等５０余家单
位参展，参展农特产品 ４０余种，销售额 １５万
元，直播销售本县农特产品２０００余单，销售额
２０万元。

▲　市政协副主席李建华带领市政协第四
调研组，专题调研鲁山县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县长李会良、副县长杨洪峰、县政协

党组副书记乔中富陪同。

▲　省环境攻坚办督查组莅鲁，就中央环
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督查

组对沙河生态修复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

定，对做好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

▲　杨英锋到县气象局就人工作业增雨、
防灾减灾等工作进行调研。

▲　２０１９年度市级卫生单位授牌暨２０２０年
省、市、县卫生单位申报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对

２０２０年省、市、县卫生单位申报创建工作进行
具体安排，为获得２０１９年度市级卫生单位称号
的１８个市级卫生先进单位、２个市级卫生居民
小区、８个市级卫生村授牌。
１０日　平顶山市 “五区”定点帮扶鲁山县

座谈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指出，为全面打

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市新华区、卫东区、湛河

区、新城区、高新区选派的驻村工作队，扎根基

层一线，为鲁山县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做出积

极贡献。在下步工作中，希望各区一如既往做

好对鲁山县的支持，确保鲁山县今年剩余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退出，各项指标全

部达标。

１２日　河南省民间谜语之乡命名暨平顶山
市民协灯谜学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平顶山市召开。

鲁山县、郏县被授予 “河南省民间谜语之乡”。

１１—１４日　中国老促会副会长杨庆堂一行
莅鲁专题调研鲁山县脱贫攻坚与老区建设、农

村危房改造和饮水安全等工作。副市长张庆一，

县委书记杨英锋，市扶贫办主任丁少革，县长

李会良，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县政协主

席张振营，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县政协党组书

记杨聚强等陪同调研或出席调研工作汇报会。

杨庆堂指出，通过听取汇报和实地核查可以看

出，鲁山县始终坚守 “一切为了脱贫、一切围

绕脱贫、一切保障脱贫”的理念，真正把加大

脱贫攻坚工作力度、加快革命老区建设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头等大事。调研组将把鲁山县工

作中的亮点、经验以及存在的困难、意见和建

议等进行认真梳理，仔细研究汇总，及时向国

务院扶贫办反馈。

１５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 《关于表彰受

到国务院督查激励单位的决定》，对鲁山县等７
个县 （市）予以表彰，并对受表彰的县 （市）

给予配套激励。鲁山县因棚户区改造、农村危

房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受到国务院

督查激励。省政府配套激励措施：２０２０年在安
排保障性安居工程预算内投资和财政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时，对平顶山市给予适当

奖励或倾斜支持；在安排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

助资金时，对鲁山县给予适当奖励或倾斜支持。

▲　瓦屋镇瓦屋第一小学教师李书红被评
为 “出彩河南人”之 ２０２０“鹰城最美教师”，
鲁山县第十三初级中学教师王启航被评为２０２０
平顶山市 “最美教师”。

１６日　市委书记周斌、市长张雷明莅鲁调
研，召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座谈会，听

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鲁山县加快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研究。市领导葛巧红、李

萍、黄庚倜、杨克俊、摆向阳及鲁山县县级以上

领导出席会议，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

代表鲁山县作工作汇报。会议强调，一要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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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资源要素集聚作用，提升县域产业能级；

二要构建以县城为龙头、以中心镇为节点、以

乡村为腹地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三要把绿

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点；

四要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和活力。

１７日　 “乐豫一帮一助学款”及 “乐助文

具包”鲁山县发放仪式举行。此次活动团县委

携手乐助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向鲁山县７６名贫
困学生捐赠总价值１５７万元的款物。
１８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一行莅

鲁调研脱贫攻坚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副主任闫廷瑞，副市长张庆一，县委书记杨

英锋，县长李会良，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

陪同调研或参加座谈会。王保存一行先后到恒

海电力有限公司、格林福工贸有限公司、洁利

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花瓷小镇、联众工贸有

限公司、城望顶森林公园、滨河公园等地，详细

了解鲁山县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生态环境改

善等情况。王保存对鲁山县在脱贫攻坚和经济

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王

保存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要坚决克服松劲懈怠思想，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 “三起

来”、乡镇工作 “三结合”要求，接续推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聚焦剩余贫困群众，用好用足用活各

项政策，确保兜牢基本民生底线；紧盯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严格落实 “四个不

摘”，帮助实现持续稳定增收；统筹好贫困村与

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关系，补齐基

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力促全面小康均

衡发展。

１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副市长张
庆一带领全市第一季度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观摩组莅鲁观摩指导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县政协主席张

振营陪同观摩。观摩组一行先后到团城乡寺沟

村、花园沟村，实地察看路域环境整治、垃圾清

运、污水治理、村容村貌、 “厕所革命”、产业

发展等情况，听取鲁山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

作汇报以及乡村负责人关于环境整治、垃圾收

集处置等方面的情况汇报。

２３日　全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
作部署会召开。县长李会良要求，各级部门一

定要深刻吸取安全生产事故惨痛教训，增强推

进专项整治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从严从实抓好

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２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到四棵树乡
调研环境整治及脱贫攻坚工作。县长李会良参

加调研。李萍先后到四棵树乡政府所在地、分

包联系的合庄村和 “农家乐”经营户、贫困老

党员家里实地察看，听取乡村两级的相关汇报，

对做好今后的环境整治及脱贫攻坚工作提出了

要求。

▲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到部
分项目现场调研建设工作。

▲　平顶山军分区爱心助教物品捐赠仪式
在董周乡群虎岭小学举行。平顶山军分区政委

刘凯，县长李会良，平顶山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主任王万里，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长王学军，

副县长杨洪峰出席仪式。刘凯代表平顶山军分

区向董周群虎岭小学捐赠价值４０万元的物品。
▲　我们的节日———２０２０年中国 （鲁山）

端午节诗会举行。中国民协副主席、省民协主

席程健君，中国民协顾问、省民协名誉主席夏

挽群，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王三槐，县政协副主席邢春瑜等出席

诗会。与会领导为河南 （鲁山） “屈原与韜城”

主题楹联征集获奖作者代表颁奖。

▲　２０２０年感恩老党员慰问品发放仪式举
行。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县政协党组书记杨聚

强要求，各乡 （镇、街道）要把感恩老党员活

动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主要领导亲

自参与，深入到老党员家中开展看望走访，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传递给每一位老党员。

２５日　我们的节日———２０２０中国 （鲁山）

端午节开幕式在张官营镇杨孙庄村举行。省文

联副主席王朝纪，市文联主席李虹，县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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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长刘万福，县政协副主席、县炎黄文化

研究会会长邢春瑜等参加开幕式。中国民协副

主席、省民协主席程健君，中国民协顾问、省民

协名誉主席夏挽群，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

信阳师范学院教授金荣权等应邀出席。本届端

午节系列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以

网络直播为主要载体，主要内容有开幕式、“弘

扬端午文化促进乡村振兴”端午文化大讲堂、

“对话民俗———五月五日午”专家访谈、 “蕙兰

颂歌”端午节诗会、民间祭祀屈原仪式、端午

传统民俗展等。

２８日　市政府第一考核组组长、市水利局
调研员李冠华一行５人莅鲁对２０１９年度河长制
工作和实行最严格水资源制度工作进行考核。

２９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委常委、统战
部长、县政协党组书记杨聚强带领相关部门负

责人，到下汤镇看望慰问老党员、贫困户。

３０日　全县２０２０年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暨中原云裳牧场项目开工仪式在磙子营乡

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宣布全县２０２０年第二季
度重大项目暨中原云裳牧场项目开工，县长李

会良致辞。当日集中开工３２个重大项目，涵盖
输变电光伏、机械制造、丝绸纺织、康养中心、

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项目总投资达８７６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３９６亿元。其中中原云裳牧场旅
游开发项目总投资１０８６亿元，占用荒山１２０００
亩，配套设施建设用地１０００亩，是集休闲、观
光、采摘、研学、游乐、体验、民宿、少数民族

民俗文化为一体的综合体乡村旅游项目。

▲　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听取

审议 《县人民政府关于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情况

的报告》《关于传染病防治暨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情况的报告》。新任命的同志进行宪法宣誓。

是月　全县古树相关数据资料全部录入国
家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采用类似公民身份

号码的编码模式制作带有二维码的保护标牌。

该信息管理系统运维正常后，游客通过扫描树

牌上的二维码，可详细了解到古树的种属、树

龄、树高、冠幅、保护级别、管护单位等相关信

息。全县共有古树１５２１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
古树１１４株、国家二级保护古树１２９株、国家三
级保护古树１２７８株。

▲　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旧址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被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河南省老区建设促进

会、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命名为 “弘

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为传

承红色文化，丰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

传统教育载体，县老促会搜集、整理大量历史

资料，协调县文广旅局、县委党史研究室、鲁山

一高等单位，对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旧址进行

布展，布展面积７０多平方米，展板６０余块。展
览详细介绍了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成立的历史

背景、活动轨迹及发展历程。１９４８年 ３月，豫
陕鄂人民军政大学在鲁山文庙成立，学校先后

改称中原军政大学、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西

南军区军政大学、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刘伯承、余秋

里、刘华清等曾先后担任该校校长等领导职务。

２０１９年，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旧址被定为第八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鲁政办 〔２０２０〕２３号印发 《〈鲁山县

志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资料收集整理编纂工作实施
方案》，标志着鲁山县启动第三轮县志资料征编

工作；鲁政办 〔２０２０〕２２号印发 《关于加强乡

镇 （村）志编纂、村史馆建设工作的通知》，进

一步加强乡镇 （村）志编纂和村史馆建设工作。

７月

１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负责人，到马楼
乡沙渚汪村看望慰问老党员。

２日　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汇报会召
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一要有站位，二要有

规划，三要有特色，四要有典型，五要有机制。

▲　鲁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
发布仪式举行。

３日　平顶山市２０２０年度沙河防汛抢险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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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在鲁山县举行。市防指常务副指挥长、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摆向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

充分认识２０２０年防汛的严峻性、艰巨性，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救灾这场

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副市长刘文海带领市相关单位负责人
莅鲁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刘文海指出，服务

业对吸纳社会就业、增加群众收入、稳定经济

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相关单位要进一

步提高对服务业发展的思想认识，坚定信心，

紧盯目标，专班推进，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　全市工业智能制造观摩组莅鲁观摩。
县长李会良、副县长曲延辉一同观摩。观摩组

先后到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平顶山发电分公司、

河南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实地察看

生产现场及智能化改造情况，听取企业负责人

关于公司规模、产品研发、经营状况等情况

汇报。

▲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中小学国防教育启动仪
式举行。

４日　全县矿产品交易综合监管暨矿业秩序
治理整顿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

调，一要关键时刻讲政治，二要关键时刻顾大

局，三要关键时刻明纪律。县长李会良要求，要

进一步加强领导，加大打击追查力度，严格问

责；加强对矿产资源的监管和巡查，依法依规

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

６日　副省长武国定莅鲁调研脱贫攻坚工
作。省政府副秘书长陈治胜、国家统计局河南

调查总队总队长夏雨春、省扶贫办副主任汪继

章、副市长张庆一、县委书记杨英锋参加调研。

武国定到四棵树乡黄沟村，详细了解自助式农

家小院运作模式及带贫效果，并与贫困户座谈，

了解其 “两不愁、三保障”等扶贫政策落实情

况及产业发展、收入增长情况，鼓励其教育好

子女，在党的扶贫好政策帮助下早日阻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到黄沟村卫生室，看望乡村医生，

详细了解村卫生室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及

其作用发挥情况；到团城乡寺沟村观摩多彩田

园，看望村医和贫困户，并在寺沟村党员群众

综合服务站召开座谈会。最后，武国定到带贫

企业河南金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星级民

宿参观考察。

▲　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县
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要求，要把思想统

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工作

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进一步明确职能任务，

全面落实各项措施。

７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莅鲁调研
指导基层组织建设和软弱涣散村整顿工作。省

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主任李恩东、二级巡视

员李晓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泉等一同调研。王保存

一行到张良镇东留庄村，察看村容村貌和农田

水利设施情况，走进贫困群众家中了解生产生

活情况。座谈会上，王保存详细询问村级党组

织建设情况、发展规划、帮扶措施和贫困户脱

贫情况等。王保存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

党在农村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肩负重责，使

命光荣；要充分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党员合力，调动党员积极

性，理清发展思路、定好发展目标、制定发展举

措，同心协力谋发展，为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要强

经济，围绕群众增收动脑筋、想办法，让群众的

腰包鼓起来；强化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鲁山一高、鲁山二
高巡视高考考点，了解各考点高考准备工作情

况，特别是应急医疗救护、疫情防控措施等，听

取有关情况汇报。２０２０年，鲁山县考区共有考
生５２６３人，比上年增加６７７人。其中文科２１４４
人，理科３１１９人。设鲁山一高和鲁山二高两个
考点共１７６个考场。
９日　市政协副主席李建华带领市政协 “打

造全市墨子文化品牌”专题调研团莅鲁调研。

１０日　全县２０２０年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第
四次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此次

脱贫攻坚大普查工作是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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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普查人数最多

的一次全面普查，中央、省、市高度重视。全县

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提振信心，确保

脱贫攻坚大普查工作取得好成绩。会议以视频

形式召开。

１５日　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县长李会良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强化治污

措施，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摆上突出位置，狠

抓 “六控”和 “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

下足功夫把各自工作做细做实，脚踏实地打一

场硬仗。

１６日　全县第二季度项目大建设观摩点评
暨上半年表彰大会召开。县长李会良强调，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项目建设仍然是扩大有效投资的

核心支撑；全县各乡 （镇、街道）、办事处、各

部门要切实增强 “重点项目重点抓”的责任意

识，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会前，分四组对各

乡 （镇、街道）、办事处的重点项目进行观摩。

观摩采取 “一看、二听、三评议”方式进行，

听取项目责任单位及项目单位汇报，并从项目

质量及进展、建设环境、组织领导、项目谋划情

况、开复工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　县政府与中铁路港通实业集团 （河南）

有限公司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县长李会良致辞。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主持仪式，副县

长王金刚代表鲁山县政府签约。鲁山熊背中铁

通铁路物流园项目是大型物流基础设施类建设

项目，计划总投资９亿元，预计２０２３年完成全
部建设。

１７日　全县２０２０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暨夏季
食品安全百日行动动员会召开。县长李会良指

出，当前已进入夏季，食品安全问题高发易发，

各乡 （镇、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要坚持底

线思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从严整改，下大

力气织密食品安全网络、筑牢食品安全底线，

严密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２０日　河南省首届返乡创业网络大赛举行，
鲁山县九九乡情农业有限公司入选河南省首届

返乡创业网络大赛优秀企业奖，得到省级返乡

创业专家团的专项跟踪辅导，持续帮助提升项

目竞争力和成长能力，同时被纳入河南省返乡

下乡创业投资基金项目库。

２２日　县长李会良调研防汛工作。李会良
强调，要提升站位，高度重视；要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预警、预测、研判，

立足于防大汛、救大灾、抢大险，严格落实各项

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县长李会良到世邦集团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园土地平整项目工地调研。

２５日　省委宣传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处处
长高峰、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处处长李德全带队

莅鲁调研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文明办主任张恒昌，县长李会良，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刘泉参加调研。调研组到团城乡

寺沟村、鸡冢村、牛王庙村、花园沟村等处，通

过听取汇报、实地察看等方式实地调研。调研

组对鲁山县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

给予充分肯定，并围绕进一步提升文明村镇创

建工作水平提出意见。截至７月，团城乡已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村１个、省级文明村１个、县级文
明村６个、县级文明家庭 ４户、乡级文明家庭
１２户，培育县级 “新乡贤”３人、乡级 “新乡

贤”２４人，“十星级文明户”认领７０余户。
２６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带领有关部门负责

人到米湾水库、荡泽河太平保段实地检查指导

防汛工作。

２８日　县四大班子领导分组走访慰问驻平、
驻鲁部队官兵。

▲　张良汉杰人文生态小镇暨杨李沟美丽
乡村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副

县长汤钦，县政协副主席邢春瑜及北京天下豫

商文化研究院院长、项目总发起人张原，文

旅小镇项目专家组专家、国家创推委专家组专

家、京津冀电商领导小组组长孙德严，美丽乡

村项目总经理陈帅出席签约仪式。张良镇杨李

沟学习型美丽乡村项目拟投资４亿元，规划占地
约６平方千米，核心区约 ６００亩，建设用地约
１２０亩，计划５年完成投资建设。

２９日　市 “七五”普法检查验收第五检查

２５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组莅鲁检查验收，对鲁山县 “七五”普法工作

开展情况给予肯定。

▲　鲁山县被全国爱卫办命名为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周期国家卫生县城。三年间，鲁山县把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作为 “２１１”工程、“三大攻坚”
和 “三大决胜”重点工作，成立由县委书记任

政委、县长任指挥长、多位县级领导任副指挥

长，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创建国家

卫生县城指挥部，全力指导、协调、督查创建工

作。印发 《鲁山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实施方案》

《关于实行县级领导路长制的通知》等文件，制

定一系列考核政策，以严格的奖惩机制倒逼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推动县城环境卫生面貌发生

显著变化。全县基层健康教育网络覆盖率达

１００％，中、小学健康教育课程开课率 １００％，
住院病人及陪护家属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县

城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职工相关卫生知识知

晓率均达到８０％以上。先后投入资金２２亿元，
升级改造老城大街、人民路东段和花园路北段，

建成尧山大道、鲁阳路等主干道１２条，硬化背
街小巷道路２４１条，生态公厕新建１６座、改造
升级２２座，新建连体式压缩垃圾中转站 ５座，
新购置垃圾清扫车６辆、洒水车６辆、电动保洁
车２８０辆，城区配置垃圾桶５０００个，新安装果
皮箱７１１个、候车亭１６个、执法亭４个，城市
家具等硬件设施基本到位；建成和平农贸市场、

墨公路精品瓜果市场，升级改造老城区墨子商

场等老旧市场；新建汇源中学、健康路小学等

中小学校８所以及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
幼保健院３栋新院区医疗大楼，城市功能不断得
到完善。投入６５亿元的将相河水污染治理及湿
地建设工程和滨河景观项目正在推进，全面完

成全长１９千米的叶茂河治理，６座人工河桥竣
工投用，城区生态水系保护得到持续加强。投

资５５亿元建成沙河生态绿廊城望顶森林公园、
尧山公园等大小公园游园１５个，对鲁平大道全
线、中心公园、高速口周边及重要交通节点的

绿化进行提标改造，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０５２平方米以上。整修边沟２５万多米，安装
路１４６２盏，更换主道路 ＬＥＤ灯 １２００余盏，对

背街小巷修补破损墙壁３万余平方米，增设漫画
１８００余幅；拆除旱厕２００余座，整治疏通封闭
排水渠１３处１６５０米。

▲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公立医疗机构公开招聘
人事代理笔试在鲁山一高进行。

３１日　鲁山县沙河生态修复与提升 （一期）

工程ＰＰＰ项目文旅度假功能区暨滨河北路东延
工程开工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姚莲叶，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贾

源培出席开工仪式。文旅区项目和滨河北路东

延工程是沙河生态修复与提升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总投资１２６７亿元，计划３年建成。
▲　全国爱卫会命名团城乡为 “国家卫生

乡镇”称号，下汤镇通过２０１９年重新确认 “国

家卫生乡镇”称号。

▲　张良镇杨李沟村被评为河南省 “美丽

庭院”创建示范村称号。

是月　２０２０年高考，鲁山一高实现 “十连

增”，普通类考生６００分以上５０６人，比上年净
增２６６人；一本上线 １４９１人，比上年净增 ９４
人；应届一本上线率 ５５６％，本科上线率
９８３％。鲁山二高６００分以上考生２人；一本上
线３１人，比上年净增１９人；二本上线４７１人，
比上年净增７０人。

８月

１日　鲁山和佑康养社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仪式举行。

３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平顶山联众工贸有
限公司、豫西建业物流园区现场办公，协调解

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４日　省扶贫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岳爱华
带领调研组莅鲁，就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专题调研。调研组对鲁山县各基层党组织精准

推进扶贫领域各项工作落实、实施多种模式带

动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的经验做法及取得的显著

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同时就如何进

３５大事记　



一步发挥产业党组织的先锋引领和积极推动作

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脱贫攻坚提出

建议。

▲　县域投融资模式重构及国有企业转型
发展培训会举行。市尧管局局长、副县长史晓

天，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出席培训会。

会议邀请财政部 ＰＰＰ财务 （金融）专家、国家

发改委中产委投融资发展研究专委会主任、中

至远集团总裁林正刚作题为 《鲁山县政府投融

资模式的重构及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发展的模

式与实务》的授课。

５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有关单位负责人调研
项目建设工作。李会良一行先后到将相河水污

染治理及湿地建设工程、花瓷古镇、大浪河昭

平台北干渠至入河口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丝

绸家纺产业园、迎宾大道等项目现场实地察看，

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规划设计、安全生产

等情况，并现场办公。

６日　全省 “四优四化”优质水产品专项设

施渔业水处理关键技术观摩培训会在鲁山县举

行。参会人员到位于韍河乡赵楼村的平顶山长

淋实业有限公司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进行观摩

学习。鲁山县近年来多措并举推动渔业转型升

级，全县渔业总产值达１２３亿元。其中，韍河
乡赵楼村于２０１９年５月率先引进南美白对虾进
行养殖，年产成品活虾２５万公斤。

▲　全县 “作风大转变”工作暨服务重点

项目建设群众满意度评议会召开，对全县５６个
县直单位进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强化服务意识

评议，对２７个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单位的１５９个
内设股室和二级机构进行专项评议。

７日　京师合创鲁山科教园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签约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致辞。

▲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主持召开县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组

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民法典》的重要讲

话精神，对今后学习贯彻 《民法典》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会议接受王三槐辞去鲁山县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并决定

报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备案。

９日　全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
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指出，做好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是 “一把手工程”，是

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紧迫、没有任何

退路的工作，我们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一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决不打折扣贯彻好中央、省、

市的决策部署，采取断然措施坚定不移强力推

进整治工作，以 “零容忍”的坚定决心遏制新

增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１０日　县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
杨英锋强调，一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二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增

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三

要坚持依法履职，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人大工作

高质量发展；四要加强党的领导。

▲　鲁山县与省农发行项目对接洽谈座谈
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就鲁山县基本情况及

结合县域治理 “三起来”在强县富民等方面谋

划的项目进行介绍。

１１日　县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
杨英锋强调，一要认清新形势，不断强化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二要助推新发展，充分发挥专

门协商机构作用；三要落实新要求，持续在思

想政治引领中广泛凝聚共识；四要巩固新成果，

继续建立完善人民政协各项工作制度；五要干

出新成绩，大力营造支持政协工作的新氛围。

县政协主席张振营强调，一要自觉把思想行动

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和

县委部署要求上来，认真领会精神实质，深刻

把握核心要义，用以武装头脑、推动工作，切实

把县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落到实处；二要围绕

坚定政治立场、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巩固

共同思想政治引领、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

加强政协工作制度建设等，扎实做好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县政协重点工作；三要抓好会议精

神的学习贯彻落实，开展灵活多样的协商活动，

多建有用之言、多支有效之招。

▲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到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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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体检站，视察指导２０２０年征兵体检工作。
１０—１４日　县委巡察组、巡察村 （社区）

组根据县委书记专题会议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工作安排，分别向县盐务局等１０个县直单
位和 ７个乡镇的 ９１个村 （社区）反馈巡察

情况。

１１—１３日　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召开。会
议应到委员 ２７４人，实到 ２４６人，符合规定人
数。县政协主席张振营代表政协第十届鲁山县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县政协副主席

邢春瑜在会上作 《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十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

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关于

县十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县政协十

届四次会议关于县十届政协常委会提案工作报

告的决议、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会

议选举杨聚强为县政协主席、闫同来为副主席，

王占伟等９名同志为常务委员。
１２—１４日　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

会议应到代表２８８人，实到代表２６５人，符合法
定人数。县长李会良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作

工作报告。２０２０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是：生产总值增长７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９％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０％以上，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０％以上，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 ８％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１５个百分点，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２２％以
上，进出口总值平稳增长，城镇、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８５％、９％以上，环境保
护等约束性指标完成省、市下达任务。会议表

决通过鲁山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鲁山县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鲁山县

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的
决议、关于鲁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鲁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鲁山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６项决议。会议选举许杰为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１４日　副市长张庆一带领产业扶贫观摩团
莅鲁观摩产业扶贫工作。观摩团一行先后到瓦

屋镇土桥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四棵树乡黄沟村

“自助”农家院扶贫基地、董周乡五里岭硒梨种

植基地、马楼乡正隆牧业养殖基地等处进行实

地观摩。观摩团对鲁山县产业扶贫工作取得的

显著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１５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带领相关单位负责
人，到赵村镇桑盘村民宿项目施工现场、三道

庵村地质灾害点，尧山天河漂流景区调研民宿

项目、地质灾害防范和旅游安全工作。

１７日　平顶山市鲁阳工业园筹建工作会议
召开。县长李会良指出，要充分认识建设鲁阳

工业园的重要意义，以鲁阳工业园建设为抓手，

推动全县工业经济创新发展、转型发展、提质

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

支撑。

▲　鲁山县委第七轮巡察村 （社区）集中

进驻动员会分别在下汤、磙子营、张官营、赵

村、张良、仓头、尧山、瓦屋、马楼、熊背、库

区等１１个乡 （镇）党委政府驻地召开。本轮巡

察，县委巡察机构从县纪委监委、县直各单位、

各乡镇抽调１７４名工作人员，组成３９个巡察组
对１２３个村 （社区）开展为期 １个月的常规
巡察。

▲　鲁山县退役军人张延辉在首届河南省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现代农业类评选中荣获

二等奖。

１９日　国家林草局森林草防火司原副司长
许传德带领调研组莅鲁调研检查森林防灭火工

作。省林业局副局长李志锋、副市长张庆一、县

长李会良、市林业局局长王卫锋、副县长刘国

朝陪同调研。许传德对鲁山县森林防灭火工作

开展情况表示充分肯定。许传德指出，做好森

林防灭火工作要处理好防和救的关系，做到防

火、扑救相结合，把防扑一体化贯彻到森林防

灭火工作的全过程；要处理好统和分的关系，

森林防火指挥部做好统筹牵头，各有关职能部

门相互合作，发挥积极作用；要加强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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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宣传力度，强化队伍训练，加大科技支撑，

确保今秋明春不发生森林火灾。许传德一行还

实地察看了县森林消防二中队。

▲　县长李会良到赵村镇上汤村、东坪村
等处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李会良要求，要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

实增强防汛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始终保持

高度警惕，落实落细各项措施。

▲　副县长王金刚携手网络主播在张店乡
王湾村的花生地进行助农带货直播。在３个小时
的现场直播里销售１４８０余单，销售额３万余元。
２０日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扩大）

会议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宣布鲁山县医护用

品产业集群建设专班、新型能源产业集群建设

专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专班、鲁阳工

业园建设专班、“中原蓝莓第一县”品牌打造专

班、“中原香菇第一县”品牌打造专班、城区建

设东扩专班、城区建设南进专班、老城区提升

改造专班和城北片区提升改造专班１０个工作专
班负责人名单，明确每个专班的工作重点和工

作方向。会议集中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

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

摘编等。会议还邀请中原云裳牧场旅游开发项

目投资人之一孙杰就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智慧鲁山和紫色经济”话题授课。

▲　全县民营经济 “两个健康”百县提升

行动暨 “一联三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动员会

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一要必须领会上

级精神，二要必须落实行动，三要必须全面提

升。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对推进 “两

个行动”作出部署安排，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县总工会主席李留根主持会议，曲副县长延辉

传达省、市有关会议精神。

２０—２１日　省水利厅验收组莅鲁开展县域
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技术评估验收工作。县长

李会良、县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江

河出席验收会。验收组指出，鲁山县高度重视

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积极开展节水

载体建设，任务明确、成效明显，社会节水意

识、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全方位

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鲁山县要

以此次验收为新的起点，按照国家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制度、创新

实践、建立节水型社会建设长效机制，不断提

升建设管理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和

谐、可持续发展。

２０日　全县２０２０年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

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培训对象是全县

７１名 “六星”村党支部书记。

２５日　 “健康中国·关爱行”河南省鲁山

县卫生健康帮扶工程启动仪式举行。农工党中

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周庆年，省卫健委副主任刘延军，

农工民主党平顶山市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李

建华，县委书记杨英锋，市卫健委主任李自召，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副县长杨洪峰出

席启动仪式。“健康中国·关爱行”———鲁山县

卫生健康帮扶工程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针对鲁山县医疗卫生领域的全面帮扶，计划两

年内，在鲁山县开展疾病筛查、患者资助、医务

人员培训、医疗设备捐赠及适宜地方需求的公

益项目，捐赠规模约 ２亿元，首批捐赠价值为
１０３亿元，其中价值４９５４９万元的各类医疗设
备已投入使用。中国初保基金会与县政府签订

框架协议、与县卫健委签订捐赠协议。

▲　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
赵伟刚一行莅鲁调研督导消防安全工作。赵伟

刚一行先后到 “５·２５”火灾事故发生地、辛集
乡敬老院等处，就火灾事故后的变化、消防设

施及管理等进行实地察看，并围绕加强消防安

全管理召开座谈会。赵伟刚指出，各相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举一反三，积

极预防，按照各自职责把工作抓好做细。

▲　我们的节日———２０２０中国 （鲁山）七

夕节开幕式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左玉昆，县长李会良，市尧管局局长、

副县长史晓天，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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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开幕式。中国民协副主席、河南省民协主席

程建军，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侯仰

军，中国民协顾问、河南省民协名誉主席夏挽

群等应邀出席开幕式。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文

艺演出、 “搭鹊桥、促脱贫、奔小康”集体婚

礼、露峰山 “牛郎织女”山歌会、牛郎洞民俗

表演、对话民俗专家访谈等。

２６日　市政协副主席冯晓仙、侯红光带领
市政协高质量编制 “十四五”规划专题调研组

第二调研小组，到鲁山县围绕 “县域经济 （乡

村振兴）”课题进行专题调研。县政协主席杨聚

强参加调研。

▲　全县新闻宣传暨文明城市、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会议召开。

２７日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卢锡恩莅鲁调
研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情况。卢锡恩指出，县域

经济发展要做好 “三挖”，一挖企业，通过招商

引资、返乡创业等方式，激发县域经济活力；二

挖人才，通过招才引智、招贤纳士，提供智力支

撑和人才保障；三挖潜力，通过提质增效、转型

升级，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

２８日　民进平顶山市委会助力脱贫实践基
地挂牌仪式在团城乡花园沟村举行。

▲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花瓷古镇项目工地、
恒海电力集团等处走访调研项目建设及企业运

营情况。

▲　县委书记杨英锋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
调研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规范化建设工作。杨英

锋要求，一要进一步落实卫生管理制度，切实

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好，把老人的健康幸福

放在第一位，竭力为入住老人创造良好、舒适

的居住环境；二要完善台账资料，规范安全管

理工作，把好食品安全关；三要完善安全制度，

着力抓好消防安全，做好消防演练，夯实安全

责任。

２９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韍河乡赵楼村实
地察看村容村貌、户容户貌改善情况。杨英锋

强调，一要抓好数据核对，二要聚焦问题整改，

三要谋划好发展产业，四要加大基础设施和人

居环境建设力度，五要全面持续加强党的建设。

▲　县人民医院新院区正式启用。县领导
杨英锋、李会良、姚莲叶、杨聚强、贾源培、杨

洪峰出席庆典仪式。郑大三附院副院长刘福云，

市卫健委副主任郭中显，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齐冠丽，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杨振民，市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宋基中，郑大一附院眼科主

任、教授、鲁山县人民医院名誉院长王文战应

邀出席庆典仪式。县人民医院始建于 １９５１年，
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非营

利性二级综合医院，在职职工１３００余人。该院
新院区位于尧山大道东段，总投资７亿元，占地
１８５亩，建筑面积１４万平方米，设床位１２００张。
其中病房楼建筑面积６００８０平方米，地下１层、
地上１７层。
３０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摆向阳带领

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莅鲁检查养老机构安全工

作。摆向阳一行先后到梁洼镇敬老院、彭祖颐

园老年公寓等处，检查各养老机构日常管理制

度、消防安全、安全责任制落实等情况，了解入

住老人日常生活和疫情期间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　鲁山县入选 “２０２０年全国县域旅游发
展潜力百佳县”，位列第２０位。鲁山是生态大
县、旅游大县，县内旅游单体２３７８个，占全市
的５６６％、河南省的６％。国家 Ａ级景区１１处
（其中５Ａ级景区１家、４Ａ级景区３家、３Ａ级景
区６家、２Ａ级景区 １家）。多年以来，鲁山县
委、县政府大力实施 “生态建县、旅游兴县”

战略，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基本实

现 “乡乡有景点、四季无空白、村村忙旅游”。

年接待游客１０００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已逐步
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　县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杨朝山被平
顶山市委宣传部、平顶山市卫健委授予 “平顶

山市新时代健康卫士楷模”称号。

９月

１日　县政协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题民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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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调研活动。县政协主席杨聚强，县政协副主

席、县工商联主席李斌参加活动。

２日　鲁山县人民政府与河南省大地水泥有
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市长张雷明，

市政协副主席、鲁山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

会良，市尧管局局长、副县长史晓天，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出席签约仪式。河南省

大地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彪、顾问张怀平出

席仪式。李会良、张彪代表双方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是一家总

资产超百亿元的大型企业，计划在鲁山县实施

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城中村改造、文旅民宿、新

能源光伏发电、“光伏＋种养”示范基地五大方
面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７７亿元。

▲　鲁山县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演练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到现场指导，县委

常委、办公室主任贾源培结合本次演练对全县

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３日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李建民一行莅鲁调研脱贫攻坚决胜年工作。李

建民强调，企业要尽力履行社会责任，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多做贡献；要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

境，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把培育产业作为

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以产业扶贫推动高

质量脱贫攻坚。

▲　鲁山县纪念抗战胜利７５周年暨任应岐
抗日史料座谈会召开。

４日　全县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县
委书记杨英锋指出，要正确对待人居环境工作。

此次评先奖优旨在树立正确的导向，弘扬正能

量，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推动全县上下齐心协

力共同把人居环境工作做得更好。会议为先进

单位和后进单位分别颁授人居环境红旗、黑旗。

▲　京师合创鲁山科教园项目规划设计汇
报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要求，各相关单位

要鼎力支持项目实施，抓紧时间对土地利用规

划进行调整，真正把好事办实，推动项目早日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京师合创鲁山科教园项

目规划占地８１５２２亩，教育用地总建筑面积约

２６２万平方米，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一所全
日制应用型民办高职学校、一个鲁山京师创新

教育实践基地和一个京师合创鲁山双创中心等

“一校一中心一基地”，总投资约３７亿元。
▲　鲁山县 “光彩金秋慈善助学”总结表

彰暨 “９９公益日”活动动员会召开。县委书记
杨英锋出席会议。

５日　熊背乡宝山村首届板栗节开幕式举
行。市政协主席黄庚倜，县委书记杨英锋，县政

协主席杨聚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出

席开幕式。企业代表和熊背乡宝山农业有限公

司签订宝山黑油栗采购意向书。在驻村工作队

的扶持下，熊背乡宝山村邀请相关专业技术服

务团队对板栗进行品种改良，指导群众按时修

剪，推广生物病虫害防治等先进技术，４０００余
亩黑油栗的生产实现从粗放式到集约式的转变，

年产黑油栗 １００余万斤。现已有 ２０多家商超、
餐厅与宝山村签订黑油栗采购意向书，总计２０
余吨，价值约３０万元。

▲　鲁山县第五个 “中华慈善日”宣传活

动启动仪式举行，出席仪式的领导为３６名贫困
学生发放助学金３２８万元。
６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鲁山一高看望部分

教职工代表及在２０２０年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学生代表。

７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各乡 （镇、街道）、

办事处以及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到舞钢市、

叶县考察学习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招商引资和

产业发展等工作。县政协主席杨聚强，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参加。

９日　第五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先进制造全
球总决赛走进鲁山之 “特色县域产业集群培育”

高峰论坛举行。副市长张弓，县委书记杨英锋，

县长李会良，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泉出席论

坛会。清华大学河南校友会名誉会长孙光华、

清洛基地副主任邹怡蓉博士、国家农机装备创

新中心科技发展部部长李保忠及１０余支带着高
精尖项目的清华校友参赛团队、鲁山县企业代

表出席论坛活动。

▲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主持召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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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表决

通过 《县人民政府关于鲁山县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县人

民政府关于鲁山县２０１９年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鲁山县本级财政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

准２０１９年县本级财政决算。
▲　县政协纪念建党１００周年红色史料征集

座谈会召开。县政协主席杨聚强强调，为迎接

建党１００周年，及时抢救和保护鲁山红色史料，
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此次征编活动的重要意

义，加强对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视和领导，全力

参与，全方位配合好工作。

７—９日　鲁山县社会各界踊跃参加腾讯
“９９公益日”活动。截至９月１１日，鲁山县在
腾讯公益平台上发起的项目 “善行鲁山助脱贫

攻坚”累计筹款１０２６８８８１３元，其中干部群众
捐款９３７９９４０６元，腾讯配捐８８８９４０７元。

▲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

仪式在仓头乡举行。

▲　清华大学向鲁山一高发来贺信，祝贺
２０２０年４名同学考入清华大学。

１０日　全县庆祝第３６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
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要一以贯之地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教育

发展，坚定不移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确保上级

各项教育方针政策在鲁山落地落实；要聚焦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为受表彰的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

颁奖。

▲　兴源高中周年庆典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学年
开学典礼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

为优秀教师、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贫困

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

▲　鲁山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退赃大会召
开。会上共退还１６名受害人现金１６万余元。截
至９月１０日，全县共打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犯罪团伙１起，恶势力犯罪集团１起，恶势力
犯罪团伙１起；正在办理恶势力团伙案件２起，

作出一审判决４７人，扣押资产３８０万元。
１４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为培训班学员上题

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主题党课。

１５日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江到瓦屋
镇调研干线公路迎国评准备工作暨脱贫攻坚

工作。

▲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荣海带领检查
调研组莅鲁，对慈善法落实情况和社区建设进

行检查调研

▲　县委书记杨英锋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 《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 《带头做到 “两个

维护”，着力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

设》《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等部分篇

目内容，听取鲁山县项目大建设及民生大改善

工作进展情况汇报、部分县级领导入村暗访脱

贫攻坚工作汇报，对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 “光彩助学”捐助发放

仪式举行。此次活动为３０名贫困学生发放助学
金９万元。

▲　海关总署 ２０２０年捐资助学仪式举行。
此次活动海关总署共捐出 １０万元资助鲁山县
１００名 “准大学生”。

１６日　鲁山县金融扶贫工作座谈会召开。
县委书记杨英锋指出，鲁山脱贫攻坚实现高质

量的脱贫摘帽，金融部门做出突出的贡献，希

望金融部门继续为全县金融扶贫工作把脉问诊，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进一步集中研判，尽

快把问题解决好。

▲　鲁山县组织收听收看省安全生产委员
会全体会议暨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县

长李会良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树牢安全发展

理念，增强底线红线意识，全面提高安全生产

治理能力与水平；要高度重视，认清形势，坚决

克服松懈和麻痹情绪，进一步提高对抓好安全

生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严格落实部门监管

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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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隐患排查治理；要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强化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推动安全

生产工作常态化和制度化。

１７日　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副署长王令浚
一行７人莅鲁调研海关总署定点扶贫工作。郑州
海关党委书记、关长于洋，市委副书记葛巧红，

副市长刘文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王雷，县长李

会良，副县长王金刚参加调研活动。王令浚一

行到县电商产业园，观看电商扶贫工作专题汇

报片，并走进特色产品展厅及在建的新展厅察

看，对鲁山县电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

定；王令浚到鲁山县第三十中学和汇源二小察

看，了解学校的班级设置、课程开设、学生升学

等情况。王令浚还看望慰问４名海关支教干部，
勉励他们珍惜宝贵的基层锻炼机会，充分利用

自身特长和海关的各种扶持条件，高效、优质

地完成支教任务。王令浚到辛集乡范店村，看

望海关总署５名驻村扶贫干部，并实地察看范店
村扶贫车间、在建的果蔬加工车间以及海关援

建的蔬菜大棚种植基地，走访慰问分散供养特

困户和村扶贫管理员。

１８日　全县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三年专项
整治行动推进会召开。县长李会良要求，各级

各部门要居安思危，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松懈和麻痹心理，认真

吸取近期我省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始终保持警钟长鸣；要强化落实，严格督查问

效，确保全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　县农村信用联社扶贫小额贷款 （张官

营）发放仪式举行。当天，张官营镇共为８９名
贫困群众现场授信并集中面签。县农村信用联

社累计发放小额贷款４５９５户２１１２１３万元，其
中先后为张官营镇３６２户贫困群众发放小额贷款
１５００余万元。全县２０２０年新增小额贷款１０５２户
４３９５６万元。

２２日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农民丰收节举行。县
委书记杨英锋，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鑫，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出席活动。

▲　郑州海关文化下乡演出在辛集乡范店
村举行。演出前，郑州海关党委委员、政治部主

任谢永亮慰问海关总署驻村扶贫干部和范店村

贫困户。

２３日　董周乡 “五里岭酥梨”通过农业农

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近年来，

鲁山县以董周乡五里岭为中心，辐射带动全县

发展多汁少渣、酥脆香甜的酥梨近１０万亩。此
次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范围包括董周乡、库区

乡、仓头乡、下汤镇、瓦屋镇、观音寺乡、张店

乡等７个乡镇５４个行政村，适宜种植面积６８００
公顷，年产量２８万吨。
２４日　全县第三季度项目大建设观摩点评

会召开。县长李会良强调，各责任单位要制订

详细节点计划，建立问题台账，及时解决影响

项目进展的问题，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年

底前不折不扣完成任务。

２５日　市政协副主席孙建豪带领市政协调
研组莅鲁开展 “洛阳平顶山文旅产业联动发展”

专题调研活动，并对市政协第１９８号提案进行重
点督办。

▲　全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总结表彰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

锋强调，创文工作是创卫工作的升级，标准更

高、要求更严、范围更广，全县上下要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把创文工作摆在更高水平上看

待，扎实安排创文的各项任务，对标对表，高标

准完成各项具体任务，争取三年后获得提名权，

进入全国文明城市的快车道，确保创文成功。

▲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带领相
关部门负责人到赵村镇、尧山镇调研假日旅游

安全工作。

２６日　下汤镇康养温泉小镇开发项目签约
仪式举行。

２８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 “决战脱

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系列新闻发布会———危

房改造清零专场，介绍全省危房改造脱贫攻坚

工作有关情况，县长李会良出席发布会并就相

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　县政协第十六次常委会议暨人居环境
专题议政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杨聚强指出，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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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各级各相关单位和政协委员要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性，加强领导，建全制度，加

大工作力度，全力以赴推动农村环境面貌持续

向好。

２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宏亮带领市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莅鲁开展水污染防治

“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韩宏亮一行先后到沙

河辛集乡蜂李段、沙河滨河公园、三里河水系

治理项目现场、库区乡昭平台水库等处实地察

看，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并对鲁山县水污染防

治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　全县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重大项目暨鲁山
县四水同治·三里河水系治理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举行。当天集中开工 ３５个项目，总投资
１１９４亿元，年度计划投资３７３亿元，涉及工
业、农业、水利、旅游、交通、能源等多个领

域。其中鲁山县四水同治·三里河水系治理项

目总投资约３６亿元，项目建设内容为治理河道
８４千米，对三里河及其城区段汇入支流进行清
淤、疏浚、污水截流、绿化、亮化和湿地建

设等。

▲　鲁山县石林公路改建工程建成通车仪
式举行。

３０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县政协主席杨聚强等

县主要领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　全国第七个烈士纪念日，全县各界干
部群众在县革命烈士陵园举行公祭活动，共同

祭奠先烈英灵，深切缅怀先烈功绩，弘扬优良

革命传统。

是月　省产业集聚区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
公布全省２０１９年度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考核
评价综合排序和考核晋级情况，鲁山县产业集

聚区进步显著，综合排序居全省 ６９位，上升
１０６位。

１０月

１日　县花瓷古镇项目展示中心开放。市政
协副主席侯红光、孙建豪，县委书记杨英锋，李

会良县长为花瓷古镇项目展示中心揭牌，并启

动 “中国文旅巨匠·世界花瓷古镇”美好愿景

卷轴。

１—８日　墨子文化旅游区举行首届 “金秋

传奇”文化节活动。

２日　县长李会良到赵村镇、尧山镇检查指
导假日期间旅游安全工作。

３日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袁留福设计的
“双龙瓶”在２０２０年徐州文化博览会暨中国民
间工艺博览会上获金奖。

８日　国庆假期，全县共接待游客 １０７４８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３０５８５８万元，接待游客
咨询１０００余次。旅游形式以自驾游和自助游为
主，占出游总量的９０％，此外乡村游也成为一
景。一些景区推出 “云上尧山中秋诗会”“乘直

升机游尧山”“河南首届国际小丑嘉年华”等具

有互动性和参与性的活动，受到游客欢迎。

１０日　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倪岳峰一
行７人莅鲁调研海关总署定点扶贫工作。副省长
何金平，市委书记周斌，市长张雷明，郑州海关

党委书记、关长于洋，副市长刘文海，县委书记

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副县长杨洪峰、王金刚参

加调研活动。倪岳峰先后到辛集乡范店村、鲁

山县第三十中学等处调研，看望海关驻村扶贫

干部和支教干部，慰问脱贫老党员，并走进扶

贫车间和产业扶贫基地察看，认真了解海关总

署定点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倪岳峰指出，海

关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的最新指示精神，充分发

挥海关职能优势，统筹调动人力物力，精准发

力，凝聚扶贫最大合力，推动定点扶贫工作取

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１２日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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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要求，平

顶山市脱贫攻坚２０２０年调研及国家、省脱贫成
效考核在即，全县各单位各部门要做到干劲不

能松、标准不能降、荣誉不能丢、督查不能少，

确保在脱贫攻坚的收官大考中取得最好成绩，

保持我县全省一类方阵。

１４日　鲁山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第三
次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指出，做好省

级文明城市年度测评准备工作，是保住省级文

明城市名片当务之急的工作，更是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这项工作任务

繁重，时间紧迫，各单位各部门要在思想上高

度重视，自觉提升政治站位，严格按照测评标

准，抢抓有效时间，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

▲　格局屏天下·鲁山企业家学院揭牌开
播仪式举行。

▲　海关总署协调爱心企业花王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向县红十字会捐赠价值１００万元的
２９１７箱婴儿用纸尿布。这批扶贫物资将发给全
县困难家庭的婴幼儿使用。

１５—１１月３０日　十四届鲁山县委第九轮巡
察８个巡察组陆续进驻县审计局等１２个单位开
展常规巡察，对鲁阳街道城厢社区等 ３０个村
（社区）进行延伸巡察。

１６日　中华慈善总会 “心手相连·服务提

升”项目捐赠仪式举行。中华慈善总会纪委书

记兼会长助理胡传木说，希望鲁山县人民医院

能够加强对这批医疗设备的管理，提高使用效

率，在便民惠民和为贫困人口减免费用等方面

做出实实在在的安排，使其真正发挥健康扶贫

的作用。中华慈善总会 “心手相连·服务提升”

项目向鲁山县捐赠价值１５００万元的医疗设备。
▲　县长李会良带领有关单位负责人调研

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１７日　马楼乡山岔口贫困户张五荣获
“２０２０年度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１７—１８日　 “聚力脱贫攻坚·助力消费扶

贫”第七个全国扶贫日鲁山县系列活动举行。

活动内容包括脱贫攻坚成果展、扶贫产品产销

对接会、“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文艺

演出等。

１８日　豫医联盟大型助医扶贫活动走进瓦
屋镇刘相公村。豫医联盟向瓦屋镇卫生院捐赠

价值３万元的药品和一台价值２５万元的荧光免
疫检测设备。

１９日　省政协主席刘伟莅鲁调研。省政协
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王克俊，省政协办公厅

副主任王守振，省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张丛

乐参加调研。市委副书记葛巧红，市政协主席

黄庚倜，市政协副主席、鲁山县委书记杨英锋，

县政协主席杨聚强一同调研。刘伟一行到辛集

乡范店村调研乡村建设、产业发展、贫困户脱

贫等情况；刘伟到平顶山银行援建扶贫项目雅

韵纺织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及用工需求、带

动贫困户就业情况等。刘伟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自觉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上来，

深刻认识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努力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

展，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构筑发展新优势，努

力形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刘伟一行还参

观城望顶森林公园和沙河生态修复与提升项目。

▲　县生态文明示范县创建工作推进会召
开。县长李会良要求，各级各相关单位要提升

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创建工作的使命感、

责任感，把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创建

工作的主线，把好方向，真抓实干，不折不扣地

完成各项创建工作任务。

２０日　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旧址 “弘扬老

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揭牌仪式举

行。市老促会会长裴建中、县委书记杨英锋共

同为示范基地揭牌。

▲　县长李会良、县政协主席杨聚强调研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２２日　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

裁林斌带领考察团莅鲁参观考察。副市长刘文

海、县委书记杨英锋、副县长曲延辉参加考察

活动。考察团一行先后到万通通机械有限公司、

原平煤神马氯碱公司、清研鲁山科创中心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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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参观考察，了解相关项目的产业机构、装

备制造等情况，就特色产业发展及政府优惠政

策扶持进行交流。

▲　卫东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永斌带
领考察组莅鲁考察旅游发展工作。

▲　鲁山县再获 “全国政府采购百强县”

殊荣。这是继去年之后蝉联 “全国政府采购百

强县突出贡献单位”称号。

２３日　鲁山县医疗健康集团揭牌仪式举行。
县委书记杨英锋，市卫健委主任李自召共同为

鲁山县医疗健康集团揭牌。

▲　县政协主席杨聚强带队到舞钢市考察乡
村振兴精品示范带建设工作。杨聚强要求，要认

真学习借鉴舞钢市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中的

好思路、好经验、好做法，通过参观学习外地的

工作经验，找准差距、补齐短板。

２４日　鲁山县纪念墨子诞辰２５００周年系列
民俗活动开幕式在中国墨子文化旅游区举行。

市政协副主席侯红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左玉

昆，县政协主席杨聚强，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主任叶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

福出席开幕式。中国民协副主席、河南省民协

主席程建军，中国民协顾问夏挽群，中国墨子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二级巡视员张振营等应邀

出席开幕式。与会领导为最美 “墨子文化传承

守望者”颁发证书，为全国 “墨子杯”书法摄

影获奖者颁奖。

２５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到
马楼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李会良强调，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是一项惠及百姓的民生工

程，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务必要把

此项工作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确保

项目进展顺利。

▲　２０２０尧山重阳登山节暨多彩尧山红叶
季徒步旅游大会在尧山风景区开幕，来自安徽、

山东、陕西、湖北、河北、河南等省的近万人参

加，徒步旅游线路全长６千米。
２７日　市长张雷明到马楼乡调研农村产业

发展。副市长张庆一、县长李会良、一同调研。

张雷明强调，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要做强现代农业，

全面推进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建设，加大

龙头企业引进和培育力度，做实农产品精深加

工，推动农村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

向发展，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

农业提档升级。

２８日　平顶山、洛阳两市全域旅游文化融
合发展联合调研座谈会召开。洛阳市政协副主

席张世敏，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孙建豪，县政

协主席杨聚强出席会议。张世敏说，鲁山的旅

游资源得天独厚，文化底蕴深厚，生态良好，有

独特的资源优势，两市全域旅游融合发展，能

进一步促进两地的资源共享，为群众提供更多

地致富机遇；希望两市政协能为两地政府搭好

沟通桥梁，真正履行好职责。会前，张世敏一行

到尧山温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尧山风景区实

地调研，听取相关情况介绍。

▲　县长李会良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调研
将相河治理工作。

２９日　交通运输部 “十三五”全国干线公

路养护管理治理能力评价组莅鲁，开展 “十三

五”全国干线公路养护管理治理能力评价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徐强、省交通事业发展中

心主任温胜强参加检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刘江，县长李会良陪同检查。评价组采用现

场察看、听取讲解、深入调研的方式，对鲁山县

国道３１１线Ｋ８４２＋７２０板房停车区、国道３１１线
Ｋ８４２＋３４０处和国道２０７线 Ｋ２２３８＋９５０处沿线
公路等进行实地检查，详细了解干线公路养护

管理治理工作情况，重点核查板房停车区建设

运营、普通干线公路路网监控、长陡下坡整治、

路网命名编号调整和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工作落

实等情况。按照专项评价标准作出现场评价记

录。“十三五”期间，鲁山县普通干线公路技术

状况指数值达９２、优良路率９３５％，与 “十二

五”相比分别提高４％和４％，养护工程优良率
达１００％。
３０日　县政协主席杨聚强、县重点项目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江河现场调研鲁平大道公

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杨聚强强调，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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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路域环境事关鲁山形象，有关部门和乡镇

要提高认识，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进一步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从改善提升群众出行条件、

打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高度，扎实推进公路交通

环境整治工作。

３１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主持召开县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 《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１１月

１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到琴台街道建设街居
委会平安小区，调研人口普查工作进展情况。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以

户为单位按现住地登记的原则进行登记，普查

登记的主要内容包括姓名、公民身份证号码、

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等情况。

２日　县长李会良带领有关单位负责人调研
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４日　省民宗委主任李湘豫一行莅鲁现场观
摩基层宗教工作。观摩团观看鲁山县宗教工作

汇报专题片，听取相关情况介绍。观摩团指出，

要继续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上级相关要求，

进一步提高基层宗教工作水平。

▲　全县２０２０年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
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此次省级

交叉考核是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

的一次大考，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内容

多、要求严格，全县上下要坚决克服松劲懈怠

思想、厌战畏难情绪，一鼓作气，顽强作战，全

力以赴打好这场关键之战。

▲　县长李会良到鲁阳街道阳光社区调研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进展情况。

３—６日　省老促会副会长铁代生带队莅鲁
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市老促会会长裴建中、副

会长张国需等参加调研。县领导杨英锋、李会

良、叶锐等参加调研或出席座谈会。铁代生一

行先后到辛集乡瑞亚牧业、佳尚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软籽石榴种植基地，董周乡五里岭酥

梨种植基地，滨河公园，豫西革命纪念馆，瓦屋

镇久久乡情食用菌种植基地、尧荣菌业带贫基

地，尧山风景区，四棵树乡黄沟村自助农家院，

团城乡寺沟村及应山梅花鹿散养基地实地走访，

详细了解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要求，

鲁山县要再接再厉，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增强忧患意识，巩固好脱贫成果。

５日　全县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会议召开。会议传达 《全县房屋建筑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６日　全县２０２０年度病媒生物防制市级考
核评估反馈会召开。考核组以 ＰＰＴ形式进行反
馈，对鲁山县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成效给予肯定。

７日　２０２０年全县冬春火灾防控动员部署会
暨 “１１９”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要求，要始终紧绷消防

安全这根弦，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

不断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准确把握重点，

全面整改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坚决预防火灾事

故的发生。仪式上，为消防宣传先进个人颁发

证书。

９日　全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７亿元，整合
资金总量位居全市第一位、全省第二位。对接

项目 ４０５个，整合资金总量占计划整合数的
９５％，统筹整合资金支出６４亿元，支出占实际
整合数的９１％，占计划整合数的８６％。本级安
排专项扶贫资金７９００万元，占上级下达资金的
４０２４％，专项扶贫资金支出３２亿元，支出进
度为９３％。在 “扶贫８３２平台”开通采购预算
单位１００个，完成采购金额５２４万元，采购总量
全市第一，预留份额５００万元全部完成。
１０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志辉带领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尧山镇想马河村调研基

础设施建设工作。邓志辉指出，农村公路建设

不仅要保进度、早完工，更要确保路网连通，配

齐基础设施，便于群众出行，把农村公路建设

这项民生工程做细、做优。

１１日　海关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何彤
一行莅鲁调研海关支教工作。调研组到韍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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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下汤一中，看望慰问海关支教老师。何彤

对支教老师们的工作表示肯定，并对他们一对

一资助贫困学生、组织学生成立国旗护卫队等

举措大加赞赏。

１２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明新到下汤
镇、团城乡调研村 （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政协主席杨聚强，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魏学君参加调研。张明新在充分

肯定鲁山县前期工作成效后要求，我们要从深

入领会五中全会精神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建立专班、逐村研判，摸

清底子、超前谋划，高标准要求、高质量推进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主持召开县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二十八次会议。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３４人，实到３０人，符
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决定接受叶锐辞去鲁山县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决定接受史晓天、曲延辉、刘国朝辞去鲁山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报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六次会议备案；任命于伟为鲁山县监察委

员会副主任，决定于伟为鲁山县监察委员会代

理主任；任命李新杰为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任命王泉水为鲁山县公安局局长。会议向被任

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

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情况

专项工作报告关于城乡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对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专题询问。

▲　鲁山县监察委员会第一届特约监察员
聘任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

代主任于伟要求，特约监察员要强化责任意识，

切实把监督的首要职责担起来，敢于讲真话、

说实话、谏诤言。全体纪检监察干部要以更加

开放的态度接受监督，对特约监察员的批评意

见，要做到立行立改、即知即改，养成在受监督

和约束的环境中履行职责、工作生活的习惯。

会议传达有关文件，并向县监委第一届特约监

察员颁发聘书。

▲　瓦屋镇楼子河村 “乡村文化合作社”

挂牌仪式举行。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康

洁，副市长刘文海，省文化馆馆长冯莉，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徐渊，县委常委、副县长翟

传鸣出席仪式。康洁指出，乡村文化合作社是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有益探索，也是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具体举措；希望

鲁山县以此活动为契机，加强对文化合作社的

指导，探索合作社建设新模式，不断健全完善

工作机制，让有形的乡土文化留得住，让活态

的乡土文化传下去。康洁为楼子河 “乡村文化

合作社”授牌，冯莉代表省文化馆向楼子河

“乡村文化合作社”捐赠乐器。楼子河村授予康

洁 “荣誉村民”称号。

１１—１２日　在广州举行的首届全国退役军
人创业创新大赛上，位于马楼乡的平顶山天健

农业有限公司获得精准扶贫组三等奖。平顶山

天健农业有限公司由退伍军人高一善、张延辉

返乡创办，种植绿色蔬菜２０００余亩，通过土地
流转、吸纳务工、利润分红等方式，共带动贫困

户３３７户，每年帮助贫困户增收１００余万元。该
公司２０１７年被平顶山人民政府授予 “农业产业

化市重点龙头企业”称号，２０１９年６月通过平
顶山市带贫企业认证。

１３日　平顶山大西环沙河特大桥实现全幅
贯通。沙河特大桥是大西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大西环项目工程为省道２３３焦桐线宝丰周庄镇至
张良镇改建工程，工程全长２４７６８千米，双向
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行车速度８０千米／小
时。大西环沙河特大桥位于辛集乡徐营村，总

长１５３７米。主桥采用波形钢腹板预应力混凝土
现浇连续箱梁，两端引桥采用标准跨径装配式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大桥设计桥墩 ３４组、
现浇连续箱梁１１０节块、装配式箱梁２２４片。单
片装配式箱梁长４０米，最大单重１５３吨。
１６日　县委书记杨英锋带领相关部门负责

人到鲁平大道、鲁宝路调研路域环境整治工作。

杨英锋指出，人居环境工作是脱贫攻坚考核的

重要内容，要充分认识路域环境整治对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改善人居环境、保障交通安全的

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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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提升群众出行条件、打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高

度，扎实推进公路交通环境整治工作，切实提

升工作水平。

１７日　平顶山市绿色企业联盟鲁山分会挂
牌仪式举行。

▲　县政协主席杨聚强到下汤镇开展脱贫
攻坚 “七个一”活动，察看西张庄村食用菌扶

贫项目情况。

▲　菲仕兰食品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向

鲁山县教育系统捐赠价值４０万元的扶贫物资。
１７—１８日　纪念中国关工委成立３０周年暨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鲁

山县关工委执行主任高树森获 “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１８日　省文化和旅游厅邀请多家国内知名
民宿品牌创始人、旅游企业负责人举行 “品牌

民宿走进鲁山”旅游推介暨座谈交流活动。省

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省文化和旅游厅副

厅长孙鹏，副市长刘文海，县委书记杨英锋，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徐渊，县长李会良，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县委常委、副县长翟

传鸣出席活动。姜继鼎要求，平顶山市、鲁山县

要牢牢把握 “品牌民宿走进鲁山”活动的良好

契机，充分发挥本地传统旅游文化优势，做大

做强精品民宿项目；要主动与大型旅游公司、

社交传媒公司开展合作，做好宣传营销工作；

要认真学习品牌民宿优秀的设计和经营理念，

提升内在品质和服务，力争通过走集群化、产

业化民宿发展之路，满足游客多元化度假消费

需求，推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事业共同发展。

会前，与会专家学者到赵村镇、下汤镇、四棵树

乡进行实地调研。座谈会上，县长李会良和耀

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宇鸿共同签约鲁

山县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拟总投资 ５２亿元，
鲁山县文旅综合体项目包括露峰山项目、下汤

镇项目、黄龙湾项目；鲁山县首创实业有限公

司与赵村镇政府签约画居二道河民宿聚集区项

目，投资约３亿元。
１９日　县政协主席杨聚强带队开展政协委

员提案协商督办活动。杨聚强先后到梁洼镇鹁

鸽吴村、瓦屋镇土桥村香菇种植基地、背孜乡

背孜村等处，实地察看传统村落打造、香菇种

植产业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单

位负责人的介绍，对加快办理政协委员提案、

促进相关工作顺利开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２０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到四棵树乡
合庄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县长李会良参加调

研。李萍强调，２０２０年是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
年，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以

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进脱贫攻坚，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２１日　省委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督查组莅鲁
督查意识形态工作。县委书记杨英锋，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参加督查。督查组先后到

县融媒体中心、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南水

北调沙河渡槽、滨河公园和团城乡寺沟村等处，

通过查阅资料、实地察看、听取汇报、座谈交流

等形式，对鲁山县融媒体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扫黄打非”基层示范点等意识形

态工作阵地进行查看，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督

导检查，并提出意见建议。督查组一行对鲁山

县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２４日　鲁山县纪念任应岐、吉鸿昌将军就
义８６周年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史料座谈
会召开。

２５日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李建民莅鲁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李建民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市、县要求，持续把脱

贫攻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把责任压

紧压实，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充分调

动县乡村三级干部和帮扶责任人的工作积极性，

使工作切实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在实效上。

２６日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总队长夏
雨春莅鲁调研居民收支调查及贫困监测工作。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秦喜成，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摆向阳，县委书记杨英

锋，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参加调研。夏

雨春一行到辛集乡程东村脱贫户家中，了解其

家庭基本情况、增收渠道、家庭年收入等情况；

走访辛集乡程东村农村居民收支记账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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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察看详细了解住户记账情况，并通过手机

记账ＡＰＰ了解记账户家庭人员结构、就业状况、
收入开支、上报数据填写等情况。夏雨春指出，

搞好城乡居民收支调查工作，对了解掌握城乡

居民消费观念和理财观念，准确反映城乡居民

收支水平和增长速度，确定本地区经济发展目

标方向，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实记录生产收支情况，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才能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

依据。

▲　 “送欢乐、下基层”———中国杂协文

艺志愿服务团慰问演出在兴源高级中学举行。

３０日　副市长刘文海到梁洼镇鹁鸽吴村调
研古村落保护开发工作。县委书记杨英锋、县

长李会良参加调研。刘文海指出，鹁鸽吴村有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当地政府要在

保护好绿水青山的同时，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

源，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　鲁山县多功能图书馆暨科创服务中心
项目开工奠基仪式举行。副市长刘文海，县委

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县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刘国朝出席仪式。鲁山县多功能图书馆暨科

创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城南特色商业区，由香港

长隆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兴建，预计投资近十

亿元。

是月　团城乡牛王庙村村民辛二妮在省文
明办开展的 “乡村光荣榜”系列人物选树活动

中获得 “好儿女”称号。

１２月

２日　全县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
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叶锐强调，全县各

级各单位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认清形势，认

真研究制订整改措施，积极推进问题整改，推

动全县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工作不断

取得新进展。

３日　中国少年先锋队鲁山县第一次代表大

会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县委副书记叶锐、副

县长杨洪峰、县政协副主席闫同来出席开幕式。

团市委四级调研员宋俊昌应邀出席开幕式。大

会听取审议题为 《星星火炬跟党走 童心筑梦新

时代》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少年先锋队

鲁山县第一届工作委员会委员。

▲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主持召开县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 《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以来扫黑除恶
工作情况的报告》 《县人民法院关于２０１８年以
来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关

于２０１８年以来侦查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４日　 “圆梦工程”文艺培训志愿服务行动

———河南省线下培训启动暨鲁山县文艺培训开

班仪式举行。活动邀请省艺术名家开设音乐、

美术、舞蹈等艺术门类培训课，从理论知识、专

业技能、艺术实践等方面对鲁山县７２名乡村教
师进行为期３天的指导培训。
５日　２０２０第五届金童象儿童电影周荣誉颁

奖盛典在郑州市举行。鲁山花瓷非遗传承人袁

留福开发的鲁山花瓷工艺品 《尧山和合峰》被

定为颁奖奖品。

６日　平顶山市、鲁山县在国有鲁山林场第
一营林区马楼乡湖泉店林班联合开展２０２０年冬
季义务植树活动。市委书记周斌、市长张雷明、

县长李会良等市县领导与４００余名干部职工参加
植树活动。当日上午共栽植楸树、刺槐、银杏等

苗木４１００余棵。
１０日　省人大调研组莅鲁调研推动洛阳都

市圈建设相关工作。县长李会良陪同调研。调

研组一行对鲁山县推动洛阳都市圈建设工作表

示肯定，并对做好今后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　县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
举行。河南法制报、平顶山日报、映象网等多家

媒体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新闻发

言人介绍２０１８年以来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案
件审理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截

至１２月１０日，县法院共受理并审结涉黑涉恶案
件１２件８５人，其中涉黑案件７件３６人，恶势
力犯罪集团案件１件１４人，恶势力犯罪团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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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４件３５人。经审判，认定为黑恶犯罪人员的
４７人，判处５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８人，重刑
率占３８２９％。判决追缴违法所得、罚金、责令
退赔、没收财产人数４５人共计６７０余万元，其
中１人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１１日　鲁山一高 “卿云教育基金”设立暨

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市政协副主席侯红光，

县委书记杨英锋，县政协主席杨聚强出席仪式。

上海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春向鲁

山一高捐赠教育基金５００万元。
▲　全县乡村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开

班仪式举行。

▲　鲁山县第一个省级 “侨胞之家”在琴

台街道余堂社区挂牌成立。

▲　２０２０智慧旅游产业高峰论坛暨中国旅
游大奖颁奖盛典在上海举行，尧山温泉旅游度

假区荣获 “优选旅游度假区”奖。

１２日　河南省第三届温泉旅游文化节暨平
顶山文化旅游冬季产品交流发布会举行。中国

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越、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二级调研员底

鲜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徐渊、县长李

会良等出席会议。底鲜平指出，举办全省第三

届温泉旅游文化节暨平顶山文化旅游冬季产品

推介会，目的是要打造一个持续性的高知名度

品牌，突出打造产品特色，多产业融合发展，建

立延伸冬季旅游产业链；要注重产品线路服务

之间的组合，切实增强我省冬季温泉旅游产品

吸引力和竞争力；要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有力推动 “老家河南”文旅产业

的复苏与发展，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会议举办 “圆桌论坛”，各旅游企业相关负责人

进行产品推介；发布会还举行 “最佳服务温泉、

最佳康养温泉、最佳温泉旅游目的地、最具特

色温泉、‘老家河南’最美温泉、游客最想去的

温泉”等荣誉颁奖仪式。

１４日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生源地助学贷款三级
联动会议召开。２０１３年以来，全县共办理生源
地助学贷款４１万人次，贷款金额２８亿元，连

续６年实现贷款回收零违约。
１６日　以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

文杰为组长的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事后

质量抽查河南组莅鲁。县委书记杨英锋，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彭清旺陪同。抽查组分三组

开展入户抽查工作。抽查员有效利用行政记录

及大数据程序，将其作为抽查现场登记、开展

数据比对校核的重要手段，以检验此次人口普

查的数据质量。抽查工作从１２月１４日起，为期
一周，截至１５日已入户抽查１３１户，登记３９１
人，整体登记进度达５５３％。

▲　县委书记杨英锋带领有关单位负责人
调研大西环及迎宾大道道路工程建设情况。

▲　石龙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付克云带领驻
石龙区市人大代表莅鲁开展异地视察活动。

▲　全县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
油货车奖补资金发放仪式举行。与会领导为淘

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车主颁发

奖补资金。

１７日　全县村 （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杨英锋强调，要

充分认识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中纪律和

责任的重要性，严明工作纪律，真正做到风清

气正，确保换届换出新风气、换出新局面、换出

新的工作状态。

▲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教学质量表彰暨２０２１年
教学质量提升动员会召开。

１８日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燕
卿带领考察团莅鲁考察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

区创建工作。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杨玉璞、

副市长张庆一、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林胜国、县

长李会良、县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

江河陪同考察。张燕卿一行到鲁山瑞亚牧业有

限公司进行考察，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实地察

看鲁山县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区创建工作的

开展情况。

▲　全市县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鲁山
县召开。市政协主席黄庚倜强调，全市各级政

协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部署要求，全面推动新

时代全市政协工作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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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副主席、鲁山县委书记杨英锋致辞。会前，与

会人员到张店乡和马楼乡协商议事室、花瓷古

镇、城望顶公园、滨河公园、南水北调沙河渡

槽、马楼乡虎营香菇基地、平顶山大西环鲁山

段进行视察。

▲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中华慈善总会副

会长胡可明，省政协原副主席、省慈善总会会

长邓永俭一行莅鲁开展 “慈善情暖万家”慰问

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宏亮，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原局长、市慈善总会会长高德领，县

委书记杨英锋，县委副书记叶锐参加慰问活动。

▲　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省、市、县人大代
表开展集中视察活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

叶在总结座谈会上强调，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

带动全局的强大引擎，必须多措并举，强力推

进；各级人大代表是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重

要力量，必须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勤抓学习强

素质，常接地气代民言，服务大局促发展。

▲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市
委宣讲团鲁山县报告会举行。

▲　鲁山县创建 “全国老年太极拳之乡”

动员大会召开。

▲　文化和旅游部公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公

示期 ２０个工作日 （２０２０１２２２—２０２１０１１９），
鲁山窑烧制技艺 （鲁山花瓷烧制技艺）入选推

荐名单。花釉瓷器是河南地区唐代瓷器中一个

创新品种，古玩界称 “唐钧”，文博界把河南鲁

山段店窑、郏县黄道窑、禹县下白峪容、内乡邓

窑及山西交城窑、陕西黄堡窑等处发现的花瓷

产品，通称为 “鲁山花瓷”。鲁山花瓷创造了二

液分相釉的新技巧，为黑釉瓷系的美化装饰开

辟了新境界，代表着唐代中国北方烧瓷艺术的

最高水平。２００６年，鲁山段店古瓷窑址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六批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鲁山

花瓷烧制技艺至晚清之后一度失传，以鲁山花

瓷烧制技艺省级传承人梅国建，市级传承人袁

留福、张伟、王群成、张东晓为代表的工匠长期

致力于恢复鲁山花瓷烧制技艺，为鲁山花瓷的

复原、传承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的作品多次

在国内外文博会上获奖。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鲁山
境内有花瓷生产企业４家，花瓷产业年产值超过
１０亿元。

２２日　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县委
书记杨英锋强调，一要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要深刻认识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三要深刻认识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操作性和实效性。

▲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魏剑一行４
人莅鲁督导调研村 （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

督导组一行先后到团城乡政府、团城乡寺沟村，

下汤镇林楼村，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

等方式对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进行督导

调研。督导组对鲁山县村 （社区）“两委”换届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　中国曲协文艺志愿服务 “送欢笑”走

进鲁山专场演出举行。

２３日　全县持续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政法机
关执法满意度专项活动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

记杨英锋强调，要高度重视，牢记使命，主动适

应新形势下 “三提升”工作的新要求；思想上

要有紧迫感，要时刻保持警惕性和预见性；工

作上要有使命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　鲁山县组织离退休干部开展 “感受河

山”暨视察脱贫攻坚新成就活动。

２４日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暨向阳中学项目开工仪式举行。县委书

记杨英锋宣布项目开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彭清旺致辞。本次集中开工重大项目总投资

３９０亿元，年度计划投资５２亿元，项目涉及工
业、农业、水利、旅游、交通、能源等多个领

域。其中向阳中学项目总投资２８６亿元，占地
１２０亩，设计班级规模６６班，项目建成后可容
纳３３００名在校生就读，将有效改善城南新区教
育条件。

２５日　县林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工程师、平
顶山市劳动模范周耀伟获得河南省劳模助力脱

贫攻坚 “十大领军人物”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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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日　郑西高速尧栾段建成通车。郑西高
速尧栾段于２０１６年９月开工建设，全长７８８３９
千米，总投资超过１０５亿元，按双向四车道高速
公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为１００千米。起于尧山
镇，从郑尧高速终点向东约４２千米接出后，向
西经洛阳市嵩县车村镇、栾川县庙子镇与洛栾

高速相交，而后向南连接在建的郑西高速栾川

至西峡部分。郑西高速尧栾段沿途有 １７家 ４Ａ
级以上景区，连接尧山、木札岭、白云山、龙峪

湾等多个著名景区，被称为 “最美高速”。这条

高速公路全线都在崇山峻岭中，最高海拔在９００
米以上，又被称为 “云中高速”。

２９日　清末著名武术家、心意拳大师、鲁
山县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买壮图故居在西穆

路黑虎桥正式揭碑。

▲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豫文旅资源
〔２０２０〕３８号文公布鲁山县被认定为 “河南省旅

游扶贫示范县”。为推动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有

机融合，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河南省扶贫

办开展２０２０年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创建工作。
经申报推荐、专家评审、实地验收、省文化和旅

游厅与省扶贫办研究、网上公示等程序，最终

认定鲁山县为 “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近年

来，鲁山县以创建旅游扶贫示范县为抓手，立

足优势禀赋资源，充分发挥旅游业综合带动作

用和部门职能优势，多措并举推动旅游扶贫工

作，积极打造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沐浴疗养、

寻根拜祖等旅游项目，年均接待游客１７２３万人
次，旅游收入５３亿多元，旅游从业人员２万余
人，受益群众近１０万人。天瑞旅游公司、墨子
古街、尧山大峡谷漂流集团、画眉谷等２２家旅
游企业与当地结对发展。其中墨子古街被授予

“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称号，尧山

大峡谷漂流集团被市旅游局定为 “旅游扶贫基

地”。鲁山县先后获得中国温泉之乡、中国长寿

之乡、中国生态魅力县、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全省乡村旅游示范县等

称号。

３０日　河南鲁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启动仪
式在赵村镇李子峪村举行。市委书记周斌，市

长张雷明，市委常委、秘书长杨克俊，副市长张

庆一，县委书记杨英锋出席启动仪式。河南鲁

山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能源局批复的２０２０年河
南省抽水蓄能电站推荐站点之一，该项目装机

容量为１３０万千瓦，装设４台单机容量为３２５
万千瓦的混流可逆式机组。工程为一等大 （Ⅰ）
型工程，主要建筑物包括上水库、输水系统、厂

房系统和下水库等。工程静态投资约为７３４亿
元，工程总投资约８９４亿元。工程从正式开工
到第１台机组发电工期为５年，总工期６年。

▲　县委书记杨英锋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等会议精神，研究全县当前的村 （社

区）“两委”换届、安全生产、疫情防控、脱贫

成果巩固及２０２１年民生工程项目建设等工作。
▲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主持召开县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通过县

人民政府关于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县
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情况的报告、《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

准鲁山县本级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草案）》。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　 《鲁山脱贫大决战》新书发布会举行。

《鲁山脱贫大决战》是一部纪实性报告文学，分

上下两册，共８１万字，全书用大量翔实的图文
资料，记录鲁山县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的点滴

细节和感人瞬间，通过撷取代表性的人物和事

迹，全面回顾鲁山县脱贫攻坚战斗的艰辛历程。

▲　鲁山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警
察大队揭牌仪式举行。

３１日　 “生态鲁山”农特产品展销中心启

动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县委副书记叶

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县政协主席杨

聚强出席仪式。展销中心入驻企业６４家，参展
商品６００余种，其中农特产品２００余种。

是月　考古人员在鲁山县发现旧石器地点
４０余处、洞穴６０处，采集石制品２００余件。专
家称，此次发现，为研究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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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及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鲁山县地处豫西山地和淮河平原的过渡地带，

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是古人类

生活居住的理想场所，与我省已发现的栾川人、

卢氏人、南召人、许昌人等周边的旧石器遗址

人类生存环境非常相似。此次考古发现的２００余
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等类

型，原料主要为脉石英、石英岩、石英砂岩等。

专家初步判断，鲁山县境内的旧石器地点以旧

石器时代早、中期为主，这些石制品对我国南

北方旧石器文化对比研究及现代人起源研究有

重要意义。

▲　鲁山县沙河上游出现１０多只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黑鹳。黑鹳是世界濒危珍禽，与大熊

猫、东北虎同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目前全世界仅存２０００多只，中国约有１０００只，
已被列为濒危物种，其珍稀程度不亚于大熊猫，

因此被称为 “鸟中熊猫”。

▲　鲁山县被纳入洛阳都市圈。按照省委、
省政府印发实施的 《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洛阳都市圈主要包括洛阳和济
源全域，焦作的孟州市，平顶山的汝州市和鲁

山县，三门峡的义马市、渑池县和卢氏县，行政

辖区总面积约２７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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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情概览

地域概况

【区域位置】　鲁山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伏
牛山东麓，淮河流域颍河水系沙河上游，在北

纬３３°３４′～３４°００′、东经１１２°１４′～１１３°１４′之间。
东邻宝丰县、叶县和平顶山市新城区，西接汝

阳县、嵩县，南邻方城县、南召县，北靠汝州

市、宝丰县和平顶山市石龙区。县境东西最长

处 ９０千米，南北最宽处 ４４千米，总面积
２４０９２１平方千米。

【区位优势】　鲁山县西通山陕，东连黄淮平
原，北望古都洛阳，南与南阳相接，是豫西门户

之地，历代被兵家视为战略要地，有 “北不据

此则不能得志于宛襄，南不得此则不足以争衡

伊洛”之说。沙河由西向东贯穿全境。县城在

县境中部偏东，焦柳铁路、郑万铁路、国道

３１１、国道２０７、省道 ２４２、省道 ２３１、省道 ２３９
及郑尧、二广高速公路在这里交会。县乡公路

交织成网，交通方便快捷。距省会郑州 １６８千
米，东距平顶山市新城区２０千米，南距南阳市
１１４千米，北距洛阳市１４２千米。

【地形地貌】　鲁山县地势西高东低，西、南、
北三面环山，东与黄淮平原相连，地貌类型多

变，有山地、丘陵、平原、河流、湖泊等。最高

海拔２１５３１米，最低海拔９０１米。辖区总面积
２４０９２１平方千米，其中山地面积 １０８２４平方

千米，占总面积的４４９％；丘陵面积８８６５６平
方千米，占总面积的３６８％；平原面积４４０２５
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１８３％。

【气候】　鲁山县位于伏牛山东麓，淮河流域颍
河水系沙河上游，属北亚热带与暖温带交叉过

渡地带，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征是四

季分明，冬春两季多西北风，夏秋两季多东南

风，温度、雨量等气象要素年际差异大，时空分

布不均，同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边缘性特点。

２０２０年平均气温１５６℃，年降雨量９５５７毫米，
全年日照１６４７８小时，无霜期２９１天。主要灾
害有雾霾、暴雨、暴雪、高温、雷电等。

【水文】　鲁山县境内河流众多，均属淮河流域
沙河水系。水资源比较丰富，主要由降水补给，

多集中在夏秋两季，在时空分布上很不均匀。

过境河流有荡泽河、澎河、大浪河，境外控制面

积２６２０８平方千米。平均径流深３０５毫米，平
均过境径流量为７９６０万立方米，丰水年径流量
为１１５５０万立方米；平水年径流量７９６０万立方
米；偏枯年径流量为１９７０万立方米。全县３６座
水库总库容为 ８８６亿立方米。塘、堰、坝共
１５２处，总库容００２５亿立方米。平原地下水主
要为降雨入渗补给、山前测渗补给、渠道测渗

补给和灌溉入渗补给。山区地下水主要为降雨

入渗补给。

２７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历史沿革

鲁山县古称鲁阳，因故城地处鲁山之阳而

得名。夏代为尧之裔孙刘累邑。周初属王畿。春

秋时属郑、楚。战国时属楚、魏。秦时属三川

郡。汉至南朝宋置鲁阳县，属南阳郡。三国时属

魏。晋时属南阳国。南北朝时，初属南朝宋和北

周，后属北魏。北魏太和十一年 （４８７），孝文
帝南巡置鲁阳镇；太和十八年 （４９４），改置荆
州，寻称广州；太和二十二年 （４９８），罢广州
置鲁阳郡。西魏时，罢郡复置广州，后改为鲁

州。隋大业初废州置鲁县。唐武德四年 （６２１）
又置鲁州；贞观元年 （６２７）州废设鲁山县，属
伊州；贞观八年 （６３４），伊州改称汝州，鲁山
始属汝州，直至民国初年。民国 ３年 （１９１４）
属河南河洛道；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至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０月，属河南省第五行政督察公署。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鲁山县后，
属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第五专署。１９４８年６月，
豫陕鄂边区建置撤销，置鲁山市，直属豫西行

政公署。１９４９年２月，撤鲁山市和豫西区，属
许昌地区行政公署。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始属平顶山
市至今。

行政区划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辖 １３个乡，７个镇，４个
街道，１个办事处，３２个社区居委会，５２３个村
委会，３８１６个村民小组，９９６６万人，总面积
２４０９２１平方千米 （附注：鲁山县原有５５９个行
政村，２４２４３２平方千米。２０１４年梁洼镇４个行
政村划归石龙区代管）。

名称
人口

（万）

面积

（ｋｍ２）
社区名称 行政村名称

村民

小组

数量

张官营镇 ６５ ７９５５ ４５

西施寨　陈营　梁官营　吴营　安寨　洪营
韭菜里　南阎庄　李柴庄　耿堂　杨孙庄
大吴营　玉皇店　康庄　惠堂　南杨庄　小常村
李乐庄　胡楼临河　刘寨　东土楼　东张庄
魏寨　营东　营中　营北　营西　营南　大贾庄
后城　前城　紫金城　小营　楝树　坡寺　亢庄
南丁庄　棠树　肖营　黄庵　南王庄　朱庄
榆树湾　白杜孙

２４３

张良镇 ６７ ９０３ ４１

老庄　张良西　小周楼　湾张　黄庄　杜庄
贾寨　闫洼　余庄　张良北　营西　麦川
张良东　盆窑　郭沟　陶庄　杨李沟　刘庄
纪营　西营南　东袁寨　东陈营　西营东　范庄
段庄　张良南　石庙　福林庄　李庄　贺塘
王营　东留庄　辛家庄　朱马沟　姚吴程
李法河　黄五常　王岗　芹菜沟　三间房　前营

２４８

梁洼镇 ３１ ２８ １３
梁洼西街　梁洼南街　梁洼北街　梁洼东街
张相公　段店　郎坟　南郎店　保障　鹁鸽吴　
八里坪　连沟　半坡阳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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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名称
人口

（万）

面积

（ｋｍ２）
社区名称 行政村名称

村民

小组

数量

下汤镇 ３７７ １２１８６ ２ 新街　老街 ２０

尹和庄　和尚岭　龙潭沟　社楼　竹园沟　林楼
王画庄　红义岭　乱石盘　袁庄　岳庄　西许庄
王庄　松垛沟　叶庄　西张庄　红石寺　杨家庄
松树庄　十亩地洼

１５５

尧山镇 １９２６ ３０４９ ２２

下河　马公店　大庄　东竹园　营盘沟　想马河
尧山　新庄　贾店　下沟　四道河　铁匠炉
桃林　灶君庙　坡根　凉水泉　关帝庙　木庙　
下坪　西竹园　霍庄　上坪

１４６

赵村镇 ２９０５８ ２２０ ２９

朱楼沟　朱家坟　大丰沟　大杷　土峰沟　中汤
三岔口　温汤庙　堂沟　宽步口　李子峪
小尔城　国贝石　闫庄　雷偏　三道庵　关岈　
南阴　白草坪　寨子沟　河南　桑盘　下寺
火神庙　后山　赵村　东坪　柳树沟　上汤

１９１

瓦屋镇 ３６７０８ １３０３ １９

马老庄　白土窑　楼子河　红石崖　长畛地沟　
大潺寺　上竹园寺　卧羊坪　太平　水滴沟
刺坡岭　瓦屋　石门　李老庄　耐庄　土桥
汤河　刘相公庄　马停

２２３

磙子营乡 ７４８ １０５３４ ４８

高庄　白炼堂　刘八庄　山刘庄　韩信西　马场
石岭　魏冲　里沟　董庄　田庄　码头赵
新孔庄　孙街　孙沟　韩信东　韩信北　三山　
东葛庄　杨林　平庄　大尹庄　关西庄　杨南　
杨东　杨北　韩庄　井泉　双龙店　谭庄
磙子营　徐庄　渠庄　沽沱　洼陈　新岗薛
萧何　三官庙　古塘庄　程赵庄　柳林　东岗阜
郭胡桥　朴实头　白庙　小杜庄　宝林　韩信南

２７６

马楼乡 ９７ １５０９ ８

官店　马楼　商峪口　陈庄　仓房庄　小庄
里王庄　庹村　新韩庄　虎营　郝楼　苏庄
铁寨垣　绰楼　宋口　宋庄　彭泉　释寺　石门
碾盘庄　南坡　良西庄　牛兰庄　孙庄　吴洼　
周庄　马塘庄　沙渚汪　许庄　楼东　高岸头　
小程庄　尧场　楼西　大赵楼　沙庄　圆盘
薛寨　甘树里　冢留　董庄　何寨　梁庄　丁楼
山岔口　麦庄　关庙杜　老将庄　杨庄　娘娘庙
永乐庄　贾集　燕楼　丁庄　官庄　湖泉店
双柳树　大程庄

３４６

辛集乡 ５８ ９２２２ ３６

四山　程东　范店　程西　张庄　清水营　郝村
邓寨　马庄　柴庄　三街东　小河李　蜂李
庙王　石庙王　白村　徐营　贯刘　盆郭
三街西　黄村　荆圪

!

　傅岭村　桃园　史庄　
肖老庄　湖里王　辛集　西羊石　高村　漫流　
核桃园　孙义　东肖楼　尚王　河扒移民新村

１９５

张店乡 ４２ ６３２ １６
刑沟　雷叭　白庄　郭庄　马村　李村　界板沟
崔沟　张窑　刘湾　林王庄　王湾　白象店
袁家沟　宋村　张店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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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名称
人口

（万）

面积

（ｋｍ２）
社区名称 行政村名称

村民

小组

数量

董周乡 ５６１２２ ９９ ３４

西马楼　兴龙岗　汪家庄　双庙　龚庄　杨树沟
黄背洼　石峡沟　闫河　场房沟　郝沟　蔡庄　
铁家庄　西高　焦庄　何家庄　董村　群虎岭　
沈沟　南张庄　沈庄　西盆窑　和庄　十里头
土楼王　常庄　平安　小集　大元庄　尹庄
乔店　武庄　杨树底　孔庄　

２３９

韍河乡 ５４０７９ ８５９１ ２６

余流　马圪
!

　韍河东　尹村　红岗　石佛寺　
江寨　稻谷田　北沟　赊沟　江河村　陈楼
碱场　袁寨　老庄西　方山　韍河西　邓寨东　
老庄东　东新庄　陈圪

!

　邓寨西　头道庙
黑石头　赵楼　平高城

１７８

昭平台

库区乡
２８４７９ １０１４２ １８

金沟　西沟　铁沟　明山寺　东许庄　搬走岭　
曹楼　婆娑街　白沟　王村　纸坊　火石岈
韩湾　黑虎石　栗村　桐树庄　张湾　权村

１２２

熊背乡 ２４２０９ １３００７ ２０

宝山　交口　雁鸣庄　月明石　李沟　宿王店　
黄土岭　熊背　南子营　大麦王　老庙庄　孤山
茶庵　草店　晒衣山　寺前　桃园沟　葛庄
横梁河　大年沟

１２７

团城乡 １５４７６ １０１１４ １１ 泰山庙　鸡冢　牛王庙　五道庙　花园沟
玉皇庙　枣庄　应山　寺沟　辣菜沟　小团城 ９２

四棵树乡 １６ １２７８４ １２ 南营　张沟　街西　平沟　土楼　合庄　车场　
代坪　柴沟　彭庄　沃沟　黄沟 ８５

背孜乡 １８６８８ ９２９４ １０ 井河口　葛花园　柳树岭　东山　背孜　盐店　
郜沟　石板河　上孤山　长河　 １２６

观音寺乡 ２８ ８１３ １１
马三庄　西陈庄　岳村　鲁窑　北三间房
观音寺　竹园　太平堡　西桐树庄　下孤山
石坡头

１３３

仓头乡 ２８０５８ ７９００ １９

堂上　孙湾　军王　白河　潘窑　上仓头
刘芳庄　赵窑　李窑　小寺沟　清古寺　薄坪　
魏庄　白窑　黄楝树　井庄　赵竹园　下仓头　
刘河

１５４

露峰街道 ３７３６７ ８５ ７

东关　曙光　
上洼　下洼　
叶茂　新华　
后营

４８

琴台街道 ５１ １８１４ １２

健康　向阳　
爱民　建设　
友谊　宗庄　
刘营　余堂　
马洼　贾王庄
八里仓　米章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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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

名称
人口

（万）

面积

（ｋｍ２）
社区名称 行政村名称

村民

小组

数量

鲁阳街道 ５３２６ ９３ １１

新峰　城厢　
大同　前进　
黉学　阳光　
河滨　七里　
五里　小贾庄
望城岗

８７

汇源街道 １９５２５ ２５４４ ６ 申庄　詹营　军王　大王庄　王瓜营　赵庄 ４４

土门办事处 ０８８４８ ７９０６ ９ 虎盘河　武家庄　构树庄　叶坪　庙庄　土门　
老林　焦山　侯家庄 ７６

合　计 ９９６６３７２４０９２１ ３２ ５２３ ３８１６

人　　口

２０２０年末全县总人口 ９９６６万人，常住人
口７８７１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５７‰。城镇化
率３２６５％。

民　　族

鲁山县是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２０２０年有
回、满、蒙古、藏等３４个少数民族９００７人，其
中回族７０３２人，满族７０４人，其他少数民族共
１２７１人。全县少数民族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大分
散、小集中的特点。回族主要聚居在琴台街道

的爱民社区、友谊社区、米章社区丁庄村民组；

鲁阳街道的大同社区、新峰社区；下汤镇新街

社区。满族主要分布在团城乡玉皇庙村，其他

乡镇亦有零星分布。

宗　　教

鲁山县是平顶山市宗教工作任务较重的县

区之一。全县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

教４种宗教，信教群众２５００多人，约占全县总
人口的２９３％。２０２０年，全县登记开放的各类
宗教活动场所７２处。全县有爱国宗教团体４个，
即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

资源概况

【自然资源】　鲁山是中国生态魅力县、国家级
生态示范区，省级林业生态县，物产多样，资源

丰富。地表水资源总量１０４亿立方米，水质国
家二级饮用水标准，有大型水库１座、中型水库
２座、小型水库３３座，长度在１０千米以上、常
年不断流的河流 ３５条。地热泉资源绵延百里，
自西向东出露上汤、中汤、温汤、下汤、神汤

（碱场）五大地热泉，俗称 “百里温泉带”。北

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 《水经注》中称鲁山温泉

“可疗万疾”。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鲁山县被国土资源

６７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部命名为 “中国温泉之乡”。土地资源有耕地

５３９８０公顷，林地 １４５７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５６％。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金属矿藏金、银、
铜、铁、锰等；非金属矿藏有煤、磷、石膏、石

墨、莹石、大理石、蛭石、水晶石、硅石、石

棉、花岗岩、硬质黏土等４２种。其中铁矿石工
业储量１５６９７９万吨，铝土工业储量９４９万吨，
石膏工业储量２亿吨，花岗岩储量１０～１５亿立
方米。动植物种类繁多。野生动物 １１００多种，
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羚羊、鹿、獐、雉、野猪等。

野生植物 １４００多种，列入国家保护的有水杉、
银杏、华榛、连香树、杜仲、冷杉、云杉、青檀

等。尧山国家地质公园中千年古树在１５万株以
上。此外，盛产银杏、辛夷、山芋肉、杜仲等土

特产品和名贵药材，其中辛夷产量居全国第一。

独特产品丰富多样。中药材有天麻、银杏、

辛夷、杜仲、山药、首乌、丹参、萸肉、石斛、

全虫等，全国重点普查的４６７种中药材中鲁山县
有２４２种。果类有核桃、板栗、猕猴桃、柿子、
葡萄等。食用菌有木耳、香菇、鹿茸、猴头、蘑

菇等，荣获 “中国香菇之都”称号。还有桐油、

山漆、蜂蜜等。

【旅游资源】　鲁山县是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县。
境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极其丰富。境内共有旅

游资源单体２３７８个，占河南省的６％，占平顶
山市的５６６％，且资源类型较全，分布相对集
中，涉及８个主类，２９个亚类，９３个基本类型。
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遗址遗迹、建

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天象与气候景

观８个主类均有。重点分布在县城周围和西部山
区。全县Ａ级旅游景区１１家，其中国家５Ａ级
景区１家，４Ａ级景区３家，３Ａ级７家，２Ａ级１
家。星级旅游饭店、餐馆８家，其中四星级饭店
２家、三星级饭店２家、两星级饭店３家、星级
旅游餐馆１家。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尧山—中原
大佛景区，山峰奇特，瀑布众多，森林茂盛，集

“雄、险、奇、秀、幽”于一体。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尧山景区入选国家地质公园。中原大佛景区占

地面积７８平方千米，景区内的大佛高２０８米，

是世界第一铜铸立佛。１１６吨的世纪钟，为世界
最大的外击式青铜钟。在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的

２００９世界旅游精英博鳌峰会上，鲁山大佛景区
被授予 “国际王牌旅游景区”，被国际旅游营销

协会吸纳为 “白金”会员。此外，还有景色迷

人的画眉谷、六羊山、十八垛、龙潭峡、曲径通

幽的秘洞山庄、一碧万顷的昭平湖、规模宏大

的航空展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豫西革

命纪念馆等景区景点，可满足人们山岳休闲、

温泉度假、水域风景、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农

业观光旅游的不同需求。

【文化资源】　鲁山是千年古县、全国文化先进
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炎黄五帝时期，是我

国史前三大民族集团之一———华夏集团的重要

活动地域，昭平湖邱公城有龙山文化、仰韶文

化遗址。鲁山古称鲁阳、汉代置县，唐始名鲁山

至今。境内古迹众多，遗存形态较好。现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５处 （元次山碑、汉代望城

岗冶铁遗址、唐宋段店瓷窑遗址、豫陕鄂前后

委旧址、豫陕鄂军政大学旧址），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２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９处，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 ９９处。鲁山是 “中国墨子文化之

乡”，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墨翟、唐代文学家

元结、宋代抗金名将牛皋、现代作家徐玉诺的

故乡，是世界刘姓的祖庭。汉代名将张良、萧

何、韩信的练兵、屯兵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

招兵台，有楚长城、汉代望城岗冶铁遗址、唐宋

段店瓷窑遗址、唐代古琴台遗址，还有保存完

好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为元结撰文并书丹的四

面碑铭，这是颜体的代表作品之一。鲁山是

“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每年七夕节举办一

次大型活动。牛郎织女传说故事发源于鲁山，

形成于鲁山，扎根于鲁山，并流传到全国乃至

世界各地。鲁山仓头是汉字鼻祖仓颉故里，拥

有全国唯一的集仓颉造字台、祠堂和陵墓于一

体的古建筑群，先后筹资铸造仓颉通体铜像、

汉白玉像、整修仓颉祠。“世界首届汉字节”在

仓颉故里仓头举行后，每年举办一次。仓颉文

化在厚重的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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韜城故址张官营有史书记载最早的韜城屈原庙。

２０１７年后，每年端午节举办祭屈原纪念活动。
鲁山是革命老区。“豫陕鄂前后方工作委员

会旧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境内还有

“豫西革命纪念馆”“邓小平市场街”“豫西整党

会议旧址”“红军洞”等多处红色遗址。

经济概况

【经济发展】　２０２０年，实现生产总值 １７３０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３％。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３３９９亿元，增长 ２７％；第二产业增加值
４９９３亿元，增长７６％；第三产业增加值８９１１
亿元，增长 ０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８６％。粮食总产量２４４５万吨，增长１９％。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９１５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４９５８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１５１７０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０６４亿元。商品进
出口总额１３８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２１５３元，人均消费性支出１６３０８元；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 １１１５３元，人均生活费支出 １０８６５
元。各项存款余额３０５亿元。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２０２０年 ２月，鲁山县
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全年投入资金５５６万元，
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完成危房改造

３３户。出台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奖补政策，为
１０４３９４人次贫困群众发放务工奖补６２３０５万元。
全年退出贫困村５个，减贫４５１２户８３２１人，贫
困综合发生率由２０１４年的１４７％降至为零。

经济运行回稳向好。成立项目大建设工作

小组，建立重点项目协调服务顾问团，坚持县

级领导分包等八项推进机制，全力推进重点河

流综合治理、城乡道路、县级医院、城区学校等

一批重大民生项目。鲁山机场、鲁山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有序推进；花瓷古镇、迎宾大道等４１
个项目实现开工；银岭风电、洁利康改扩建等

项目竣工。全年重点项目开工８５个，完成投资
１７１３亿元，超额完成年度目标。聚焦 “四张图

谱”，持续开展 “四个拜访”，先后对接航空小

镇、星空民宿等项目，引进中铁路港鲁山铁路

物流产业园、国电投百万千瓦新能源储能、智

慧温控冷链物流产业园等项目，共签约项目６２
个，实际利用省外资金１７５亿元。开展 “一联三

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累计发放各类企业贷

款５３５亿元，新增市场主体６２９２户。
“三农”基础更加坚实。发展生态粮 ５万

亩、优质大豆２５万亩、饲料粮３５万亩，新建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１１万亩。全年粮食总产量
２４４５万吨。其中夏粮 ４６５８万亩，总产 １２１６
万吨；秋粮面积 ５３３万亩，总产 １２２９万吨。
畜禽存栏量４００余万头，肉、蛋、奶产量５万余
吨。成功创建 “省级食用菌特色优势区”“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 （香菇）标准化生产基地”。全县

食用菌种植３６亿袋，葡萄３万亩，酥梨１０万
亩，桃２万亩，蓝莓１万余亩。沣湍食品、瑞亚
牧业等４家市级龙头企业申报省级龙头企业，尧
龙菌业、大北农等６家龙头企业申报市级产业化
龙头企业。新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３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１５家。黑毛驴养殖现代农业产业园等
３家基地争创市级农业产业园，鲁山县迷迭香·
红石榴现代农业产业园争创省级农业产业园。

开展 “三品一标”认证，组织申报绿色产品认

证１５个， “五里岭酥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
证１个。全域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已通过省
级验收。

文旅融合初见成效。投入资金１３亿元，尧
山国家５Ａ级旅游区、国家温泉旅游度假区品质
全面提升；七夕文化产业园、中原云裳牧场等

新型文旅项目顺利实施，元居如是、合智远方、

桑盘织女家等一批高端民宿项目加快推进；１２６
家农家乐完成星级评定，带动形成了尧山上坪、

四棵树黄沟、团城清水河等一批独具特色的乡

村旅游品牌。世界汉字节、首届鲁山杜鹃花节

“春暖花开·一鲁游你”等活动顺利举行，中国

风景名胜区协会五届七次理事会在鲁山圆满召

开，成功创建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全年接

待游客１２３５万人次，旅游收入３７２亿元。

８７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基础设施】　鲁山县城是国家园林县城、国家
卫生县城和省级文明县城。城区建设按照 《鲁

山县城市总体规划》，以完善功能、优化环境为

目标，在道路、通信、供水、供电、照明和绿化

等公用设施建设方面明显改善。按照 “东扩南

延中提西进北改”发展方向，全力推进 “一区

三园三路三河一提升一改造”，对８个老旧小区
进行提升改造，设置１５个便民临时市场和２条
特色美食街，完成尧山大道等４条主干道的绿化
提升，五洲国际商贸城、向阳路北段、鲁平大道

提升改造建成投用，完成中心公园改造及一批

街头游园建设，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城区

面积达到２４平方千米，绿地面积６３３５８公顷，
绿地率 ３５５７％。老城区主街道形成 “五横五

纵”架构，城南建成 “五横六纵”市政道路１４
千米，道路总里程达到７９９３千米。城区公交营
运线路 ６条，公交车 ８８辆，出租车辆 ４００台。
郑西高速、平顶山大西环鲁山段、郑尧高速鲁

山站加宽改造等重点项目竣工通车，建成郑尧

高速引线跨铁路大桥、振兴路鲁平大道至沙河

大桥段、尧山高速出口至尧山镇段等干线公路

３０千米，提升改建石林路、尧迎路等一批农村
公路项目，被授予全省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

示范县荣誉称号。移动通信网络全县覆盖率

９９％。国道 ３１１、国道 ２０７和省道 ２３１、省道
２４２、省道２３９与３２条县乡公路，加上郑尧、二
广高速公路和焦柳铁路、郑万铁路构成四通八

达的交通网络，全县公路总里程４２７２千米。

国家级名片

【中国墨子文化之乡】　鲁山县是中国古代伟大
思想家墨子的故里，其墨子文化历史背景独特，

遗迹遗存丰厚，典籍记载翔实，民间文化厚重

鲜活，具有历史的根源性和民间传承的群众性

基础。境内现有墨子故里、墨子祠庙、墨子洞、

墨隐寺、墨子城、墨子井、墨子著经阁、墨莲

池、墨庙村等历史遗迹遗存２０多处。有关墨子

的传说、民间歌谣、祭祀风俗丰富多彩，显示出

墨子文化在其故里的厚重基础和活态传承。２０１３
年１月２４日，中国民协命名鲁山县为 “中国墨

子文化之乡”，并在鲁山建立 “中国墨子文化研

究中心”。近年来，鲁山县高度重视墨子文化的

保护和传承，并举办了许多有影响的主题文化

活动，不断挖掘、弘扬墨子文化。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１６日，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
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以 “墨子号”命

名，极大地提升了鲁山的文化自信。鲁山县委、

县政府第一时间召开 “弘扬墨子文化·学习航

天精神”座谈会，并致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表

示祝贺，此后县委、县政府还受邀到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交流慰问。同年，建成以墨子文化为

主题的综合型景区———中国墨子古街文化旅

游区。

【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　牛郎织女的故事发
源于鲁山，形成于鲁山，扎根于鲁山，并流传至

全国及至世界各地。牛郎织女传说作为中国四

大经典神话爱情传说之一，最早记载见于 《诗

经·大东》“?彼织女”“?彼牵牛”。民间代代

相传，妇孺皆知，鲁山县辛集乡孙义村更是老

少皆传。那里至今还保存有牛郎洞和织女潭，

牛郎织女传说遗存丰富，有大量牛郎织女传说

的民俗和民风，其中有民谣、民歌，及其祭祀遗

物、九女潭沟、天河、九女庙、天爷庙等遗址和

七夕会址，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具有地

方特色的文化体系。牛郎织女文化的传承在鲁

山保留着原生态的面貌，最早的明嘉靖 《鲁山

县志》及市县地名志均有记载。２００９年 ２月，
鲁山县作为牛郎故里和牛郎织女文化传说的起

源地，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 “中国牛

郎织女文化之乡”。２０１０年， 《民间传说———牛
郎织女》特种邮票于８月１６日七夕节在鲁山首
发。这套反映中国著名民间爱情故事的邮票共

有４枚，分别是 “盗衣结缘”“男耕女织”“担

子追妻”和 “鹊桥相会”。这套邮票首发式上同

时启用 “牛郎洞” “织女潭”和 “孙氏祠堂”

三枚风景邮戳和首发纪念戳。此后，每年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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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鲁山县都要举行 “七夕情缘”山歌会、“七

夕爱情节”相亲交友大会和集体婚礼等系列活

动，展示牛郎织女文化魅力。

２０１５年，鲁山牛郎织女传说被列入河南省
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２０１６年七夕
节，象征爱情的 《相思鸟》特种邮票在鲁山首

发。２０１７年七夕节， 《喜鹊》特种邮票在鲁山

首发。

【中国温泉之乡】　鲁山县自西向东出露有上
汤、中汤、温汤、下汤、神汤五大温泉群，是我

国华北板块上唯一的串珠状温泉群，形成东西

绵延百里的温泉带，水温平均为６１～６３摄氏度，
水中含有硼、锂、氟、镭、氡等十多种微量元

素。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 《水经注》称鲁山温

泉 “可以疗万疾”。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鲁山县被国
土资源部命名为 “中国温泉之乡”，成为河南首

个 “中国温泉之乡”。２０１６年，中国矿业联合会
正式授予鲁山县 “中国温泉之乡”称号。近年

来，鲁山县统筹协调温泉资源与旅游产业、文

化产业发展，高起点编制发展规划，高标准打

造精品旅游路线，大力整合规范温泉资源，取

得了明显成效，陆续建成上汤温泉宾馆、下汤

温泉度假村、玉京温泉度假酒店、皇姑浴温泉

国际酒店等多个集休闲、度假、沐浴、疗养、会

务、娱乐为一体的高中档旅游度假村。

【中华名窑花瓷之乡】　鲁山是中国古代陶瓷文
化最早发源地之一，已出土距今约有６０００年历
史的陶器数千件。段店窑是汝瓷、钧瓷的发源

地，兴盛于唐宋，断代于晚清，距今已有 １４００
多年历史，以生产花瓷名扬天下。段店窑所产

瓷器主要为黑地乳白斑花釉瓷器，故称花瓷。

段店出土的花瓷拍鼓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鲁山花瓷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高温窑变釉瓷

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

义，被称为钧瓷之源、汝瓷之母、官瓷之祖。

２００６年５月，鲁山段店瓷窑遗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１５年
鲁山花瓷烧制技艺被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围绕花瓷文

化的保护、挖掘、传承和弘扬，做了大量工作，

把花瓷产业发展列入 《鲁山县 “十三五”文化

产业发展规划》，开发的鲁山花瓷系列产品在国

家和省级会展中多次获奖，远销北京、上海、深

圳等地，出口到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

多件作品被国内美术馆、艺术馆或国际名人收

藏。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与中国古陶瓷学会联合举办
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暨鲁山窑学术研讨会，国

内外１２０多名专家学者在平顶山市博物馆参观
“窑火神工、千年一梦”段店窑精品展，实地考

察段店窑址，深度交流最新学术研究成果。２０１８
年２月，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同意与鲁山县共建
“中华名窑花瓷之乡”。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鲁山花瓷
烧制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中国长寿之乡】　鲁山县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
的过渡区，四季分明，是中国生态魅力县、国家

生态示范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县、河南省林

业生态县、河南省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县森林

覆盖率５６％。
全县社会平安和谐，民风淳朴，居民生活

习惯良好，性格平和乐观，水质优良，空气清

新，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

１５５°Ｃ，年均降水量 ８２５６毫米，年均日照
１７３３８小时，年均无霜期２５０天，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年均２４０天。
２０１８年，全县８０岁以上老人１９６９７人，占

总人口的２０７％；百岁以上老人７８人，占总人
口的８０４／１０万；全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８０９６
岁，比全国总体水平高４２６岁，呈现出较强的
长寿持续增长势头。２０１８年９月，“中国长寿之
乡”评审组对鲁山县创建工作进行检查考评。

专家评审组实地走访全县的百岁老人、察看养

老机构和养老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创建成效，

观看专题片 《大美鲁山，长寿之乡》等。评审

组一致认为鲁山县符合 “中国长寿之乡”申报

标准，予以通过。１２月２８日，人民日报 《中国

城市报》社、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中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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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院等机构主办的鲁山县荣获 “中国长

寿之乡”授牌仪式在北京举行。２０２０年，全县
百岁以上老人４９名。

【国家地质公园】　尧山国家地质公园位于鲁山
县中西部，由尧山花岗岩地貌、圣人垛水体景

观和 “三汤”温泉群 ３大园区组成，总面积
１５６２１平方千米。地质公园处于秦岭造山带的
重要构造部位，演化历史极其复杂，充分展示

了在数亿年地质运动作用下，形成的断裂、褶

皱和风化沉积、冰川运动等地质遗迹，并以其

独特的奇峰怪石、幽谷深潭、溪流瀑布、温泉地

热等千姿百态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景观，展现大

自然的神奇秀美，反映千变万化的地质历史，

具有很高的科研和审美价值。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经国家地质公园评审委员会
评审，国土资源部批准尧山地质公园入选第六

批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卫生县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鲁山县
被全国爱卫办命名为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周期国家卫生
县城。三年间，鲁山县把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作

为 “２１１”工程、 “三大攻坚”和 “三大决胜”

重点工作，成立由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

挥长、多位县级领导任副指挥长，相关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指挥部，

全力指导、协调、督查创建工作。印发 《鲁山

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实施方案》《关于实行县级

领导路长制的通知》等文件，制定一系列考核

政策，以严格的奖惩机制倒逼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推动县城环境卫生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全

县基层健康教育网络覆盖率达１００％，中、小学
健康教育课程开课率１００％，住院病人及陪护家
属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县城居民健康知识知

晓率、职工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均达到８０％以
上。先后投入资金２２亿元，升级改造老城大街、
人民路东段和花园路北段，建成尧山大道、鲁

阳路等主干道１２条，硬化背街小巷道路２４１条，
生态公厕新建１６座、改造升级２２座，新建连体
式压缩垃圾中转站 ５座，新购置垃圾清扫车 ６

辆、洒水车６辆、电动保洁车２８０辆，城区配置
垃圾桶５０００个，新安装果皮箱７１１个、候车亭
１６个、执法亭４个，城市家具等硬件设施基本
到位；建成和平农贸市场、墨公路精品瓜果市

场，升级改造老城区墨子商场等老旧市场；新

建汇源中学、健康路小学等中小学校８所以及县
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３栋新院区
医疗大楼，城市功能不断得到完善。投入６５亿
元的将相河水污染治理及湿地建设工程和滨河

景观项目正在推进，全面完成全长１９千米的叶
茂河治理，６座人工河桥竣工投用，城区生态水
系保护得到持续加强。投资５５亿元建成沙河生
态绿廊城望顶森林公园、尧山公园等大小公园

游园１５个，对鲁平大道全线、中心公园、高速
口周边及重要交通节点的绿化进行提标改造，

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１０５２平方米以上。整修
边沟２５万多米，安装路１４６２盏，更换主道路
ＬＥＤ灯１２００余盏，对背街小巷修补破损墙壁３
万余平方米，增设漫画 １８００余幅；拆除旱厕
２００余座，整治疏通封闭排水渠１３处１６５０米。

中国传统村落

【瓦屋镇李老庄村】　李老庄村位于瓦屋镇政府
东２５千米处。因明初山西洪洞县李姓人家迁此
建村而得名。村庄整体呈半圆形，村域面积１２
平方千米，村庄占地 ３６０亩，总人口 ２６００人。
村内明清传统建筑集中分布在东西主街两侧，

建材多为砖、土坯、青瓦，属典型的明清四合院

建筑。地基为砖石垒砌，高台阶，青石铺门、墙

体采用土坯、青砖混砌，高屋脊、坡屋顶，砖

雕、石雕、木雕栩栩如生，十分精细。群体布局

整齐、方正，大部分建筑群沿中轴线对称而建，

房屋多坐北朝南，集中反映了山区民居的布局、

结构、构造、家具陈设等特征，在历史街道、环

境风貌等方面基本保持了传统格局，极具研究

价值。存有李氏祠堂１处，清代古居民３处。列
入首批中原贡品保护名录的 “鲁山丝绸”传承

１８县情概览　



于此，属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２０１３年８月
入选第二批中国国传统村落名录。

【梁洼镇鹁鸽吴村】　鹁鸽吴村位于鲁山县城北
６千米处，因明朝山西洪洞县吴姓人家迁此，有
鹁鸽崖一处而建村得名。地势三面环山，西高

东低，大浪河穿村而过，气候适宜，四季分明。

村南有鲁山古八景之一鹁鸽崖，崖壁上长有苍

松翠柏，崖下河水流淌，风景秀丽。村域面积

１０平方千米，村庄占地面积４６０亩。村内百年
以上古树５棵，中共鲁山地下党负责人吴镜堂烈
士纪念亭１个，明朝古民居２处，清朝古民居２
处，古庙１处，传统乡土建筑占村庄建筑面积的
三分之一以上这些传统建筑多为石木结构，是
中原浅山丘陵地区典型民居。当时群众就地取

材，地基、墙体由青石砌筑，上部为木结构，小

青瓦履顶，虽历经百年，但保存较完整，整个建

筑显得平实、精致、自然、质朴。传统的建造工

艺和质朴原始的建筑材料，反映了先民们充分

遵循自然，利用自然的杰出智慧，对研究明清、

近代中原浅山丘陵地区民居建筑有一定意义，

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较高。２０１４年７月入选第
二批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入选第
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中原贡品

【鲁山绸】　鲁山地质奇特，山区地貌土薄石
厚，适宜柞树生长。奇特的地质结构和优越的

地理环境，成就了千百年来鲁山丝绸的神话，

素有 “柞蚕之乡”的美誉。清乾隆 《鲁山县志》

记载：“鲁邑多山林，多有放蚕者。”鲁山丝绸

是鲁山县传统的丝织工艺品，历史悠久，始于

夏，盛于唐。因手感爽滑，柔而有骨，质地优良

而声名远播，唐代就被视为宫中珍品，还通过

古代 “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各国。鲁山

丝绸与其他地方柞蚕丝绸相比，货出地道，做

成服装穿着轻盈、凉爽，具有拉力强、易染色、

耐高温、抗酸、抗碱、绝缘、吸湿性等特点。

１９１５年２月，在美国旧金山万国商品博览会上
鲁山丝绸荣获金奖，被誉为 “仙女织”。

新中国成立后，鲁山为发展丝绸业，建有

国营缫丝厂和丝绸厂，设有蚕业局专司帮扶蚕

农养蚕。蚕茧经过碱水煮、拉丝、漂洗，制成丝

绵片后加工成丝棉被，质地轻软、柔韧、保暖、

耐用，可与鸭绒媲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化纤

工业的发展，丝绸业逐步衰退。２０１１年，鲁山
丝绸制作技艺被列入河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２０１２年，鲁山丝绸入选首批
“中原贡品”保护名录。２０１３年，反映鲁山柞蚕
生产的纪录片 《一个人的战争》，于３月２７日
２０时在中央电视台９套黄金时段 《特别呈现》

栏目播出。

近年来，鲁山下汤、赵村等地改革丝绸传

统工艺，先后在县内外兴办丝绵被加工厂，开

发春秋丝被、夏凉丝被及丝绵被胚等产品。２０１２
年后，河南靖实业有限公司、鲁山县仙女织

工贸有限公司入驻鲁山县产业集聚区，投资建

设茧丝绸综合加工家纺产业园，传承丝绸文化。

其中鲁山县仙女织工贸有限公司己全面恢复传

统２０、２６（宽）柞蚕丝绸、毛绸与圪瘩绸的古
法织艺技术，集缫、炼、织、染为一体，产品开

发领域涵盖手工绣元素旗袍、汉服、唐装、太极

服及私人订制和个性化设计产品。研发婴幼儿

康体凉席、枕被，成人高端柞蚕丝凉席与家居

饰品、壁纸、艺术装饰品，全植物染柞蚕丝绸围

巾、柞蚕茧丝高端丝被等。鲁山县仙女织工贸

有限公司被授予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单位”“河南省美术馆创研基地”。

【鲁山花瓷】　鲁山花瓷久负盛名，因其具有钧
瓷风格，且始于夏商，盛于唐宋，故有 “唐钧”

之誉。唐人南卓 《羯鼓录》中有 “鲁山花瓷”

的记述。鲁山境内已发现段店、郎店、桃花店、

白象店等瓷窑遗址５处，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唐代黑釉斑瓷拍鼓，即为梁洼段店所产。鲁山

段店窑遗址位于鲁山县梁洼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出土大量的花瓷残片，被古陶瓷研究学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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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鲁山花瓷窑址。

鲁山花瓷是一种黑地、乳白蓝斑的花釉瓷

器，釉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

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鲁山花瓷，又曰 “唐

钧”，倍受唐玄宗、宋徽宗等历代皇帝的钟爱。

鲁山花瓷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高温窑变

釉瓷器，以色彩绚丽、富于变化闻名于世，在我

国釉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

研究和开发价值。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时局

的动荡，鲁山县唐宋时期临近都城得天独厚的

人文环境不复存在，一代名瓷 “鲁山花瓷”也

渐渐被人遗忘。

２００６年，鲁山段店瓷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１５年，鲁
山花瓷制作技艺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２０１２年，鲁山花瓷入选首批
“中原贡品”保护名录。近年来，鲁山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鲁山花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开发利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鲁山花瓷传承基地
一期工程竣工，尧神古窑正式投产。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鲁山花瓷烧制技艺传承人袁留福连续
两年当选河南省陶瓷行业十大新闻人物。２０１６
年，袁留福新建的鲁山花瓷展示馆被省陶瓷艺

术委员会授予 “河南省鲁山花瓷研发基地”。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鲁山花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张良姜】　张良姜系张良镇特产，药用食用俱
佳。张良镇因土质、气候条件适宜，所产之姜色

黄、块大、丝多、香辣味浓、久煮不烂，品质优

良，入药效果尤佳。汉代，刘邦屯兵鲁阳，将士

多染疫疾，民献张良姜煎汤，服后即愈。刘邦称

帝后，将张良姜定为贡品。从古到今，张良姜一

直名声不辍，销往全国各地。２０１２年，张良姜
入选首批 “中原贡品”保护名录。

【鲁山黑木耳】　鲁山黑木耳原产于鲁山县西
部、西南和西北部山区，野生黑木耳寄生在枯

死的栎木树干上，子实体具有干燥、朵大、肉厚

等特点，食用和药用价值都很高，明代已被列

为贡品。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胶质

及灰分等成分。它不仅是宴席珍品，又是保健

佳品。黑木耳味甘性平，可滋阴、益胃、活血、

润燥。对高血压、高血脂、便秘等多种疾病有特

殊功效。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鲁山黑木耳闻名全
国。８０年代中期出现种植专业村和专业户后，
县、乡政府引导扶植，形成椴木和袋装黑木耳

种植热潮，从业人员达 ３０万人，效益数亿元。
进入２１世纪后，出现地栽黑木耳品种。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入选河南省第二批 “中原贡品”保护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

【鲁山花瓷烧制技艺】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文
化和旅游部公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公示期２０个工
作日 （２０２０１２２２—２０２１０１１９）。鲁山窑烧制
技艺 （鲁山花瓷烧制技艺）入选推荐名单。花

釉瓷器是河南地区唐代瓷器中一个创新品种，

古玩界称 “唐钧”，文博界把河南鲁山段店窑、

郏县黄道窑、禹县下白峪容、内乡邓窑及山西

交城窑、陕西黄堡窑等处发现的花瓷产品，通

称为 “鲁山花瓷”。鲁山花瓷创造了二液分相釉

的新技巧，为黑釉瓷系的美化装饰开辟了新境

界，代表着唐代中国北方烧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２００６年，鲁山段店古瓷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六批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２０１５年，鲁山花
瓷制作技艺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鲁山花瓷烧制技艺至晚清之后一

度失传，以鲁山花瓷烧制技艺省级传承人梅国

建，市级传承人袁留福、张伟、王群成、张东晓

为代表的工匠长期致力于恢复鲁山花瓷烧制技

艺，为鲁山花瓷的复原、传承进行了大量研究，

他们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文博会上获奖。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鲁山境内有花瓷生产企业４家，
花瓷产业年产值超过１０亿元。

【牛郎织女传说】　 “牛郎织女”作为中国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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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神话爱情传说之一，在民间代代相传，妇

孺皆知。牛郎织女的传说最早见于 《诗经·大

东》“?彼织女”“?彼牵牛”的记载。牛郎织

女传说在鲁山县辛集乡孙义村更是老少皆知，

广为流传，那里至今还保存有牛郎洞和织女潭，

“牛郎织女”传说遗存丰富，有大量牛郎织女传

说的民俗和民风，其中有民谣、民歌，及其祭祀

遗物、牛郎洞、九女潭沟、织女潭、天河、九女

庙天爷庙等遗址和七夕会址，形成了一个相对

比较完整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体系。鲁山县

作为牛郎故里和牛郎织女文化传说的起源地，

２００９年２月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 “中

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牛郎织女文化，是鲁山

历史长河中一块璀璨瑰宝，是中华民族一笔丰

厚的文化遗产。２０１１年，被列入河南省第三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鲁山丝绸制作技艺】　鲁山丝绸历史悠久，始
于夏，盛于唐。曾被列为朝廷贡品，还通过

“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各国。１９１４年，在
美国举办的旧金山万国商品博览会上，鲁山丝

绸代表中国参展获得金奖。鲁山丝绸制作经过

养蚕—收茧—缫丝—络丝—牵绸—钩轴—刷绸

—安机—掏缯—钩轴—织绸—炼绸等工艺，全

是手工制作，品种丰富。鲁山丝绸有桑丝绸、柞

丝绸两种，手感爽滑，柔而有骨。染色后做成服

装，穿着轻盈、凉爽，具有拉力强、易染色、耐

高温、抗酸、抗碱、绝缘、吸湿性等特点。２０１１
年被列入河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大槽油制作技艺】　早在１４世纪初，中国即
有楔式榨油的记载，“鲁山传统手工大槽油”制

作就是采取古老的楔式榨法取油，具有很高的

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木榨楔式榨油与机榨相

比，工序繁杂，每一道工序都融入了长期积累

的丰富经验和独特的匠心机巧。大槽油的制作

步骤：炒籽—碾末—称末—蒸末—包饼—压榨

取油。２０１１年被列入河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王忠富泥塑技艺】　王忠富泥塑，以张扬的造
型，大巧似拙的创意，蕴藏的灵性，独具幽默的

特点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台湾著名诗人、

出版家痖弦先生评价说：“王忠富的泥塑作品有

力，大气。”艺术大师韩美林等人称他的作品

“大拙大美”。王忠富泥塑用料讲究，选取带黏

性又细腻的泥土，然后捻瓷、晒干、水泡，再用

棒子锤打，像揉面一样揉。有时加些棉絮、草

纸。创作时采用雕、塑、捏等手法，泥塑作品题

材多为反映农民劳动生活的场景，造型夸张，

独具灵性，既是写意，又是 “漫塑”，充满浓郁

的乡土气息。２０１５年列入河南省第四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李福才剪纸技艺】　李福才剪纸刀法灵巧，形
象优美，线条粗细相宜，图案栩栩如生，作品多

为展示农村质朴的生活场景，被当地老百姓称

为 “神剪”。１９９３年，中央电视台拍摄李福才的
作品４００余幅，在 《神州风采》栏目播出。同

年，作品 《百鸟朝凤》 《十二生肖》 《老鼠嫁

妮》等在中国首届民族民间剪纸大赛中获奖，

《中国文化报》专题介绍，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

聘其为会员，河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予他

“神剪李福才”称号。

李富才剪纸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１风格古朴，乡土气息浓厚。２不用构图，
搭纸即剪，结构布局恰到好处。３同一题材表
现手法各异，无类同模样。４临场创作，顺应
题意，形象逼真。２００７年被列入河南省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鲁山鼓儿词】　鼓儿词是中国一个古老、独
特、稀有的传统说唱剧种，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
史，民俗风格古朴，乡土气息浓重。它最初的土

名叫高台鼓儿哼，俗称鼓儿词，又叫大鼓书，是

一种鼓、板击节并用的曲艺形式。表演者左手

夹钢板，相互锤击，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右手

击鼓，鼓声深沉浑厚，与钢板声交错，形成一种

特殊的效果。鼓儿词风格独特，道具简单，一鼓

一板一演员即可开场演唱。鲁山县冯国演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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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词３０多年，不仅能唱古书，且经常自编自演
新剧目，他的传统戏代表剧目有 《武松赶会》

《拳打镇关西》 《拉荆耙》等，自编自演的现代

剧目有 《和谐社会新农村》《夸河南》等，其中

《鲁山水更清来天更蓝》曾在平顶山电台播出，

《红色之花开鲁山》在河南电视台播放。２００９

年，鲁山鼓儿词被列入河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２０２０年９月，鲁山冯国鼓儿
词传承人公益培训班开班仪式暨鲁山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鼓儿词传承基地、鲁山县冯国鼓儿词

文化艺术馆揭牌仪式在琴台三街小学举行。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全县市级及以上先进单位一览表

单　位 荣誉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鲁山县

“十三五”搬迁工作成效明显县 ２０２０１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明显县 ２０２００６ 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鲁山花瓷烧制技艺获批国家级非遗项目 ２０２０１２ 文旅部

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 ２０２０１２ 省文旅厅

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 ２０２００９ 省文旅厅

河南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 ２０２００７ 省交通厅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成效明显 ２０２００５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卫生县城 ２０２００７ 全国爱卫会

组织部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１０１ 省爱卫会

河南省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０４ 省委、省政府

统战部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９ 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１０１ 省爱卫会

纪委监委
河南省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０４ 省委、省政府

全省纪检监察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６ 省纪委办公厅

人大办
河南省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１２ 省　委

河南省人大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１２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政府办 全省政府系统督查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９ 省政府办

发改委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

团县委

河南省 “第一团支书”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２ 省第一团支书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优秀县项目

管理办公室
２０２０１２ 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项目

管理办公室

扶贫办
全国助力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２ 中国侨联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２０２１０２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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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单　位 荣誉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法　院

河南省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年 省委、省政府

“道交一体化”试点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年 省高级人民法院

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年 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年 省爱卫会

税务局 河南省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０４ 省委、省政府

教体局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４ 省爱卫会

河南省民办教育服务与管理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２ 省教育厅

海军航空实验班优质生源基地 ２０２０１２ 海军招飞办、省教育厅

全省校园风险防范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０８ 省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

全省教育装备质量保障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０３ 省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

全省教育装备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０３ 省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

全省教育宣传先进县 （市、区） ２０２００４ 省教育厅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人社局

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信访稳定工作先进

单位
２０２００４ 省人社厅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

交通运输局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０ 省委、省政府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

住建局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３ 省爱卫会

公安局

河南省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 ２０２００７ 省公安厅

全省公安审计工作成绩突出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０３ 省公安厅

全省公安警务保障工作成绩突出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０６ 省公安厅

森林公安局 集体三等功 ２０２００１ 省森林公安局

统计局 国家贫困地区重大专项普查先进集体 ２０２１８ 国家统计局

司法局
全省村 （居）法律顾问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４ 省司法厅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１９１２ 省爱卫会

董周司法所 五星规范司法所 ２０２０１２ 省司法厅

张良司法所 五星规范司法所 ２０２０１２ 省司法厅

工信局

全省科技特派员工作考核优秀 ２０２０１１
省委组织部、省科学技术厅、省财

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年 省爱卫会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文广旅局
全省优秀文化志愿者服务优秀组织奖 ２０２００４ 省文旅厅

河南省 “寻找村宝”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４ 省文旅厅

医疗保障局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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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单　位 荣誉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城市管理局 “强、转、树”专项行动表现突出单位 ２０２１年 省住建厅

县疾控中心

全国肿瘤登记工作优秀奖 ２０２０１１ 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死因登记报告先进集体奖 ２０２００３ 中国疾控中心

河南省传染病监测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０４ 省疾控中心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蚕业发展

服务中心

科学技术成果奖 ２０２０１２ 省科技厅

市级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河南省农牧渔业丰收奖 ２０２００６ 省政府

河南省蚕业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１２ 省蚕业协会

尧管局 市级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县气象局 市级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侨　联 全国侨联系统助力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２０２１０１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工商联 河南省卫生单位 ２０２１０１ 省爱卫会

总工会 河南省卫生单位 ２０２００１ 省爱卫会

民革支部 省级示范支部 ２０２００６ 民革河南省委会

水利局 全省水政监察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２ 省水利厅

发改委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担当有为集体 ２０２０１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局 河南省秸秆禁烧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１０１ 河南省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办公室

县气象台 集体嘉奖 ２０２００４ 省气象局

县医院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０ 省委、省政府

河南省 “两品一械”监测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５ 省药监局、省卫健委

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１ 省爱卫会

中医院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平顶山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０２０１１ 市　委

二　高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１ 省爱卫会

三　高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１０１ 省爱卫会

市级文明校园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育英学校 全省优秀民办学校 ２０２１０１ 省教育厅

县产业集聚区
平顶山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０２０１１ 市　委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城南特色商业区 市级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汇源街道
平安建设工作先进乡 （镇、街道） ２０２００３ 市委、市政府

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９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７８县情概览　



　续表３
单　位 荣誉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露峰街道
市级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河南省五四红旗团委 ２０２００４ 团省委

江河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工会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１０１ 省国防邮电工会

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１０２ 省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华辰鲁山分公司
“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示范点” ２０２００９ 省总工会

河南省 “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２０２００９ 省总工会、省应急管理厅

移动公司 全国模范职工小家 ２０２０１２ 全国总工会

县邮政分公司

河南省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０１ 省委、省政府

全省邮政企业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０４ 省邮政分公司、省邮政工会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０２００６ 中共河南省邮政分公司委员会

党建支部示范点 ２０２００６ 中共河南省邮政分公司委员会

库区乡政府 河南省级文明村镇 ２０２００４ 省委、省政府

熊背乡政府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团城乡

河南省文明村镇 ２０２００４ 省委、省政府

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 ２０２００９ 省文旅厅

全国文明村镇 ２０２０１０ 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背孜乡 “枫桥杯”先进退役军人服务站 ２０２１０２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董周乡
市级文明村镇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河南省卫生乡镇 ２０２００１ 省爱卫会

张良镇 五星规范化司法所 ２０２０１２ 省司法厅

梁洼镇

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示范点 ２０１９１２ 省总工会

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先进乡镇 ２０２００９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２０２１０５ 省委、省政府

张官营镇 河南省级文明村镇 ２０２００４ 省委、省政府

赵村镇 市级卫生村镇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露峰街道东关社区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团城乡花园沟村 平顶山市文明村镇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团城乡牛王庙村 河南省文明村 ２０２００４ 省委、省政府

团城乡寺沟村 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２０２００９ 省文旅厅

观音寺乡太平堡村 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２０２００９ 省文旅厅

马楼乡尧场村
河南省文明村镇 ２０２００４ 省委、省政府

省级卫生村 ２０２００４ 省爱卫会

土门办事处虎盘

河村、土门村
市级文明村镇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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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单　位 荣誉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瓦屋镇大潺寺村 省级卫生村 ２０２００７ 省爱卫会

辛集乡漫流村、

清 水 营 村、 桃

园村

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示范村 省　委

辛集乡范店村 国家森林乡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熊背乡宝山村 河南省森林乡村 ２０２０１２ 省林业局

张良镇杨李沟 省级美丽庭院示范村 ２０２００８ 省妇联、省文明委

２０２０年全县市级及以上先进个人一览表

姓　名 单　位 荣誉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付国增 县委办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共产党员 ２０２０１１ 市　委

梁兵兵 县委机要保密局 全省机要密码工作宣传报道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４ 省委机要局

李延军 纪委监委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杨朝辉 纪委监委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新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３ 省纪委

赵黎明 纪委监委 全省纪检监察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６ 省纪委办

陈宇锋 政府办 全省政府系统督查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９ 省政府办

赵娜君 政府办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范军鹏 团县委

河南省优秀第一团支部书记 ２０２１０２ 省 “第一团支书”工作

领导小组

平顶山市优秀第一团支部书记 ２０２００９ 市 “第一团支书”工作

领导小组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李海军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周丰鑫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任广辉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张俊恒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乔建军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段延广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陈鲲鹏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任耀定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任峰君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邓要培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郭红娟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赵迪凯 扶贫办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尹圆吉 县人武部 平顶山市征兵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１０１ 市征兵领导小组

９８县情概览　



　续表１

姓　名 单　位 荣誉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刘春亮 交通运输执法局 全省交通运输执法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３ 省交通运输厅

贾建宏 交通运输局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胡红冰 税务局 河南省文明优质服务标兵 ２０２０１２ 省文明建设委员会

赵彦宇 税务局 全省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 ２０２１０１ 省人社厅、省税务局

丁　勇 司法局 全省社区矫正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３ 省司法厅

张　鸣 司法局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３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

李海涛 公安局 公安国保荣誉章 ２０２００４ 公安部

高峥艳 公安局
全省公安机关 “纪律作风提升年”活动成

绩突出个人
２０２００３ 省公安厅

贾国红 公安局
全省公安监管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第二批成

绩突出个人
２０２００７ 省公安厅

王宏伟 法院
全国法院系统第三十二届学术讨论会优

秀奖
２０２０１２ 国家法官学院

陈玺暄 法院
全国法院系统第三十二届学术讨论会优

秀奖
２０２０１２ 国家法官学院

王红岩 法院 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 ２０２０１２ 中华全国总工会

孟铭杰 法院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２０２００４ 省总工会

吴家宝 法　院

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河南省第一团支部

书记
２０２００２ 省 “第一团支书”工作

领导小组

河南省优秀共青团干部 ２０２００４ 团省委

于海琴 工信局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新冠疫情防治工作

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７ 省工信厅

陈建克 统计局
国家贫困地区重大专项普查先进个人 ２０２１８ 国家统计局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王小七 市场监管局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先进工作者 ２０２０１２ 省人社局、省市场监

管局

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委、市政府

赵艳阳 信访局 全省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１０１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田海泉 城市管理局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张伟科 城市管理局
河南省环卫行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
２０２０１０ 省市政公用业协会

赵喜民 商务局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周耀伟 林业局 河南省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十大领军人物 ２０２０１２ 省总工会、省扶贫办

赵建伟 水利局 全省水政监察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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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荣誉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李永军 环保局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专项行动先进

个人
２０２１０２ 省生态环境厅

裴会玲 环保局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专项行动先进

个人
２０２１０２ 省生态环境厅

司马杰 环保局 水环境质量改善先进个人 ２０２１０２ 省生态环境厅

叶尚峰 环保局
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管理先

进个人
２０２１０２ 省生态环境厅

李苏南 环保局
河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现突出的

个人
２０２１０２ 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领导小组

杨青亮 环保局
河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现突出的

个人
２０２１０２ 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领导小组

邵海峰 环保局
河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现突出的

个人
２０２１０２ 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领导小组

黄松峰 环保局
河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现突出的

个人
２０２１０２ 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领导小组

范景可 残　联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李红超 农业农村局 河南省农牧渔业丰收奖 ２０２００６ 省政府

孟庆立 粮油收储服务中心 全省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３ 省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工作领导小组

李艳菊 农业农村局 河南省畜牧兽医技术标兵 ２０２００７ 省农业农村厅

薛冰冰 烟草公司 全省系统扶贫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８ 省烟草专卖局 （分公

司）

王新梅 教体局 河南省教育装备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３ 省教育技术装备管理

中心

王辉辉 教体局 河南省质量保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３ 省教育技术装备管理

中心

贾海峰 教体局 河南省百姓学习之星 ２０２０１１ 省终身学习办公室

张献成 县供电公司

第三批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共产党员 ２０２００３ 省委组织部

疫情防控期间信用工作 “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８ 省发改委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

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０ 中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党组

王　明 县供电公司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李洪文 县中医院 平顶山市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　委

张　磊 县中医院 平顶山市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　委

龚素贞 县中医院 “两品一械”监测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０５ 省药监局、省卫健委

王一博 县疾控中心 中国死因登记报告工作突出贡献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３ 中国疾控中心

田广恩 县疾控中心 中国死因登记报告工作突出贡献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３ 中国疾控中心

李新慧 县疾控中心 传染病监测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０４ 省疾控中心

任　凯 县医院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省委、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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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荣誉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温玉珍 县医院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刘海军 县医院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平顶山市优秀共产党员 ２０２０１１ 市　委

蔡元京 江河机械有限公司 职工之友 ２０２１０４ 省国防邮电工会

贺敬涛 江河机械有限公司 优秀党务工作者 ２０２００６ 省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王长军 江河机械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１０２ 省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鲁豫奇 江河机械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２１０２ 省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党　沛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１ 市委、市政府

姬中三 团城乡花园沟村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王占伟 观音寺乡政府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常其峰 观音寺乡太平堡村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李洪涛 库区司法所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２０２０１２ 司法部

刘海波 梁洼镇政府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吴广志 土门办事处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杨长生 土门办事处焦山村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田汶朋 瓦屋镇政府 河南省优秀第一团支部书记 ２０２１０２ 团省委

雷根宪 瓦屋镇大潺寺村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匡长军
瓦屋镇九九乡情有限

公司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李发强 张店乡政府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张镭瀚 张官营镇人民政府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刘　环 张官营镇洪营村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２０２０１２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组织机构

中共鲁山县委

书　记　杨英锋
副书记　李会良

叶　锐 （１０月任）
张　伟 （５月离）

常　委　杨英锋
李会良

叶　锐

彭清旺

魏学君 （１０月任）
刘万福

贾源培

翟传鸣

王学军

王红敏 （１０月任）
刘国朝 （１０月任）
于　伟 （１０月任）
张　伟 （５月离）
杨聚强 （７月离）
刘　泉 （１０月离）
张铎月 （１０月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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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部门

县委办公室

主　任　贾源培
副主任　闫晓峰　吕金玲　朱　峰

王万松　王　冰　付国增
机要保密局

局　长　刘永保
副局长　梁兵兵　李广阔　任高潮
综合科

科　长　任高潮 （兼）

督查室

主　任　李化飞
信息科

科　长　程新营
政研室

主　任　王东旭
法规科

科　长　徐三国
国安办

主　任　贾明甫 （兼）

原主任科员　赵明　贾明甫　李化飞
机关事务中心

主　任　宋永会
原档案局

班子成员　段君萍　李艳红
档案馆

馆　长　程新营
组织部

部　　长　魏学君 （１０月任）
刘　泉 （１０月离）

常务副部长　王建民
副　部　长　崔振兴　程延伟　李　凯
部 务 委 员　郝建彬　郭祥昭
县委正科级组织员　杜江燕　李建军

徐亚东

县委副科级组织员、组织一科科长　刘成荫
县委副科级组织员、办公室主任　朱　康
县委副科级组织员、干部一科科长　司丰恺
原县直工委副书记、干部二科科长　张正领
县委副科级组织员　赵　伟

原 主 任 科 员　翟红本　石芳菲
县委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刘奕麟
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郑显奇
县委巡察办正科级巡查专员　高　音
县委巡察办副科级巡查专员　于　洋

王小昶

张国军

宣传部

部　长　刘万福
副部长　王新伟　胡　晓　

"

筱菊

闫经文　刘阿蕊
网信办

副主任　师红军
外宣办

副主任　马　路　雷小军
文改办

副主任　张建政
原副主任科员　南向阳　宋彦霏
原文明办

副主任　薛　杰
统战部

部　长　王红敏 （１０月任）
杨聚强 （７月离）

副部长　所玲玲　丁向阳
李修平 （２月任）
娄钦梅 （２月离）

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　雷德哲
侨　联
主　席　闫士峰
副主席　张文钰　彭江涛 （挂职）

原主任科员　李向阳　高继琼
政法委

书　记　刘国朝 （１０月任）
张铎月 （１０月离）

副书记　尹禄军　赵功品　陈朝辉
齐丽娟　刘志民

办公室

主　任　王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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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

主　任　梁鲁生
监察室

主　　　任　崔焕哲
政治安全科　李海岗
综治指导科　李俊芳
维稳指导科　陈福军
执法监督科　宋柯柯
原主任科员　郭丹丹
原副主任科员　王明新　赵　培
法学会

秘书长　胡长毅
信访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李耀兴
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赵艳阳
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丽娜　张　鹏
副 局 长　余传举　赵向凯

杨洪涛 （２月离）
副科级信访督查专员　王兆涛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郭志辉　赵跃东
编　办
主　任　刘新伟
副主任　马江峰　尹守彬　杨永浩
原主任科员　王建文
原副主任科员　刘浩亮
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

主　任　赵耐欣
（二）直属事业单位

党　校
校　长　叶　锐 （１０月任）

张　伟 （１０月离）
常务副校长　聂留军
副 校 长　李亚贞　李会欣
原主任科员　王国防
原副主任科员　吴玉靖
党史研究室

主　任　翟留松
副主任　王溢慧
原主任科员　董红霞

中共鲁山县纪委、鲁山县监察委

县纪委

书　　记　于　伟 （１０月任）
叶　锐 （１０月离）

副 书 记　郝鸿亚　石　磊
纪委常委　王国利　张世勇

陈双敬　李延军
办公室

主　任　王红阳
组织部

部　长　汤新义
宣传部

部　长　杨朝辉
信访室

主　任　高重阳
案件监督管理室

主　任　孙冬梅
干部监督室

主　任　王洪武
审理室

负责人　张国庆
党风政风室

主　任　赵宏宾
副主任　冉国坤　燕志翔
网络信息室

负责人　赵朝阳
第一监督检查室

主　任　宋建生
第二监督检查室

主　任　王世祥
第三监督检查室

主　任　李培松
第四监督检查室

主　任　陆胜伟
第五监督检查室

负责人　冯进辉
第六监督检查室

主　任　邵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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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审查调查室
主　任　高延超
第八审查调查室

主　任　余志军
第九审查调查室

主　任　杨五昌
正科级检查员　常秋法　高宏涛

张国庆　冯进辉
正科级巡察专员　贾东晓
副科级检查员　杨勇会　赵朝阳　苏广安

陈建涛

副科级巡察专员　王旭辉　赵黎明　田留阳
孙胜远　杜延高

原 主 任 科 员　燕秋月　李俊山　李清华
正 科 级 干 部　赵金栋　李亚洲　孙应峰
副 科 级 干 部　栗建文　彭　旺　赵帅伟

鲁建杰　王延涛　秦朝东

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派驻人大办　宋跃鹏
派驻政协办　段增辉
派驻公安局　肖真蔚
派 驻 法 院　温克冰
派驻检察院　李俊山
派驻组织部　李　凯 （１２月离）
派驻宣传部　马成文
派驻统战部　徐天旭
派驻政府办　雷德华
派驻发改委　冀松山
派驻教体局　赵艳萍
派驻财政局　李清华
派驻住建局　吕红晓
派驻农业农村局　李铁伟
派驻卫健委　李　伟
派驻市场监督管理局　姬新超
县监察委

主　任　于　伟 （１１月任代主任）
叶　锐 （１０月离）

副主任　郝鸿亚　石　磊
委　员　王国利　陈双敬　刘宪三　常秋法

县委巡察办

主　任　祝卫东
副主任　张宗辉　张晓宇　刘国卿
县委巡察组

组　长　刘鹤华　杨永乾　张国辉
孙国申　杨　国

副组长　王玉明　刘连盈　焦俊峰
刘建政　程群尧

巡察专员

正科级巡察专员　孙胜伟　宋润森　高跃恩
副科级巡察专员　李红阳　孙东晓　刘宗耀

杜延高

鲁山县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　姚莲叶
副书记、副主任　王三槐 （８月离）
副 主 任　张淑敏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留根　王国峰

许　杰 （８月任）
办公室

主　任　孙朝辉
副主任　范　明
城建环资委

主　任　游晓留
副主任　李宝红
财工委

主　任　吕胜玉
副主任　张春发　赵　成　郝科技
信访室

主　任　潘建军
副主任　王志平
法工委

主　任　王延生
副主任　高　军　杨现启
农工委

主　任　曾登红
副主任　李延伟　赵　枫
教工委

主　任　潘书利
副主任　叶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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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工委
主　任　高新红
副主任　郭二晓
机关事务中心

主　任　郭耀华
原主任科员　张淑琴　杨国跃

曹荣改　刘平山
原副主任科员　王红伟　潘奎允

鲁山县人民政府

县　长　李会良
市尧管局局长、副县长　史晓天 （１１月离）
常务副县长　彭清旺
县委常委、副县长　翟传鸣
副县长　王献春　汤　钦

杨洪峰　王金刚
李新杰 （１０月任）
刘国朝 （１０月离）
曲延辉 （１０月离）

县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　张江河　张聚文　李　杰
李领新 （１２月任）
谷洪涛 （１２月任）
田朝阳 （１２月任）
林朋五 （１２月任）
冯建党 （１２月任）

（一）工作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

县政府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　刘伟民 （１０月离）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刘克峰
党组成员、副主任　师殿永　赵娜君

邱怡林　杜秋冬
副主任　华润和　杨丙申　马海岭　魏晓菲
督查室

副主任　陈宇峰
目标办

副主任　杨向阳
金融办

副主任　李昆仑
协调办

副主任　张　冰

人防办

副主任　梁科普
机关事务中心

主　任　杨广进
原主任科员　杜红利　贾小刚

杨庆伟

原副主任科员　梁朝阳　陈　克　雷　轩
林柯兵　张东方

教育督导室

主　任　贺其炜
副主任　王亚飞　王新成 （１２月离）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　王　青
党组副书记、主任　曹大伟
党组成员、副主任、铁路办主任　杜建林
党组成员、副主任　张书涛　曹鲁辉

王留权 （１２月离）
党 组 成 员　李廷涛
原主任科员　岐亚光　陈明辉　于建伟
原副主任科员　李国晓　董书宏
铁路办

副主任　樊国清
重大项目服务中心

主　任　王延生
财政局

党组书记、副局长　杜　军
党组副书记、局长　郝富强
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军辉　翟江滨
党组成员、农村财务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叶要宏

党组成员、政府采购服务中心主任　师　磊
党组成员　蔡　东
财政专项资金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于长浴
原主任科员　上官国文
原副主任科员　王景兆　石晓辉
国库支付中心

主　任　郝富强
副主任　董超生
教育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　李怀海 （１２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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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成员、副局长　曹国辉　曹淼峰
吴俊辉

党组成员、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胡金杭
党组成员、教育总督学　靳新扉 （１２月任）
原主任科员　吕娉萍
原副主任科员　王新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杨东玖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赵荫豪
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　超

王建新 （１２月任）
薛劲凯 （１２月离）

党组成员、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　王国杰
党组成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主

任　王建德
党组成员、失业保险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王留权 （１２月任）
党组成员、人才交流中心主任　

王海彬 （１２月离）
原主任科员　张玉玲
原副主任科员　梁朝栋
民政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刘建新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王铁良
副 局 长　杨向玲
党组成员、副局长　孙丹丹
党 组 成 员　李红癉
原 主 任 科 员　程国和
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李广伟
党组成员、副局长　高新涛　马东　张晓怀
党组成员、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付　峰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朱明亮　汤贵峰
交通运输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贾建宏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刘耀东
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张艳丽
党 组 成 员 、副 局 长　申国利
党组成员、执法局局长　张建广
原副主任科员　赵前程　王东东　赵东利

农村公路建设服务中心

主　任　宋松阳
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主　任　耿雅彬 （４月任）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马鲁涛
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建民
党组成员　张　伟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刘国政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郝东军
党组成员、副局长　何会远　李三伟
党组成员、园林绿化中心主任　胡胜杰
原 主 任 科 员　狄天增　张立民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陈东伟　李建
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　王泉水 （１１月任）
赵　明 （９月离）

党委副书记、政委　赵国军 （１１月任）
温卫杰 （１１月离）

党委委员、副政委　张文星 （２月任）
党委委员、副局长　姚　锦
党委委员、派驻纪检监察组长　肖真蔚
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　裴红亚
党 委 委 员　霍　全　蒋宏伟

杨洪涛 （２月任）
工 会 主 席　李　琳
政治处副主任　李新民
办公室

主　任　李元鹏 （６月任）
张　杰 （６月离）

警令处

主　任　史黎冰
科技通讯科

科　长　孔　亮
后勤装备科

科　长　张秋平
户政科

科　长　董跃杰

７９县情概览　



　　出入境管理科
科　长　潘　琦
法制大队

队　长　尹占武
督察大队

大队长　李新冰
经侦大队

大队长　杨鸿生
网络监察大队

大队长　张新兴
国保大队

大队长　张建伟
反恐大队

大队长　王洪涛
巡特警大队

大队长　杨建民
治安大队

大队长　郑鹏飞
刑侦大队

大队长　孙振营
霍全军 （６月离）

交警大队

大队长　霍全军
看守所

所　长　董和平
拘留所

所　长　王改生
保安公司

经　理　杜亚伟
扶贫办

主　任　刘亚超
民调维权办

主　任　左文华
城关所所长　邓占军
张店所所长　刘中超
辛集所所长　李晓东
梁洼所所长　吕廷超
张官营所所长　张万利
磙子营所所长　康全国
张良所所长　张　龙

马楼所所长　徐新宇
韍河所所长　马东方
熊背所所长　霍春来
团城所所长　何向东
四棵树所所长　韩春阳
尧山所所长　王　岩 （６月任）

李元鹏 （６月离）
赵村所所长　王　东
下汤所所长　杜东辉
库区所所长　曾兴广
董周所所长　张　杰 （６月任）
仓头所所长　杨　嘉
观音寺所所长　杨小周
瓦屋所所长　王耀振
背孜所所长　姚乐佳
土门所所长　陈海军
石人山所所长　程丰营
江河所所长　薛俊飞
昭水所所长　徐永生
交口所所长　张富国
公路所所长　乔根林
机场所所长　宋新刚
司法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徐群生
副局长（正科级）　闫同来 （８月离）
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姚小飞
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宝山　梁科蕾

娄延峰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李绍伦　高　敏　
胡爱民

审计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马文奇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杜翔凤
党 组 成 员 、副 局 长　李新胜　赵淑慧
党组成员、原主任科员　赵俊峰
党组成员、经济责任审计事务中心主任　

马远召

原主任科员　李国伟
原副主任科员　范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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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和信息化局
党组书记、局长　于海琴
党组成员、副局长　崔红亮　郭　辉
副 局 长　郭瑞菊
党 组 成 员　段晓峰
原主任科员　许炎五
原副主任科员　杨凯歌
防震减灾中心

主　任　程　飞
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建克
党组成员、副局长　雷跃君　祁永超
党 组 成 员　李贵君
原主任科员　马振方
地调队

队　长　杨　泓
调查局

副局长　钱丽萍
农业农村局

党 组 书 记　王爱荣
党组副书记、局长　李瑞琦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白国辉　江西军

贺福永

原主任科员　杨振峰　李红杰
原副主任科员　李占伟　周礼
副科级干部　曹国峰　裴红伟
原畜牧局

班子成员　郭大伟　曹彦丕　李建民
林业局

党 组 书 记 、 局 长　张文艺
党组成员、森林公安局局长　张　璞
党 组 成 员 、副 局 长　褚　?

路　明
党组成员、国有鲁山林场党支部书记　

王建伟

原主任科员　樊留太
原副主任科员　周耀伟
国有鲁山林场

场　长　李文峰

　　森林公安局
党组书记、局长　张　璞
党组成员、政委　梁红杰
党组成员、副局长　韩鸿昌
党组成员、直属派出所所长　刘士彬
原主任科员　马季君
水利局

党组书记、局长　梁岩军 （１２月任）
陈国强 （１２月离）

党组副书记、河务局局长　
梁岩军 （１２月离）

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泓娜　任俊亚
徐红伟

原主任科员　周馨利
原副主任科员　杨宏耀　李保国
河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主　任　毛　营 （１２月任）
梁岩军 （１２月离）

副主任　王书涛　赵广阔　金书峰
移民工作服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景宏伟
党组成员、副主任　叶春花　李晓菲
党 组 成 员　陈军生
卫生健康委

党组书记、主任　匡晨阳
党组成员、副主任　陈素芳　房　琴

李筱娅

党组成员、疾控中心主任　李新慧
党组成员程文鸽　付延柯
原主任科员　杨昕昕　焦中泰
原副主任科员　庞建伟　王灿灿
副科级干部　于　海
计生协会

会　长　张　艳
副会长　魏　坤
文广旅局

党组书记、副局长　杨文歌
党组副书记、局长　景春迎
副 局 长　王国欣　王东峰
党 组 成 员　陈伟伟　王慧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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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主 任 科 员　高　翔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范小伟
广播电视总局

党 组 书 记 、台 长　闫经文
党组成员、原主任科员　杨景麟
党组副书记、副台长　杨红新
党 组 成 员 、副 台 长　张本玉
党组成员　荆　利
医疗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王向阳
党组成员、副局长　马丽萍　黄景歧

刘　芳
党组成员、原主任科员　李红卫
原副主任科员　任金光
医保中心

主　任　朱春阳
粮油收储服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孟庆立
自然资源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高占涛
党组副书记、正科级　陈新兴
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孟宪明　陈建民
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中民　王　凡

宁晓东　许延军
孙天祥　范鲁勇

党组成员、原副主任科员　蔡　伟
党组成员、储备中心主任　于颂淼
原 主 任 科 员　张亚娟　马喜斌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于伯均　师　坡

裴庆春 （８月离）
自然资源局总督察　裴庆春 （８月任）
温泉管理中心

主　任　郭海峰
不动产登记局

局　长　田增良
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中心

主　任　陈金辉
应急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　张增强
党组成员、副局长　韩向阳　吴鹏起

原主任科员　雷跃东　金少晓
原副主任科员　曹　天
副科级干部　李耀广
安培中心

主　任　谭小林
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王小七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刘　鹏
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韩红亚
党组成员、副局长　孟淑利　杜江涛

李成林　阎光耀
于向东　刘亚东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姬新超
原主任科员　李　强　张治平
原副主任科员　李鹏远　王新军　朱三兵

郭东阳　曹帅领
食安办

副主任　王慧娟
食品药品稽查队队长　王新远
董周食药所长　王文通
马楼食药所长　彭江涛
磙子营食药所长　杨川川
张良食药所长　张泽新
库区食药所长　彭鲁光
瓦屋食药所长　张万红
下汤食药所长　盛　飞
张店食药所长　史海峰
辛集食药所长　孟庆源
城南食药分局长　崔亚东
产业集聚区食药分局长　魏春平
尧山食药分局长　王新利
鲁阳食药所长　杨德生
韍河食药所长　乔东黎
副科级干部　杨春峰
质监稽查队长　李红跃
工商经检队长　付跃伟
韍河工商所长　张生生
磙子营工商所长　郑文坡
库区工商所长　赵　霞
张良工商所长　杨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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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楼工商所长　屈文占
董周工商所长　谢东彬
瓦屋工商所长　李杰辉
石人山景区工商分局长　张胜军
鲁阳工商所长　董淑莉
张店工商所长　赵云鹏
专业工商所长　包峰立
下汤工商所长　张向阳
监察室主任　杨亚平
人教股长　冯国义
民族宗教局

党组书记、局长　刘东阳 （２月任）
党组成员、副局长　董志伟

李小伟 （１２月离）
原主任科员　孔红霞
商务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邢全玉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李春耀
党组成员、原主任科员　赵喜民
党 组 成 员 、副 局 长　董鲁涛
党 组 成 员　郭明星
副 局 长　何远东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李　莉
盐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周保全
党组成员、副局长　何伟东　张　晓
城市管理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田海泉
党组成员、原主任科员　岳东旭
党 组 成 员 、副 局 长　贺俊凯　付国豪
副局长　方书和 （挂职）

扶贫办

党组书记、主任　李新杰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海军　任广辉

常国景

刘东阳 （２月离）
党组成员、原主任科员　王卫东　周丰鑫
副主任　朱春亮
农业产业服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吴全申

党组成员、副主任　常文姬　李鲁冰
吴瑞端

疾控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李新慧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保瑞　徐海波

刘中伟

党组成员　范向东
农业机械技术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樊宏文
党组成员、副主任　雷亚峰
原主任科员　白新强
原副主任科员　李晓玲
副科级干部　王新伟
蚕业发展服务中心

主　任　吴付申
副主任　余付德　陈忠艺　赵新峰
房产事务服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高继跃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立新　林红杰

宋新乾

史志编纂室

党组书记、主任　王顺利
党组成员、副主任　游小勇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王　妍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郭明星
副主任　张岩培　师中亚
接待事务服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李成亮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正科级）　闫永生
党组成员、副主任　刘向菲
党组成员　张建军 （３月离）
沙河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主　任　陈国强 （１２月任）
供销社

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　孙海洋
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　周　凯

王建新 （８月离）
原主任科员　刘建伟

１０１县情概览　



　　商业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主任　李宏涛
党委委员、副主任　李葆华
党组成员、副主任　马晓红
物资服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叶小民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富丞
政务和大数据服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李东阳 （１２月任）
主　　任　杨庆伟 （１２月离）
党组成员、副主任　石宗师　张鲁峰
市场发展中心

主　任　王建国 （１２月任）
田海泉 （１２月离）

副主任　李鹏鸿　刘媛媛
外贸服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牛新民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　晓
党组成员　贾延文

（二）其他部门

产业集聚区

主　任　梁太清 （１０月任）
李领新 （１０月离）

副主任　党　沛　王军伟　贾　超
袁　航 （挂职９月任）

综合部

部　长　申英利
招商服务部

部　长　张永君
社会服务部

部　长　张明统
经济发展部

部　长　王秋红
企业服务中心

主　任　翟建吾
建设投资中心

主　任　邢首雁
创业服务中心

主　任　陈军伍

　　金融服务中心
主　任　姬建庄
新型社区办

主　任　雷　伟
城南特色商业区

党工委书记　党红亮
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陈锋涛

田　钢 （２月任）
江河新区临时党委

党委副书记　付红杰　岳红鸽
党 委 委 员　王更旭

政协鲁山县委员会

主　席　杨聚强 （８月任）
张振营 （８月离）

党组书记　杨聚强
党组副书记　王红敏 （１１月任）

乔中富

张振营 （８月离）
副　主　席　邢春瑜　李　斌

牛山坡　闫同来 （８月任）
办公室

主　任　许　辉
经济科技委员会

副主任　岳绍辉
学习宣教文卫法制委员会

主　任　冯一牧
副主任　段见通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高延伟
副主任　马得龙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石随欣
副主任　范鲁娜
民族宗教三胞联谊委员会

主　任　何云云
副主任　安俊霞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主　　　任　马国芳
原主任科员　李跃莉
原副主任科员　叶艳东　王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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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人民法院

党 组 书 记 、院 长　王宏伟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林继五
党 组 成 员 、副 院 长　马步云　张燕伟
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　赵全文
党 组 成 员 、纪 检 组 长　温克冰
党组成员、正科级审判员　尹鸿涛
执行局

局　长　胡春生
正科级审判员　李中伟　王为云　刘国强
副科级审判员　李红军 （７月任）

鲁山县人民检察院

党 组 书 记 、检 察 长　闻延菲
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王　霆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朱海军

陈大伟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王红云
党组成员、副科级检察员　赵健桥

王洪涛

鲁山县人民武装部

部　长　王学军
政　委　郭振宇
副部长　孔令豪 （１２月任）
训练基地主任　李建亭

群众团体

工商联

主　席　李　斌
党组书记、副主席　雷德哲
党组成员、副主席　师晓阳　陈　举
党组成员、秘书长　程万通
原主任科员　田新义
原副主任科员　张艳秋
总工会

主　席　李留根
党组书记、副主席　高光辉
党组成员、副主席　匡素彩　董占立
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马秋艳
党组成员、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主任　杨　潇
副主席周建设 （挂职）　李　超 （兼职）

李东锋 （兼职）

原主任科员　王红利
原副主任科员　高书曼
团县委

书　记　王跃坤
副书记　王靖文　任尧禹

靳新扉 （挂职）

范军鹏 （兼职）

宋继平 （兼职）

原主任科员　陈 仙

妇　联
党组书记、主席　盛彩虹
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晓丽　陈　慧
副主席　匡文斐 （挂职）

魏钰玺 （兼职）

宗玲玲 （兼职）

科　协
主　席　孙天增
副主席　南　红

王新梅 （兼职）

周耀伟 （兼职）

原副主任科员　李晓光
文　联
党组书记、主席　郭伟宁
党组成员、副主席　晏文轩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裴晓燕
残　联
党组书记、理事长　范景可
副理事长　刘会娜
党组成员　袁喜杰

垂直管理及驻鲁部门

尧山景区管理局

局　长　史晓天
副局长　王建民

李建军 （１０月任）
原尧山管理处

党委委员、副主任　肖根民　杨双利
党委委员　师中彬
办公室

副主任　王慧烁　赵军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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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宗教科
科　长　郭鲁新
副科长　夏红利
管理科

科　长　霍中乾
副科长　徐三国
经营科

科　长　党战法
副科长　王勇涛
财务科

科　长　马建伟
林业环境科

科　长　赫连建厂
市场开发科

科　长　杨伟伟
规划建设科

科　长　邓长兴
保卫科

科　长　徐树军
税务局

党 委 书 记 、局 长　丁宏伟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范海江 （９月离）
党委委员、副局长　韩新生　李洪涛

陈锡超　李红超
杜广伟　吕光阳

党委委员、纪检组长　刘　伟
生态环境鲁山分局

局　　　　　　　长　张雷虹 （１２月任）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张正义
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宏伟
党 组 成 员　段海泉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张二伟　翟伟力
人行鲁山县支行

党 组 书 记 、行 长　冯仲坡
党组成员、副行长　郭士杰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刘　飞
工行鲁山县支行

行长、支部书记　连天生
副行长、支部委员　王永钦
副行长　张智皓 （４月任）

纪检组长、支部委员　王玉辉
农行鲁山县支行

党 委 书 记 、行 长　陈凯阳
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佑罗汉
党委委员、副行长　徐远军

李叶琳 （８月任）
李怡蕾 （７月离）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李　鹏 （８月任）
闫光辉 （８月离）

建行鲁山县支行

行　长　韩发彬
副行长　吴麦圈
挂职副行长　刘志斌
农发行鲁山县支行

行　长　董旭峰
副行长　杨长见　张丹
信用联社

党委书记、理事长　孔红杰
党委副书记、主任　孙治国
党委委员、副主任　牛军周　吕延涛

寇会杰

主任助理　李小红
高级经理　杨三民
邮储银行鲁山县支行

支部书记、行长　董　芳
纪检委员、副行长　何冠里 （７月任）

姬录峰 （４月离）
挂职副行长　何冠里 （６月离）
中行鲁山支行

行　长　李洪涛
副行长　刘亚杰　李跃林
平顶山银行鲁山县支行

行　长　姚鑫娜 （１０月任）
芮改红 （１０月离）

副行长　李鹏成　岳新凯
气象局

局　　长　周娟娟
副 局 长　张　虎
纪检组长　王晓宇 （１２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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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书店
支部书记、经理　张志伟
副经理　陈　亮　王辉呈 （１０月任）

卢东阳 （１０月离）
邮政公司

支部书记、总经理　刘志国 （４月任）
王振国 （４月离）

副总经理　吕笑旭 （１２月任）
张艳辉

王　保 （１月离）
王小斌 （４月离）

供电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王　明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李新建
副总经理　徐明欣　胡晓雨

周春雷 （４月任）
白癉豪 （１１月任）
李红奎 （１１月离）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刘慧卿
移动公司

总 经 理　刘水英 （１１月任）
刘建超 （１１月离）

副总经理　田素红　李　璐
联通公司

总支书记、总经理　张晓闯
副总经理　孙本钊 （３月任）

梁　垒 （３月离）
工会主席、副总经理　张连峰
纪检组长、副总经理　秦乐赞
电信公司

经　理　宋　飞
副经理　许军战 （１０月离）
总经理助理　张宗伟
人寿保险公司

经　　理　樊亚峰
副 经 理　刘红利
经理助理　王金红　王涛峰
烟草专卖局

局长 （经理）　刘恩亮 （８月任）
娄大伟 （８月离）

副局长　王海民
副经理　郝伟宏

韩　磊 （１１月任）
郭秋阳 （１１月离）

纪检组长　李　豪
石油公司

经　　理　姚春豪 （６月任）
李　娜 （６月离）

支部书记　王　峰
副 经 理　朱　刚 （８月离）
经理助理　万又铭
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蔡元京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刘德江
副总经理　赵保健　杨国义

张　晨　王长军
总会计师　韩爱华
昭平台水库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　杨　威
副局长　罗学忠　马荣安

刘伟民 （１０月任）
许　杰 （８月离）

纪委书记　李新宏
火车站

站　　长　杨　帆
支部书记　陈　梁
副 站 长　安　建
消防救援大队

大队长　李新超 （１０月任）
朱　帅 （１０月离）

教导员　朱凯军 （１０月任）
李　可 （１０月离）

学校、医院

一　高
党委书记、校长　牛山坡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吴延卿 （１２月离）
党委委员、副校长　徐永利　张国政

贾红召 （１２月任）
樊红伟 （１２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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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功 （１２月离）
二　高
党委书记、校长　丁跃伟
副校长　闫绿伟

陈志敏 （１２月任）
张庆贺 （１２月任）
张弘 （１２月离）
李辽三 （１２月离）

党委委员　段国方
三　高
校长、党支部书记　杨　宪
副 校 长　师长伟　秦　汉

李红伟 （１２月任）
江河高中

校　长　余本宏 （１２月任）
王松晨 （１２月离）

副校长　杨宏伟
沈保良 （１２月任）

人民医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　温玉珍
党委委员、副院长　马帅庭　马　普

张香菊

副院长　丁大捞
原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李中原
第二人民医院

党 支 部 书 记 、院 长　黄国臣
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　范向东

乡 （镇、街道）

张官营镇

党 委 书 记　高长见
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镭瀚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冯文举
党委副书记　王胜鹏　王福营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贾春柳
党委委员、副镇长　段雪浩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薛保萍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魏　磊
副 镇 长　李士臣　杨　柯
原主任科员　王　五
原副主任科员　姜延辉　杨亚鑫

张良镇

党 委 书 记　魏建运
党委副书记、镇长　杜彦辉
党 委 副 书 记　李晓飒

毛　营 （１２月离）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梁松杰
党委组织委员　郝凤羽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政法委员　丁学军
副 镇 长　田秋红　许欣欣
原主任科员　白国海　张建业
原副主任科员　于斐斐　贾新跃　白艳杰
梁洼镇

党 委 书 记　刘海波
党委副书记、镇长　贾国安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魏二平
党 委 副 书 记　魏庆辉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高来栓
党委委员、副镇长　冯军兵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张金凤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王广前
副 镇 长　陈剑飞　马文正
三级主任科员　胡江峰 （２月任）
原主任科员　李小伟　尚宏远
副主任科员　苏家勇　李德营
下汤镇

党 委 书 记　李先应
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三阳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高　峰
党 委 副 书 记　王建国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丁占军
党委委员、副镇长　雷宝磊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靳晔蔚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谢海周
副 镇 长　王小召　陈　浩
原主任科员　崔亚辉
原副主任科员　王建文　闫春阳　徐东培
尧山镇

党 委 书 记　谷红涛 （１２月离）
党委副书记、镇长　黑泽铭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吴国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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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委 副 书 记　李忠本
党委委员、副镇长　李秀丽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肖　尧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王　宁
副 镇 长　朱艳晓　董红洁
原主任科员　赵国敏
原副主任科员　吴海松　燕胜亚

黄金锋　乔金磊
赵村镇

党 委 书 记　袁六杰
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学敏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王天阳
党 委 副 书 记　杨五乾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常新舟
党委委员、副镇长　卢　誉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徐松峰
副 镇 长　赵国严　张晓燕
原主任科员　黄保卫
原副主任科员　杜昕馨　陈松峰

韩占营　卫春晓

瓦屋镇

党 委 书 记　陈永坤
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二勇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黄延军
党委副书记　曹跃强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张建国
党委委员、副镇长　郭　晓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姚帅君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政法委员　范学文
副 镇 长　廉廷军　李昌庭
原主任科员　郭丙心　王延新 （６月离）
原副主任科员　李艳燕　董春伍
磙子营乡

党 委 书 记　刘兵战
党委副书记、乡长　王文举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郭大晓
党委副书记　李军伟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王召峰
党委委员、副乡长　王进军

党委组织委员　李德方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政法委员　张东阳
副 乡 长　朱崇刚　樊晓飞
原主任科员　李文须
原副主任科员　杨鸣慧　石渲涛

李亚征　乔亚涛
马楼乡

党 委 书 记　田朝阳 （１２月离）
党委副书记、乡长　王新生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徐旭光
党委副书记　张　四　卢文昭 （借调）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杨炳辉
党委委员、副乡长　罗东昌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李　强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倪军辉
副 乡 长　张亚东　王永亮
原主任科员　任敬敬
原副主任科员　陈金央　梁红欣　田欢欢

马公勇 （借调）

马　兴
辛集乡

党 委 书 记　郭伟民
党委副书记、乡长　刘金光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张　合
党委副书记　贺　贺　赵　辉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王广辉
党委委员、副乡长　秦　斌 （７月离）
党委组织委员　熊芮卿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叶志良
副 乡 长　蔡正春　赵凯凯
原主任科员　孙红利
原副主任科员　李雪佳　焦玉凯

赵凯凯　李鹏涛
张店乡

党 委 书 记　李怀海 （１２月离）
党委副书记、乡长　陈友协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李延召
党委副书记　李发强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杜葱茂
党委委员、副乡长　贺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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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委 组 织 委 员　王　锐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王胜利
副 乡 长　潘太平　黄晓丹
原 副 主 任 科 员　张京照　邢路通　

匡文斐

董周乡

党 委 书 记　郭　超
党委副书记、乡长　李志豪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石　锰
党 委 副 书 记　郭宗林　李志方
党委委员、副乡长　谷三军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刘金镶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政法委员　郭士渠
副 乡 长　陈　晓　刘志伟
原主任科员　黄延伟
原副主任科员　冯保同
韍河乡

党 委 书 记　林朋五 （１２月离）
党委副书记、乡长　杨小军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赵朝旭
党委副书记　董军辉　裴园园
党委委员、副乡长　姚京艳
党委组织委员　林二旺
副 乡 长　朱冰峰　王耀东
原主任科员　胡胜利
原副主任科员　徐聪聪　孙延博
库区乡

党 委 书 记　许向阳
党委副书记、乡长　李　磊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杜向东
党 委 副 书 记　李要乐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王三国
党委委员、副乡长　张朝辉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邢亚丽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樊建兵
副 乡 长　高跃辉　李伟韩
原主任科员　杜艳培
原副主任科员　武玉璞　姚顺昌
熊背乡

党 委 书 记　冉栓伟

党委副书记、乡长　武雅丽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马腾腾
党委副书记　高富彬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李　超
党委委员、副乡长　杨俊秀
党委组织委员　武乐乐
政 法 委 员　陈志宏
副 乡 长　张淑鑫　胡松鸽
原主任科员　陈政武
原副主任科员　詹延刚
团城乡

党 委 书 记　李建军 （１０月离）
党委副书记、乡长　温海洋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赵中宾
党委副书记　肖川川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陈德超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刘　锋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陈滨滨
副 乡 长　雷志远　赵江伟
原副主任科员　陈玲歌　孙东洋

乔镇玺　常九星
副科级领导　刘铁军
四棵树乡

党 委 书 记　唐海燕
党委副书记、乡长　王永杰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郭小朋
党委副书记　李志庚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付晓杰
党委委员、副乡长代　五　春
党委组织委员　贾建华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李元吉
副 乡 长　李军益
原主任科员　何冰森　李人庆
原副主任科员　刘占军　王海洋
背孜乡

党 委 书 记　汪耀恒
党委副书记、乡长　雷晓鸣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孔令凯
党 委 副 书 记　王建设
党委委员、副乡长　朱贤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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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委 组 织 委 员　王金生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杨广耀
副 乡 长　魏兴运
原主任科员　乔京伟
原副主任科员　孙晓非
观音寺乡

党 委 书 记　王占伟
党委副书记、乡长　李　歌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张学峰
党 委 副 书 记　王玉诺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郑更杰
党委委员、副乡长　张建森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李宁科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苏胜利
原主任科员　李　勇　郭代杰
原副主任科员　董秋武
仓头乡

党 委 书 记　陈　强
党委副书记、乡长　杨向科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刘学召
党 委 副 书 记　赵　刚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王文献
党委委员、副乡长　韩红伟
党委组织委员　李易洲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政法委员　张启超
副 乡 长　王梓安　范喜乐
原主任科员　李志刚
原副主任科员　王熠光　王红伟
露峰街道

党 工 委 书 记　邵文斌
党工委副书记、主任　陈军利
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薛宗强
党工委副书记　郝泉水
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王耀鹏
党 工 委 委 员 、副 主 任　宋斌辉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政法委员

吕留记

副主任　张彩芳　陈固防
琴台街道

党 工 委 书 记　张正山
党工委副书记、主任　高新超
党工委副书记　王秀颀
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贾俊鸽
党 工 委 委 员 、副 主 任　韩爱红
党 工 委 组 织 委 员　王帅钦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政法委员　杨伟帆
副主任　铁钡钡　陈三妞
鲁阳街道

党 工 委 书 记　徐建群
党工委副书记、主任　郭亚武
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孔繁辉
党工委副书记　王文平
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马春艳
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赵东杰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政法委员　王玉明
副主任　牛攀攀

堵晓明 （９月离）
汇源街道

党 工 委 书 记　梁太清 （１０月离）
党工委副书记、主任　王文都
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封章献
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李　敏
党 工 委 委 员 、副 主 任　赵黎明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政法委员　张朝立
副主任　司淼鑫　凌永乾
土门办事处

党 委 书 记　吴广志
党委副书记、主任　王柯夫
党委副书记　王洪旭
原副主任科员　李志广　史海涛　崔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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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县级领导

杨英锋

杨英锋　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８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汝州市人。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参加工
作，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入党。２０１８年９月任平顶山市
政协副主席、中共鲁山县委书记。

１９８２年 １１月—１９８５年 １０月，部队战士、
班长。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９９０年８月任临汝县交通
局办公室秘书、主任。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９２年１２
月任汝州市小屯乡副乡长、市政府重点项目办

主任。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６年１月任汝州市焦村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其间：１９９５年６月在郑
州大学新闻专业自考毕业）。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０００
年１月任汝州市温泉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在省委党校经济专
业学习）。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０３年３月任汝州市政
府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５月任宝
丰县政府副县长。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８年９月任
平顶山市新城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委员。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任平顶山市政府副秘
书长、政府办党组成员。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任平顶山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府办党组成
员兼市目标办主任。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２０１３年 １０
月任平顶山市委常务副秘书长 （正县级）。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３月任郏县县委副书记、副县
长、代县长。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６月任郏县

县委副书记、县长。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０１６年２月
任郏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兼郏县产业集聚区党

工委书记。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０１８年９月任中共鲁
山县委书记。

２０１８年９月至今任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
中共鲁山县委书记。

李会良

李会良　男，汉族，１９６７年１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河南省襄城县人。１９８６年１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６年 ７月参加工作。２０１５年 ３
月任中共鲁山县委副书记、鲁山县人民政府

县长。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９８６年７月在襄城师范学习。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９８８年８月在平顶山市郊区教体
局工作。１９８８年 ９月—１９９１年 ５月下派锻炼，
任原郊区东高皇乡大营村党总支副书记、会计

主任 （其间在河南省教育学院政治系学习）。

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５月任共青团湛河区副书
记、书记。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９９７年４月任平顶山
市湛河区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其间在中央党

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９９８年５
月任平顶山市湛河区轻工路办事处党委副书记、

主任。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００３年２月任平顶山市湛
河区文化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其间在

北京研究生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

２００３年 ２月—２００４年 ７月任平顶山市文化局、
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２００４年７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任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５年２月任平顶山市新华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０１５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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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共鲁山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

２０１５年３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副书记、
鲁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叶　锐

叶　锐　男，汉族，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河南省平顶山市人。１９９２年８月参
加工作，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副书记。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９９２年８月在郑州师范学校
学习。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９９３年８月在平顶山市梁
洼矿务局工作。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９９５年１月在平
顶山市自动化仪表总厂工作。１９９５年 １月—
１９９６年５月任平顶山市西区政府办科员 （其间：

１９９５年６月在郑州大学法律专业自考毕业）。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９９８年６月任平顶山市西区目标
办主任。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任平顶山市
新华区矿工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２００１年３月任平顶山市新华区委办公室副主
任。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任平顶山市新华
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０９年６
月任平顶山市湖滨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其间：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００８年６月在省委党校应用社会
学专业学习）。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平
顶山市新城区管委会副县级干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２０１６年７月任平顶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派驻
平顶山市水利局纪检组长、党组成员。２０１６年７
月—２０１８年１月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任中共鲁山县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副书记。

姚莲叶

姚莲叶　女，汉族，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出生，大
专学历，河南省汝州市人。１９７９年９月参加工
作，１９８２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９８６年９月任临汝县庙下乡
计生专干、团委书记。１９８６年 ９月—１９８８年 ９
月在汝州市委党校脱产学习。１９８８年 ９月—

１９９０年７月任汝州市计生委干部。１９９０年７月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汝州市计生委副主任 （其间：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９４年７月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１９９６年４月享受正科
级待遇）。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３月任汝州市
陵头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团主席。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５月任郏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７年２月任鲁山
县委常委、统战部长。２００７年 ２月—２００９年 ８
月任鲁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０１１年 ６月任鲁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６年７月任鲁山县委常委、纪
委书记。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１７年４月任鲁山县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至今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主任。

杨聚强

杨聚强　男，汉族，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出生，中
共党员，本科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３年３
月参加工作。２０２０年 ８月任鲁山县政协主席、
党组书记。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９９６年１月任鲁山县仓头乡
副乡长。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９８年４月任鲁阳镇党
委副书记。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任张官营
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２月任张官营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００２年６月任鲁阳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００５年９月
任张官营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２００５年９月
—２００７年７月任鲁山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政府
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０９年８月任鲁山
县委群众工作部部长 （副县级）。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０１１年 ６月任鲁山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其间：２０１０年３月—８月主持鲁山县公安局全
面工作）。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９年４月任中共鲁山
县委常委、统战部长。２０１９年 ４月—２０２０年 ７
月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统战部长，鲁山县政

协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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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８月至今任鲁山县政协主席、党组
书记。

史晓天

史晓天　女，汉族，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河南省郏县人。１９９５年７月参加工
作。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任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区管
理局局长。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在郏县县委宣
传部工作。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０９年８月任郏县妇
联副主席。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４月任郏县妇
联主席。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４月任郏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１９年４月任鲁山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任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鲁山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至今任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局长。

彭清旺

彭清旺　男，汉族，１９６６年３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河南省鄢陵县人。１９８８年７月参加
工作，１９９４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６年 ７
月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鲁山县人民政府常务

副县长。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９８８年７月在中国矿业大学
采矿工程系通风与安全专业学习。１９８８年７月
—１９９１年９月任平顶山矿务局四矿助理工程师。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９９３年１月任平顶山市郊区经贸
委干部。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５月任武汉铁路
分局郊铁联营煤炭货场副总经理。１９９６年５月
—１９９８年５月平顶山市湛河区山高煤矿党委委
员、安全技术副矿长。１９９８年 ５月—１９９９年 ８
月任平顶山市湛河区煤炭工业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０１年４月任平顶山市吕
庄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兼恒星化工厂董事

长。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０２年２月任平顶山市湛河
区煤炭工业局党组书记、局长。２００２年２月—
２００３年３月任平顶山市湛河区煤炭和地质矿产
局党组书记、局长。（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０２

年９月在职获得北京大学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行
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及美国夏威夷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０４年８月任河
南省升达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兼平顶山市洗煤厂厂长。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１１年６
月任汝州市副市长、党组成员。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６年７月任汝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其

间：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１１年７月中央党校研究生
院经济学专业在职学习）。

２０１６年７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鲁
山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魏学君

魏学君　男，汉族，１９７１年２月出生，大
学学历，河南省平顶山市人。１９９２年７月参加
工作，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２０年１０
月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三级调

研员。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９９２年７月在河南省煤炭工
业学校劳资专业学习。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９９２年１０
月在平顶山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工作。１９９２年１０
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任平顶山市委办公室干事 （其

间：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在郑州大学法律
专业在职学习）。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月先
后任平顶山市委办公室秘书科副主任科员、副

科长 （其间：２００３年６月获得郑州大学科学社
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专业法学硕士学位）。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任平顶山市委保密办
（市保密局）主任科员。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７年
８月任平顶山市委办公室文电科科长。２００７年８
月—２０１１年９月任平顶山市委办公室副调研员。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６年７月任宝丰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１９年４月任中共宝丰县
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２０１９年 ４月—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任中共汝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组

织部长、三级调研员。

刘万福

刘万福　男，汉族，１９６４年７月出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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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６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２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６年７月
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９９６年３月在鲁山县电业局
工作。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０００年３月任熊背乡党委
组织委员、副乡长、副书记。２０００年 ３月—
２００５年３月任尧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２００５
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８月任四棵树乡党委书记、人
大主席。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１年４月任四棵树乡
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副县级）。２０１１年４月—
２０１１年９月任鲁山县政府党组成员 （副县级）。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６年７月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 （其间：２０１３年被市委、市政府记二等功，
被省政府颁授河南省绿化奖章）。

２０１６年７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

贾源培

贾源培　男，汉族，１９７０年２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９年７月参加
工作，１９９５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７年 ３
月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９８９年８月在洛阳林校学习。
１９８９年 ８月—１９９２年 １２月在鲁山县人劳局工
作。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７年２月在鲁山县保密局
工作 （其间：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９６年６月自考大
专）。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１１月任鲁山县保密
局副局长。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００１年４月任鲁山县
委机要局副局长、局长 （其间：１９９８年９月—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本科函授学习）。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０４年８月任董周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０７年７月任董周乡党委
书记、人大主席。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０９年５月任
鲁山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其

间：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６月河南省委党校行
政管理在职研究生学习）。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任鲁山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县财政
国库支付中心主任。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７年３月
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２０１７年３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县

委办公室主任。

翟传鸣

翟传鸣　男，汉族，１９７４年７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南召县人。１９９７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９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８年７月
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９９７年７月在河南大学中文
系学习。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９９８年７月任步兵第１６０
师４８３团见习排长。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９９９年２月
任步兵第１６０师政治部宣传科副连职干事。１９９９
年２月—２０００年６月任步兵第１６０旅政治部宣传
科副连职干事。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０２年３月任步
兵第１６０旅炮兵营３连政治指导员。２００２年３月
—２００３年１月任步兵第１６０旅政治部组织科正
连职干事。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任步兵第
１６０旅政治部组织科副营职干事。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２００６年 ６月在中共新乡市委办公室工作。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０８年３月任中共新乡市委办公
室主任科员。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０８年６月任河南
省旅游局办公室干部。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１年 ８
月任河南省旅游局办公室主任科员。２０１１年８
月—２０１４年８月任河南省旅游局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河南省旅游局政策
法规处处长。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０１８年７月任河南
省旅游局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鲁
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王学军

王学军　男，汉族，１９７５年出生，本科学
历，河南省唐河县人。１９９７年３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２０１９年８月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鲁山
县人武部部长。

１９９４年 １２月入伍，历任战士、学员、参
谋、后勤科长、副部长兼军事科长、副部长。

２０１９年８月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鲁山县
人武部部长。

王红敏

王红敏　女，汉族，１９７０年１月出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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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学历，河南省郏县人。１９８９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２年６月入党。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任中共鲁山
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县政协党组副书记。

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９８９年７月在河南襄城师范
学校学习。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９９３年３月在郏县薛
店镇一中任教 （其间：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９３年７
月在河南教育学院政教专业大专学习）。１９９３年
７月—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在郏县县委宣传部工作。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任郏县县委党校副
校长 （其间：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在中央
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习）。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２００４年 ８月任郏县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０６年１月任郏县城关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 （其间：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０７年７月
在河南省委党校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学习）。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８月任郏县茨芭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 （其间：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１０年７月
在河南省委党校法律专业研究生学习）。２００９年
８月—２０１６年７月任郏县茨芭镇党委书记。２０１６
年７月—２０２０年 １月任叶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任叶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三级调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县政协党组副书记、三级调研员。

刘国朝

刘国朝　男，１９７２年９月出生，研究生学
历，河南省舞钢市人。１９９０年 ８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任中
共鲁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９９０年８月在河南省二轻工
业学校学习。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９３年８月任舞钢
市枣林乡政府干部。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在舞钢市委办公室工作。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５
月任舞钢市庙街乡副乡长。２００２年 ５月—２００４
年９月任舞钢市尚店镇党委副书记、纪检书记。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０９年９月任舞钢市尚店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舞
钢市尚店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２０１６年５月任舞钢市庙街乡党委书记、人大

主席。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舞钢市庙街
乡党委书记。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任鲁山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

于　伟

于　伟　男，汉族，１９６９年４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方城县人，１９８８年９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３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察委

代主任。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９９２年７月在武警警察部队
学院工作，任灭火工程专业学员。１９９２年７月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平顶山市消防支队工作，历任
见习学员、助理工程师、科长、副处长，宝丰县

消防大队大队长。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０７年４月任
平顶山市消防支队新华区大队长 （副团职）。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任安阳市消防支队防
火处长。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河南省
消防总队教导大队副大队长。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２０１５年４月任平顶山市督查局正科级检查员。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１６年７月任平顶山市纪委正科
级检查员。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１９年２月任平顶山
市纪委副县级检查员。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０２０年１０
月任平顶山市纪委、监委网络信息室主任。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至今任中共鲁山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察委代主任。

郭振宇

郭振宇　男，汉族，１９８０年２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河北省邯郸市人。２００２年３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９年８月任鲁山县人武部政委。
１９９９年 ９月入伍，历任指导员、干事、宣

传科长、旅政治部副主任。２０１９年８月至今任
鲁山县人武部政委。

张淑敏

张淑敏　女，汉族，１９６３年９月出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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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历，高级农艺师，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２
年７月参加工作。２０１２年４月任鲁山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９８２年７月在豫西农专农学
系学习。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４月在鲁山县农
业局工作，历任助理农艺师、农艺师、高级农艺

师、副局长 （其间：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９９８年２月
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学习；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在华中农业大学农学
专业学习；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４月任鲁山县
政协副主席）。

２０１２年４月至今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留根

李留根　男，汉族，１９６２年６月出生，本
科学历，林学学士，河南省漯河市人。１９８１年９
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４年 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２０１２年４月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
主任。

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９８１年９月在洛阳林校学习。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在鲁山县林业局工作
（其间：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９８８年６月在北京林业大
学本科函授学习）。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９９５年８月
任鲁山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１９９５年 ８
月—１９９７年１月任鲁山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县林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１９９７年１月
—１９９７年 ８月任马楼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６月任鲁山县林业局党组
书记、副局长、县林果业开发公司经理。１９９８
年６月—２００２年６月任鲁山县林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００７年３月任鲁山县财政
局局长。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５月任鲁山县政
协副主席、财政局局长。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４
月任鲁山县政协副主席。

２０１２年４月至今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
成员、副主任。

王国峰

王国峰　男，汉族，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４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８７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２年４月
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９８４年７月在河南商丘农专
畜牧专业学习。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在鲁
山县农业局工作。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９９５年２月在
鲁山县委组织部工作，先后任科员、科长。１９９５
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任鲁阳镇党委副书记 （其

间：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在中央党校经济
管理专业学习本科毕业）。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１
年６月任瓦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２００１年 ６
月—２００２年６月任赵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２００２年 ６月—２００７年 ８月任赵村乡党委书记、
人大主席。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１０年８月任赵村乡
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副县级）。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任鲁山县政府党组成员。

２０１２年４月至今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
成员、副主任。

许　杰

许　杰　男，汉族，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２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参加中国共产党。２０２０年８月
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９８２年７月在张官营镇高级
中学学习。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９８４年１月在梁洼矿
务局工作。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１月在鲁山县
电业局工作。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１２月任梁洼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
６月任梁洼镇政府副镇长。１９９８年 ６月—２００１
年１２月任梁洼镇党委委员、常务副镇长。２００１
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 ８月任梁洼镇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００４年８月任鸡冢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０６年３月任梁洼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任下
汤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１２
年１月任鲁山县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２０１２
年２月—２０２０年８月任昭平台水库管理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

２０２０年８月至今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
成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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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春

王献春　男，汉族，１９６７年３月出生，大
学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８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０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６年７月
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９９８年７月在信阳林校学习。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９９６年１月在鸡冢乡工作，曾任
副乡长、党委副书记、乡长 （其间：１９９２年 ４
月—１９９５年７月在河南省委党校经管专科函授
学习）。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０００年９月任仓头乡党委
书记、人大主席 （其间：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００年
１２月中央学校经济管理本科函授学习）。２０００
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２月任张良镇党委书记。２００１
年２月—２００２年 ６月待分配。２００２年 ６月—
２００９年 ５月任鲁山县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鲁山县教体局党委
书记、局长。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６年７月任鲁山
县财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２０１６年７月至今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汤　钦

汤　钦　男，汉族，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出生，大
学本科文化程度，中共党员，河南省鲁山县人。

２０１７年４月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９８５年６月在许昌学院化学

系学习。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９８８年９月在鲁山县第
四高中任教。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任磙
子营乡党委秘书。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９９５年８月先
后任仓头乡党委宣统委员、副乡长、党委副书

记。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００３年８月先后任梁洼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２００３年 ９月—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任鲁阳镇党委书记。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２０１０年１月任鲁山县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任鲁山县委群工部副
部长、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０１７年４月任鲁山县委群工部部长。

２０１７年４月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杨洪峰

杨洪峰　女，汉族，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出生，中

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８
年５月参加工作。２０１９年４月任鲁山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在鲁山县人大常
委会工作，任秘书。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００１年９月
任磙子营乡副乡长。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０３年７月
先后马楼乡纪委书记、副书记。２００３年７月—
２００６年 ２月任四棵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０１６年６月先后下汤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２０１９年４月任河南省尧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党委书记。

２０１９年４月至今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王金刚

王金刚　男，汉族，１９７７年７月出生，本
科学历，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２０００年１２
月入党，２００２年７月参加工作。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任
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００２年７月在内蒙古财经学
院统计学系统计学专业学习。２００２年 ７月—
２００３年 ７月任黄埔海关试用期干部 （其间：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００２年９月在海关总署广州教育
培训基地新干培训班学习）。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０１０
年１月在黄埔海关综合统计处工作，先后任贸易
统计科科员、统计分析科科员、综合科副主任

科员 （其间：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借调海
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工作）。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
３月在黄埔海关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办事处
（广州保税区海关）工作，先后任广州科学城监

管科主任科员、人事政工科主任科员、统计科

主任科员。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１８年８月在海关总
署综合统计司贸易统计处工作，先后任主任科

员、副调研员。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在海
关总署统计分析司贸易统计处工作，先后任副

调研员、四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至今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李新杰

李新杰　男，汉族，１９７１年９月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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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９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３年６月入党。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任鲁山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９８９年７月在平顶山师范学
习。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９９０年８月在土门乡焦山村
小学任教。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９１年８月任土门乡
侯家庄村小学校长。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９４年８月
任土门乡中心小学校长。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９
月任土门乡初级中学教务主任。１９９７年９月—
２００１年６月在土门乡计生办工作 （其间：２０００
年６月享受副科级待遇）。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００２年
６月任土门乡副乡长。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００５年１２
任鲁阳镇政府副镇长 （其间：２０００年 ８月—
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在中央党校函授法律专业学习）。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任鲁阳镇党委委员、
常务副镇长。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１０年８月任鲁阳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其间：２０１０年 ７月—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在省委党校函授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
学习）。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８月任鲁阳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主任。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１８年５月
任张官营镇党委书记。２０１８年５月至今任鲁山
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至今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

乔中富

乔中富　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８月出生，河
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１年 ６月毕业于洛阳林校，
同年７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２０１９年４月任鲁山县政协党组副书记。
１９８１年 ７月—１９８３年 １０月在县林业局工

作。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９８７年３月在鲁山县政府办
公室工作。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３月任下汤镇
政府副镇长。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９９６年３月任下汤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１９９６年 ３月—１９９６年 ６
月任下汤镇党委书记。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９９７年１０
月任鲁山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１９９７年１０
月—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任鲁山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兼
任尧山管理处副处长、鲁山县旅游局局长。１９９９
年１０月—２００３年 ７月任尧山管理处党委副书

记、副处长，兼任鲁山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任尧山管理处党委书
记、主任。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１９年４月任尧山管
理处党委副书记、主任。

２０１９年４月至今任鲁山县政协党组副书记。

邢春瑜

邢春瑜　男，汉族，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出生，中
共党员，本科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２年７
月参加工作。２０１２年４月任鲁山县政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

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９９０年７月在背孜乡教育办
工作，任教育团总支书记。１９９０年 ７月—１９９７
年１１月在鲁山县委办公室工作，任政研室副主
任。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００２年５月任鲁山县乡镇企
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２００２年 ５月—２０１２
年３月先后任辛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党委书
记、人大主席。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４月任鲁
山县政协党组成员。

２０１２年４月至今任鲁山县政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

李　斌

李　斌　男，汉族，１９６６年９月出生，本
科学历，儿科副主任医师，河南省鲁山县人。

１９８８年７月参加工作。２０１２年４月任鲁山县政
协副主席。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在梁洼卫生院工
作。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鲁山县人民
医院工作 （其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任鲁山县人民医
院副院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３月任鲁山
县环保局局长。

２０１２年 ４月至今任鲁山县政协副主席，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今兼任鲁山县工商联主席。

牛山坡

牛山坡　男，汉族，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鲁山县人。

１９９４年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２０１７年４月任鲁山县政协副主席、鲁山

７１１人　物　



一高校长。

１９９４年８月至今在鲁山一高工作，其间：
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００３年５月先后任鲁山一高政教
处保卫组组长、政教处副主任；２００３年５月—
２００５年９月任鲁山一高团委书记；２００５年９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鲁山一高副校长；２０１１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任鲁山一高校长；２０１２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７年４月任鲁山一高党委书记、校长。
２０１７年４月至今任鲁山县政协副主席、鲁

山一高党委书记、校长。

闫同来

闫同来　男，汉族，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９２年７月参加工
作，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加入民革。２０２０年８月任鲁山
县政协副主席。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９９２年７月在西北政法大学
法律系法学专业学习。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９９３年 ９
月在鲁山县司法局工作。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９９６年６
月在鲁山县城建局工作。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９９８年
１２月在鲁山县土地局工作。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２
年７月任下汤镇政府副镇长。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０１９
年１月先后任鲁山县政府法制办副主任、主任。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今任民革鲁山支部主委。２０１９年
１月—２０２０年８月任鲁山县司法局副局长 （正科

级）。

２０２０年８月至今任鲁山县政协副主席。

王宏伟

王宏伟　男，汉族，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出生，大
学本科学历，河南省禹州市人。１９８９年７月参
加工作。２０１７年４月任鲁山县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９８９年７月在河南省司法学
校法律专业学习。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９９５年５月任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１９９５年５月—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任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助审员
（其间：２０００年６月郑州大学法律专业自考本科
毕业）。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任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员。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任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
科级审判员。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任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２０１７年４月任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一庭庭长、审委会委员。

２０１７年４月至今任鲁山县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

闻延菲

闻延菲　男，汉族，１９７５年１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河南省平顶山市人。１９９４年６月入
党，１９９４年９月参加工作。２０１７年４月任鲁山
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９４年７月在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专业学习。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９９９年５月
任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处科员。１９９５年５
月—２００３年２月任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处
科员级助理检察官 （其间：２００１年 ８月—２００３
年２月在中央党校法律专业学习）。２００３年２月
—２００５年１月任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
科级检察员。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平顶
山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副科级检察员。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８月任平顶山市人民检察
院公诉局常务副局长、正科级检察员。２０１３年８
月—２０１７年４月任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
政检察处处长、正科级检察员。

２０１７年４月至今任鲁山县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

张江河

张江河男，汉族，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出生，大学
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３年７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８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任鲁
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在张良镇政府工
作。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先后任磙子营
乡副乡长、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
４月任张官营镇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０１
年６月任赵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２００１年 ６
月—２００９年５月任瓦屋乡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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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任鲁山县政府党组成
员 （副县级）。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今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

张聚文

张聚文　男，汉族，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出生，大
学学历，水利助理工程师，河南省鲁山县人。

１９８５年７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７年２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９９４年５月在张官营镇政府
工作，先后任党委宣统委员、副镇长。１９９４年５
月—１９９７年１月任磙子营乡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７
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８月先后任张良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党委书记。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１１年３月任
梁洼镇党委书记。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任
鲁山县政府党组成员 （副县级）。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今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

李　杰

李　杰　男，汉族，１９６８年５月出生，大
学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７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７年 １０
月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９９３年３月在仓头司法所工
作，任所长。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任鲁山
县司法局股长、副局长。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
３月任梁洼镇党委副书记。２００１年 ３月—２００５
年５月先后任仓头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党委书
记。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４月任磙子营乡党委
书记。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任鲁山县政府
党组成员 （副县级）。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今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

李领新

李领新　男，汉族，１９６９年５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８

年７月参加工作。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任鲁山县重点项
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副县级）。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９８８年６月在平顶山师范学
习。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９９７年８在赵村乡中汤中学
任教。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００１年６月先后任赵村乡
政府秘书、党委秘书、党委委员。２００１年 ６月
—２００２年６月任尧山镇政府副镇长。２００２年６
月—２００７年１月任鲁山县纪委常委、纪委办公
室主任。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任张店乡政
府乡长。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任马楼乡
政府乡长。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７年３月任鲁山县
产业集聚区党委书记、主任 （其间：２０１１年 ６
月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２０１６年 ７月被市委、
市政府评为信访稳定工作先进个人，２０１７年被
市委、市政府荣记三等功１次）。２０１７年３月—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任鲁山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
（副县级）。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至今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

王建民

王建民　男，汉族，１９６７年２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３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８８年９月入党。２０１９年４月任平顶山市
尧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局长。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在鲁山县商业局
饮食服务公司工作。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９８９年２月
在中共鲁山县委办公室工作。１９８９年２月至今
在鲁山县委组织部工作，其间：１９８８年９月—
１９９１年７月在河南省委党校经管专业大专函授
学习，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在中央党校法
律专业本科函授学习，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０１年 ５
月任县委副科级组织员，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０６年１
月任县委正科级组织员，２００６年１月至今任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

２０１９年４月至今任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副局长。

梁太清

梁太清　男，汉族，１９７３年１２月生，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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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９年１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６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任鲁山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副县

级）。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７月在辛集乡政府工
作。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１１年４月历任四棵树乡副
乡长、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乡长。２０１１年４
月—２０１２年４月任鲁山县汇源街道办事处主任。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任鲁山县汇源街道党
工委书记 （其间：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４年６月在
省委党校法学专业学习，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参加市委党校第４４期中青班培训）。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至今任鲁山县产业集聚区管理
委员会主任 （副县级）。

李建军

李建军　男，汉族，１９７１年３月出生，大
专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８年３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７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任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局长。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５月在鲁山县委办公
室工作。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任马楼乡政
府副乡长。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７年３月任观音寺
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２００７年 ３月—２０１０
年４月任鲁山县汇源街道纪工委书记。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０１２年４月先后任鲁山县行政服务中心土
门办事处党委副书记、主任，党委书记。２０１２
年４月—２０１６年５月任团城乡党委副书记、乡
长。２０１６年 ５月—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任团城乡党委
书记。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至今任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副局长。

王泉水

王泉水　男，汉族，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汝州市人。１９８８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８８年８月入党。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任鲁山县公
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９８８年７月在平顶山师专学
习。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９８９年２月在汝州市寄料镇

政府工作。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９９０年１月任汝州市
寄料镇团委副书记。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９９４年９月
任汝州市寄料镇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１９９４
年９月—１９９６年 １月任汝州市寄料镇副镇长。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９７年４月任汝州市寄料镇党委
副书记。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９９８年９月任汝州市万
兴集团公司副总经理。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９９９年 ６
月任汝州市万兴集团公司总经理。１９９９年６月
—２００２年４月任汝州市温泉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０５年２月任汝州市临汝镇
党委书记。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任汝州市
寄料镇党委书记。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８月任
汝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０１８年９月任平顶山市石龙区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任平顶山
市石龙区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三级高级

警长。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至今任鲁山县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督察长。

谷红涛

谷红涛　男，汉族，１９６９年５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襄城县人。１９９３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２０年 １２
月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９９３年７月在平顶山师专英
语系学习。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００３年８月在鲁山县
委办公室工作，历任科员、副科级秘书、正科级

督察员 （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０３年７月在郑
州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２００３年８月—
２０１０年９月任鲁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２０１０
年９月—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尧山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任尧山镇党委
书记。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至今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

田朝阳

田朝阳　男，汉族，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８年７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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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１９９１年９月入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任鲁山县
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９８８年６月在平顶山师范学
校学习。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历任张良一
中教师、副校长。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９９６年１月在
鲁山县委宣传部工作。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９７年 ６
月任马楼乡党委宣传委员。１９９７年 ６月—２００２
年６月任鲁山县文明办副主任。２００２年６月—
２００７年１月任鲁山县文明办主任。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３年２月任张官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任马楼乡党委书记。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至今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

林朋五

林朋五　男，汉族，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９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５年５月入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任鲁山县重
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９８９年７月在平顶山师范学
校学习。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９９４年８月在张良二中
任教 （其间：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９９３年８月在河南
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１９９４年８月—
１９９８年１月在二郎庙乡政府工作，历任团委书
记、计生办副主任、党政办主任 （其间：１９９６
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
管理专业学习）。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月在鲁
山县委办工作，历任督查室副主任、政研室主

任、综合科科长、保密局副局长、局长。２０１１
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５月任中共鲁山县委统战部副
部长。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任韍河乡党委
书记。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至今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

冯建党

冯建党　男，汉族，１９６８年３月出生，本
科学历，河南省鲁山县人。１９８６年７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８年７月入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任鲁山县重
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９８６年７月在襄城师范学校
学习。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９９１年８月在董周乡任教。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８月在鲁阳一中任教 （其

间：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９９２年７月河南大学教育管
理大专函授学习）。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９９９年２月在
张店乡政府工作。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０１０年８月在
鲁山县委组织部工作。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００７年 ４
月任鲁山县委副科级组织员。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２０１０年 ８月任鲁山县委村官办主任 （其间：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河南大学中文本科自考毕业）。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６年５月任瓦屋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１７年３月任瓦屋镇党委
书记、人大主席。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０１９年６月任
瓦屋镇党委书记。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至今任鲁山县重点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

时代楷模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高树森　男，汉，７５岁，中共党员，鲁山
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２００５年 ７月退休。２０１０
年５月，任鲁山县关工委执行主任。２０１５年，
荣获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２０１９
年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高树森从任鲁山县关工委执行主任之后，

始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着力抓好青少年思想

道德建设。一是开展 “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

广泛动员青少年参加到活动中来，层层开展

“中华魂”演讲、征文比赛等活动。２０１５年以
来，县关工委先后四次获得全国 “中华魂”主

题教育活动先进集体。２０１９年 ７月，河南省
“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夏令营在鲁山举办。二

是持续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教育活动，利用鲁山县特有的红色资源，编写

宣讲材料，教育青少年。三是联合公、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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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单位落实 “一校一法官”和聘请法制副校

长制度，连续五年实现在校学生零犯罪。四是

实现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数年如一日坚持为困境儿童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助力脱贫解困。一是创新留守儿童

教育管理模式。对全县２９家有规模的留守儿童
之家实施挂牌管理，精心打造熊背文德、下汤

文智留守儿童学校示范品牌，受到省、市肯定。

二是创建关爱失依儿童工作品牌。２０１３年深入
基层调研中发现 “失依儿童”（父母双亡、或父

死母嫁、或父母残障失去抚养能力）这个特殊

群体后，便把救助工作纳入关工委工作日程。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先后两次向县委、县政府汇报，
纳入全县１００多个单位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任务，
两批共帮扶失依儿童 ４２２人次，直至 １８周岁，
帮扶资金达２８０多万元。县委、县政府先后为帮
扶失依儿童专门下发３个文件，确保帮扶工作常
态化。鲁山县关爱失依儿童专题片２０１７年在河
南省关工工作会议上播放，《河南日报》 《河南

科技报》《老人春秋》《平顶山晚报》等相继进

行报道。

同时，坚持多渠道救助弱势群体。募集善

款６４万元，设立 “平安德才助学基金”，救助

大、中、小学生１９７９名。协调有关部门，几年
来为１１１名失依儿童办理孤儿证；为１５９名没有
户口的孩子上户口；为６１名先心病患儿免费做
手术。建立网络关爱平台，先后联系中原爱之

家、郑州义善堂宛商联盟、平顶山爱心助学协

会鲁山分会等爱心团体，对３００多名困境儿童实
施救助，确保他们健康成长。

全国公安系统１１０工作成绩突出个人

史黎冰　男，汉族，现年４０岁，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２００１年６月加入鲁山县公安队
伍，先后在派出所、户政科、控申科、警令处等

部门工作。２０１９年２月至今任鲁山县公安局警
令处 （情指联勤中心）主任、二级警长、二级

警督警衔。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被公安部评为
全国公安机关１１０工作成绩突出个人。
２０１９年以来，史黎冰同志带领情指联勤中

心全体同志，在县局党委的坚强领导和上级业

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以 “情指行”一体化为

主线，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夜以继日，扎实苦

干，本职工作成效显著。一是围绕 “情”字做

文章，大力加强人力情报、技术情报、战时情报

和情报专班等 “四情建设”，情报收集研判能力

不断提升。二是围绕 “指”字下功夫，大力推

进警情处置高效化、合成指挥一体化、联勤联

动区域化、信息工作规范化、反诈预警流程化

等 “五化建设”，精准指挥调度能力不断提升。

三是围绕 “行”字练真功，进一步强化快反处

置预案、快反处置机制、快反处置力量、快反处

置流程等 “四快建设”，快速反应处置能力不断

提升。２０１９年，情指联勤中心绩效考评成绩夺
取市局和县局 “双第一”。

史黎冰同志的辛勤付出和工作成绩，得到

领导和同志们的充分肯定。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２日，
省厅、市局情指联勤中心领导对县局情指联勤

机制运行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对史黎冰同志在

“情指行”一体化方面做出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效

给予一致肯定。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和２０２０年９
月２９日，史黎冰同志先后两次应邀到省警察学
院就 “情指行”一体化警务机制实战运用进行

交流讲课，受到警院师生的高度评价。

史黎冰同志先后被评为平顶山市市长热线

工作先进个人、全市平安建设先进工作者，多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陈京玉　男，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９３年８
月参加工作，河南省平顶山市人。２０１５年９月，
受平顶山市教体局委派，到鲁山县四棵树乡黄

沟村任驻村第一书记。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陈京
玉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黄沟村地处鲁山县西南山区，全村 ３６１户
１５１０口人，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０８户４０３人，
人均耕地不足０６亩，没有任何村集体产业。驻
村五年间，陈京玉牢记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

村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吃苦在前、冲锋

在前，精准识别、精准落实扶贫政策，坚持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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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式扶贫方针，注重培育和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使黄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如期脱贫，

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达到１６１１１１２元。贫困发
生率由２０１５年的２６６９％降至０。

陈京玉恪守驻村纪律，牢记驻村第一书记

“五项职责”，经常放弃节假日以村为家，视群

众为亲人，时常挂念群众的日常生活，吃穿是

否有保证、房屋是否安全、用水是否方便、取暖

是否到位。５年来，他行程万余千米，帮助贫困
群众和村集体开展了食用菌种植和林果种植的

中、远期产业项目，增加了群众和村集体收入。

陈京玉立足黄沟村情，创新扶贫方式，协

调投入、吸引资金３００万元改造老旧房屋１２处，
打造了黄沟 “十二园”，探索出 “自助式农家

院”的金点发展路子，拓展了带贫模式，使昔

日的穷山沟嬗变为 “黄金沟”。目前，８个 “黄

沟自助小院”特色产业项目，受到社会普遍关

注与认可，先后接待近百余次 ２０００余人观摩、
调研，接待游客３０００人左右。使村集体经济从
无到有，达到今天的３０余万元。五年来，黄沟
村的贫困户脱贫了、群众致富了，黄沟村的山

更绿了、水更清了、路更宽了、灯更明了，陈京

玉的头发，却更 “白”了。

陈京玉先后获鲁山县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平顶山市第二届 “鹰城榜样”贡献奖等称号。

２０２０年黄沟村被评为河南省乡村 “旅游特色

村”。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张沛君　女，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出生，汉族，本
科学历，中共党员，河南省鲁山县马楼乡人。现

任平顶山天健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２０２１年３
月，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张沛君流转马楼乡贾集村、
双柳树村、孙庄村土地面积１５００亩，注册成立
平顶山天健农业有限公司，公司位于马楼乡贾

集村，公司现有员工２６０余人。主要种植广东菜
心等供港特色蔬菜，能够实现年产菜心７００万公
斤，经济效益 ３０００万元。供港蔬菜基地建有
１００吨预冷保鲜库２座，产品全程采取冷链物流

运输。同时，公司发展生猪养殖千头线３条，年
养殖规模６０００头；利用养殖所产生的粪便通过
无害化发酵处理，沼液、沼渣全部就地用于基

地蔬菜生产，每年节约有机肥料１０００吨，折合
资金９０万元，实现现代农业与生态循环农业的
有机融合。

公司成立以来秉承合作共赢、回馈社会的

经营理念，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产业扶贫

等多形式带动周边３３７户贫困户实现年增收１００
余万元。

这些好的做法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２０１７年平顶山天健农业有限公司被市政府授予
“农业产业化市重点龙头企业”称号。２０１９年６
月，通过平顶山市带贫企业认定；同年在平顶

山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中荣获三等奖。２０２０年３
月，被评为 “２０１９年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助
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２０２０年 ６月，被评为
“河南省巧媳妇创业基地”。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荣获
全国首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精准扶贫组三

等奖。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李洪涛　女，汉族，中共党员，１９７４年１０
月出生，信阳师范学院法学专业毕业。１９９６年７
月参加工作。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今任鲁山县库区司
法所所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２０２０年荣获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

李洪涛参加工作之后先后在鲁山县司法局

公证处、熊背司法所工作。任现职以来主要工

作职责是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和普

法宣传等。这一系列繁重的工作非但没有让她

感到疲惫反而让她更加努力的快乐的坚守自己

的岗位。她一直秉承一个信念：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她用自己的爱心、热心、倾力践行着自己

“细心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热心调出稳定和谐”

的工作目标。

面对每一起案件，李洪涛都会制定与众不

同的调解方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以道德为底线，结合法律、心理、国学、道德、

伦理等各个层面，用耐心、细心、精心、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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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态度，去坚持不断地进行调解，并在调解

后，及时对案件当事人进行回访，确保矛盾不

再重新发生，最终取得圆满的结果。李洪涛自

担任库区乡司法所所长以来，共调解矛盾纠纷

８０余起，深受百姓的认可。先后荣获 “六五”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个人、平安建设先进工

作者、全县优秀政法干警。２０１８年，被省司法
厅评为 “优秀人民调解员”。２０１９年，被县委授
予 “金牌调解员”称号。２０２０年，荣获 “河南

省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

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

张　五　女，汉族，１９８４年出生，马楼乡
山岔口村人。２００６年结婚。１０年前一次车祸失
去了一条腿，造成残疾。２０１５年精准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２０１８年脱贫。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荣
获２０２０年度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奋进奖称号。

性格开朗的张五，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

她自立自强，为改善张五生活条件，县乡残联

给她家实施了无障碍改造项目，又免费给她安

装了假肢，全面落实了国家给予残疾贫困户的

种种照顾。张五在帮扶干部的激励下，坚持打

两份工。每年八九月在聚鑫养蝎基地务工，每

月工资２０００元左右；其他时间到附近鞋厂打工。
２０２０年，她从张良镇陶庄村接单一份加工电子
元器件的手工活儿。农闲时节，张五还缝制十

字绣，鼓励丈夫外出务工。

正是这个身残志不残的平凡人，靠着自己

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毅力，撑起了脱贫致富的

梦想。２０１８年底主动要求脱贫，让众乡邻翘起
大拇指。张五先后荣获河南省自强模范、平顶

山自强榜样、平顶山市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

先进个人 “奋进奖”等称号。２０２０年６月，入
围２０２０年全国脱贫攻坚奖推荐候选人名单，也
是平顶山市获此殊荣的唯一推荐人。

河南省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十大领军人物”

周耀伟　男，４７岁，中共党员，高级工程
师。１９９６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鲁山县林业技术
推广站从事果树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研究、

推广工作。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周耀伟被河南省总工
会、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授予 “河南省劳模

助力脱贫攻坚 ‘十大领军人物’”荣誉。

２０多年来，周耀伟引进、推广的林业新品
种有８６个，新技术有１３０多项，研究攻克果树
生产中的技术难题１２项，开展技术培训近６万
次，培训果农２０万人次以上，为全县特色林果
富民产业发展做出贡献。曾获得获得国家专利１
项，参与制定省级技术标准１个，获得市级科技
成果进步二等奖３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８６篇，参与编写林业专著３部。

近年来，主持完成阳丰甜柿的引进、示范、

审定工作，在全省 １２个地市建立示范基地 ６８
个，推广面积 ６０００多亩，带动群众发展甜柿
１２万亩，年产值近亿元，６７０户贫困户１３００人
受益。先进事迹被 《中国绿色时报》 《河南日

报》多次报道，并在 ２０１６年的全国森防会议、
２０１７年的全国林业技术推广工作会、２０１９年全
国林草科技扶贫会议上作典型发言。曾被授予

“全国最美森林医生” “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

奖先进个人” “全国最美林草科技推广员”等

称号。

河南省乡村出彩巧媳妇

王玉玲　女，１９７４年５月出生，初中文化
程度，鲁山县瓦屋镇长畛地村人。２０１４年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２０１６年成功脱贫。２０２０
年，被评为河南省乡村出彩巧媳妇。

王玉玲家住长畛地村下庄组西湾。山区交

通条件差，距主干路还有４千米，人均耕地不足
０４亩。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自尊心极
强的王玉玲压力很大，她暗自发誓，一定要努

力奋斗，把这顶帽子摘掉，让自己的日子好起

来。于是动员在山西种植食用菌的妹妹和妹夫

回乡创业，其妹妹家在山西晋城种植平菇已有

十多年了，掌握各方面的技术。在她和村委会

的积极动员下，妹妹回到家乡与她共同发展，

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征地、建棚、架电、打井。经

过五个多月的努力，２０１５年８月，由于管理精
心，她们种植的平菇菇质非常好，深受客户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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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２０１６年扩大规模到７万袋。至２０２０年已达
到年种植１０万袋的规模。

王玉玲实现了自己的誓言，２０１６年成功脱
贫，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经过一番打拼，更激

发了她的事业心。２０１８年 ９月，她租赁约 ６００
平方米的教堂闲房。之后四处奔波，外出参观

考察，发现加工床上用品和窗帘生意不错。２０１９
年４月，购买六台缝纫机，培训第一批工人。两
个多月后又购买六台机器，开始第二批培训。

目前已有２０多名妇女在王玉玲手工制品加工店
务工，还带动８户贫困户一起加工。因市场需求
旺盛，工人们经常加班到晚上１０点多钟。王玉
玲不满足现状，计划再购买２０台机器，再带动
一批贫困人口就业，使更多的山区贫困户早日

脱贫致富。

历史人物

墨　子

墨　子 （前４８０—前３８９），名翟，中国古代
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墨家学

派创始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鲁阳邑 （今河南

鲁山）人。２０２０年，墨子诞辰２５００周年。
据有关史料记载和研究成果，约公元前４８０

年，墨子出生在楚国鲁阳邑的一个木工家庭，

因此墨子从小就承学木工制作技术，这为他后

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墨子谙熟当时

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

不少创造。在 《墨子》中 “备城门” “备水”

“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旗帜”等

篇中，详细地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

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

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

技术。还有机械工程学上活塞风箱、弩机车和

转射机的制造，声学上地话器的发明以及旗语

等，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有机

弩的弓最早于１０世纪在意大利出现，墨子弩机

车的发明比西方要早１４００年左右。
据说墨子受空中雄鹰飞翔的启发，花费３年

时间精心创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鸢，成为我

国古代风筝的创始人。传说墨子受到尧山野果

经雨水浸泡后流出带色的液体启发，发明坑布

之法教授山民染布料，并写成哲学名篇 《所

染》。

春秋末期，战争不断，百姓生活痛苦不堪。

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墨子想改变现状，就师从

孔子儒家学说，后来发现其文繁节缛，因怀疑

其可行性，于是在反思儒学基础上，顺应当时

“百家争鸣”的社会情势，推陈出新，创立自己

的思想学说———墨学。

当代学者公认，墨学思想的原创性不仅在

当时的中国，即便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

无二的。

墨子主张 “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

息”。可以说这是一种平等、兼爱的思想，更是

对统治者的抗议。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

收门徒，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形成声势浩

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

宋，北到郑、卫，南到越。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

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最高的领袖被称为

“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 “墨者”，必须服从

“巨子”的领导，听从其指挥，可以 “赴汤蹈

刃，死不旋踵”。

墨子对其门徒不但授以思想理论，更重视

在实践中学习，关键时刻还能挺身而出，出兵

打仗。历史上有名的墨子止楚攻宋、阻止鲁阳

文君攻郑的故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被后人汇编为 《墨

子》一书，又称 《墨经》 《墨辩》。《墨子》可

分五组：从 《亲士》到 《三辩》七篇为墨子早

期著作，后四篇主要是尚贤、尚同、天志、节

用、非乐等理论；从 《尚贤·上》到 《非儒·

下》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地反映出墨子 “兼

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

鬼，非乐、非命”十大主张，是 《墨子》一书

的主体部分，其中，兼爱是他思想的核心；

《经》及 《经说》等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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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内容；《耕柱》至 《公输》五篇为墨子言行

记录，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 《备城门》以下，

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

据 《墨子》，墨学共有十项主张：兼爱非

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

命，其中兼爱是他思想的核心。墨子作为先秦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文明

史上产生过深刻影响，古今中外给予很高评价。

与墨子思想相左的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

踵利天下，为之。”放浪形骸的庄子说： “墨子

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

才士也夫。”《吕氏春秋》称墨子 “无爵位以显

人，无赏禄以利人”，却 “盛誉流于北方，义声

振于楚越”。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认为：古时

最讲 “爱”字的莫过于墨子。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评价墨子 “是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

明的圣人”。近代文学领袖鲁迅认为 “墨子是

‘中国的脊梁’，传奇式的伟大英雄”。近代国学

大师季羡林认为 “墨子在人类文明史上，代表

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他在哲学、教育、科学、逻

辑、军事防御工程等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

献，是一位伟大的平民圣人”。英国历史学家李

约瑟认为，在西方，有机弩的弓最早于１０世纪
在意大利出现，墨者的发明比西方要早１４００年
左右。日本的池田大作认为，墨子的爱，比孔子

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而今，墨子的和平思

想受到全世界推崇，他被誉为 “中国与世界的

和平主义者”。

墨子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成就和贡

献也是多方面的。近代学者胡适认为：“墨子也

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是伟大的科学

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

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

几何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包括 “圆”“正方

形”“直线”等一系列几何学概念的定义，并对

十进位制和倍数理论有精辟的论述。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

声学等多个分支，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

出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即反作用力、阻力、

杠杆、光学成像等。中国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

潘建伟院士说，墨子最早提出光线沿直线传播，

设计小孔成像实验，奠定光通信、量子通信的

基础。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６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发射升空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以 “墨子号”命名，就是为了纪念墨子在早

期物理光学方面的成就。

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

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肩的。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认为 “墨子是古代

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

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

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

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必须消化

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

调要 “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

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

进而继承和发扬。墨子所说的 “说知”，包含有

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

特别强调 “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

已知去推知未知。

墨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系的重要开拓

者之一。墨辩和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

界三大逻辑学。墨子称逻辑学为 “辩”学，把

其视之为 “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

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

非是 “同”或 “异”， “是”或 “非”。为此，

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

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 “是”，不合者

为 “非”。用现代的逻辑学名词来说，这就是排

中律。

近年来，随着墨学复兴，墨子文化成为研

究热点，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墨学专家，推出

《墨在中原》 《墨学研究》 《墨学与和谐世界》

《墨学与现代社会》《墨子里籍考论》《墨子在鲁

山的史料及传说》《墨经白话》《行侠仗义说墨

子》等众多研究专著。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河南省墨
子学会在鲁山成立。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鲁山县墨子
文化研究中心揭牌。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
和２０１２年，鲁山县连续举办国际墨子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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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三届主题为 “墨学与和谐社会”，日本、

越南和中国的６０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第四届国
际墨子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先秦

史学会主办，省社会科学院、省墨子学会、市政

协、平顶山学院协办，鲁山县委县政府承办，国

内外５０多位专家和学者参加。２００８年，墨子入
选 “鹰城 （平顶山市）十大历史名人”。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鲁山县举办墨子文化高层论坛。２０１３
年１月２４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鲁山县
为 “中国墨子文化之乡”。２０１４年，入选 “鲁山

十大历史名人”。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举办纪念墨子
诞辰２５００周年系列民俗活动。

华蔚若

华蔚若 （１８８０—１９４０），一说玉若，名容
德，民国时期河南国画名家，鲁山县城关北后

街人。２０２０年，华蔚若诞辰１４０周年，去世８０
周年。

华蔚若自幼聪敏，记忆超群，爱好绘画。画

画刻苦专心，常常闻鸡作画。为使创作生动逼

真传神，他还常到野外写生，雪天观景，雨天观

竹。有时悄入自家花园，看看品品，画画赏赏，

如痴如醉。如此潜心研摩，华蔚若画艺提高很

快，所画内容有山水、田园、花鸟虫鱼等。花卉

中他主攻梅兰竹菊，更擅画竹，风雨阴晴、四时

之竹各具形色神韵；雪景意境深妙，蝶恋花静中

有动，栩栩如生。代表作为１９３４年创作的 《秋景

山水图》。华蔚若被编入 《河南国画艺术名人

录》。

华蔚若还十分注重培带学徒，赵华南、焦

秀印、王应贤等书画名家都曾师从于他。

１９３６年春，华蔚若得到鲁山籍巨商杨润林
和掌柜袁润生的资助，在上海举办 “华蔚若国

画展览”，展出作品３００余幅，以梅兰竹菊、牡
丹、芍药、荷花、丹桂等花卉为主，另有鸟虫鱼

及山水雪景等。开展之日，场面十分隆重，参观

者络绎不绝，赞叹连声，名噪一时。上海 《大

公报》《申报》等数家报刊都刊载他的生平事迹

和优秀作品，不少殷商富户、军政官员及风雅

学士和外国商人纷纷抢购他的画作。展期２０多

天，卖出作品９０多幅，其中外商２０多幅。
１９４０年，华蔚若去世，挂孝送殡者达 ３００

人之多。 “五七”过罢，子孙们打开睡柜和箱

子，尽是华蔚若生前所画国画，分门别类，编号

有序排列，计２９０多件，比之第一次在上海展出
时的画品又高一层。华蔚若夫人许氏因丈夫刚

刚过世，不忍变卖，遂全部封存。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日，河南省美术协会 （当时

国民党省政府已迁驻鲁山）组织画展，把华蔚

若的遗作筛选出不少幅参展。河南省几家报刊

给予选载。之后，许多书画爱好者登门买画索

画。正值灾年，华蔚若夫人把画明码标价，换粮

不要钱，大中堂每幅４００斤小麦，小中堂３００斤
小麦，缎画、绢画珍品５００～１０００斤小麦，其余
不等，不日售出大半。余画子孙分别珍藏。

鲁山名绅黄鸣高、赵子登、李炳泽、杨仪山

等多有收藏。国民党政府县长杜光远、李超凡、

汪海涛以及专员吴协唐，省府要员李培基、方

策、查干臣等亦存有华蔚若的画作。

华蔚若为人耿直，慈悲为怀，乐做善事。在

任职鲁山县福善局局长 （１９３１—１９４０）的 ９年
间，尽量予民方便。每逢县城方圆左右古刹大

会，他便同会友到会场诵经讲典教化百姓，提

倡 “四爱”，即爱国、爱神 （信仰佛教）、爱人、

自爱，教育民众多做善事，不做恶人，要一人有

难，八方相助。遇到灾年，华蔚若多方募捐，设

法救济贫苦百姓。１９３１年春，鲁山出现旱灾，
福善局即出面组织舍饭 （定几个点做饭，无偿

周济灾民），让灾民度过春荒。

华蔚若长子，字经范，经营京货，抗战期间

曾任城关保长。次子华玉玺 （１８９８—１９６０），又
名孚，字少侠，１９３８年任国民党偃师县县长，
任期不足一年。三子华玉波，字荣斋，河南医学

院毕业，曾兴办耀华私立医院，后又组建起鲁

山县医院，被国民党县政府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郜永成

郜永成 （１８９０—１９１２），乳名雪成，民国初
期义军首领，鲁山郜沟 （今属张店乡）人。

２０２０年，郜永成诞辰１３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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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永成兄弟三人，长兄郜秋成，二哥郜春

成，秋成、春成为人忠厚，待人义气，与杜其

宾、牛天祥是好朋友。１９１０年，大哥郜秋成被
人陷害以通匪罪遭捕入狱，在鲁山县衙审讯时

被毒打致死，二哥郜春成被棉纸糊七窍窒息而

亡。家庭的巨大变故，使郜永成与母亲被迫移

居鲁山梁洼当窑工。后结识梁洼东街陶瓷匠人

孙绍堂、孙绍德，经介绍到南街栗子园陶瓷作

坊以脱制陶罐谋生。不久，郜永成娶梁洼老户

许氏为妻，并与当地农民、陶瓷匠人和煤矿工

人交上朋友。因其为人重义气，敢为朋友两肋

插刀而远近闻名。

１９１１年夏，河南遭受严重旱灾，社会动乱。
杜其宾、牛天祥带头拉 “杆子”起事，并多次

动员郜永成入伙，但郜永成总以家有老母为由

拒绝。但杜其宾、牛天祥拉杆所到之处，无不打

着 “秦椒红”郜永成的旗号。官军因此四处捉拿

郜永成，闹得郜永成只得撇下家人，入伙拉 “杆

子”，杜其宾、牛天祥和其他 “杆子”头目推举

郜永成为 “杆子”首领。 “杆子”军纵横在鲁

（山）宝 （丰）郏 （县）伊 （川）之间，土豪劣

绅无不闻风丧胆。郜永成枪法极好，每次打仗，

总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枪枪命中要害目标。

郜永成把 “打富济贫，反抗官府”作为起

事义军的行动纲领，对其部众派粮派款作出明

确的纪律规定，即向当官人、当差人、生意人、

吃租人、放债人征收；不征苦力人、帮工人、残

疾人和参加辛亥革命的人。三令五申严禁各杆

欺压穷苦百姓，无论到任何地方，只要能筹到

粮食，除留足杆子兄弟们口粮外，全部分给穷

苦百姓。

郜永成曾在梁洼北街许家院设立白虎堂，

专门惩治欺压百姓和为非作歹之徒。郜永成的

表侄 “海里怪”（姓名及籍贯不祥）擅自到梁洼

西罐窑村，冒用 “秦椒红”名号向村上 “喊银

子” （大声叫嚷威胁，让人把银子送到指定地

点），郜永成毅然大义灭亲，并发布命令说：

“以后凡是发现像 ‘海里怪’这样的事情发生，

或拦路劫夺百姓的，一定就地严惩，决不

宽恕！”

郜永成嫉恶如仇，爱护百姓，人们借绰号

尊称他 “红爷”。附近开明绅士凑粮银送给郜永

成时，大都讨要他的 “帖子”（相当于现在的名

片），遇到匪徒作乱时拿出 “红爷”的贴子，他

们会立马避让。梁洼东北宝丰境内甘罗台寨附

近柳树庄有个叫刘建的人被山北土匪拉票。刘

家找到郜永成的参谋王元庆，通过王元庆请求郜

永成帮忙。郜派王带着贴子找到山北匪首，说刘

建是郜的老表，要多少银子由郜送来。土匪看到

“红爷”的贴子立即无条件释放刘建。刘建感激

郜永成，从此与郜成为朋友，以老表相称。

１９１１年，宝丰义军首领白朗慕名到梁洼与
郜永成会面，两人谈话投机，遂成莫逆之交。同

年１２月，郜永成、白朗、杜其宾、宋老年等各
路 “杆子”聚集梁洼，联合打败官军６００多人
对梁洼的围剿。

１９１２年，郜永成、白朗等树起反袁大旗，
以 “中华民国豫南军政府”的名义发布告示。５
月２８日，叶县知事温少良升官发财心切，自吹
包打鲁山 “土匪”，亲自带 ６００多人赴梁洼镇
压。郜永成与白朗义军互相配合，并肩作战，打

得温少良部溃不成军。温恼羞成怒，遂纠合鲁

山县署武装进击，又惨遭失败。义军乘胜追击，

直抵鲁山城下。知事郑国翰急电开封向都督张

镇芳求救，张即派兵抵鲁。义军为保存实力，又

退据梁洼。同年１０月１８日 （农历重阳节），白

朗在宝丰大刘村唱大戏宴请各路 “杆子”义军

首领。当时，北洋政府河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

旅长兼豫南 “剿匪”司令王毓秀下属王一峰部

驻军鲁山。王派打入 “杆子”内部的间谍袁振

邦等到梁洼诱惑众杆首去鲁山县城接受收抚。

白朗识破官军诱骗诡计，拒绝前往。郜永成亦

跟随白朗拒绝接受收抚。２３日，执意到鲁山县
城接受 “收抚”的杆首杜其宾、岳东仁、郭义

德等均被王毓秀诱捕杀害。事后，王毓秀立即

下令清乡围剿。郜永成、白朗、牛天祥三杆随即

撤离驻地，去攻打禹县神篨镇，缴获快枪３０多
支。不久，郜永成、白朗、李凤朝、牛天祥又南

下攻克泌阳县春水、牛蹄等集镇。因当地官军

追剿甚急，郜永成、白朗率部返回鲁宝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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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１１月，河南都督张镇芳增派河南陆
军进驻鲁山和宝丰，加强清乡围剿，郜永成、白

朗在鲁宝地区活动异常困难。于是，郜永成、白

朗商定向有利于 “杆子”军活动和发展的方城、

叶县交界的小顶山以及母猪峡一带转移。 “杆

子”军沿鲁宝交界小路南行至鲁山城东露峰山

时，遭遇鲁山知县郑国翰及鲁山驻军的截击。

摆脱险境后 “杆子”义军在白朗率领下继续南

下，郜永成在战斗中受重伤被迫与两名战士留

下。宝丰柳树庄刘建为报郜永成往日之恩，将

郜永成藏匿自己家中。当时官军悬赏缉拿郜永

成。刘建之兄刘老五害怕官军发现郜永成，累

及全家，就秘密报告宝丰县衙。１１月２９日，宝
丰知县洪恩培带领官军赶至柳树庄，当场杀害

两名战士，把郜永成押到宝丰县城，原想再解往

省城开封，又恐义军途中拦劫。１２月下旬，郜永
成惨遭官府分尸八块，头悬宝丰南城门外示众，

年仅２３岁。当时的上海 《申报》曾对郜永成的

被捕及遇害做过报道，称其为 “河南巨匪”。

附：１９９４年 《平顶山市志》 《鲁山县志》

均记载，郜永成 １８９０年出生，被害时年仅 ２３
岁。其卒年应为１９１２年，并非１９１３年。同时，
《平顶山市志·白朗传》记载 “秦椒红”郜永成

遇害时间也是１９１２年。
１９１３年１１月，白朗义军宋老年、李鸿宾一

部回师鲁宝，攻打宝丰县城，后移师青条岭、娘

娘山一带。白朗为报郜永成被杀之仇，带兵到

宝丰柳树庄，刘老五闻风逃走，只好抓了刘建。

义军在驻地唱大戏 《铡叶里红》，借清代刘墉铡

太师叶里红剧目，在戏台上铡杀刘建。

郜永成死后，尚无子嗣的妻子许氏坚守贞烈，

吸食鸦片殉夫而亡。郜永成之母被梁洼友人照料

至终老，葬于梁洼西南的双头山天官坟附近。

王复初

王复初 （１９０５—１９８０），爱国进步人士，鲁山
县城北楝树店人。２０２０年，王复初去世４０周年。

王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困。其父王登庸，勤

劳朴实，粗通文字，农闲时自习中医，为人治

病。１９１１年，王登庸亡于匪祸，其妻历尽艰辛，

带领全家老小勉强度日。

王复初天资聪敏，１２岁入私塾，学习刻苦，
深得老师喜爱。１９２２年，土匪猖獗，学堂不能
正常上课，加上生活窘迫而辍学。同年，全家迁

居县城，靠亲友资助做小买卖谋生。苦难的童

年，在王复初的心中留下惨痛的记忆，这也成

为激励他渴望变革，投身革命的内在动力。北

伐战争后，王复初开始接触一些南方的革命传

单和小册子。当他得知湖南农民打倒贪官污吏，

实行 “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活动时，异常兴奋，

开始认识到这是消除劳动人民苦难的光明道路。

１９２８年，王复初考入鲁山县地方当局举办
的 “自治训练班”学习。当时，以鲁山保卫团

团总吴益亭为代表的地方封建势力和一些贪官

污吏，以种种借口，大肆盘剥压榨民众。百姓咬

牙切齿，敢怒不敢言。王复初利用地方当局派

系之间的矛盾，在 “自治训练班”与乔文宣等

进步学员一起，联名上书控告吴益亭，各界进

步人士纷纷响应。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和争取外

援，他们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以诉状形

式列举吴益亭十大罪状。冯玉祥部驻鲁山师长

许长林感觉众怒难犯，加上因代购军需粮饷问

题，许、吴已产生隔阂，乘机即把吴益亭逮捕关

押叶县。王复初等组成控告团追赴叶县继续控

告，最终迫使许长林枪决吴益亭。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中共豫南特委派共产党员吴
镜堂以国民党鲁山县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回鲁

山开展革命活动。从此，王复初经常聆听吴镜

堂讲述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两

人很快结为挚友。

“自治训练班”结束时，在吴镜堂的帮助

下，王复初、乔文宣等人迫使国民党鲁山县长

李廷琛委任训练班一批进步学员任全县４８个区
的正副区长，王复初任财务局局长。王复初上

任后即宣布不向农民摊粮派款，县署各项开支

由富户承担，同时，协助吴镜堂成立鲁山县

“农民协会” “同业公会”，开展分粮斗争。此

时，王复初不平凡的才华和胆略初露头角。

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７日，揭杆武装和土匪攻入县
城大肆抢劫烧杀。国民党县长、民团大队长、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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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局长只顾自己逃命，无心治匪。王复初、乔文

宣等在吴镜堂领导下，挺身而出，组织建立城

防局。城区及四乡民众推举王复初任城防局长、

共产党员乔文宣任民团大队长，清剿土匪，保

卫县城。不久，王复初接受吴镜堂的指示，为揭

露国民党新任县长向觉借匪案索贿的丑恶行径，

动员城乡群众千余人，在县城游行示威后包围

县政府，向觉自感威信扫地，弃官逃走。国民党

河南省政府为此通令全省加强防范，“防止暴民

非法行动”。

同年７月，中共鲁山党组织为了培养革命骨
干，为武装起义作准备，举办 “党务训练班”

和 “民团队长训练班”。王复初主动为这两个训

练班筹备经费，积极配合党组织开展工作。国

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得知后，惊呼 “鲁山已经

赤化”，立即派杨式颢以省党部指导委员名义到

鲁山接管国民党鲁山县党部，伺机镇压革命力

量。新任县长宋明奎勾结驻军诱杀乔文宣，逮

捕吴镜堂。面对危局，王复初暗中通知进步人

士积极隐藏，同时，冒死多方奔走营救吴镜堂，

但未能如愿。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凌晨，吴镜堂
被敌人杀害。王复初含泪为他购买棺木，亲自

装殓安葬。

１９３０年春，蒋、冯、阎军阀混战，冯玉祥
部第一路军 （总指挥张维玺）进驻鲁山。为了

给先烈报仇，把革命继续下去，王复初到张维

玺住所，控告贪官污吏勾结土匪杀害革命志士

的滔天罪行。张维玺撤销国民党政府宋福卿的

代县长，恢复王复初县财务局长职务。王复初

即召回隐蔽在各地的进步同志，按照吴镜堂生

前的安排，重整革命力量。

１９３１年，王复初在群众支持下，凭借自己
的威望，带领民团收缴到鲁山招兵的国民党军

旅长高采岑等人的武装，并把高驱逐出境。此

后，接连赶跑国民党省政府派往鲁山的两任县

长唐蔚棋、赵良卿。

１９３４年春，国民党特务陈琪派胡长怡任鲁
山县政府县长。胡到任后即叫嚷 “庆父不除，

鲁难未已”，企图杀害王复初。王复初感到事态

严重，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会使积蓄的革命

力量毁于一旦，只有组织武装起义才是唯一的

出路。王复初探知胡长怡４月２８日召集各部领
导人到县政府开会，遂于２７日夜通知原中共鲁
山党组织联系的农民武装２０００余人隐蔽在县城
周围，决定借反动头目聚集开会之机，策动县

民团两个中队，突然袭击把他们一网打尽，然

后与城外的农民武装会合宣布起义。但由于民

团两个中队长临时变卦，背着王复初于４月２８
日清晨６点戒严全城，包围县政府进行武装请
愿。胡长怡一面假意和谈，拖延时间，一面秘密

电告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刘峙即派省

保安团到鲁山镇压，致使起义失败，王复初只

好离开鲁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以王复初策动

县民团叛乱为罪名，下令全省通缉。１９３５年 １
月，王复初返回河南，途经开封时，被国民党特

务被捕。关押期间，他与共产党员王象乾同住

一个牢房，两人相互倾吐革命抱负，成为莫逆

之交。在狱中面对严刑逼供，他拒不承认策动

叛乱。１９３７年春，王复初被关押两年之久释放。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员王象乾

到鲁山创建伏牛山抗日根据地。王复初为自己

又和共产党人取得联系而感到高兴。不久，王

象乾奉命到延安抗大学习，中共河南省委又派

雷鸣到鲁山。雷鸣通过统战关系，介绍王复初

担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训处鲁山民运指导

员，以此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王复初在雷鸣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先后组织

成立鲁山县抗日后援会、鲁山县民运工作团、

鲁山县回民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还创办

《民运周刊》、民运剧团，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

的政治主张，受到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

枫的亲笔信表扬。

１９３８年秋，王复初、林承蔚以妇女救国会
的名义举办 “抗日救护训练班”，招收抗日积极

分子参加学习。同时，聘请抗大毕业回到鲁山的

王象乾担任教员，掩护其开展革命活动，并在训

练班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鲁山县工作委员会。

１９３９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掀起反共高
潮，鲁山地方当局加紧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

亡运动进行破坏。王象乾决定建立农村工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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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梁洼开办 “八德民校”。王复初又以校长

名义聘请王象乾和省委派来鲁山工作的贺崇升

为教员。“八德民校”采用 “抗大”的教材，向

学员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抗日救护训练班和

“八德民校”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国民党县长杜

光远威胁王复初说： “你想帮助共产党抗日可

以，但不能在鲁山境内。”王复初据理反驳，当

面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可耻行径。不久，

国民党鲁山县政府下令查封 “八德民校”，驱逐

王象乾和贺崇升出境。

１９３９年秋，中共临汝地委书记何启光 （又

名张德群）到鲁山和王复初会面，并在王复初

家主持召开中共鲁山县工委扩大会议。会议选

举产生中共鲁山县委，刘仁明为书记，张金良

为宣传部长。从此，王复初家成为中共鲁山县

委的秘密机关和联络站，他舍生忘死为共产党

传递情报，提供活动经费，掩护共产党人从事

革命活动。这一时期王复初曾多次要求加入中

国共产党，但为了便于掩护党组织开展工作，

入党问题当时没有得到党组织批准。之后，由

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直到他

病世前夕，仍念念不忘，说：“这是我一生中最

大的憾事！”

１９４１年夏，王复初回鲁山料理家事，又被
国民党鲁山县党部逮捕，押送到西安集中营。

在狱中，他受尽酷刑，敌人逼迫他承认自己是

共产党员并供出党组织，又拉出叛徒和他对质，

但他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始终没有暴露

共产党的秘密。１９４３年春，敌人感到从王复初
身上难以得到任何东西，就放松对他的看管，

他借机逃出集中营。刚从西安回到鲁山，又被

汤恩伯的特务机关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关押

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调统室。家人举全家之力，

贿赂特务谷瑞兆，才得释放。

１９４５年８月，国民党新八军第三补训处在
鲁山招兵，王复初通过中共地下特别党员、第

三补训处参谋长杨福堂的关系打入补训处，担

任纵队副司令。９月，又秘密派人通知白振华、
徐教民等４名中共党员也打入该部。王复初和杨
福堂秘密商定借补训处往豫北送兵之机，挟制

补训处司令谭青云把部队拉过黄河投奔八路军。

部队行至襄县，许昌专员吴协堂受鲁山县长李

超凡蛊惑，联系驻襄县的国民党军刘汝明部予

以截击，补训处两个纵队被击溃，策反失败。王

复初随散兵退到洛阳，被送到西安国民党失业

军官收容所。这里收容的军官大多数反蒋情绪

很高，王复初借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想策反

他们，又被特务捕押到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

令部军法处受审。敌人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折

磨数月才释放。

１９４７年秋，陈谢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
王复初得知，即在鲁山梁洼一带招集人员，以

维持社会秩序为名，组成人民自卫队，打击地

主武装和土匪，给解放军传递情报，并利用一

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稳定民心，组织人

民群众迎接解放。同年１１月，鲁山解放。王复
初即与陈谢兵团九纵二十七旅政委兼五地委书

记王银山相见，受到王政委的热情接待和表扬。

１２月，王复初被任命为鲁山县民主政府副县长，
之后，相继出任豫西行政公署秘书、中原临时

人民政府交际科副科长、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行政科副科长、秘书等职。

１９５２年春，“三反”运动中，王复初蒙冤入
狱，被开除公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受到批

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时任广
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厅副厅长的王象乾书写长信

寄语鲁山县委，王复初的冤案得到昭雪。１９７８
年１０月，王复初被任命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室研究员。

王复初重新工作以后，精神焕发。他在遗

作中曾这样写道： “八旬人尚在，七十不为老。

在举国上下为建设新中国而战斗的今天，我能

以余生之年再为党贡献一点力量死而后已！”

１９８０年２月 ２３日，王复初在河北沧州病
世。熟知他的人无不感到悲痛，河南省人民政

府为他举行追悼会。交通部原副部长贺崇升、

外交部原驻外大使张德群赠送挽联：“为了革命

不怕牺牲一切，受到委屈毫无半点怨言。”广西

壮族自治区水电厅原副厅长王象乾赠送挽联：

“反对帝官封坚持到底，拥护共产党百折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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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模范

２０２０年授予鲁山县劳动模范称号人员表 （６０人）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单位与职务 工作状况

１ 王长海 男 １９６４０２ 汉 初中 党员 熊背乡大埝沟村 在职

２ 雷根宪 男 １９７６０８ 汉 高中 党员 鲁山县瓦屋镇 在职

３ 张沛君 女 １９８３１１ 汉 本科 党员 平顶山市天健农业有限公司 在职

４ 吴家宝 男 １９９００９ 汉 本科 党员 县法院 在职

５ 乔建军 男 １９６３０１ 汉 本科 党员 县扶贫办 在职

６ 李丙正 男 １９７００５ 汉 高中 党员 张良镇贺塘村 在职

７ 崔伟刚 男 １９８２０３ 汉 研究生 鲁山县人民医院 在职

８ 程晓明 女 １９８８１２ 汉 本科 鲁山县人民医院 在职

９ 刘永森 男 １９８３０８ 汉 大专 党员 鲁山县第二人民医院 在职

１０ 温敖飞 男 １９８５０２ 汉 本科 党员 鲁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在职

１１ 杨全胜 男 １９７００８ 汉 本科 党员 张官营镇肖营村 在职

１２ 侯冠甲 男 １９８５０１ 汉 大专 汇源街道 在职

１３ 景帅军 男 １９８５１１ 汉 本科 党员 张店乡 在职

１４ 王　勋 男 １９７４０４ 汉 大专 党员 鲁山县琴台街道 在职

１５ 樊红伟 男 １９７５０１ 汉 研究生 党员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在职

１６ 王建设 男 １９７２０８ 汉 本科 县教体局 在职

１７ 靳连枝 女 １９７６０３ 汉 本科 县教体局 在职

１８ 黄　娜 女 １９７７１１ 汉 本科 鲁山县琴台第一小学 在职

１９ 陈海英 女 １９７５０６ 汉 大专 党员 鲁山县实验学校 在职

２０ 赵艳辉 女 １９７３０４ 汉 大专 党员 县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 在职

２１ 刘耀东 男 １９７６０９ 汉 大专 党员 县医疗保障局 在职

２２ 张二伟 男 １９７２０４ 汉 大专 党员 平顶山市伟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在职

２３ 常东晓 男 １９６９１２ 汉 高中 党员 平顶山市恒福置业有限公司 在职

２４ 张太和 男 １９７４０１ 汉 高中 平顶山市豫尧塑胶有限公司 在职

２５ 张金辉 男 １９７４０９ 汉 大专 党员 县农业农村局 在职

２６ 雷伍群 男 １９７２０３ 汉 大专 党员 县蚕业局 在职

２７ 董和平 男 １９７２０８ 汉 本科 党员 县公安局 在职

２８ 张　鸣 男 １９７８０６ 汉 本科 党员 县司法局 在职

２９ 曹茂升 男 １９５３０９ 汉 初中 县城管局 在职

２３１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续表１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单位与职务 工作状况

３０ 买虎成 男 １９７２０１ 回 大专 党员 县殡仪馆 在职

３１ 李永军 男 １９７９０８ 汉 大专 党员 县环保局 在职

３２ 郭小伟 女 １９７００３ 汉 本科 党员 县信访局 在职

３３ 闫鹏飞 男 １９８４１１ 汉 本科 党员 县工信局 在职

３４ 李玉函 女 １９９１０７ 汉 本科 党员 县发改委 在职

３５ 左亚彩 女 １９８００４ 汉 本科 县人社局 在职

３６ 范军鹏 男 １９８１０１ 汉 本科 党员 团县委 在职

３７ 张　玲 女 １９７２０２ 汉 本科 党员 县农村公路管理所 在职

３８ 张添荣 男 １９８１０９ 汉 大专 党员 县行政服务中心 在职

３９ 潘冰娟 女 １９８３０６ 汉 本科 党员 鲁山县党史研究室 在职

４０ 何红旗 男 １９６６０１ 汉 本科 党员 县广播电视局 在职

４１ 李海迅 男 １９６８０３ 汉 大专 党员 县审计局 在职

４２ 王永安 男 １９７９０４ 汉 本科 党员 县委宣传部 在职

４３ 吴亮亮 男 １９８００８ 汉 本科 党员 国网鲁山县供电公司 在职

４４ 买鲁辉 男 １９８５０６ 回 本科 党员 县盐务管理局 在职

４５ 岳向旭 男 １９７２０６ 汉 大专 党员 鲁山天诺炉衬材料有限公司 在职

４６ 郑英利 女 １９７７０５ 汉 高中 党员 迷王制衣有限公司 在职

４７ 武金鸽 女 １９８６０７ 汉 本科 党员 华兰生物鲁山单采血浆站 在职

４８ 何三青 男 １９７１０３ 汉 大专 正隆养殖有限公司 在职

４９ 李亚宾 男 １９７７０７ 汉 大专 鲁山县银龙水务有限公司 在职

５０ 安会波 男 １９８５０７ 汉 大专 鲁山亚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在职

５１ 李永法 男 １９７７０８ 汉 高中 河南鲁吉兰实业有限公司 在职

５２ 高三民 男 １９７１０１ 汉 联众工贸有限公司 在职

５３ 付瑞亭 男 １９８４１２ 汉 中专 平顶山格林福工贸有限公司 在职

５４ 杨新兴 男 １９８３０５ 汉 洁利康有限公司 在职

５５ 张时语 男 １９９２０４ 汉 大专 平顶山华辰电力有限公司 在职

５６ 张军旗 男 １９６９０５ 汉 党员 远中电器有限公司 在职

５７ 石天睴 男 １９８９１１ 汉 永力塔杆有限公司 在职

５８ 柴文君 男 汉 大专 鲁山县华运汽车场站 在职

５９ 何大孩 男 １９８７６０４ 汉 高中 县污水处理厂 在职

６０ 胡胜民 男 １９７３０７ 汉 大专 鲁山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在职

３３１人　物　



专业技术人物

２０２０年全县晋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名表 （２６５人）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　业 职　称 批准时间

１ 贾二战 男 鲁山县张官营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 胡淑卿 女 鲁山县张官营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 孙国明 男 鲁山县张官营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 王凤琴 女 鲁山县张官营第四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 樊小豆 女 鲁山县张官营第四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 李大刚 男 鲁山县张官营第九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 郭东锋 男 鲁山县张官营第十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 朱聚红 男 鲁山县张官营第十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 孙艳英 女 鲁山县第二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 陈　锁 男 鲁山县第二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 杨国贤 男 鲁山县第二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 张花放 女 鲁山县第二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３ 李秋利 女 鲁山县第二初级中学 历　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 朱艳平 女 鲁山县第二十二初级中学 历　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 雷雪艳 女 鲁山县磙子营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 刘新艳 女 鲁山县磙子营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 范艳红 女 鲁山县磙子营第九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 王冬菊 女 鲁山县第三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９ 白秋玲 女 鲁山县第三初级中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 陈彩娉 女 鲁山县第三初级中学 音　乐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 李红伟 男 鲁山县张良第四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 彭三洋 男 鲁山县第二十四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 冯秀珍 女 鲁山县第二十四初级中学 物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 江　艳 女 鲁山县张良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 赵蓬雁 女 鲁山县张良第十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６ 温长河 男 鲁山县张良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７ 张　培 男 鲁山县第四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８ 牛更栓 男 鲁山县第四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３１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续表１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　业 职　称 批准时间

２９ 江海强 男 鲁山县第四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０ 姚东亚 男 鲁山县第四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１ 王庚辉 女 鲁山县张良第六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２ 燕幽雅 女 鲁山县张良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３ 周　超 女 鲁山县张良第七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４ 王三德 男 鲁山县张良第七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５ 叶随侠 女 鲁山县张良第一小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６ 刘艳红 女 鲁山县张良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７ 陈占文 男 鲁山县张良第十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８ 张大强 男 鲁山县马楼第一小学 教育管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９ 刘延伟 男 鲁山县马楼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０ 尹建伟 男 鲁山县马楼第十二小学 教育管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１ 刘艳丽 女 鲁山县马楼第十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２ 郭万超 男 鲁山县马楼第十四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３ 尤小红 女 鲁山县马楼第十九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４ 赵国辉 男 鲁山县第五初级中学 物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５ 肖聚发 男 鲁山县第二十五初级中学 物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６ 许运奇 男 鲁山县第二十五初级中学 政　治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７ 常向党 男 鲁山县第二十六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８ 陈国未 女 鲁山县让河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９ 李海燕 男 鲁山县让河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０ 杨俊芳 女 鲁山县让河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１ 白玉潇 男 鲁山县让河第四小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２ 黄长伟 男 鲁山县让河第八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３ 张旭艳 女 鲁山县让河第九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４ 冯北峰 男 鲁山县让河第十小学 思想品德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５ 尹晓利 女 鲁山县让河第十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６ 刘　伟 男 鲁山县第九初级中学 物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７ 杨文岭 男 鲁山县第三十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８ 邓英利 女 鲁山县第三十初级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９ 刘彩红 女 鲁山县第十五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０ 王洪杰 男 鲁山县第十五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１ 雷怀恩 男 鲁山县第十五初级中学 化　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２ 李金辉 男 鲁山县下汤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５３１人　物　



　续表２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　业 职　称 批准时间

６３ 张留振 男 鲁山县下汤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４ 程富国 男 鲁山县下汤第四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５ 赵运芳 女 鲁山县下汤第五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６ 李红运 男 鲁山县下汤第七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７ 王延群 男 鲁山县第十四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８ 范文玉 男 鲁山县团城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９ 范东贵 男 鲁山县团城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０ 吴松杰 男 鲁山县第十八初级中学 教育管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１ 魏双利 女 鲁山县四棵树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２ 李中富 男 鲁山县四棵树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３ 田朝阳 男 鲁山县四棵树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４ 刘新霞 女 鲁山县四棵树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５ 安长林 男 鲁山县四棵树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６ 李国显 男 鲁山县四棵树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７ 李素娟 女 鲁山县赵村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８ 郝道江 男 鲁山县赵村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９ 党建新 男 鲁山县赵村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０ 殷红新 女 鲁山县赵村第三小学 思想品德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１ 李小红 女 鲁山县赵村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２ 李淑莹 女 鲁山县第十九初级中学 地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３ 常新杰 男 鲁山县第十九初级中学 政　治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４ 卢会军 男 鲁山县第十九初级中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５ 王保国 男 鲁山县第三十五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６ 殷小利 女 鲁山县尧山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７ 霍红霞 女 鲁山县尧山镇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８ 赵建成 男 鲁山县尧山镇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９ 王学用 女 鲁山县尧山第六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０ 王转利 女 鲁山县第二十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１ 雷书侠 女 鲁山县瓦屋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２ 牛胜东 男 鲁山县瓦屋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３ 王　伟 男 鲁山县瓦屋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４ 马红伟 男 鲁山县瓦屋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５ 冯保生 男 鲁山县瓦屋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６ 张书光 男 鲁山县瓦屋第四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６３１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续表３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　业 职　称 批准时间

９７ 姬红梅 女 鲁山县瓦屋第六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８ 姬书卿 女 鲁山县第十六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９ 李青鸽 女 鲁山县第十六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０ 耿文玉 男 鲁山县第十六初级中学 生　物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１ 李晓佩 男 鲁山县第十七初级中学 地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２ 薛东亮 男 鲁山县背孜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３ 李保伟 男 鲁山县观音寺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４ 岳国政 男 鲁山县观音寺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５ 陈国良 男 鲁山县观音寺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６ 赵姝君 女 鲁山县观音寺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７ 张惠杰 女 鲁山县观音寺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８ 石　杰 男 鲁山县观音寺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０９ 马义红 女 鲁山县观音寺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０ 郝俊杰 男 鲁山县观音寺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１ 薛文志 男 鲁山县第三十二初级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２ 汪新伟 男 鲁山县第三十二初级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３ 张应君 男 鲁山县第三十二初级中学 历　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４ 王随星 男 鲁山县第三十四初级中学 历　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５ 杨长青 男 鲁山县第三十四初级中学 思想品德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６ 杨东旭 男 鲁山县土门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７ 黄转运 男 鲁山县土门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８ 张延兵 男 鲁山县董周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１９ 高红侠 女 鲁山县董周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０ 任学涛 男 鲁山县董周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１ 冯运强 男 鲁山县董周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２ 徐丽娜 女 鲁山县董周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３ 谢东晓 男 鲁山县董周第七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４ 于亚萍 女 鲁山县董周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５ 李清水 男 鲁山县董周第十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６ 王振奇 男 鲁山县董周第十五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７ 杨宝帅 男 鲁山县第十一初级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８ 李贵国 男 鲁山县第十一初级中学 化　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９ 程端阳 男 鲁山县第三十一初级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３０ 卢纪伟 男 鲁山县第十二初级中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７３１人　物　



　续表４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　业 职　称 批准时间

１３１ 焦延军 男 鲁山县第十二初级中学 信息技术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３２ 张永奇 男 鲁山县仓头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３３ 焦三妮 女 鲁山县仓头第八小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３４ 南海燕 女 鲁山县第八初级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３５ 李顺玲 女 鲁山县第八初级中学 物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３６ 黄碧波 女 鲁山县第八初级中学 历　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３７ 马国欣 男 鲁山县第八初级中学 政　治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３８ 邢建伟 男 鲁山县第八初级中学 体　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３９ 侯天顺 男 鲁山县第八初级中学 职业技术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０ 张宏飞 男 鲁山县张店第一小学 体　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１ 李俊沛 男 鲁山县张店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２ 乔玉珍 女 鲁山县张店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３ 李　娜 女 鲁山县张店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４ 上官彩 女 鲁山县张店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５ 赵　云 女 鲁山县张店第五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６ 关丽娜 女 鲁山县张店第七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７ 范　可 女 鲁山县第六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８ 闻莉莉 女 鲁山县第六初级中学 政　治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９ 张　勤 女 鲁山县第二十七初级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０ 叶立新 男 鲁山县第二十七初级中学 物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１ 郭文焕 女 鲁山县辛集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２ 闫向东 男 鲁山县辛集河扒移民新村小学 体　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３ 柴国锋 男 鲁山县辛集河扒移民新村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４ 徐新有 男 鲁山县辛集第八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５ 徐娜娜 女 鲁山县辛集第八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６ 霍文超 男 鲁山县辛集第九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７ 潘国琛 男 鲁山县辛集第九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８ 高　伟 男 鲁山县辛集第九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９ 张广义 男 鲁山县辛集第十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０ 智建超 男 鲁山县辛集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１ 吴红霞 女 鲁山县梁洼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２ 陈爱芳 女 鲁山县梁洼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３ 张西雅 男 鲁山县梁洼第五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４ 胡天成 男 鲁山县第十三初级中学 地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８３１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续表５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　业 职　称 批准时间

１６５ 肖　广 男 鲁山县库区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６ 郭鸿文 女 鲁山县库区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７ 程晓雅 女 鲁山县库区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８ 程　玲 女 鲁山县库区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９ 刘振帮 男 鲁山县库区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０ 封伟艳 女 鲁山县库区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１ 殷录艳 女 鲁山县库区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２ 戴学义 男 鲁山县库区第八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３ 全艳会 女 鲁山县第一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４ 刚恩慧 女 鲁山县第一初级中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５ 刘小利 女 鲁山县第一初级中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６ 王俊召 男 鲁山县第一初级中学 体　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７ 刘艳凤 女 鲁山县琴台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８ 刘　彬 男 鲁山县琴台第六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７９ 晏秋霞 女 鲁山县琴台第六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０ 汪浩浩 女 鲁山县琴台第六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１ 罗彩峰 女 鲁山县露峰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２ 程明东 女 鲁山县露峰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３ 高新幸 女 鲁山县露峰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４ 赵利利 女 鲁山县露峰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５ 徐远君 女 鲁山县露峰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６ 张　瑜 女 鲁山县露峰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７ 张春燕 女 鲁山县露峰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８ 李向东 男 鲁山县第二十九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８９ 邵经丹 女 鲁山县第二十九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９０ 王中艳 女 鲁山县第二十九初级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９１ 张瑞杰 男 鲁山县第二十九初级中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９２ 孙丽红 女 鲁山县汇源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９３ 王艳芳 女 鲁山县汇源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９４ 胡秋格 女 鲁山县汇源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９５ 白钦钊 男 鲁山县汇源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９６ 贾艳芳 女 鲁山县汇源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９７ 李艳花 女 鲁山县鲁阳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９８ 蔡满义 女 鲁山县鲁阳第六小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９３１人　物　



　续表６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　业 职　称 批准时间

１９９ 张晓娜 女 鲁山县鲁阳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０ 卫东辉 男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１ 王　树 男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２ 高书超 男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物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３ 马成昌 男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化　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４ 边　蕊 女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化　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５ 孙明远 男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６ 曹　锋 男 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７ 郭艳丽 女 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８ 张宏伟 男 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物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９ 贾大强 男 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化　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０ 刘园东 男 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外　语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１ 董明哲 男 鲁山县第三高级中学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２ 魏长运 男 鲁山县第三高级中学 信息技术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３ 范雪玲 女 鲁山县江河小学 体　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４ 郭小环 女 鲁山县江河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５ 刘新味 女 鲁山县江河小学 小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６ 张书红 女 鲁山县实验中学 中学数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７ 程艳红 女 鲁山县实验中学 历　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８ 张萌迪 女 鲁山县第一幼儿园 幼儿教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１９ 王红霞 女 鲁山县第一幼儿园 幼儿教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０ 刘艳芳 女 鲁山一高附中 中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１ 刘　晓 女 鲁山一高附中 物　理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２ 武艳利 女 鲁山一高附中学 历　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３ 秦军峰 女 鲁山县梁洼第九小学 小学语文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４ 魏晓军 男 鲁山一高附中 历　史 中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５ 张小磊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主任技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６ 梁永志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副主任技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７ 王蓓艳 女 鲁山县人民医院 病理学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８ 陈文雅 女 鲁山县人民医院 放射医学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２９ 邬春晓 女 鲁山县人民医院 中医内科 副主任中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０ 梁吉星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中医外科 副主任中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１ 王金凤 女 鲁山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２ 徐　杰 女 鲁山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０４１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续表７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　业 职　称 批准时间

２３３ 程群群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４ 尤军伟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５ 任　凯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普通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６ 王光磊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普通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７ 李宏涛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８ 王爱红 女 鲁山县人民医院 皮肤与性病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９ 孙星亮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０ 张志国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１ 张　勋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小儿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２ 金洪昌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３ 李志刚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４ 张永钦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中西医结合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５ 许霄飞 男 鲁山县人民医院 中西医结合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６ 范怡蕾 女 鲁山县人民医院 中西医结合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７ 郭启民 男 鲁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８ 刘亚辉 女 鲁山县妇幼保健院 妇产科护理 副主任护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４９ 张亚利 女 鲁山县妇幼保健院 妇产科护理 副主任护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０ 宋彩虹 女 鲁山县中医院 护理学 副主任护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１ 董伟涛 男 鲁山县中医院 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２ 李文卿 男 鲁山县张良镇中心卫生院 普通内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３ 李晓伟 男 鲁山县昭平台库区乡卫生院 中西医结合外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４ 石章海 男 鲁山县观音寺乡卫生院 普通外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５ 程春爱 女 鲁山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　学 高级农艺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６ 李红超 男 鲁山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　学 高级农艺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７ 杨晓培 女 鲁山县植保植检站 农　学 高级农艺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８ 王新娜 女 鲁山县农业科研所 农　学 高级农艺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９ 李艳菊 女 鲁山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兽　医 高级兽医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６０ 樊飞利 男 河南龙云律师事务所 律　师 二级律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６１ 任玛丽 女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

司平顶山发电分公司
企业会计 高级会计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６２ 闫红斌 男 鲁山县房产管理局 建筑与房地产经济 高级经济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６３ 王永生 男 鲁山县城乡规划局 城乡规划 高级工程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６４ 王庆华 女 鲁山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质量安全监督 高级工程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６５ 安银平 女 鲁山县小型水库管理中心 水利水电 高级工程师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４１人　物　



百岁老人

２０２０年全县百岁老人名表 （４９人）

序号 乡镇名称 姓　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居住地址

１ 张官营镇 安赵氏 １９０８０４ 女 张官营镇小常村

２ 张官营镇 陈文和 １９１８０２ 女 张官营镇安寨村

３ 张官营镇 王中兰 １９１５０６ 女 张官营镇杨庄村

４ 张官营镇 魏青梅 １９１９０３ 女 张官营镇安寨村

７ 磙子营乡 曹玉平 １９１４０７ 女 张官营镇洼陈村

８ 磙子营乡 张桂荣 １９１４０７ 女 张官营镇小杜庄村

９ 磙子营乡 刘宗梅 １９１８０９ 女 张官营镇渠庄村

１０ 磙子营乡 王朝宪 １９１９１０ 男 张官营镇井泉村

１１ 马楼乡 王文彬 １９１７０２ 男 马楼乡薛寨村

１２ 马楼乡 王净琴 １９１８０７ 女 马楼乡苏庄村

１３ 马楼乡 谷西云 １９１８０２ 女 马楼乡南坡村

１４ 马楼乡 张张氏 １９１９０１ 女 马楼乡双柳树村

１５ 马楼乡 张玉珍 １９１６０１ 女 马楼乡关庙杜村

１６ 马楼乡 王青梅 １９１９０８ 女 马楼乡商峪口村

１７ 马楼乡 杨桂枝 １９２００７ 女 马楼乡大程庄村

１８ 韍河乡 陈秀云 １９１５０２ 女 韍河乡石佛寺村

１９ 韍河乡 陶文英 １９１５０１ 女 韍河乡余流村

２０ 韍河乡 范玉凤 １９１４０２ 女 韍河乡陈楼村

２１ 韍河乡 程广花 １９１８０８ 女 韍河乡赊沟村

２２ 库区乡 张金荣 １９１３０１ 女 库区乡婆娑村

２３ 下汤镇 杜玉兰 １９１８０４ 女 下汤镇西张庄村

２４ 下汤镇 王英荣 １９２００３ 女 下汤镇松垛沟村

２５ 赵村镇 杨之有 １９１７１１ 男 赵村镇桑盘村

２６ 尧山镇 温　权 １９１８１２ 女 尧山镇下沟村

２７ 尧山镇 王留政 １９１９０５ 男 尧山镇东竹园村

２８ 辛集乡 张玉兰 １９２００５ 女 辛集乡柴庄村

２９ 辛集乡 孔秀莲 １９１８０３ 女 辛集乡西羊石村

３０ 辛集乡 王如彬 １９１２０７ 男 辛集乡西羊石村

２４１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续表１

序号 乡镇名称 姓　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居住地址

３１ 梁洼镇 李　秧 １９１１０８ 女 梁洼镇半坡羊村

３２ 梁洼镇 尚花荣 １９１３０７ 女 梁洼镇西街村

３３ 梁洼镇 魏　莲 １９２００６ 女 梁洼镇东街村

３４ 张店乡 刘下娃 １９１２０５ 男 张店乡王湾村

３５ 张店乡 刘秀琴 １９１９０８ 女 张店乡王湾村

３６ 董周乡 徐蒋氏 １９１３０７ 女 董周乡董村村

３７ 董周乡 孙玉兰 １９１５０６ 女 董周乡西高村

３８ 董周乡 郜玉梅 １９１８１０ 女 董周乡西高村

３９ 董周乡 宋玉兰 １９１９０６ 女 董周乡董村村

４０ 仓头乡 芦俊杰 １９１２０２ 女 仓头乡李窑村

４１ 仓头乡 霍金生 １９２００５ 男 仓头乡清古寺村

４２ 瓦屋镇 王会民 １９１２１２ 女 瓦屋镇瓦屋村

４３ 瓦屋镇 李文盘 １９１７０９ 女 瓦屋镇楼子河村

４４ 观音寺乡 张秀兰 １９１５０１ 女 观音寺乡鲁窑村

４５ 琴台街道 陈秀英 １９１８０３ 女 琴台街道八里仓社区

４６ 汇源街道 曹孟取 １９１９１１ 男 汇源街道王瓜营社区

４７ 汇源街道 袁秀花 １９１６０７ 女 汇源街道王瓜营社区

４８ 汇源街道 詹素芹 １９１９０３ 女 汇源街道申庄社区

４９ 露峰街道 刘五珍 １９２００５ 女 露峰街道下洼社区

高招录取新生

２０２０年全县高考录取新生 （部分）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王宝玉 清华大学 张枫林 北京邮电大学 邵若丞 吉林大学

李栋庭 清华大学 李亚旭 北京邮电大学 李怡颖 吉林大学

吴诗非 清华大学 康　森 北京邮电大学 李新奇 吉林大学

李迦垒 清华大学 鲁佳琦 西安交通大学 刘森琪 吉林大学

王鹏霖 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 潘松棚 西安交通大学 齐子豪 吉林大学

李佳树 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 刘鹏浩 华中科技大学 齐子豪 吉林大学

鲁丰鸣 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 马慧琳 华中科技大学 陈小杰 四川大学

罗宇琨 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 张佳鑫 华中科技大学 张艺蒙 四川大学

３４１人　物　



　续表１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田统一 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 张成林 电子科技大学 王励超 四川大学

杨云? 格罗德诺扬卡库帕拉大学 王普润 中山大学 尹帅旗 四川大学

韩明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石芸? 中山大学 赵鲁瑜 四川大学

张铱铭 中国人民大学 徐世强 天津大学 袁佳豪 四川大学

刘函鹭 浙江大学 程　前 天津大学 李泽承 北京交通大学

董佩鑫 浙江大学 何金涛 天津大学 程吉星 北京交通大学

买怡博 上海交通大学 刘　畅 大连理工大学 邱向淦 北京交通大学

褚梁豫 同济大学 景瑞佳 大连理工大学 师乾丰 北京交通大学

闫帅鹏 南开大学 王崇业 大连理工大学 卫林柯 北京交通大学

何骋昊 南开大学 晋会云 厦门大学 杨金巧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梦雅 南开大学 王一帆 夏门大学 郑盈盈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元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可欣 夏门大学 薛冰冰 北京师范大学

袁世龙 北京理工大学 何厚鑫 夏门大学 张　溪 北京师范大学

杨云婷 北京理工大学 吴军召 中南大学 王自强 山东大学

吴晨阳 北京理工大学 朱园明 中南大学 燕世豪 山东大学

李柯乐 北京理工大学 刘万杰 中南大学 丁雨露 湖南大学

许一帆 武汉大学 张静艾 西北工业大学 王帅栋 湖南大学

曲深展 武汉大学 杨癑楠 西北工业大学 杨龙飞 东南大学

梁竞艺 武汉大学 时铭苛 吉林大学 杨　俊 东南大学

张文卓 武汉大学 陈一帆 吉林大学 崔明鑫 东南大学

孙贝佳 北京邮电大学 陈怡璇 吉林大学 李彦帛 东南大学

常海博 北京邮电大学 朱一航 吉林大学 李彦帛 东南大学

刘　森 重庆大学 王保鑫 中国药科大学 高展云 北京林业大学

胡惊博 中国农业大学 韩豪男 中国地质大学 王玺印 北京工商大学

孟凡涵 中国农业大学 李铭菲 中国地质大学 尚朝顺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王格格 中国农业大学 王佳音 中国地质大学 邵晨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李燕花 中国农业大学 刘钰琳 中国矿业大学 张子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段文博 中国农业大学 温雨露 中国矿业大学 宋鑫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王怡丹 华东师范大学 李　静 中国矿业大学 朱璨仓 首都师范大学

刘润田 华东师范大学 吕梦园 中国矿业大学 王奕童 上海大学

李卓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袁明璐 中国矿业大学 梁益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黄鹏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柳中源 中国矿业大学 薛莹莹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刘林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耀翔 中国石油大学 袁一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杨文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汶潞 中国石油大学 江　源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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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郭金壮 中国石油大学 赵梦月 上海中医药大学

付泽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　烨 中国民航大学 杨　帆 上海理工大学

陈　卓 中国海洋大学 潘凯歌 中国民航大学 高浩然 上海电力大学

肖智文 东北大学 王乾杰 中国民航大学 李运达 上海海事大学

潘兴林 空军工程大学 牛坤阳 中国民航大学 陈项羽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王晓勇 空军工程大学 张　驰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张圣召 上海电机学院

李萌萌 空军军医大学 王俊博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冯苗苗 上海海洋大学

王怡凯 陆军军医大学 匡文兰 中国林业科技大学 姚　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徐　鑫 火箭军工程大学 孙晟基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景俊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胡珂铭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蔡盈盈 北京中医药大学 林耐强 南京理工大学

任百川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许金烁 北京中医药大学 王梦玺 南京理工大学

王　孛 中央财经大学 丁耀举 北京中医药大学 王　浩 南京理工大学

苏怡丹 中央财经大学 赵冰坤 北京科技大学 白翼飞 南京理工大学

许竞文 中央财经大学 孔鑫磊 北京科技大学 彭冰雪 南京理工大学

郭冠男 中国政法大学 刘登高 北京科技大学 耿士鑫 南京理工大学

胡瀚浦 中国政法大学 李滢欣 北京科技大学 刘明浩 南京邮电大学

李囿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燕艺丹 北京科技大学 黄琳敬 南京邮电大学

刘培莹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尹若琪 北京科技大学 曾祥标 南京邮电大学

高雨航 中国传媒大学 沙微浩 北京化工大学 李坤鹏 南京邮电大学

杨雨情 中国传媒大学 秦　上 北京化工大学 赵毓晨 南京邮电大学

狄胜军 中国传媒大学 赵明阳 北京化工大学 李　兵 南京邮电大学

张科研 中国传媒大学 冯贵椿 北京林业大学 胡钰鑫 南京邮电大学

许倚华 南京师范大学 陈　斐 天津工业大学 龚楹迪 华北科技学院

安　楠 南京师范大学 林强彬 天津工业大学 周明泽 华北理工大学

王路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李丰男 天津师范大学 陈姿依 华北理工大学

李亚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李柯欣 天津师范大学 郭欣雨 华东理工大学

李青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陈玉娟 天津师范大学 席明怡 华东理工大学

#

峰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金兰 天津外国语大学 张升 华北理工大学

卢春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梁萌菲 天津科技大学 王昊亮 华北理工大学

乔渝淇 南京林业大学 王心艺 天津理工大学 韩　柯 华北理工大学

张　娟 南京农业大学 崔益铭 天津理工大学 杨文卓 华中农业大学

李笑燕 南京财经大学 杜茜茜 天津理工大学 王俊杰 华中农业大学

王则统 南京审计大学 蔡朝鑫 天津理工大学 赵亚婷 华中师范大学

秦坤鹏 南京审计大学 石格格 天津商业大学 姚继武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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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鹤铭 南京审计大学 韩世博 天津商业大学 谢萌萌 华南理工大学

肖　尧 南京审计大学 孔舒磊 天津商业大学 宋凤仪 华南农业大学

郭航琦 南京工业大学 乔伊帆 天津商业大学 张若凡 华南农业大学

朱永灿 南京工业大学 王宁奇 天津城建大学 张家珲 华南农业大学

王朝旭 南京中医药大学 张凯旋 天津城建大学 贾翔斐 西南财经大学

司培举 南京中医药大学 侯林邑 天津城建大学 程　萌 西南财经大学

米子硕 南京中医药大学 鲁笑妍 东北林业大学 梁　晨 西南大学

雷皓博 南京传媒学院 赵云智 东北林业大学 李科呈 西南大学

杨龙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樊阳阳 东北林业大学 席子涵 西南大学

张学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盼盼 东北农业大学 赵子铭 西南大学

孙帅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文龙 东北农业大学 郭　行 西南交通大学

张学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魏家昌 东北师范大学 杨亚召 西南交通大学

张贵全 南京工程学院 王酞旭 东北电力大学 肖雨杭 西南交通大学

张瑞洁 南京工程学院 田椿鹏 东北电力大学 贺瑞晗 西南交通大学

王龙升 南京工程学院 杨　茗 东北电力大学 程远东 西南交通大学

栗逸栋 天津医科大学 张炎锋 华北电力大学 吴龙鑫 西南交通大学

师毅斐 天津医科大学 张世博 华北电力大学 席俊强 西南科技大学

付靖雅 天津财经大学 王政斐 华北电力大学 李梦勤 西南科技大学

张梦佳 天津财经大学 牛长永 东北电力大学 吴松镔 西南科技大学

韩依利 天津财经大学 张家琦 华北电力大学 韩方园 西南民族大学

韩依利 天津财经大学 刘博睿 东北石油大学 梁心蓝 西南民族大学

赵果果 天津工业大学 刘萍萍 华北科技学院 巴　鹏 西南民族大学

许银杏 西南林业大学 张晓兵 辽宁大学 郝天乙 郑州大学

王之宜 西南林业大学 魏少彬 辽宁大学 陈　卓 郑州大学

刘癑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何桥森 南昌大学 孙士皓 郑州大学

王璐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塍锐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李满光 郑州大学

郭　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耿佳伟 哈尔滨工程大学 霍俊臖 郑州大学

鲁凤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子恒 陕西师范大学 张益涵 郑州大学

房云鹏 中南民族大学 师克强 陕西师范大学 曹自峰 郑州大学

买紫纤 中南民族大学 南松培 陕西师范大学 李烁颖 郑州大学

李梅芬 中南民族大学 赵小龙 陕西师范大学 郭向格 郑州大学

李雨聪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　楠 陕西师范大学 李丙坤 郑州大学

艾铭雨 西北民族大学 张明云 陕西师范大学 郑一鸣 郑州大学

冯佳雨 西北民族大学 铁宏标 石河子大学 汤一凡 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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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睿 西北民族大学 杨润强 苏州大学 李梦骅 郑州大学

柴　栋 广西大学 黑一菡 苏州大学 赵晓飞 郑州大学

许嘉璐 广西大学 付龙洋 苏州大学 高志远 郑州大学

岳上钧 广西大学 王瀚一 苏州大学 谢永宝 郑州大学

李浩淼 合肥工业大学 王世宇 武汉理工大学 张遇伯 郑州大学

蒋晓琳 合肥工业大学 裴子涵 武汉理工大学 康俊强 郑州大学

康佳飞 合肥工业大学 张圣民 武汉理工大学 王帅超 郑州大学

付克浦 合肥工业大学 张鑫午 武汉理工大学 刘贵源 郑州大学

杨朝栋 合肥工业大学 李星锋 武汉理工大学 张　笛 郑州大学

李翱名 合肥工业大学 吴金浩 武汉理工大学 张亚超 郑州大学

赵云龙 福州大学 李耀祖 武汉理工大学 李虹奎 郑州大学

闫政豪 福州大学 张雨宁 武汉理工大学 陈虹豆 郑州大学

朱政举 福州大学 李晓斌 武汉理工大学 程向培 郑州大学

朱智杰 福州大学 石博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毕茹菲 郑州大学

李晓婷 河海大学 陈荟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森昶 郑州大学

周庆霈 河海大学 王佳乐 新疆大学 于子航 郑州大学

叶育航 渤海大学 宋嘉禾 新疆大学 李晓雨 郑州大学

李明月 渤海大学 马金玉 新疆大学 张超锦 郑州大学

刘愉涵 暨南大学 魏翊伦 郑州大学 薛耀杰 郑州大学

杨明慧 暨南大学 乔梓菡 郑州大学 崔苏严 郑州大学

朱慧慧 江南大学 唐欣悦 郑州大学 潘姿如 郑州大学

董　钰 江南大学 张本灿 郑州大学 石梦菲 郑州大学

任奎伊 郑州大学 杜权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王俊培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周园博 郑州大学 王景仪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朱自丹 山西大同大学

徐锦铃 郑州大学 李佳斌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李小龙 山西医科大学

黄豪杰 郑州大学 陈跃磊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王　晴 山西医科大学

王一佳 郑州大学 雷东全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张篧桢 山西中医药大学

林照基 郑州大学 张蓥坤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张孜研 山西中医药大学

张琳姿 郑州大学 李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赵妍洁 陕西科技大学

王晓晓 郑州大学 李宜展 辽宁工业大学 袁玉培 陕西科技大学

刘昊鑫 郑州大学 齐学伍 辽宁工业大学 柴　盼 安徽财经大学

李昊佳 郑州大学 韩喜龙 辽宁工业大学 郜亚浩 安徽财经大学

房　菲 郑州大学 乔新洋 辽宁医科大学 许金杏 安徽工业大学

王灵博 郑州大学 李雅博 辽宁科技大学 谢　翔 安徽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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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鹏 郑州大学 张云舒 辽宁师范大学 梁泉桂 安徽建筑大学

朱　柯 黑龙江大学 齐学浦 辽宁师范大学 乔璐洋 安徽建筑大学

王海波 黑龙江科技大学 徐草源 辽宁中医药大学 张子番 安徽理工大学

周一峰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李姗姗 辽宁中医药大学 李鹏柯 江苏大学

高　彬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朱昱佳 辽宁中医药大学 陈晓雨 江苏科技大学

李子昂 吉林农业大学 纪红艳 河北大学 朱欣雨 江西财经大学

尹洪政 吉林农业大学 刘晓龙 河北工程大学 常　路 江西理工大学

樊朔妍 吉林农业大学 陆晓勇 河北工程大学 何伟锋 江西理工大学

张佳葆 吉林农业大学 王子航 河北工程大学 赵传栋 江西理工大学

郑惠茹 吉林农业大学 马德川 河北师范大学 杨亚豪 江西理工大学

尚文慧 吉林农业大学 刘心语 河北师范大学 张红涛 江西理工大学

吕松嵋 吉林农业大学 李晓晴 河北师范大学 王鹏程 江西农业大学

宋　卓 吉林师范大学 李聪聪 河北师范大学 张培星 湖北大学

豆余庆 吉林建筑大学 刘晓婉 河北师范大学 吴梦帆 湖北大学

张圣杭 吉林建筑大学 谷松培 河北地质大学 董啸天 湖北工业大学

陈书渝 吉林建筑大学 乔佳音 河北科技大学 李晨曦 湖北科技大学

嘉诚 吉林财经大学 南金哲 山东理工大学 张雅冰 湖北民族大学

练梦雨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赵英豪 山东理工大学 张苎元 湖北师范大学

张世鹏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张桐菲 山东师范大学 李凯赞 湖南工业大学

王　森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雷钧雅 山东师范大学 岳晓艳 湖南工业大学

孟琳凯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何晶烨 山东财经大学 王志华 湖南工业大学

徐屹晨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杨尚峰 山东财经大学 朱亚凯 湖南工业大学

王　钏 湖南工业大学 谭陆晓 广西医科大学 王可心 济南大学

邹子龙 湖南科技大学 高永基 广西医科大学 杨京龙 济南大学

张笑谈 湖南农业大学 孙莉雯 云南大学 赵靖岚 济南大学

华云豪 湖南农业大学 杨景茏 云南财经大学 张禧元 昆明理工大学

贺佳露 湖南农业大学 杨童贺 云南农业大学 王　涛 兰州交通大学

郭晓靓 湖南中医药大学 郭兆元 贵州大学 孟凡慧 兰州理工大学

樊建炜 湖南中医药大学 宋泽宝 贵州师范大学 杨俊峰 兰州理工大学

凌靖雅 浙江城市学院 刘峻源 福建农林大学 刘彦甫 南昌工程学院

李美辰 浙江工商大学 陈钰莹 福建农林大学 刘澄宇 南华大学

史瑞雯 浙江工商大学 杨金鹏 福建农林大学 霍依杭 南通大学

王瑞沣 浙江工业大学 王佳明 福建师范大学 解庆鑫 南通大学

石方琳 浙江理工大学 李梦莲 福建医科大学 蔺子怡 南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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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陈光辉 浙江理工大学 王楠楠 福建医科大学 邵柯鑫 宁波大学

杨轩峰 浙江理工大学 王柄云 福建农林大学 许哲铭 宁波大学

刘帅兵 浙江宁波理工学院 王晨旭 福建农林大学 张灿灿 宁波大学

胡锦舟 浙江宁波理工学院 张倚嘉 福建商学院 程静楠 宁波大学

常峰川 浙江宁波理工学院 王浩博 海南大学 王姿颖 哈尔滨医科大学

傅馗桁 浙江宁波理工学院 吴以撒 海南师范大学 卫亚宁 哈尔滨医科大学

闫云鹏 浙江宁波理工学院 杨雅媛 海南师范大学 吕丛雨 哈尔滨医科大学

高诗妍 浙江农林大学 冯紫琪 西藏大学 付博豪 青岛理工大学

李金柯 浙江师范大学 张展硕 西藏大学 冯　卓 青岛理工大学

张又丹 浙江财经大学 辛俊杰 新疆医科大学 李昀祥 青岛理工大学

李奉原 浙江财经大学 赵航杰 新疆医科大学 辛育同 三峡大学

许　晴 浙江工商大学 张鹏昊 内蒙古工业大学 张鹏翔 三峡大学

董星辰 浙江中医药大学 高世旭 内蒙古科技大学 汪盛林 沈阳理工大学

王涵僖 浙江传媒学院 李宗高 新疆农业大学 张楷凡 沈阳理工大学

许铭苑 四川传媒大学 杨景龙 新疆师范大学 徐子儒 沈阳理工大学

师一格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程
$

乙 青海大学 裴晓方 沈阳理工大学

陈文超 四川农业大学 吕　舜 中北大学 陈爱歌 沈阳理工大学

陈俊卓 武汉文理学院 石文华 华侨大学 王子涵 沈阳农业大学

杨帅锋 重庆邮电大学 刘春蕊 华侨大学 任琪文 沈阳农业大学

杨泽豪 广东财经大学 暴思雨 集美大学 栗晟原 沈阳农业大学

李丹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秦小蝶 集美大学 张延鹏 沈阳大学

王子健 广州中医药大学 杨　菁 集美大学 侯扣莹 沈阳化工大学

张伟林 石家庄铁道大学 赵梦圆 山东协和学院 王文杰 长春工业大学

苏帅强 石家庄铁道大学 夏靖尧 温州大学 杨超杰 长春工业大学

王英凡 苏州科技大学 刘梦真 长江大学 李　宁 长春工业大学

王昊泽 太原科技大学 王少峰 长沙理工大学 常圣午 长春工业大学

孙一涵 外交学院 王歆迪 长沙理工大学 王　昊 长春理工大学

刘荣钦 温州医科大学 李　静 蚌埠医学院 陈月月 长春师范大学

张静依 温州医科大学 张烽煜 北方工业大学 赵盼盼 长春中医药大学

刘宁杰 武汉工程大学 曹博源 北方工业大学 孙世仆 济南大学

韩项平 武汉工程大学 邹子成 成都大学 陈俊卓 江汉大学

褚开宏 武汉科技大学 王梦琪 东华理工大学 李思远 青岛农业大学

吴双琦 北华大学 凌煜翔 东华石油大学 徐理想 青岛农业大学

朱向甫 北华大学 吴迎鑫 福州师范大学 周　扬 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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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张蕴哲 北华大学 赵志恒 赣南师范大学 王　迅 温州医科大学

王凯帆 北华大学 闫希玲 赣南医学院 曹懿涵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吴双琦 北华大学 任培源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乔鑫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雷文昊 西华大学 范保阁 桂林理工大学 靳跃鑫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以诺 燕山大学 张致臻 国际关系学院 王春桥 桂林理工大学

韩晶晶 扬州大学 孙家祥 哈尔滨理工大学 赵志超 昆明理工大学

肖轶楠 扬州大学 乔松淼 哈尔滨商业大学 张曼迪 兰州财经大学

张春雨 扬州大学 陈文俊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张钰娟 兰州交通大学

任春雷 长安大学 王林沛 杭州师范大学 顾津菲 兰州交通大学

郝露峰 长安大学 千唯一 喀什大学 陈家平 兰州交通大学

翟静芳 长安大学 王梓涵 喀什大学 梁亚琪 武汉工程大学

张坤鹏 长安大学 宋佳祥 黑龙江工业学院 戚鸿彬 武汉工程大学

刘人荧 长春工业大学 朱美璐 哈尔滨师范大学 张耘齐 扬州大学

田杨 长春理工大学 杨兆星 哈尔滨医科大学 陈泓斐 长沙理工大学

鲁欣瑶 长春理工大学 李东蒲 大连交通大学 王佳蓉 闽南师范大学

张如昌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丁鲁帅 大连民族大学 王秀慧 南昌航空大学

王鹤睿 铁道警察学院 李孟柯 锦州医科大学 曹　灏 南昌航空大学

李科研 大连财经学院 田茗豪 锦州医科大学 张　倩 南通大学

岳武元 江汉大学 杨　凯 锦州医科大学 范正永 大连工业大学

杨雨萌 重庆理工大学 乔新洋 锦州医科大学 李明可 三峡大学

胡莎莎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王天义 长春大学 周荣果 喀什大学

杨凯琪 山东滨州学院 段吉甫 长春大学 郭荣灿 喀什大学

张艳豪 塔里木大学 江尚勋 河南大学 李孟凡 河南大学

景浩然 塔里木大学 薛皓文 河南大学 张　莹 河南大学

郑人桀 塔里木大学 郭金秋 河南大学 张素雅 河南大学

李帛磷 井冈山大学 王耀楠 河南大学 贾婷婷 河南大学

万耀文 聊城大学 丁冠源 河南大学 詹笑笑 河南大学

赵民珂 临沂大学 张睿芮 河南大学 曹林佳 河南大学

史慧雨 临沂大学 郭子龙 河南大学 周　涛 河南大学

常宁佳 河南大学 赵彬杰 河南大学 尚嘉慧 河南大学

孙　帆 河南大学 曹　莹 河南大学 刘炳辉 河南大学

张文健 河南大学 庞熙子 河南大学 廉　瑞 河南大学

王俪睿 河南大学 王神州 河南大学 王冠龙 河南大学

蒋怡萌 河南大学 张家治 河南大学 马昕癑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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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党子钧 河南大学 潘洁光 河南大学 王舒帆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宋婉莹 河南大学 王　琨 河南大学 郝竞一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筱璞 河南大学 贾婷婷 河南大学 韩露影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一帆 河南大学 詹笑笑 河南大学 周梦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赵　雨 河南大学 周　涛 河南大学 王子篧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潘栅杉 河南大学 曹林佳 河南大学 苏彦蕾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申思雨 河南大学 马晓丹 河南大学 司熠珠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詹金科 河南大学 董佳茜 河南大学 田又丹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书雅 河南大学 李奉哲 河南大学 杜钰航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赵艳丹 河南大学 王铭浩 河南大学 李囿璁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诗淇 河南大学 殷曦 河南大学 补娜娜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孙晓佳 河南大学 陈森傲 河南大学 王亿鑫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岳柢锦 河南大学 李雷雨 河南大学 李骏博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石明明 河南大学 王丹阳 河南大学 王怡婷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郝琰琰 河南大学 任婉潆 河南大学 许小巧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杨智轶 河南大学 潘美君 河南大学 王培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程语莹 河南大学 侯佳兵 河南大学 孙珑珊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芦世康 河南大学 刘晓歌 河南大学 李骁龙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潘玺文 河南大学 李玖颖 河南大学 冯佳俊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刘　皓 河南大学 史　颖 河南大学 王春露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　昊 河南大学 杨静文 河南大学 张家宝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怡祥 河南大学 杨　顺 河南大学 梁钿钿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赵东歌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付莹新 河南师范大学 刘银萍 河南师范大学

张程昱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小雨 河南师范大学 陈悦纳 河南师范大学

罗林锋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贾雅歌 河南师范大学 高　婧 河南师范大学

张梦颖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潘　颖 河南师范大学 慎玉鑫 河南师范大学

王怡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会娟 河南师范大学 杨家昌 河南师范大学

刘宁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胡潆丹 河南师范大学 张婷婷 河南师范大学

宋怡晴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宋家慧 河南师范大学 张　雨 河南师范大学

郜寅濮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胡雨柯 河南师范大学 李鑫珂 河南师范大学

石倩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辛素雅 河南师范大学 高滋曼 河南师范大学

丁嘉鹏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尹清叶 河南师范大学 陈佳怡 河南师范大学

马烊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邓颖凡 河南师范大学 辛江涛 河南师范大学

曾宝凝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侯卓宏 河南师范大学 邢渊博 河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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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韩好典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赛超 河南师范大学 李　哲 河南师范大学

李　恒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雅楠 河南师范大学 宋新坤 河南师范大学

刘云龙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杨紫菡 河南师范大学 许潇凡 河南师范大学

祁嘉欣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赵金蕾 河南师范大学 岳俊伟 河南师范大学

何宗朔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赵涵莹 河南师范大学 杨茗媛 河南师范大学

王金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雷婷驿 河南师范大学 吴雪珂 河南师范大学

陈怡雯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杨思佳 河南师范大学 上官聪聪 河南师范大学

王奕童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高恩雅 河南师范大学 吴萌萌 河南师范大学

张坤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佩珠 河南师范大学 李倩 河南师范大学

杨　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刘佳鑫 河南师范大学 李俊蓉 河南师范大学

赵一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毛茗铄 河南师范大学 徐明柯 河南师范大学

李京阳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吉利阁 河南师范大学 范亚楠 河南师范大学

李宗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赵雨 河南师范大学 赵丹萍 河南师范大学

任军戌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郭淑娟 河南师范大学 李召旭 河南师范大学

陈鐀蓉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钒星 河南师范大学 王　皓 河南师范大学

郝昊举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文月 河南师范大学 郑千娇 河南师范大学

臧林华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刘晨阳 河南师范大学 李改新 河南师范大学

李　恒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杨梦楠 河南师范大学 雷　静 河南师范大学

辛洁培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文襄 河南师范大学 王苗培 河南师范大学

刘云龙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胡锦超 河南师范大学 刘雯静 河南师范大学

凌占颖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杨坤瀚 河南师范大学 陈亚磊 河南师范大学

宋佳鸽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嘉宁 河南师范大学 丁川鹏 河南师范大学

王　瑾 河南师范大学 胡俊哲 河南中医药大学 朱耀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陈明哲 河南师范大学 崔秋雨 河南中医药大学 王一波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孟慧想 河南师范大学 李梦如 河南中医药大学 张嘉禾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赵涵雅 河南师范大学 赵冬玲 河南中医药大学 王嘉绮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杨淑晴 河南师范大学 李嘉怡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杨若涵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陈子颖 河南师范大学 梁佳慧 河南中医药大学 张　硕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余　露 河南师范大学 王奕伟 河南中医药大学 栗文豪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张智篧 河南师范大学 范书培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李孝忠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刘　莹 河南师范大学 徐嵩鸽 河南中医药大学 刘海锋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雷佳琪 河南师范大学 冯春旭 河南中医药大学 雷舒翔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武秋思 河南师范大学 马艺菲 河南中医药大学 张　翼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嘉静 河南师范大学 徐黛雨 河南中医药大学 禹孟雨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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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李炎霖 河南师范大学 王玉丹 河南中医药大学 封天午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任佳琪 河南师范大学 张默涵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李昱翰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徐含柯 河南师范大学 周子涵 河南中医药大学 张金鹏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封佳欣 河南师范大学 吴梦凡 河南中医药大学 匡梦丹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淼淼 河南师范大学 刘田萌 河南中医药大学 张校银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巧佳 河南师范大学 邱梦红 河南中医药大学 郭美君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陈格格 河南师范大学 袁玉倩 河南中医药大学 尹志豪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耀华 河南师范大学 李蒙星 河南中医药大学 柴锡东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刘秀莹 河南师范大学 闫孜妹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李锦坷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许潇凡 河南师范大学 李向荣 河南中医药大学 黄勃潮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宋新坤 河南师范大学 马　鹭 河南中医药大学 马亚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何梦菲 河南师范大学 孙铭豪 河南中医药大学 宋绍源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张永坤 河南师范大学 巴　怡 河南中医药大学 刘雨霏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孙鹏飞 河南师范大学 王泽茜 河南中医药大学 武港柠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孙泽雨 河南师范大学 严万想 河南中医药大学 朱高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辛江涛 河南师范大学 张钰昌 河南中医药大学 张艺家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蔺浩南 河南师范大学 王琬晴 河南中医药大学 周　涵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张译文 河南师范大学 杨亚可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李娇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王馨珠 河南师范大学 范格格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李东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蔡意祥 河南师范大学 苏佩燕 河南中医药大学 薛　浩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张家龙 河南中医药大学 赵静雅 河南中医药大学 周艺帆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陈晓鸽 河南中医药大学 田蓝图 河南中医药大学 刘园超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韩坤邑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韩旗超 河南工业大学 贾渝杰 河南工业大学

梁乙浩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严峰昌 河南工业大学 晁嘉彬 河南工业大学

郝吉祥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崔　灿 河南工业大学 祁宇轩 河南工业大学

张梦娟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艺涵 河南工业大学 康奇昌 河南工业大学

谢宗劭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谷承霖 河南工业大学 刘炳坤 河南工业大学

李佳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兰金坡 河南工业大学 余金桂 河南工业大学

张新杭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孙梦菲 河南工业大学 路素娟 河南工业大学

周西鹏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石俊飞 河南工业大学 晁嘉彬 河南工业大学

李宗洋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禹紫荷 河南工业大学 曹　原 河南工业大学

刘士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王朋朋 河南工业大学 闫鹏豪 河南工业大学

李　珂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王凯葛 河南工业大学 石锐奇 河南工业大学

杨怡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刘淑贤 河南工业大学 张文阅 河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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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缘新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王军谱 河南工业大学 王东晖 河南工业大学

岳朝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段柯颖 河南工业大学 张冠一 河南工业大学

段昕沛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彭佳楠 河南工业大学 王侦骁 河南科技大学

李林珂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张　涛 河南工业大学 周锦柯 河南科技大学

赵纪元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黄肃雅 河南工业大学 耿姗姗 河南科技大学

刘慧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余云婷 河南工业大学 石晓峰 河南科技大学

王佳宁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王艺斐 河南工业大学 赫连昆雅 河南科技大学

孙勇航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乔子怡 河南工业大学 胡朝旭 河南科技大学

王毅博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葛文豪 河南工业大学 梁雨辰 河南科技大学

王凤娟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孟俊洋 河南工业大学 曹钰哲 河南科技大学

邵雅迪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耿梦梦 河南工业大学 张世豪 河南科技大学

段昕沛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张诗颖 河南工业大学 郭心如 河南科技大学

马景煜 河南工业大学 杨佳豪 河南工业大学 上官甜甜 河南科技大学

张会杰 河南工业大学 杨　萌 河南工业大学 高珊珊 河南科技大学

王杉杉 河南工业大学 周海鑫 河南工业大学 张埔源 河南科技大学

赵豫西 河南工业大学 高怡婷 河南工业大学 孙榜胤 河南科技大学

谷炫 河南工业大学 赵　祚 河南工业大学 陈玉鑫 河南科技大学

董鲁行 河南工业大学 李卓远 河南工业大学 张佳一 河南科技大学

陈天溯 河南工业大学 梁晨琛 河南工业大学 薛文浩 河南科技大学

魏培培 河南工业大学 尹英克 河南工业大学 李俗祥 河南科技大学

尹明玉 河南工业大学 刘　田 河南工业大学 燕世雨 河南科技大学

郭　浩 河南工业大学 程志博 河南工业大学 于嘉维 河南科技大学

赵喜哲 河南科技大学 张　炎 河南科技大学 李孟俐 河南理工大学

赵煜华 河南科技大学 张世浩 河南科技大学 张聪聪 河南理工大学

任飞黄 河南科技大学 李　辉 河南科技大学 杨蕙菡 河南理工大学

刘志方 河南科技大学 张旭都 河南理工大学 黄柯伟 河南理工大学

武秋月 河南科技大学 路亚娜 河南理工大学 周　卓 河南理工大学

李鹏阳 河南科技大学 郭帅鹏 河南理工大学 胡家彬 河南理工大学

陈冠荣 河南科技大学 买龙飞 河南理工大学 王天赐 河南理工大学

武庆林 河南科技大学 马俊岭 河南理工大学 吕自恒 河南理工大学

杨焕新 河南科技大学 郝杨杨 河南理工大学 郭家豪 河南理工大学

梁溢豪 河南科技大学 雷少博 河南理工大学 贺小龙 河南理工大学

宋梦园 河南科技大学 汪靖耀 河南理工大学 张晋溥 河南理工大学

陈镇林 河南科技大学 孙蒙蒙 河南理工大学 白醒昊 河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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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媛媛 河南科技大学 陈鑫昌 河南理工大学 高润龙 河南理工大学

张赛赛 河南科技大学 周顺通 河南理工大学 陈龙祥 河南理工大学

南素兰 河南科技大学 孟彦名 河南理工大学 徐圣鉴 河南理工大学

杨双鲜 河南科技大学 郭旭伦 河南理工大学 杨竣迪 河南理工大学

上官智远 河南科技大学 周　莹 河南理工大学 安真真 河南理工大学

上官秋燕 河南科技大学 徐振朋 河南理工大学 李梦锡 河南理工大学

孙梦娇 河南科技大学 柴　博 河南理工大学 王银航 河南理工大学

李俊雅 河南科技大学 雷均尧 河南理工大学 张东磊 河南理工大学

邵　骞 河南科技大学 孙　鑫 河南理工大学 李玉珂 河南理工大学

岳梦圆 河南科技大学 赵倩倩 河南理工大学 许诺诺 河南农业大学

徐文靖 河南科技大学 李科举 河南理工大学 郝庆鼎 河南农业大学

张笑言 河南科技大学 余林泽 河南理工大学 杨启龙 河南农业大学

李汶育 河南科技大学 李靓靓 河南理工大学 武世龙 河南农业大学

范一航 河南科技大学 李笑添 河南理工大学 黄小龙 河南农业大学

邵金康 河南科技大学 梁国庆 河南理工大学 王帅男 河南农业大学

单新辉 河南科技大学 崔森棵 河南理工大学 徐茹楠 河南农业大学

王月萍 河南科技大学 周柯岐 河南理工大学 王艺巧 河南农业大学

陈宝晨 河南科技大学 王　涵 河南理工大学 杨　帆 河南农业大学

梁家豪 河南科技大学 魏肖羽 河南理工大学 秦玉洒 河南农业大学

沈英龙 河南科技大学 李柯庆 河南理工大学 刘英杰 河南农业大学

王炳灿 河南科技大学 贾朋豪 河南理工大学 郭桐甫 河南农业大学

杨铭邗 河南科技大学 尹晨晓 河南理工大学 李昭坤 河南农业大学

刘心雨 河南农业大学 谢郡亚 河南农业大学 苏晓雅 郑州轻工业大学

史晓婵 河南农业大学 李荣荣 河南农业大学 匡梦瑶 郑州轻工业大学

房智羽 河南农业大学 杨昌林 河南农业大学 汤雯辉 郑州轻工业大学

吕昀灿 河南农业大学 霍梦雨 河南农业大学 侯惠文 郑州轻工业大学

冯靖文 河南农业大学 刘　逍 河南农业大学 王诗容 郑州轻工业大学

陈朝阳 河南农业大学 孙岚琪 河南农业大学 张舒淇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张钰 河南农业大学 张艳玲 河南农业大学 何峥林 郑州轻工业大学

朱琳涵 河南农业大学 岳冰迪 河南农业大学 聂
%

翔 郑州轻工业大学

陈鹏超 河南农业大学 常志豪 河南农业大学 尚孟如 开封大学

李世光 河南农业大学 李秋燕 河南农业大学 焦凤霞 开封大学

张　尧 河南农业大学 王子晗 河南农业大学 秦梦瑶 开封大学

贾铭一 河南农业大学 刘　通 河南农业大学 杨雅淇 开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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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发行 河南农业大学 耿一帆 河南农业大学 郭学文 开封大学

和钰曼 河南农业大学 屈芋龙 河南农业大学 杨向珂 开封大学

关跃磊 河南农业大学 王雨薇 河南农业大学 张永燕 开封大学

王少勋 河南农业大学 杨轶飞 河南农业大学 邢若莹 焦作大学

张桠铌 河南农业大学 刘亦宁 河南农业大学 柯林宏 焦作大学

李佳煊 河南农业大学 姚埸铭 河南农业大学 贾永美 焦作大学

王永洁 河南农业大学 张亚楠 河南农业大学 郑梦璐 焦作大学

赵　旋 河南农业大学 尚帅芳 河南农业大学 裴　芳 焦作大学

王义豪 河南农业大学 刘嘉莉 河南农业大学 孙晟基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焦子涵 河南农业大学 吴梓源 河南农业大学 张朝栋 中国戏曲学院

郑　 河南农业大学 吴丹丹 河南农业大学 宋雨露 北京城市学院

段金焘 河南农业大学 支瑜浩 河南农业大学 陈盈盈 上海立达学院

时子雯 河南农业大学 任春菲 河南农业大学 郝梦珠 上海杉达学院

石彩娟 河南农业大学 潘鹤鸣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李　仪 天津农学院

景冠锋 河南农业大学 任鹏欢 郑州轻工业大学 程　鸣 天津农学院

田势涛 河南农业大学 段志炫 郑州轻工业大学 王琪琪 天津天狮学院

张东雪 河南农业大学 冉柯一 郑州轻工业大学 刘兴屿 黑龙江财经学院

王意菲 河南农业大学 赵梓萌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张梓扬 黑龙江工程学院

郭倩倩 河南农业大学 曹文棋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张晓钰 黑龙江工业学院

孟圣博 河南农业大学 沈梦娟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张蕙霖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周桂羽 河南农业大学 王晨雨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张晓斌 吉林动画学院

邱　骏 河南农业大学 魏鹏博 郑州轻工业大学 高明远 吉林工商学院

徐一博 吉林化工学院 李嘉仪 广东理工学院 侯宗甫 河南警察学院

景　鑫 吉林化工学院 闫俞合 广西财经学院 王世亮 河南警察学院

刘世豪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李明栩 广西科技大学 魏仁鹏 河南警察学院

常文艳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朱云龙 广西师范学院 王　? 河南警察学院

杨　杰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张若楠 福建工程学院 屈茹雪 河南警察学院

张玉果 辽宁科技学院 刘瑞杰 福建工程学院 余京琛 河南警察学院

窦林晓 辽宁科技学院 褚建任 福建江夏学院 王世亮 河南警察学院

赵芯蕊 辽东学院 李明晓 福建警察学院 周旭鸽 河南科技学院

许淑媛 辽东学院 张艺贝 四川传媒学院 许尚雯 河南科技学院

张金源 山东华宇工学院 赵岳锋 四川理工学院 贺帅磊 河南科技学院

尚子优 山东华宇工学院 魏佳宁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王舜尧 河南科技学院

杨延鑫 山东交通学院 刘栋梁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刘东竹 河南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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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陈好好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邹克天 河南科技学院

王赛男 山东现代学院 李云鹏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刘赛佳 河南科技学院

陈　静 山西传媒学院 黄冠通 华北科技学院 陈勇吉 河南科技学院

孙晨航 山西能源学院 周瞡浩 华北科技学院 王嘉铭 河南科技学院

邵润森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李驿科 华北科技学院 王诗涵 河南科技学院

贾永嘉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罗佳雯 华北科技学院 杨印洲 河南科技学院

王　捷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王宝业 海南医学院 苏亚丹 河南科技学院

叶冠杰 安徽科技学院 雷佳语 甘肃政法学院 支炳森 河南科技学院

韩冰鑫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赵顺凯 赣南医学院 韩景媛 河南科技学院

李娟娟 江苏理工学院 邢淼涵 黄淮学院 马俊淇 河南科技学院

张跃祥 湖北工程学院 张　涵 黄淮学院 赵梦尧 河南科技学院

肖梓华 湖北工程学院 马豪迪 黄淮学院 吴　桐 河南科技学院

聂文雅 湖北工程学院 李格宇 河南警察学院 崔豪杰 河南科技学院

王峰磊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王翔玉 河南警察学院 樊原豪 河南科技学院

赵静雅 湖北文理学院 吕金璐 河南警察学院 高启航 河南科技学院

吕百康 湖北医药学院 刘亚轩 河南警察学院 杜圆璞 河南科技学院

肖鹏元 湖南城市学院 姬　 河南警察学院 杨晓鹏 河南科技学院

孙源锋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王帅举 河南警察学院 牛梦娇 河南科技学院

苏逸云 浙江传媒学院 王　晨 河南警察学院 徐舒羽 河南科技学院

杨　帆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孙瑞飞 河南警察学院 程万鹏 河南科技学院

高晓辉 广东东软学院 陶怡蒙 河南警察学院 王鑫蕊 河南科技学院

杨　浦 广东理工学院 杜其嘉 河南警察学院 张田田 河南科技学院

杨梦迪 河南科技学院 张育博 河南城建学院 杨静雅 河南工程学院

王雅欣 河南科技学院 孙怡然 河南城建学院 郭闻鸽 河南工程学院

郑佳楠 河南科技学院 梁广宽 河南城建学院 岳俊言 河南工程学院

孙梓怡 河南科技学院 李书豪 河南城建学院 吴明慧 河南工程学院

姚文卓 河南科技学院 刘一博 河南城建学院 苗英豪 河南工程学院

李鹏程 河南科技学院 陈莹莹 河南城建学院 和鑫豪 河南工程学院

杨正儒 河南科技学院 姚征林 河南城建学院 田树琦 河南工程学院

徐元培 河南科技学院 宋香玉 河南城建学院 南欣博 河南工程学院

詹喜娟 河南科技学院 张时可 河南城建学院 李宗宇 河南工程学院

刘人云 河南科技学院 王凯旋 河南城建学院 赵旭程 河南工程学院

黄少凡 河南科技学院 王贝宁 河南城建学院 牛凯宁 河南工程学院

张雪倩 河南科技学院 霍昱莹 河南城建学院 冯瑞照 河南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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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邱上进 河南科技学院 刘一铭 河南工程学院 刘金业 河南工程学院

汪家辉 河南科技学院 和鑫豪 河南工程学院 李江龙 河南工程学院

王菲菲 河南科技学院 田树琦 河南工程学院 陈喜奎 河南工程学院

支炳森 河南科技学院 铁峰瑗 河南工程学院 陈钰彬 河南工程学院

苏亚丹 河南科技学院 袁家宏 河南工程学院 李帅鑫 河南工程学院

郭真真 河南科技学院 蒋远哲 河南工程学院 全奕曼 河南工程学院

冯高科 河南科技学院 郝靖宇 河南工程学院 杨科鸣 河南工程学院

高梦玉 河南科技学院 马亚坤 河南工程学院 张启康 河南工程学院

张万良 河南科技学院 刘忠权 河南工程学院 杜育潼 河南工程学院

郭世龙 河南科技学院 段天磊 河南工程学院 刘丰睿 河南工程学院

郭思宇 河南科技学院 付慧茹 河南工程学院 王子乾 河南工程学院

李昆明 河南城建学院 靳静雅 河南工程学院 席　惯 河南工学院

李泰峰 河南城建学院 李钰冰 河南工程学院 王　媛 河南工学院

曾文科 河南城建学院 郭书豪 河南工程学院 张明珠 河南工学院

王俊潇 河南城建学院 李显峰 河南工程学院 张丽娜 河南工学院

尹一帆 河南城建学院 陈佳宁 河南工程学院 张　艳 河南工学院

梁心暖 河南城建学院 淡冠杰 河南工程学院 杜子涵 河南工学院

曹路路 河南城建学院 陈俊帆 河南工程学院 候晓华 河南工学院

郑德彬 河南城建学院 肖梦瑶 河南工程学院 宋自文 河南工学院

张金翼 河南城建学院 刘婧茹 河南工程学院 陈鹏升 河南工学院

蔺菲菲 河南城建学院 田孜洋 河南工程学院 崔志明 河南工学院

崔圣洁 河南城建学院 许明珠 河南工程学院 叶钰锦 河南工学院

齐学聪 河南工学院 王胜武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邢淼涵 黄淮学院

郝豪强 河南工学院 王伊佳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张　涵 黄淮学院

上官晨光 河南工学院 靳然绘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蔺子俊 三明学院

李婉馨 河南工学院 郭飒飒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李顺鹏 三明学院

王　媛 河南工学院 安笑乐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宋佳慧 三明学院

田金玉 河南工学院 魏欢欢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汤　硕 三亚学院

李方飙 河南工学院 马文博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赵子杭 莆田学院

李亚新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雷雅凝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吴　桐 莆田学院

刘丹丹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张樱凯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赵德桂 莆田学院

毛晶晶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周怡君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侯子瑜 厦门理工学院

王树宁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李亚新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吴欣雨 厦门理工学院

张翼航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刘丹丹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杨喜豪 衢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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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杨　婷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孙自鹏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高宾艳 衢州学院

许丰飒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张振江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郭婧
&

沈阳城市学院

李　萌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张英晓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李潇楠 沈阳工程学院

王滋翰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徐姣艳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赵文朝 沈阳科技学院

付楠冰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王柄茜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杨　迪 沈阳工学院

梁萌柯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鲁淑梦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李超想 台州学院

郝子原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石梦晓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陈明瑶 太原学院

杜奕蓉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刘　晗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刘　淼 泰州学院

王德方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王海营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许毓秀 唐山师范学院

叶绿慧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郑茜元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燕钰珠 唐山学院

程相磊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金戈君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高嘉良 铁道警察学院

刘采慧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石孟可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乔泽源 通化师范学院

李鲁姣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韩淼森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张显篧 通化师范学院

朱金超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张番雅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孙鹏翔 潍坊学院

段炳权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刘玫孜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杨智奥 文山学院

刘　冰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王浩澜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冯薇玮 梧州学院

赵梦轲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李　想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陈佳文 武昌首义学院

张嘉仪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贺鹏远 黄淮学院 赵明昭 武汉东湖学院

王同乐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史晓东 黄淮学院 梅延鹏 武汉工商学院

王雪倩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陈星宇 黄淮学院 余　洋 武汉晴川学院

乔欣雅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刘亚坤 黄淮学院 徐逸飞 武汉学院

王淑淇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张笑凡 黄淮学院 华　晴 西安航空学院

王富甲 西安航空学院 宋润可 承德医学院 董　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刘云斐 西安思源学院 张　羽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姚博文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张卓玺 西安思源学院 辛宗浩 大庆师范学院 徐庆浩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林梦茹 西安外事学院 宋向荣 大庆师范学院 李增召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林录糰 忻州师范学院 李绿玉 大庆师范学院 高　毓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曲科通 徐州工程学院 娄雅超 德州学院 郭子瑜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李艺华 烟台南山学院 申旭峰 防灾科技学院 杨飒飒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杨圆辉 烟台南山学院 李嘉良 防灾科技学院 陈文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王梦圆 伊犁师范学院 张家瑶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郑一丹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段佳怡 宜春学院 郭艳玉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杨帅超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李志东 营口理工学院 李雪宜 桂林旅游学院 张明明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曹耀文 长春工程学院 张靖宇 哈尔滨金融学院 贾家强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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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李钊仰 长春工程学院 郑摩西 哈尔滨金融学院 罗亚榧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李冠洲 长春科技学院 侯亚超 哈尔滨金融学院 秦金科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景跃珍 长江师范学院 张路琳 哈尔滨金融学院 张家豪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李志坤 齐鲁师范学院 曹泽工 哈尔滨石油学院 赵久亨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赵旭烨 齐齐哈尔医学院 程传宝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郭家旗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孙佳鑫 泉州师范学院 王　洁 杭州医学院 吕梦奇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金帅军 南宁学院 王梦瑶 合肥师范学院 张晓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刘博文 荆楚理工学院 周豪男 贺州学院 马子睿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祝艺薇 济宁医学院 柴树林 淮阴工学院 胡喜凤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张雪祯 济宁医学院 袁露鑫 淮阴师范学院 李雪珍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王世全 昆明学院 张朋佳 淮阴师范学院 王丽恒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李怀斌 兰州工业学院 马慧琳 黄冈师范学院 谢颖洁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刘紫云 丽水学院 李青平 黄冈师范学院 张晋宁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胡松晓 丽水学院 王斯雅 黄冈师范学院 李梦雨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张　震 丽水学院 柴树藩 宁德师范学院 刘笑杞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张松沛 牡丹江师范学院 张剑飞 宁德师范学院 刚代毅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周雨瑶 保定学院 李坪娱 宁夏理工学院 胡幸军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叶傲霜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姚培扬 宁夏理工学院 温迦南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陈学帅 昌吉学院 付孟凯 宁夏理工学院 吴一凡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郭珂君 常熟理工学院 毛梦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刘权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杨顺鑫 常熟理工学院 周朴凡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宋昊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李梦清 巢湖学院 袁续强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高兆基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杨斐兰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王炳杰 郑州师范学院 李义乐 信阳学院

姚琳琳 郑州轻工业学院 孟　真 郑州师范学院 刘　洁 信阳学院

贾孟飞 郑州轻工业学院 高文怡 郑州师范学院 宋梓涵 信阳学院

王婧哲 郑州轻工业学院 王子文 郑州师范学院 徐艳艳 信阳学院

孟子昂 郑州轻工业学院 吴梦姣 郑州师范学院 王钰焓 信阳学院

张棋森 郑州轻工业学院 赵艳艳 郑州师范学院 康晓慧 信阳学院

杨力维 郑州轻工业学院 牛得草 郑州师范学院 王金龙 信阳学院

侯延钊 郑州轻工业学院 张鹏昊 郑州师范学院 杨晓雨 信阳学院

李　凯 郑州轻工业学院 孙政基 中原工学院 赵园园 南阳理工学院

郭　铭 郑州轻工业学院 王文龙 中原工学院 岳润松 南阳理工学院

姚琳琳 郑州轻工业学院 刘碧波 中原工学院 陈　颖 南阳理工学院

闫梦洋 郑州师范学院 霍柯名 中原工学院 杨癑辉 南阳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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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李宁馨 郑州师范学院 马晓雨 中原工学院 牛子豪 南阳理工学院

王　晴 郑州师范学院 叶怡彤 中原工学院 崔鹤也 南阳理工学院

薛玉钰 郑州师范学院 曹睿枞 中原工学院 段佳祥 南阳理工学院

赵怡珠 郑州师范学院 陈佳航 中原工学院 王小龙 南阳理工学院

朱扬帆 郑州师范学院 李篧龙 中原工学院 赵坤朝 南阳理工学院

陈金涛 郑州师范学院 程金朴 中原工学院 于桦楠 南阳理工学院

孙静静 郑州师范学院 陈明珠 中原工学院 赵宝权 南阳理工学院

李函笑 郑州师范学院 刘原坪 中原工学院 张家瑞 南阳理工学院

孙殿钦 郑州师范学院 柴文静 中原工学院 刘冰冰 南阳理工学院

黄玉滢 郑州师范学院 魏　? 中原工学院 赵笑一 南阳理工学院

张梦圆 郑州师范学院 吕武桢 中原工学院 王依芸 南阳理工学院

曹鑫彤 郑州师范学院 石颖颖 中原工学院 李若彤 南阳理工学院

李松雅 郑州师范学院 朱榕康 中原工学院 张小龙 南阳理工学院

刘一楠 郑州师范学院 巴晓峰 中原工学院 司龙飞 南阳理工学院

宋萌瑶 郑州师范学院 王英迪 中原工学院 罗时雨 南阳理工学院

高子涵 郑州师范学院 闫凯露 中原工学院 史新宇 南阳师范学院

张恩惠 郑州师范学院 金艺琳 中原工学院 李保家 南阳师范学院

李晓路 郑州师范学院 薛佳怡 信阳学院 吴倩楠 南阳师范学院

王晓灿 郑州师范学院 史珍珠 信阳学院 逯晨语 南阳师范学院

蔡淋淋 郑州师范学院 张桢艺 信阳学院 高梦欣 南阳师范学院

闫梦洋 郑州师范学院 李美霖 信阳学院 王明亮 南阳师范学院

刘璐璐 郑州师范学院 彭浩浩 信阳学院 吴雪莲 南阳师范学院

许佳烨 南阳师范学院 赵恩慧 周口师范学院 赵琳莎 安阳师范学院

郭子琳 南阳师范学院 何佳琰 周口师范学院 张　雨 安阳师范学院

景雨梦 南阳师范学院 杨明语 周口师范学院 罗浩方 安阳师范学院

徐丹丹 南阳师范学院 吴金俸 周口师范学院 齐韩娇 安阳师范学院

李世茹 南阳师范学院 王一均 周口师范学院 赵婧旭 安阳师范学院

谷金泉 南阳师范学院 姜梦翔 周口师范学院 李钲园 安阳师范学院

李京霖 南阳师范学院 范艳沛 周口师范学院 王　妞 安阳师范学院

袁腾飞 南阳师范学院 许家荟 周口师范学院 燕朝霞 安阳师范学院

詹理想 南阳师范学院 张婉怡 周口师范学院 李雪倩 安阳师范学院

李玉印 南阳师范学院 邓晓慧 周口师范学院 沈元明 安阳师范学院

吕婷婷 南阳师范学院 王诗永 安阳工学院 冯一帆 安阳师范学院

张皓璞 南阳师范学院 上官梓佳 安阳工学院 李佳凌 安阳师范学院

１６１人　物　



　续表１９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朱樱颖 南阳师范学院 高梦雨 安阳工学院 李柏璇 安阳师范学院

李嘉璐 南阳师范学院 贾智卓 安阳工学院 刘妍青 安阳学院

许子涵 南阳师范学院 郭亚洲 安阳工学院 王建鹏 安阳学院

李豪娟 南阳师范学院 陈　铮 安阳工学院 姚文浙 安阳学院

狄佳璐 南阳师范学院 段雅霖 安阳工学院 王文语 安阳学院

吴雪莲 南阳师范学院 孙婉鑫 安阳工学院 张蒙雨 安阳学院

高梦欣 南阳师范学院 白一涵 安阳工学院 胡静仪 安阳学院

王明亮 南阳师范学院 雷慧文 安阳工学院 樊鑫歌 安阳学院

许佳烨 南阳师范学院 闫盼晓 安阳工学院 张　甫 安阳学院

郭子琳 南阳师范学院 李鹏森 安阳工学院 孙子涵 安阳学院

刚霜平 南阳师范学院 雷世豪 安阳工学院 周世豪 安阳学院

王玲玲 南阳师范学院 张梦倩 安阳工学院 刘甜甜 安阳学院

李一凡 周口师范学院 王娣篧 安阳工学院 王明卓 安阳学院

范存钊 周口师范学院 王舒慧 安阳工学院 马铭珂 安阳学院

叶恒禄 周口师范学院 周文硕 安阳工学院 杨彦旭 安阳学院

陈亚楠 周口师范学院 李怡华 安阳工学院 李靖彤 安阳学院

李信儒 周口师范学院 韩燕清 安阳工学院 王建鹏 安阳学院

孙梓纹 周口师范学院 刘又萌 安阳工学院 王海洋 安阳学院

李云昊 周口师范学院 张温玉 安阳工学院 张梓萌 许昌学院

孔文静 周口师范学院 谢冰艳 安阳工学院 马俊超 许昌学院

李素素 周口师范学院 马环珠 安阳师范学院 杜俊果 许昌学院

刘轶漫 周口师范学院 李彦娇 安阳师范学院 袁文强 许昌学院

秦基文 许昌学院 王　萌 商丘工学院 刘鹏丽 商丘师范学院

王一鸣 许昌学院 许中坤 商丘工学院 冯玉茹 商丘师范学院

王江林 许昌学院 朱新旭 商丘工学院 徐乐菲 商丘师范学院

李松佳 许昌学院 王　源 商丘师范学院 田　凯 商丘师范学院

赵文博 许昌学院 董帅兵 商丘师范学院 李笑荷 商丘师范学院

燕起样 许昌学院 华一颖 商丘师范学院 郑晓明 商丘师范学院

张净雨 许昌学院 刘伯佳 商丘师范学院 李佳音 商丘师范学院

宋依桐 许昌学院 李雨璐 商丘师范学院 智文凤 商丘师范学院

程盟迪 许昌学院 全笑微 商丘师范学院 郭彬彬 商丘师范学院

辛坤哲 许昌学院 慎朵朵 商丘师范学院 王欣茹 商丘师范学院

齐东梅 许昌学院 肖诺冰 商丘师范学院 陈梦怡 商丘师范学院

李初贝 许昌学院 张静豫 商丘师范学院 候莹莹 商丘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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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０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杜嘉鑫 许昌学院 王艺霏 商丘师范学院 刘家琳 商丘师范学院

张梓萌 许昌学院 刘彩笛 商丘师范学院 吴倚萍 商丘师范学院

马俊超 许昌学院 李欣欣 商丘师范学院 李梦涵 商丘师范学院

邢辰辰 许昌学院 魏　楠 商丘师范学院 李怡霖 商丘师范学院

杨博文 许昌学院 朱慧青 商丘师范学院 全笑微 商丘师范学院

王鸿朴 许昌学院 李迦南 商丘师范学院 慎朵朵 商丘师范学院

李润怡 商丘工学院 刘佳伦 商丘师范学院 张耀魁 商丘师范学院

金彦君 商丘工学院 王怡博 商丘师范学院 宁璐瑶 商丘师范学院

孙小龙 商丘工学院 张思雨 商丘师范学院 程超凡 商丘学院

王佳男 商丘工学院 代子轩 商丘师范学院 顾员熙 商丘学院

刘佳栋 商丘工学院 王海洋 商丘师范学院 翟梦聃 商丘学院

李明豪 商丘工学院 胡佳洛 商丘师范学院 孙帅鑫 商丘学院

黄宝鑫 商丘工学院 李妍妍 商丘师范学院 王舒漩 商丘学院

赵志北 商丘工学院 潘秋瑾 商丘师范学院 杨婷婷 商丘学院

秦欢欢 商丘工学院 李雨洁 商丘师范学院 冯添水 商丘学院

刘子媛 商丘工学院 周恩凤 商丘师范学院 张家旭 商丘学院

郭子义 商丘工学院 崔钊祥 商丘师范学院 赵港昌 商丘学院

张笑寒 商丘工学院 刘静静 商丘师范学院 刘亚博 商丘学院

吕依娜 商丘工学院 丁已娟 商丘师范学院 张鑫培 商丘学院

王雪颖 商丘工学院 李　宁 商丘师范学院 高伊净 商丘学院

芦俊琳 商丘工学院 冯玉萍 商丘师范学院 曹凯旋 商丘学院

何旭辉 商丘工学院 魏钰皎 商丘师范学院 张亚超 商丘学院

崔莹莉 商丘学院 翟梦琳 平顶山学院 朱可佳 新乡医学院

翟颖颖 商丘学院 赵林林 平顶山学院 乔俊琪 新乡医学院

肖诺冰 商丘学院 王红阳 平顶山学院 匡一鸣 新乡医学院

卢田甜 商丘学院 程佳音 平顶山学院 史怡晓 新乡医学院

杨　灿 商丘学院 刘云龙 平顶山学院 马梦甜 新乡医学院

郝金宝 商丘学院 贾伦源 平顶山学院 刘家琪 新乡医学院

孔梓钰 平顶山学院 齐培琳 平顶山学院 林果丰 新乡医学院

赵林林 平顶山学院 师婧颖 平顶山学院 陈隆欣 新乡医学院

芦惜雨 平顶山学院 孙矗晶 平顶山学院 贾曜临 新乡医学院

尹光普 平顶山学院 王旭豪 平顶山学院 王明宇 新乡医学院

李梦芹 平顶山学院 秦钰涵 新乡医学院 刘甜甜 新乡医学院

焦流源 平顶山学院 李璐菡 新乡医学院 张树郁 新乡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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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１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郑梦佳 平顶山学院 杨逢阳 新乡医学院 王嘉鑫 新乡医学院

刘俊兰 平顶山学院 宋东佳 新乡医学院 董旭涵 新乡医学院

胡攸泓 平顶山学院 杨智斐 新乡医学院 张怡萌 新乡医学院

邓茜培 平顶山学院 冯兴荣 新乡医学院 刘塬恒 新乡医学院

陈振宇 平顶山学院 李会枝 新乡医学院 杨英豪 新乡医学院

王嘉轩 平顶山学院 郭天雨 新乡医学院 加恩伯 新乡学院

李晓昂 平顶山学院 李紫枫 新乡医学院 张璐瑶 新乡学院

郝泽选 平顶山学院 赵　楠 新乡医学院 淡文静 新乡学院

刘锦涛 平顶山学院 张家凡 新乡医学院 李沛直 新乡学院

常珂婧 平顶山学院 周子媛 新乡医学院 肖伟东 新乡学院

孙宝玲 平顶山学院 王凤祥 新乡医学院 李建林 新乡学院

刘校宗 平顶山学院 张孜欣 新乡医学院 赵嘉琦 新乡学院

张德睴 平顶山学院 贾子露 新乡医学院 邵盼格 新乡学院

张　涵 平顶山学院 刘书君 新乡医学院 师晨光 新乡学院

周丽航 平顶山学院 郝　蕾 新乡医学院 石炳泉 新乡学院

王春晓 平顶山学院 王伟宇 新乡医学院 王紫嫣 新乡学院

刘佳鑫 平顶山学院 石美琳 新乡医学院 李静雯 新乡学院

胡俊阳 平顶山学院 郭格格 新乡医学院 朱子涵 新乡学院

周虹吉 平顶山学院 邵姜陶 新乡医学院 周晓静 新乡学院

任怡颖 平顶山学院 周晓龙 新乡医学院 陈跃佳 新乡学院

孙成家 平顶山学院 李心雨 新乡医学院 崔早阳 新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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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中共鲁山县委员会

工作综述

２０２０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艰巨
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重冲击，中共鲁山县委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

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团结带领全县干

部群众，众志成城抗击新冠疫情，齐心协力落

实 “六稳” “六保”，坚定不移推进 “十大任

务”，全力以赴决胜脱贫攻坚，在大战大考的特

殊年份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经受了重重困难

考验、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鲁山县荣获国家

卫生县城、全国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成效明显县、河南省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

示范县、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危房改造工作受到国务院激励表彰。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

深走心走实。坚持带头深学，把准政治方向。县

委常委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常委会会

议 “第一议题”，７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２０次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及时跟进学习习总书

记重要讲话，守好理论学习主阵地。县委领导

进党校讲课和下基层宣讲形成制度常态，做到

以讲带学、以研促学，持续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牢牢把

握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

当，打造坚强领导集体。抓好理论武装，强化思

想引领。坚持以党校教育为主体，以 “学习强

国”为平台，以党员集中学习日为抓手，推进

基层理论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开展好

“万名党员进党校”活动，用好红色教育基地，

开展教育培训３０余期８４００余人次。多次邀请省
市专家学者作辅导报告，举办各类理论宣讲活

动３６０余场，培训党员干部４８万余人次。“学
习强国”平台新增党员群众１６万名，多方式举
办知识竞赛，推动党的科学理论 “走进寻常百

姓家”。注重转化运用，做到学以致用。深入学

习调研、思考谋划，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

持 “四个着力”、打好 “四张牌”、县域治理

“三起来”等重大要求，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

着力强调的大事要事，省委、市委的安排部署，

转化为推动鲁山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思路、务实

举措和发展成效。对习近平总书记紧盯不放的

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重大事项，细化任务，明

确责任，加强督查，确保落地落实。

组织动员全县力量，全力打好事关全局的

大仗硬仗。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县经济平

稳运行。面对年初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

高规格成立防控指挥部，迅速组织动员全县干

部群众紧急响应，认真落实 “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首位，以最快速

度实现本地病例、疑似病例、新增病例全面清

零。紧急动员医疗物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洁

利康公司在疫情期间调拨武汉防疫物资５２３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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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来函

致谢。全县 ９个先进集体、３个先进基层党组
织、２７名先进个人荣获省市表彰。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台工业、农业等６个
方面７０余条政策措施，落实 “六稳” “六保”

任务，主要经济指标逐季好转，实现平稳运行。

预计全年生产总值增长３５％，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９％，全市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６％，
全市第二；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１２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６％，全市第一。
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脱贫质量巩固提高。坚

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

盯年度减贫目标，坚持县领导联乡包村包户、

帮扶工作队结对帮扶、第一书记全身心投入的

“三位一体”全覆盖帮扶机制，实行战区管理、

战令推进、专班督导，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

实、工作落实，剩余５个贫困村、４５１２户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 “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面解

决，如期实现脱贫摘帽。鲁山县先后代表河南

省迎接全国脱贫摘帽县抽查验收、国家易地扶

贫搬迁核查、全国脱贫攻坚成效年度考核等，

受到高度评价。探索的普查现场登记 “一问二

看三查四核五审六报”六步工作法，得到国务

院扶贫办的肯定。县扶贫办被省委、省政府推

荐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打好创卫创文持

久战，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连年把创建国

家卫生县城、文明县城作为全县中心工作，纳

入责任目标管理，加大投入、压实责任、严格奖

惩，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全

民行动的创建工作格局。完成振兴路南段拓宽

改造、向阳路北段改造、南环路铺油、向阳路南

段绿廊景观建设等城区主干道提升工程。累计

硬化背街小巷道路２４１条，构建外联内畅城市路
网体系；新建生态公厕１６座，改造升级２２座，
新建垃圾中转站５座；投资５５亿元，建成投用
１５个公园游园。持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深入
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志愿者服务、 “我们的

节日”等文明创建系列活动，推进城市硬件建

设、公共卫生、环境秩序、文明程度全面提升，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顺利通过省级文明县

城到届复审。团城乡、下汤镇荣获 “国家卫生

乡镇”。团城乡和团城乡鸡冢村荣获 “全国文明

村镇”。打好生态保护攻坚战，自然环境优化提

升。加速推进沙河生态修复，滨河公园建成投

用，沿河景观带和城区两级橡胶坝蓄水工程等

正在按计划推进，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沙河初步显现，日益成为人民群众健身休闲观

光游玩好去处。完善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持

续开展 “清四乱、清河行动”和水污染整治，

将相河水污染治理基本完工、三里河综合治理

全面启动、大浪河治理拉开序幕，全县水质综

合达标率８２１％，高于市定目标。强化工业企
业治污减排，ＰＭ１０、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均同比下降，
全年优良天数２９２天、全市第一。强化农药包装
废弃物和废弃农膜回收治理，超额完成市定回

收治理率目标。完成新造林５１万亩，森林抚育
１１万亩，打造精品廊道绿化工程３０余处，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打好景区品牌保卫战，顺利通

过国家验收。严格对照整改标准和要求，制定

整改台账，强化督促检查，强力推进尧山５Ａ级
旅游景区和温泉旅游度假区整改提升工程。筹

措资金１３亿元，改造绿化沿线道路，完善旅游
服务设施，更新标识标牌，改善经营环境，丰富

旅游产品，景区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顺利通过国家文旅部检查验收。

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坚持把招商选资和项

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 “一号工程”，围绕

装备制造主导产业聚链、强链、补链，完善

“四张图谱”、推进 “四个拜访”，多措并举，多

点发力，全过程跟踪服务、协调推进。共签约大

地集团民宿群、百万千瓦新能源 （储能）示范

基地等项目６２个、金额５４５亿元。实际利用省
外资金１７５亿元，圆满完成市定年度目标。全年
确定重点项目１０４个，总投资６００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１６２２亿元，实际投资１７１３亿元，市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１５６４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１４９６％。郑西高速尧山至栾川段建成通车。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引进世邦集团、清研鲁山科

创中心等装备制造类企业９家。防疫物资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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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入驻龙头企业２家，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等
生产企业２６家。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光伏发电
１７９兆瓦、风力发电３７４兆瓦，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及生物质热电联产发电 ４２兆瓦，装机容量
１３００兆瓦花园沟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启动，以装
备制造为主导、四大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

逐步形成。加快发展文化旅游。立足旅游文化

资源优势，积极顺应文化旅游发展新形势新要

求，强力谋划推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

加紧推进花瓷小镇、鲁山之窗、七夕文化产业

园等重大文旅项目，花瓷小镇１５栋商业区主体
完工，鲁山之窗项目完成一期展厅和配套住宅

楼建设；持续推进农家乐提档升级，新评定星

级农家乐１２６家，建设赵村镇桑盘、四棵树乡黄
沟、团城乡清水河３处民宿集群，大力发展多彩
田园、休闲采摘等沟域旅游，打造特色鲜明的

乡村旅游品牌。持续开展旅游沿线环境整治，

拆除违章建筑２８栋，完善旅游设施标识，推进
道路、交通、环境全面规范提升。加大宣传营销

力度，成功承办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五届

第七次理事会”，举办 “温泉旅游文化节” “杜

鹃花节”“丰收节”等重大文旅活动，持续叫响

鲁山旅游品牌。全年接待游客１２３５万人次，旅
游收入３７２亿元。下汤镇被评为省特色生态旅
游示范乡镇，松垛沟村被评为省乡村旅游特色

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荣获 “中原文旅融合

突出贡献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认真落实粮

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坚持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全年粮食总产量达２４４５万吨。依托区域
特色农产品，着力打造 “中原蓝莓第一县”“中

原香菇第一县”。全县食用菌种植３６亿袋、酥
梨１０万亩、葡萄３万亩、蓝莓１万余亩，畜禽
存栏量４００余万头。整合资金１０００万元，打造
生态循环农业和休闲观光乡村振兴示范带２条。
成功创建 “省级食用菌特色优势区”“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 （香菇）标准化生产基地”。马楼乡被

农业农村部纳入 ２０２０年全国产业强镇示范点。
“露峰山葡萄” “五里岭酥梨”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认证。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城

乡一体垃圾清运体系，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和厕所革命，实施精品廊道绿化工程，创

建 “五好”公路，乡村面貌明显转变。鲁山县

张良镇杨李沟村、四棵树乡黄沟村荣获全省健

康村庄。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牢固树立 “营商

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理念，全面落实 “亲”

“清”要求，坚持讲政治站位、讲职业道德、讲

能力水平，切实像抓脱贫攻坚一样抓实体经济、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企业、像支援前线

一样支持企业发展，竭尽所能解决企业发展难

题。严格落实县级领导干部联系困难企业制度，

带头深入企业调研走访、协调解决问题。全面

推进 “放管服”改革，做到线下 “一窗受理”、

线上 “一网通办”，线上线下 “最多跑一次”。

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减少８５％，材料提交减
少３０％，登记时间压缩到１个工作日内，实现
了快入准营、退出便利、网上可办。公开政府部

门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让办事程序公开透明。

连年开展县直单位服务企业满意度评议，对排

名靠前的优先提拔重用，排名靠后的在评先评

优中一票否决，形成了大抓营商环境的鲜明导

向和浓厚氛围。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局

面。支持人大政协依法履职。召开县委人大工

作和县委政协工作会议，出台 《关于加强新时

代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强化人

大、政协党组在工作中的政治领导地位。切实

支持人大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依法行使

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支持人民政协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充分发挥政协组织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

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高质量发展、招商选资、

脱贫攻坚等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视察调

研，为推动重大任务落实凝聚共识、献策出力。

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定期向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就重大问题听

取党外人士意见建议。开展民营经济 “两个健

康”提升行动和 “一联三帮”保企稳业专项行

动，开展教育培训 ６００多人次，帮助企业贷款
３９亿余元。注重发挥统一战线 “法宝”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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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民主党派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

政治协商职能，广泛凝聚发展力量。持续开展

好 “百企帮百村”“光彩助学”等活动，捐赠抗

疫物款６７７万余元，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２
万余个，资助贫困学生４３８名、１４２９万元。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

助和谐民族关系。持续巩固宗教治理成果，推

进宗教治理由治标向治本深化。建立党外代表

人士数据库，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

港澳台侨和海外统战工作。县侨联荣获 “全国

侨联系统助力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琴台街道成

功创建 “省级侨胞之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县。

健全完善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制度措施，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完善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全县党政机关

普遍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

提高决策质量。坚持以 《宪法》《民法典》为重

点，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举办普法活动４０
余次、法制讲座８２场次，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社
会氛围更加浓厚。

坚持守正创新，全面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

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健全完善风险

排查、预警提示、网络舆情分级响应、突发舆情

应急处置机制。定期听取意识形态工作汇报，

研判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问题。深入开展

“清源”“固边”“护苗”“净网”等专项行动，

严格落实网上舆情监测机制，持续优化网络生

态环境。推进扫黄打非进基层行动常态化，对

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和网络有害信息严密查处、

清缴整治，从源头控制信息流通，全县意识形

态领域总体平稳可控。着力激发团结奋进主旋

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

续深化 “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选树

“可亲可敬可学”的 “最美人物”，更好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和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深入开展 “一约五会”等移风易俗活

动，持续推进 “好媳妇” “新乡贤” “文明家

庭”等评选，试行星级文明户认领制，涵养社

会正气、促进乡风文明。围绕 “决胜决战”和

“疫情防控”重大主题，深入开展 “脱贫攻坚决

战时”“我身边的小康” “全面小康殷实家园”

等主题宣传和百姓访谈活动，挖掘先进人物，

宣传典型事迹，弘扬主旋律，凝聚干事创业、奋

发作为强大正能量。编发 《鲁山简报》１２７期，
制播 《天南地北鲁山人》２３９期。鲁山县融媒体
中心荣获全省优秀等次。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

制，定期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持续加强对外

宣传，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河南日报等主

流媒体刊发我县稿件１１万余篇 （条）。深入推

进文化繁荣发展。多功能图书馆及科创服务中

心开工建设。各乡镇图书文化分馆挂牌成立，

５２３个 “农家书屋”更新图书。成功举办第四届

世界汉字节、中国鲁山端午节、七夕节、墨子诞

辰２５００年等系列文化活动，持续提升鲁山文化
知名度和影响力。开展 “送戏下乡”“舞台艺术

送基层” “戏曲进校园”等惠民演出３００余场
次，公益放映电影５６００余场次。加强文化传承
保护，鲁山花瓷烧制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豫陕鄂军政大学旧址被确定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仙人洞遗址取得重大考古

发现。

坚持人民至上，倾心尽力保障改善民生。

加快发展民生事业。投入资金４亿多元，新改建
７条干线公路，完成石林路、尧迎路、尧山温泉
旅游度假区道路改扩建等农村公路道路建设项

目１００千米。新建、改扩建幼儿园３所、中小学
７９所，启动向阳中学等３所学校建设，通过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省级验收。县人民医院

新院区投入使用，中医院二期加紧建设，加快

推广云上智能诊疗，持续改善乡村医疗条件。

新增农民工返乡创业 ３６８９人，带动就业 ６１４９
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月补差水平提

高到１８５元，高于省市规定标准。全力维护社会
安全稳定。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

重点线索、案件、区域、行业领域领导包案、挂

牌督办，侦办案件６起。强力推进 “一村 （格）

一警”警务战略，建立警务室５９个、警务工作
站２７３个，城区３个新增派出所开工建设，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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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鹰城云眼”和 “雪亮工程”建设，全县

主要道路、重点地区、治安复杂场所监控实现

全覆盖。学习新时代 “枫桥经验”，建立健全乡

村两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实现信访

工作 “三下降一提升”。县司法局荣获 “省村

（居）法律顾问工作先进单位”。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持续深入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

治理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扛稳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风清气正政

治生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贯彻党的地

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和党组工作条例，定期听取

县人大、政府、政协和法检 “两院”党建工作

汇报，进一步加强对党组的领导。坚持县四大

班子主要领导每周碰头会例会制度，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推动工作。认真

落实县级领导干部 “七个一”联系制度，示范

带动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真

言、察实情、解民忧，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突出抓好政治建设。始终

把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作为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将政治

标准和政治要求落实到各项工作，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认真落实新时期

好干部标准，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急难险

重工作一线发现培养使用干部。表彰疫情防控

一线优秀干部７２名，在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一
线提拔使用干部１４名。深入开展 “六个五”创

建活动，健全县、乡、村、户、党员、干部各领

域、各层次激励机制，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出台

鼓励激励和容错纠错、预防和查处诬告陷害等

办法，建立核查处理和澄清机制，受理容错免

责事项１８起，鼓励干部担当作为。夯实基层党
建基础。严把 “选、育、管、用、调、评”各

个环节，统筹抓好村党支部书记使用管理，育

强支部 “领头雁”。推进农村党支部 “六个规范

化”建设，构建以支部为网格、党员为网点、

覆盖所有群众的 “红色网格”管理体系。团城

乡寺沟村被评为省级基层党建示范村。持续推

进党建信息化建设，实现三级便民服务体系视

频监控、视频会议、无线广播全覆盖。在疫情防

控、脱贫攻坚等重大工作中有力发挥组织引领

和党员带头作用。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党

支部荣获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基层党组

织。持续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查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４５个，处理６３人，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２７人。持续推进精简文件会议，基层减负成
效明显。围绕脱贫攻坚、重点项目建设、环境治

理、“六稳” “六保”等中心工作，严格督查，

问效追责，开展专项问责１２次，惩治懒政怠政
干部３３８人次。深入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查处侵害群众利益、扶贫领域

腐败案件１６起、处分１７人，整改相关问题２１５
个。坚持抓早抓小、治标治本相结合，综合运用

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推进以案促改常态化，

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充分发挥巡察利

剑作用，开展县本级巡察１０轮次，实现本届党
委巡察全覆盖。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处置问题

线索６６３件，立案１７２件，结案１２０件，给予党
政纪处分１４５人，处分科级干部１４人。

县委办公室

【概况】　中共鲁山县委办公室是中共鲁山县委
的综合办事机构，为正科级架构，挂县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县委政策研究室、县

档案局牌子。中共鲁山县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设在县委办公室，接受中共鲁山县委国家

安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承担委员会的具体工

作，组织协调全县国家安全工作。中共鲁山县

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委办公室，接

受中共鲁山县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

承担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组织协调全县外事工

作。县委机要保密局为县委工作机关，由县委

办公室统一管理，挂县国家保密局、县密码管

理局牌子。县委办公室内设机构为：综合科、秘

书一科、秘书二科、信息科、行管保卫科、督查

室、政研室、法规科、改革办、国安办 （外事

办）、档案监督管理科、主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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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服务】　做好文稿服务工作，起草县委全
会、经济工作会议讲话及其他各类文稿 １９０余
篇、３０余万字。严格审核程序，撰写校核县委
公文２２０余份、向市委报送党内规范性文件１１
件。围绕加快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等主题，撰写调研文章５篇。向省
市报送信息９０２条，采用６６条，摘编下发 《鲁

山工作信息》４１期，刊载信息１８９条，为各级
领导掌握情况、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协调服务】　围绕县委中心工作，推动县委重
大工作部署贯彻落实。成立 “十大任务”工作

专班，紧盯各工作组方案和时间节点要求，开

展督查行动４０余次，下发督查通报２０期，反馈
各类问题１６２个，提出整改意见建议１３０余条，
有力推动年初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十大任

务”落地落实。全年统筹安排各类会议、上级

调研１００余场次，取得好的效果。

【保障服务】　完善文件传阅登记制度，严格处
理流程，全年收发各类电报５３３份，准确及时高

效完成办理任务。严格落实值班制度，提升值

班规范化水平，县委值班工作受到省委办公厅

通报表扬。持续开展节能减排知识宣传，干部

群众节能意识和环保意识明显增强。加强公务

接待管理，从严控制差旅、会议、活动开支。健

全完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推动公车用车合理

调配、安全高效运行。强化日常保洁工作，加强

水、电、网等基础设施日常维护检修，规范车辆

停放，改善提升机关办公环境。

【督查问效】　督查检查考核过多问题得到有效
整治，基层减负工作得到省市肯定。２０２０年 ６
月，省基层减负专题片摄制组到鲁山县开展采

访活动。做好县委书记批示件、网民留言办理，

办结率均为１００％，满意率９６％，居全市前列。
开展全县重要大型会议会风会纪专项督查６０余
场次。

（朱　起）

【重要文件目录】　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县委印发
鲁发文件８份。

日　期 文　号 文件名称 备　注

０２１５ １号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奋力

谱写新时代鲁山高质量发展绚丽篇章的意见

０３２７ ２号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

０６０１ ３号 关于转发 《中共平顶山市委关于持续深化以案促改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０８０８ ４号 关于加强新时代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

１０１６ ５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印发 《鲁山县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实施方案》的通知

１０１６ ６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县域治理 “三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

１０１６ ７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１０３０ ８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印发 《鲁山县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县委印发鲁文文件９９份，其中适宜公开文件目录３０份。

日　期 文　号 文件名称 备　注

０２２１ ３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表彰在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典型的决定

０３０５ ７号 关于表彰妇女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０４１３ １０号 关于成立和撤销部分县直单位党组织的通知

０４１３ １１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９年度重点项目建设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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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日　期 文　号 文件名称 备　注

０４１３ １２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１９年度招商选资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企业和先进工作者
的决定

０５０９ １３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９年度综合考评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０５１２ １４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９年度全县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暨政法楷模政
法标兵的决定

０７０７ ２３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对２０１９年纳税先进企业进行奖励的决定

０８０６ ３２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９年度信访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０８０８ ３４号 关于表彰优秀政协委员的决定

０９０２ ３５号 关于市管干部２０１９年度考核结果推荐意见的报告

０９０８ ３６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命名２０１９年度县级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校园的
决定

０９０９ ３７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９年安全生产优秀单位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０９１６ ３９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９年度权限晋位次争上游走前列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０９２４ ４０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表彰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１０１３ ４５号 关于设立中共鲁山县气象局党组的通知

１２０２ ６１号 关于团县委 《关于召开中国少年先锋队鲁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请示》的批复

１２２３ ６８号 关于干部任职的通知

１２２９ ７２号 县委、县政府关于表彰鲁山县劳动模范的决定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８８号 关于县委全面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８９号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９０号 关于２０２０年宣传思想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９１号 关于２０２０年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９２号 关于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９３号 关于鲁山县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９４号 关于鲁山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９５号 关于鲁山县２０２０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９６号 关于鲁山县２０２０年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９７号 关于鲁山县２０２０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专项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１２ ９８号 关于鲁山县２０２０年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县委办印发鲁办文件４份。

日　期 文　号 文件名称 备　注

０３１０ １号 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调整县级领导 “七个一”联系点的通知

０９１６ ２号 关于印发 《关于为基层减负增能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１０１６ ３号 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印发 《鲁山县产业集聚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

通知

１１２７ ４号 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印发 《鲁山县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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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县委办印发鲁办文文件１４份。

日　期 文　号 文件名称 备　注

０４１３ １号 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印发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招商选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０４２６ ２号 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印发 《鲁山县乡镇和街道机构改革减县补乡选派人员实施方

案》的通知

０６２３ ３号 关于启用县委及县委办公室新印章的通知

０６２８ ４号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的报告

０７２２ ５号 关于印发 《鲁山县紧密型县域医疗健康共同体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０８０７ ６号 关于转发 《中共平顶山市委办公室贯彻落实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的通知

０８０８ ７号 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调整县支持重大军事项目协调服务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０８２８ ８号 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表彰２０１９年光彩金秋慈善助学暨慈善一日捐活动先进单位先
进个人的决定

０８２８ ９号 关于县管企业县管学校纪检监察机构设置有关事项的通知

１０１２ １０号 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印发 《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２０２０招才引智专
项行动”鲁山县参会组织工作方案》的通知

１１０５ １１号 关于做好２０２１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严格规范报刊发行秩序的通知

１１２２ １２号 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印发 《鲁山县省级生态县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１３号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０１０７ １４号 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印发 《鲁山县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方案》的通知

组织建设

【干部队伍建设】　在疫情一线选拔干部。制定
《关于进一步激励关爱全县党员干部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实施办法》，出台优先培养使用、

优先落实奖励、优先发展入党、强化考核奖励、

强化典型选树和强化关心关爱六项举措，对在

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的７２名同志进行表彰，
从中考察提拔副科级５人，交流、重用２人，职
级晋升３人。开展青年干部成长工程。坚持把政
治标准放在首位，按照文化、年龄等标准要求，

层层把关、严格筛选优秀年轻干部。至２０２０年
底，全县３５岁以下乡科级干部共计６５名，其中
正科级７名，副科级５８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综合考核评价工作稳步推进。继续开展争创

“五优乡 （镇、街道）”“五佳县直单位”活动。

２０２０年 ５月召开表彰大会，对获得 ２０１９年度
“五优”“五佳”的团城乡、县扶贫办等１０个单
位、毛营等５１名 “五型干部”进行表彰。公务

员职级晋升。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６日，从 “五佳县直

单位”“五优乡镇街道”和在全市 “晋位次、争

上游、走前列”绩效考评成效好的２７个单位开
始，确定３６名晋升一级主任科员考察对象、４５
名晋升三级主任科员考察对象。服务县重点工

作。６月３０日，抽调４９名优秀干部充实到县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干部队伍中；

１１月２６日，抽调１４名优秀干部到县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工作；１１月３０日，抽调
１４名优秀干部到县景区５Ａ提升指挥部工作。干
部调整工作。２０２０年涉及干部任免事项的县委
常委会议共４次，干部调整４８人次，其中提拔
正科级干部５人，提拔副科级干部９人，交流、
免职３４人。

【基层组织建设】　围绕 “六星党支部”创建，

制定农村党支部 “六个规范化”建设标准，全

县８０％以上的村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对 ５５５
个行政村支部书记进行集中轮训，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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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能力”双提升行动，２１名村党支部书记
参加平顶山学院的学历提升教育。强化村干部

激励保障，足额保障村干部工作报酬、离任主

职干部补贴，从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中考录乡镇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２名。推进 “堡垒示范

行动”“头雁引领行动” “人才支撑行动” “帮

扶助力行动”，深化推广产业发展 “四链模式”，

建立产业党支部８７个、产业党总支８个，培育
了辛集葡萄、库区蓝莓等１０大特色产业，推动
富民强村。７月，全市 “抓党建、促脱贫、保小

康”活动现场会在鲁山召开。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动员全县３万余名党员，在每个
防控卡点成立临时党组织，组建党员志愿巡逻

队，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参与防控。提前

研判村 （社区） “两委”成员２９０６名，推选新
一届村 （社区） “两委”委员２８５３名，平均年
龄４６５岁，比上届年轻６５岁。５５５个村实现
“一肩挑”和３５岁以下人员、女性委员 “全覆

盖”。

　　７月９日，全市 “抓党建、促脱贫、保小

康”活动推进会在鲁山召开

【县直党的建设】　２０２０年底，县直机关新成立
机关党委１９个、党总支１个、党支部４个，撤
销党支部２个；严格执行基层党支部换届程序，
坚持换届前对有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换届中

加强业务指导、监督，换届后及时批复备案，规

范整理档案资料；建立换届提醒机制，累计发

出提醒函５１封，换届３１个，目前机关没有长期
未换届党组织。按照党建责任制要求，换届党

组织基本落实基层组织书记由单位负责人担任。

严格落实发展党员 “双推双评三全程”要求，

规范发展党员程序。上报党的发展对象 ５４人，
审批预备党员５４人，研究预备党员转正５２人。
探索党员积分管理办法在县直机关基层党组织

中的实施。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一期，培

训入党积极分子９４名；举办县直机关党务干部
培训班１期，县直机关主管党务副职、党办主
任、党员信息库管理员，共计２３０人参加培训并
进行业务知识测试。按时完成党费收缴、党刊

征订、党内统计等工作。慰问优秀党员、困难党

员，体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加强对 “三会

一课”、机关党员集中学习日、主题党日等组织

生活制度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分２次对所属基
层党组织 “三会一课”记录本进行抽查调阅，

涉及党组织 ８６个，下发书面问题清单 １３４条，
已全部整改。

　　７月１日，鲁山县委组织部与叶县县委组
织部机关党员干部共同开展 “追忆红色初心

优强组工作风”支部连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开展各领域党建示范点规范提升工作，从

抓机关党建阵地场所入手，按照基层党建规范

化要求，指导督促机关单位按照 “五个有标准”

（制定有党支部牌子、有党建办公室、有党员活

动室、有制度版面、有岗位公示）及时更新老

化、过时的制度板面，规范提升城管局、教体局

等党建示范点。至２０２０年底，８０％以上的党组
织按照标准落实好软硬件建设；已完成城管局

等１１个第一批机关党建示范点、鲁山一高等１５

个第一批学校党建示范点的验收工作；先后５次
组织召开推进会议，医院、“两新”组织分别建

立党组织台账及拟创建示范点台账，相关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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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分别制定 “逐支部观摩、整系统推进”提

升方案。２０２０年，市委组织部推荐迷王制衣公
司党支部申报全省非公企业党建示范点、推荐

育英学校党支部申报全省社会组织党建示范点。

医院系统按照公立医院、私立医院、乡镇卫生

院分级分类进行党建示范点创建，着力打造突

出企业特点和行业特色的非公企业党建品牌。

【党员电化教育】　１月，拍摄制作 《信仰的力

量》专题片，１月２１日被 “学习强国”采用。２
月，深入实地采访，拍摄制作 《脱贫攻坚党旗

红》专题片。３月，以市委书记点赞的瓦屋镇刘
相公学点杨雪梅为主人公，拍摄制作 《爱在大

山深处》微视频。４月１６日，省委组织部党员
教育中心调研员王德国一行４人到鲁山县调研党
建信息化工作。５月，以县检察院救助失依儿童
事迹为素材，拍摄 《撑起爱的天空》微视频。７
月６日，县委组织部通过党建信息化视频服务系
统与吉林长春流动党员党组织连线，庆祝党组

织成立１５周年。８月，参评平顶山第三届 “红

鹰杯”党员教育电视片评比观摩活动，《信仰的

力量》 《撑起爱的天空》获三等奖。８月—１１
月，通过线上培训、现场调试，与省、市技术部

门进行１２次对接调试，推进县 “党建信息化服

务系统”与省 “智慧党建”融平台音频相融。

【公务员管理】　完成２０２０年全县３４名河南省
公务员招录考察。按时办理２０１９年录用公务员
试用期满转正定级和登记备案手续。申报２０２１
年公务员招录计划，报备公务员职级晋升８９人
次。做好２０２０年全国公务员信息库建设、维护、
更新工作，完成２０２０年度公务员年报统计工作，
共更新全国公务员库公务员１８８３人。做好员额
法官、检察官、警官等执法类公务员按期晋升

工作。

【拔尖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招才引智。引进省
博士服务团成员４人。二是农业科技服务团工
作。以５８名科技特派员为主体，做好科技 “培

训、引进、示范、推广”工作，助力扶贫产业

发展。三是两项专项行动。即全省专家人才精

准扶贫专项行动和人才智力一对一结对帮扶专

项行动。四是发挥人才作用。组织各类人才，积

极投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脱贫攻坚工作。五

是推选１４人为第十三批平顶山市拔尖人才人选，
有５人确定为公示人选。

【干部监督】　坚持从严治党要求，聚焦干部选
任任用监督，严格执行 “凡提五必”、任前廉政

谈话，营造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强化日常监

督，加强干部监督联席会议制度，开展 “带病

提拔”“选人用人不正之风”“三超两乱”、巡视

巡察整改等专项行动，发现领导干部有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提醒谈话，全年提醒谈

话科级干部４人。加强信件、电话、网络、短信
“四位一体”的 “１２３８０”综合举报受理平台建
设。全年接待来访群众２１０人次，办理信访举报
１５件。

【老干部管理】　修改完善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老干

部工作调研方案》等文件，加强对离退休干部

党建工作的统筹指导，完善党建 “九个规范化”

建设，确保离退休干部党建 “有组织、有阵地、

有制度、有活动、有作用”。举办 “鲁山县离退

休干部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培训班”，出台

《在全县离退休干部中开展 “我为河山赋能助

力”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印制 《鲁山县离退

休干部 “我为河山赋能助力”专项行动学习资

料》，引导离退休干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对

党绝对忠诚。

落实离退休干部 “两个待遇”，为老干部送

去县委、县政府文件、报告、讲话１２０余份，印
制 《温馨提示》《我看脱贫攻坚新成就建言献策

表》４６份，收集意见和建议１３条，及时向有关
单位和领导反馈。组织人员对全县５５名离休干
部、３２名县级退休干部逐一慰问。完善困难离
退休干部帮扶办法，印制 《鲁山县生活困难离

退休干部登记表》对全县生活困难离退休干部

进行登记，对其中３０名进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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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鲁山县离退休干部工作纪实”电教

片，宣传引导广大老同志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传承红色基因等工作中贡

献智慧和力量。协助关工委拍摄 《撑起一片爱

的天空》，上报省委参加 “红鹰奖”视频制作评

选。完成团城乡老年互助协会参加全市离退休

工作 “创新案例”稿件的修改上报。印制 《鲁

山县离退休干部 “银发人才库”推荐表》下发

各单位，对全县有特长的老干部进行登记，鼓

励他们发挥专长继续为鲁山发展作贡献。

统筹协调县关工委等６个涉老组织，协助配
齐配好班子、争取经费，为离退休干部更好发

挥作用创造条件。关工委持续做强 “帮扶失依

儿童”和 “中华魂”主题活动；老促会努力打

造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旧址等８个红色教育基
地；慈善协会成功筹办 “９９公益日” “助力疫

情防控”和 “助力脱贫攻坚”等慈善活动７９场
次；老年体协创建 “全国老年太极拳之乡”；老

干部大学围绕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大局，开展

“庆八一网上红歌会”和给贫困村义写春联等活

动２６场次；老年互助协会组织宣讲红色故事和
义务理发等志愿活动３１场次。２０２０年，鲁山县
获得全国离退休工作先进个人１名，省级先进集
体１个，省级先进个人 ２名，市级先进集体 ６
个，市级先进个人１３名。２０２０年老干部工作被
市委评为 “２０１９年目标管理先进单位”。

【大学生村干部管理】　２０２０年协调组织大学生
村干部通过县统一选调考试，考录１１５名，进一
步解决大学生转岗问题。

【机关干部驻村管理】　制定２０２０年驻村工作
要点，确定 “１３１１”总体工作思路；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同步推进，统筹安排，明确疫情防

控期间驻村干部１１项任务；明确贫困村脱贫后
驻村第一书记１０项帮扶任务清单；明确驻村干
部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深化驻村帮扶１０条举
措；重点抓好５个未脱贫村驻村工作队的管理和
各项工作。落实脱贫攻坚 “四不摘”要求，坚

持 “大稳定、小调整”，保持驻村干部队伍基本

稳定，进一步严肃驻村帮扶工作纪律，明确

“五个严禁”。下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驻村干部

请销假制度的通知》，建立联动机制，联合县脱

贫攻坚督查巡查组开展常态化实地督查。分两

批调阅全县驻村干部工作日记，选取优秀篇章

供全县驻村干部学习借鉴。督促各乡镇落实好

驻村干部工作月评判、月考勤制度。通过可视

电话、微信平台抽查２９００余人次，开展实地督
查１６０余人次，通报批评１２人次，约谈１２人。
举办鲁山县２０２０年驻村干部示范培训班，对新
选派驻村干部全部培训一遍，组织对全县驻村

干部全员培训；组织第一书记参加省委组织部、

省商务厅举办的农村电商培训网络公益课学习

培训；联合县商务局、扶贫办举办鲁山县消费

扶贫集中采购暨蓝莓节电商直播扶贫活动，对

农产品进行线上直播带货；对乡 （镇、街道）

党 （工）委书记、乡 （镇）长、主任、驻村第

一书记及工作队长共６０９人开展脱贫攻坚知识测
试；９月１５日—１７日，组织全县驻村干部参加
“全市驻村干部示范培训班”；１２月 １１日—１３
日，举办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乡村干部能力素质提
升培训班”。２０２０年累计培训驻村干部２２９４人
次。申请县财政为每名驻村第一书记拨付１万元
专项工作经费，非贫困村工作队５０００元专项工
作经费，并统一解决驻村干部每月１１００生活补
助。下发 《关于报送驻村干部待遇落实情况的

通知》，督促派出单位落实驻村干部体检、购买

保险等具体要求，落实驻村干部安全保障。对

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驻村

干部，利用电视媒体、报刊杂志、制作 “美篇”

等形式开展广泛宣传。编发４５期 《鲁山县机关

干部驻村工作简报》，报道驻村干部先进事迹。

启动扶贫标兵评选工作，４名驻村干部被评为
“五型干部”，２５名驻村干部被评为 “五好党

员”，３８名驻村干部被评为平顶山市第二届脱贫
攻坚 “鹰城榜样”，１名驻村第一书记被评为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组建考核组，对全县１０１
个选派单位，２５个乡镇３９７个村１１９９名驻村干
部开展年度驻村工作考核。严格按照国家、省、

市、县反馈有关问题，按照 “抓住根本、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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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举一反三、统筹结合、较真碰硬”五个

整改原则开展自查整改。在全县５１８支驻村工作
队１５８４名驻村干部中开展 “三学三比” （即学

指示精神、学政策法规、学先进典型，比责任落

实、比工作实绩、比工作作风）活动。全县驻

村干部先进事迹在县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２５６人
次，季度通报表扬优秀驻村干部累计２４１人。

【村级集体经济】　鲁山县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作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制定工

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加大资金扶持，因地制

宜探索出七种发展模式：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

盘活闲置资源模式、资金运作模式、发展特色

产业模式、联村共建模式、服务创收模式、入股

分红模式。２０２０年全县村集体经济达到全覆盖，
１８４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和１１个深度非贫困村集
体经济收入均稳定达到５万元以上。

【组织信访】　开通 “１２３８０”、网络、信访、短
信 “四位一体”举报受理平台，对涉及组织工

作信访件，按照 “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

从快办理，对不属于组织业务范围的，做好解

释。２０２０年共接待来访群众６０余人次，共受理
信访举报１０件。

【督查民生实事】　县委组织部牵头开展全县
“民生大改善”工作，对就业、就医、就学、救

助、住房等１０项民生实事实行 “周研判、月总

结、季观摩”工作制，组织现场观摩 ５次，专
题汇报４次，协调解决各类问题２５件。

【党员群众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三级便民
服务体系。县党员群众综合服务中心２０２０年共
受 （办）理群众服务事项２９９０３２件，其中党组
织关系转接业务１５８人次。乡镇党员群众综合服
务中心全年共受 （办）理群众服务事项１１７８２３
件。村党员群众综合服务中心 （站）全年共受

（办）理群众服务事项１３４４７９件。二是三级服
务网络视频监控系统。２０２０年全年新增建设通
联６个村级视频监控站点，县、乡、村监控站点

共计通联５９４个。坚持每日５次抽查乡镇、村党
员群众综合服务中心 （站）在岗值班服务情况，

全年不间断抽查２５个乡镇党员群众综合服务中
心，每个行政村抽查时间不少于 １个月，２０２０
年共计查岗８９１００点次。三是 “党建之声”大

喇叭系统。共建设县总控平台１个 （含发射机１
套），乡镇平台２５个，行政村平台５４５个，村、
组接收点建设７３３个 （大喇叭１７３４个）。县平台
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定时播出脱贫攻坚、组织

工作、惠农政策、宗教政策法规、疫情防控、通

告公告等节目。２０２０年县平台共播放 ２７０１次
１０３３小时０５分；乡镇平台共播放总计３１７９６次
１８７２２小时１７分，行政村平台共播放总计２９８６５
次１８２６６小时１４分。

（何松花）

宣传教育

【概况】　县委宣传部为县委主管意识形态方面
工作的职能部门，为正科级，挂鲁山县委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鲁山县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鲁山县新闻出版局、鲁山县政府新

闻办公室、鲁山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牌子。内设办公室 （政策法规研究室）、理

论科 （县 “扫黄打非”办公室、版权和印刷发

行室）、新闻科、文艺科 （文化体制改革办公

室）、宣传科、网络和信息化科，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科。

【理论宣传】　创新学习形式，组织县委中心组
理论学习７次。科级党委 （党组）中心组学习

制度化规范化。深化理论宣传普及。结合疫情

防控和脱贫攻坚，举办各类理论宣讲活动３６０余
场次，培训党员干部４８万余人次。加强学校思
想政治建设。定期举办主题班队团会、国旗下

演讲、征文比赛等形式，加强中小学校思想政

治引导和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录制 《向光而

行》《爱国主义教育课堂》对广大师生进行心理

疏导和爱国主义教育；发放 《疫情是本教科书

———致学生》，对学生开展生命教育、法制教

育。建好用好 “学习强国”平台。全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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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强国”学员近 １６万名，达到 ５０９６７名。
疫情期间利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功能，专

门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解群众燃眉之急。

【舆论引导】　一是主题宣传。围绕 “决胜决

战”和 “疫情防控”重大主题，利用 《鲁山简

报》、县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县属媒体，刊发、

刊播各类稿件６５００余篇 （条）。编发 《鲁山简

报》１２７期。累计接待各类媒体１６０余家。在人
民网、新华网、凤凰网、《河南日报》 《河南日

报·农村版》、大河网、平顶山传媒等主流媒体

刊发稿件 １１万余篇 （条）。 《人民日报》以

《酿造如蜜的生活》报道鲁山县扶贫情况；中央

电视台新闻频道以 《青山绿水觅新机拓宽脱贫

致富路》播发鲁山脱贫攻坚工作举措；中央电

视台农业农村频道 《乡约》栏目播发 《鲁山姑

娘的 “结婚”梦》；《光明日报》刊登 《河南鲁

山：村看村户看户群众脱贫看党员》； 《农民日

报》头版头题刊发 《像抓脱贫攻坚一样抓乡村

振兴》《暖心的脱贫又脱单》新闻稿件；河南电

视台新闻联播以 《鲁山南王庄村：约定要脱贫

你留我不 “留”》为题宣传鲁山驻村扶贫干部先

进事迹；《河南日报》以 《鲁山春草正芳菲复工

战犹酣》为题专版报道鲁山县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经验做法。多次在 《河南日报·农村版》

《大河报》《东方今报》刊发整版鲁山新闻。二

是文艺宣传。疫情期间，下发 《致全县文艺工

作者的一封信》，动员全县文艺界以 “众志成城

战疫情”为背景，创作诗文、歌曲、戏曲、抖

音、视频等，共创作相关作品１５００多篇 （首）。

叶剑秀散文 《守住自己的阵地》在 《人民日报》

发表，乔双锁河南坠子 《众志成城渡难关》、冯

国鼓儿词 《群策群力抗击疫情》、视频歌曲 《武

汉，我们在一起》、诗朗诵 《因为有你》深受好

评。指导制作了 “凝心聚力担使命众志成城抗

疫情”原创文艺作品网络专场演出，将鲁山优

秀抗疫文艺作品集中进行展示。在阿婆寨景区

拍摄的喜剧电影 《不是闹着玩儿的３》上映；由
宣传部创作并表演的朗诵 《在中国梦的道路上

扬帆》受到好评。

【精神文明建设】　把精神文明建设与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相结合，广泛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持续深化 “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在

全县广泛开展各种典型评选活动，连续１２年推
荐、评选百姓身边的道德模范，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在全县评选乡村光荣榜人物７４６０个。完
善 “一约五会”制度，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建

立村史文化墙、民俗馆，拓展 “传家训、立家

规、扬家风”活动，培育 “乡村好媳妇”“新乡

贤”。命名１６个省级文明单位、１２个县级文明
单位、５个省级文明村镇和１个文明社区。鲁山
一高成功创建为全国文明校园，团城乡成功创

建为全国文明村镇，鲁山县通过河南省文明城

市年度复查。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载体，

组建 “鲁山家风故事宣讲队”、夕阳红志愿服务

队等２０多支服务队伍，全县近１０万名志愿服务
人员活跃在城乡各地，采取 “志愿者 ＋”模式，
深入乡村开展政策理论宣讲；组建 “道德模范

宣讲团”进机关、进乡村、进学校，讲述模范

故事，唱响大爱之歌。

【文明城市创建】　聚焦 “六个文明”，坚持把

文明城市创建融入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之中，

持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深化文明出行、文明

餐桌等文明好习惯养成工程。启动星级文明户

由评选制向认领制转变，团城乡牛王庙村，文

明户认领已成新风尚。实施公益广告提质工程，

在城乡主次干道、城乡街道、车站、公交车体等

场所设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牌２００余
个，利用公交站亭、道路隔离护栏、果皮箱、灯

箱和道旗等公共设施，设置宣传标牌公益广告

２０００余个，图说价值观建筑围挡１５万余平方
米。在城区公共场所、社区等处设置 《鲁山市

民文明公约》２００余处，编发 《鲁山市民文明手

册》２万本。

【对外宣传】　在主流网络媒体共发表新闻８０００
余篇。其中在疫情防控期间，在县级新媒体平

台发稿２万余篇，组建核心网评员４５人、普通
网评员１００余人的网评队伍，完成指定网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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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３万条。严格落实 “４·２·１＋Ｎ”新闻发布
要求，召开 “首届鲁山杜鹃花节”和 “庆丰收、

迎小康”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全

程邀请县域直播平台全程直播，中央、省、市、

县纸媒、网媒统一发声，同步报道。办好鲁山外

宣微博、美丽鲁山官方微信公众号、 “鲁山外

宣”今日头条账号、“走近鲁山”抖音账号等。

【融媒体建设】　综合运用报纸、刊物、广播电
视、新闻网站、微博、微信、手机报、户外大屏

等多类转播终端，有针对性地开展分类传播。

实施移动优先战略，重点发展新媒体，全力打

造客户端。引导下载安装云上鲁山ＡＰＰ客户端，
下载量１３万余人次。制定 《鲁山县融媒体中心

人才培养计划》，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利用每周二 “学习日”对新闻采编人员进

行理论业务培训，组织采编播人员深入基层开

展实践 “四力”新闻采风活动。鲁山融媒体中

心建设工作在全省考核中，荣获 “优秀”档次。

【文化传承】　先后举办第四届世界汉字节、中
国 （鲁山）端午节、七夕节、 “搭鹊桥、促脱

贫、奔小康”集体婚礼、农民丰收节、墨子诞

辰２５００年等系列文化活动，人民网、新华网、
中国搜索、凤凰网、河南日报、大河报等３０多
家主流媒体对活动盛况进行报道。中国杂协、

中国曲协志愿服务团先后走进鲁山慰问演出，

戴志诚、范军等登台助阵。瓦屋镇楼子河村

“乡村春晚”开演，《人民日报》对此专题报道。

先后举办 “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桃花笔会、首

届鲁山县杜鹃花节、“保护古树、记住乡愁”征

文、“尧山心象”美术摄影展、买壮图故居揭牌

暨非遗文化心意拳研讨会、尧山红叶节等活动

２００余场。开展 “送戏下乡” “舞台艺术送基

层”“戏曲进校园”等惠民演出３００余场次，公
益放映电影５６００余场次。鲁山花瓷烧制技艺入
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仙人洞遗址取得

重大考古发现。

【文旅融合】　推进花瓷古镇、鲁山之窗、七夕

文化产业园等重大文旅项目，加快 “三都一地”

和红色场馆建设，实现文旅融合发展。花瓷古

镇１５栋商业区主体完工，鲁山之窗项目完成一
期展厅和配套住宅楼建设。投资２８０亿元的张良
汉杰人文生态小镇暨杨李沟美丽乡村项目已签

订框架协……持续推进农家乐提档升级，１２７家
农家乐完成星级评定，建设赵村镇桑盘、四棵

树乡黄沟、团城乡清水河３处民宿集群，发展多
彩田园、休闲采摘等沟域旅游，打造特色鲜明

的乡村旅游品牌。承办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第五届第七次理事会”“温泉旅游文化节”“杜

鹃花节”“丰收节”等重大文旅活动，持续叫响

鲁山旅游品牌。

（范晓凯）

统一战线

【概况】　鲁山县委统战部与县侨联合署办公，
内设办公室、民宗科、非公经济联络科、党派干

部科、港澳台工作科、新阶层人士 （知识分子）

工作科等６个科室，共有编制１６名，其中行政
编制１０名，事业编制６名。统战部领导班子成
员５人，侨联领导班子３人。

【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贯彻落实中央 “三个文

件”精神，创新开展民主党派 “四新” “三好”

对标提升活动，引导民革鲁山支部提出政协提

案１２个，开展各类帮扶活动２０多次。协调九三
学社河南省委到鲁山开展同心康福肢体重度残

疾人筛查救助工作。配合民进平顶山市委在团

城乡花园沟村建立首个平顶山开明书画院、平

顶山开明艺术团实践基地。协助民盟平顶山市

委到董周乡小集村开展 “文化服务进乡村”活

动。配合市有关部门增补选举市九届三次会议

委员３名，牵头组织增补县十届政协四次会议委
员２２名、常委９名。

【民营经济统战】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
经济统战工作重要指示，贯彻落实全国民营经

济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落

实 “六稳” “六保”任务，创新开展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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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健康”百县提升行动和 “一联三帮”保企

稳业专项行动，制定鲁山县 “两个行动”联席

会议规则、五个专班工作方案等专项行动方案，

先后组织召开联席会议３次，组织五个专班督促
指导１０余次，推动 “一联三帮”“首席服务官”

１０月１４日，格局屏天下·鲁山企业家学院开播

等措施的落实，成立格局屏天下·鲁山企业家

学院，开展教育培训６００余人次，引导民营企业
家健康成长。先后排查梳理企业生产经营难题

４７件，帮助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妥善解决。通过
“８６１”金融暖春行动、“政银担”平台，累计帮
助企业贷款３９２８亿元，为１８家工业企业提供
担保贷款 ９５００余万元。持续开展 “百企帮百

村”精准扶贫行动，引导１１２家企业为贫困群众
提供就业岗位２万余个。持续开展光彩事业，动
员民营企业筹资７２９万元对２３８名贫困学生进

　　６月２４日，鲁山县２０２０年感恩老党员慰
问品发放仪式举行

行资助，对４０名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进行慰问。
发挥商会作用，开展西安平顶山商会、广东省

平顶山商会等邀商活动，成功引进平顶山永立

文森特酒店有限公司等项目。开展北京鲁山商

会、深圳鲁山商会、西安鲁山商会组建工作。通

过主流媒体宣传非公经济人士典型事迹和工作

信息２０余篇，推荐的河南恒海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商洪铨荣获平顶山市青年五四奖和平顶山

市五一劳动奖，河南恒海实业集团获得全市抗

击新冠疫情奉献奖，河南佳尚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河南尧山墨子文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等５家民营企业获得全市 “百企帮百村”精准

扶贫奉献奖。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按照 “因地制宜，突出

特色，多元发展”思路，以建设党外知识分子

实践创新示范基地为抓手，通过现场调研和座

谈调研方式，筹备和打造党外知识分子、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创新实践基地。先后

到河南省万恒塑胶有限公司、河南省恒业宏达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尧神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调研，并向市委统战部推荐省级党外知识分

子示范基地１个。推荐党外人士常鲁晓作为全市
医疗战线的唯一代表在全市 “战疫给我们的启

示”座谈会上作典型发言。

【民族宗教】　先后对县乡村三级干部、宗教界
人士开展培训１２００多人次，发放 《河南省宗教

事务条例》《宗教工作明白纸》《清真食品管理

办法》《民族工作政策解读》等１５万余本，发
放宣传彩页２０００余份，宣传手册８００余册。开
展民族团结教育 “七进”活动，在鲁阳街道、

琴台街道、下汤镇开展民族团结社区结对共建

活动，申报下汤镇新街社区民族团结示范点。

制定 《鲁山县推进宗教治理由治标向治本深化

工作方案》，开展佛教道教商业化治理，完成伊

斯兰教 “三化”治理和阿语标识清理任务，开

展宗教场所 “四进”活动和 “快乐星期天”活

动，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推进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建立部门联动的宗教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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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作机制，重点排查打击私设聚会点、家庭聚

会点等非法宗教活动，确保宗教领域和谐安全。

【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　关注台属侨眷的生产
生活，常态化开展侨情普查，共排查出新侨１２
人，走访慰问台属侨眷１０余家。接待台属咨询

全县首家省级 “侨胞之家”挂牌成立

６人次，协调法律援助中心开展法律咨询 ２人
次，协调有关乡镇、街道解决纠纷２起。新时代
海外统战和侨务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理顺，挂

牌成立全县首家省级 “侨胞之家”，组织开展

“豫见台湾·同根同源”２０２０年河南省网络涉台
知识大赛、“涉台教育进机关”“１２·４”宪法宣
传等活动。扩大文化交流，授予４名台湾墨子文
化研究专家最美墨子文化传承守望者称号。协

　　１２月１１日，鲁山一高 “卿云教育基金”

设立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助香港爱国同胞陈国威夫妇在一高设立 “国威

班”“凤兰班”，完成７０万元２００名贫困学生的
资助。协助海外侨胞张新春设立５００万元的 “青

云奖教基金、荣卿助学基金”，计划实施１１年。

【统战宣传调研】　全年撰写信息２５０余篇，省
市 “根在中原”网站采用１３２篇，“根在中原”
网站鲁山站更新２５０多篇，撰写 《零讯》信息

１０条。撰写上报 《大统战格局下统战侨务工作

融合的调查与思考》《关于促进鲁山县民办学校

优质快速发展的建议》等理论调研报告５篇。

【疫情防控】　动员统一战线各领域、各层级、
各方面筑牢防线、压实责任、守好阵地。对全县

宗教场所和集体性宗教活动实行 “双暂停”。组

织倡导３３６家爱心民营企业和爱心人士捐赠款物
４５０４万余元，倡导各界海外侨胞、政协委员、
民主党派人士、宗教界人士、无党派人士、新阶

层人士捐赠２２７３１万元的疫情防控款物。助力
线上教学，向贫困学生捐助智能手机１００部。发
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作出诗歌、散文、歌曲、

曲艺、工艺美术等文艺作品５００余篇 （件），鼓

舞抗疫士气。筹措资金 ５３万余元，先后帮助
４５个困难场所６０余名驻守人员解决生活难题，
荣获全省宗教领域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

【驻村帮扶】　每周到结对帮扶的下汤镇叶庄村
开展入户帮扶工作。协调发展薄皮核桃种植１０００
多亩，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模式，为
２０多户群众提供务工岗位，同时发展肉牛养殖
场、丝绵加工、门帘销售项目，带动８０户贫困户
增收。动员全体帮扶责任人开展消费扶贫，集中

购买贫困户农产品２０余次，贫困户直接收益１３
万余元。争取资金４６万元实施叶庄村养牛场配套
项目１个，实施深水井及配套项目１个。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被中央统战部中国统一战线
杂志社授予中国统一战线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２０２０年度全
市促进和谐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全市统战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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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全市统战信息工作成绩突

出单位，鲁山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

体 （三等奖）；县侨联荣获２０２０年全国侨联系
统助力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市侨联组织建设工

作先进单位、市维护侨益先进单位；所玲玲被

县委、县政府评为 “五型干部”称号，闫士峰

同志被县委、县政府评为 “五好党员”称号。

（詹延刚）

精神文明建设

【概况】　鲁山县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 “鲁山县文明办”）为原正科级事业单位，

受县委宣传部领导，内设综合股、创建股；县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办公室、县志愿服务

工作办公室设在县文明办。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重点抓好阵地、
队伍、制度三项建设，发挥领导干部、党员和专

业志愿服务队伍作用，引导文明单位广大干群

和先进模范人物正确认识、科学防范，号召广

大志愿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

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引导各级文明村镇、文明

社区发挥示范作用，开展移风易俗、清洁家园

等实践活动，使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开展
理想信念教育，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

红旗渠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贯彻落实 《河南

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加强公益广告宣传，提

高刊播覆盖面。推进思想道德素质、诚信守法、

文明风尚 “三大提升行动”，着力提升公民文明

素养，倡树时代新风。深化 “践行价值观文明我

先行”主题实践活动。开展 “六文明”系列活

动，开展 “１２·２”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倡导 “机动车礼让行人开展文明交通”，开展

“争做文明市民，共建美好鲁山”宣传，教育市

民自觉践行鲁山文明市民公约。推进优秀中华文

化传承，组织各文明单位开展 “我们的节日———

端午节”“我们的节日———中秋节”主题活动。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贯彻落实 《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开展 “学习道德模范”基

层宣传活动，利用游园、广场、社区、车站等公

共场所，宣传全国、省、市、县四级评选表彰出

道德模范人物，共设置宣传版面５００余块，进一
步深化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推荐

选树一批模范代表，培育典型，树立榜样，在

２０２０年疫情防控期间，向省文明办推荐３名疫
情防控 “身边好人”，当选１名 （张朝岑）。广

泛开展 “乡村光荣榜”人物宣传选树活动，全

县５５５个行政村评选出乡村光村榜人物５１２０个，
２５个乡镇评选出的乡村光荣榜人物２３４０个。

【志愿服务活动】　贯彻落实 《河南省志愿服务

条例》，建好各志愿者服务站点，为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提供高素质的志愿者服务队伍。网上

注册志愿者１０万余人，以党员进社区、单位上
路段、文化科技卫生法律等专业下乡村等活动

为载体，实现志愿服务队伍全覆盖。加强志愿

服务阵地建设，在全县各级文明单位、窗口单

位、公共场所、社区小区等处按照 “六有一落

实”标准建立文明使者学雷锋志愿服务站。以

“践行价值观文明我先行”为主题，开展 “六文

明”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７月２日，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发布暨省级

文明单位授牌仪式

设计并推广深受群众欢迎、效果好、影响大的

志愿者服务品牌项目。组织开展２０２０年度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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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发布仪式，为１２支专
业志愿服务队授旗。开展 “志愿服务乡村行”

活动、“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２０２０年度
优秀志愿者评选活动。构建 “县级实践中心、

乡 （镇、街道）级实践所、村级 （社区）实践

站”三级组织体系，形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全面

组合。在社区、单位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讲堂，

建立１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２５个实践所、
５５５个实践站，９８个新时代文明实践讲堂，实现
县、乡、村全覆盖，覆盖率１００％。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召开鲁山县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动员大会。以 《２０２０年河南省文明城市
测评体系》为标准，分解任务、量化目标，针

对迎检出现的问题组织行业部门召开四次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实施公益广告提质

工程，在城乡主次干道、城乡街道、车站、公交

车体等场所设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

２００余个，利用公交站亭、道路隔离护栏、果皮
箱、灯箱和道旗等公共设施，设置公益广告宣

传标牌２０００余个，图说价值观建筑围挡１５万
余平方米。在城区公共场所、社区等处设置

《鲁山市民文明公约》２００余处，编发 《鲁山市

民文明手册》２万本，

【文明村镇创建】　按照 “一乡 （镇）一特色，

一村一品牌”原则，加大各级文明村镇的创建

督导力度，团城乡成功创建全国文明乡，５个文
明村镇和１个文明社区荣获省级称号；１个文明

　　７月２日，省级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授
牌仪式举行

村镇标兵、１８个文明村镇、３个文明社区荣获市
级称号；９５个文明村镇和６个文明社区荣获县
级荣誉称号。持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表彰２０１９年度１００户鲁山县 “十星级文明户”。

在团城乡组织开展全市农村精神文明观摩会议

暨精神文明创建培训会；省委宣传部领导多次

到鲁山县调研农村精神文明工作。抓好农村乡

风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指导全

县所有行政村 （社区）建立完善 “一约五会”。

【文明单位创建】　召开文明城市、文明单位创
建工作会议，制定创建工作机制。组成考核组

对各级文明单位进行明察暗访，综合考评。其

中，１６个省级文明单位通过省市文明办的复查
验收；４１个市级文明单位通过市文明办检查组
的复查验收，其中９个到届的市级文明单位申报
成功，重新荣获市级文明单位称号；４１个县级
文明单位通过县文明办检查组的复查验收，其

中１２个到届的县级文明单位申报成功，重新荣
获县级文明单位称号。

【文明校园创建】　县文明办会同县教育局对县
级文明校园进行检查，加强对鲁山一高文明创

建工作的指导，鲁山一高成功创建全国文明校

　　９月２８日， “在灿烂的阳光下———鲁山
县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汇演”举行

园；５所校园获市级文明校园称号，１３所校园获
县级文明校园称号。在全县中小学生中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主题的 “新时代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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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评选活动。精心督导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对全县２４所乡村学校少年宫进行检查验收，举
办２０２０年少年宫 “践行价值观文明我先行”演

讲比赛，举行 “在灿烂的阳光下———鲁山县乡

村学校少年宫成果汇演”，举办乡村学校少年宫

成果展。

　　１２月 ２８日，在县宣传文化中心举办
２０２０少年宫 “践行价值观　文明我先行”演
讲比赛

【文明家庭创建】　引导各级文明村镇 （社区）

不断深化 “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主题活

动。开展２０２０年书香鲁山读书会经典诵读公益
夏令营活动，在城区及周边乡镇设立８个读书
点。推荐申报河南省文明家庭２个，张俊丽家庭
当选省文明家庭。

【疫情防控】　充分发挥鲁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作用，对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和志愿服

务站进行统一安排部署，向全县志愿者发出

《致广大志愿者的倡议书》１万余份，引导、组
织志愿者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宣传投身防

疫一线医护人员、企业职工、基层党员干部的

感人事迹，引导人民群众及时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为所在社区、乡村的防疫工作作出积极贡

献。往届道德模范陈海英、常东晓、宗玲玲、师

慧玲、梁群、高小伟、张朝岑等筹集善款３０余
万元助力疫情防控；各级文明单位、孝善企业

踊跃捐款捐物、奉献爱心，做疫情防控志愿者。

（燕亚鹏）

信访事务

【概况】　鲁山县信访局是县政府职能组成部门

之一，正科级行政机关，２０１９年 “三定方案”

县信访局内设７个行政编制股室：办公室、办信
股、接访股、督查股、网络信访股、复查办公

室、网络宣传管理股。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经县编委批
复新增事业编制股室１个：人民群众来访接待服
务中心。

２０２０年，全县信访总量１７１２件，同比下降
２５４％。其中赴京涉访３人次，同比下降２５％；
京、省、市越级访 １２１起，同比下降 ４６％，连
续三年完成 “三下降一好转” （信访总量下降，

赴京涉访量下降，京、省、市越级访量下降，信

访秩序持续好转）的工作目标。

【信访责任落实】　坚持领导公开接访、下访、
约访，坚持党政领导干部公开接访常态化。２０２０
年，县级以上领导主动下访１３０余次，公开接访
２７０余次，约见信访人４９４名。召开１３５次疑难
案件研判会，召开１５次全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共化解疑难信访案件９６起。坚持争先创优，对
１４个２０１９年度 “四无乡镇”、９５个 “零访村”、

目标量化考核先进单位、全县信访工作成绩突

出单位进行表彰，充分调动基层党员干部参与

信访稳定工作的积极性。

【信访工作机制】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

验”，建设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解室，完善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县委

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进一步严肃信

访接待工作纪律的通知》，完善修订 《鲁山县信

访工作目标量化积分考核管理办法》，为全县信

访工作高效高质开展提供制度保障。

【信访突出问题化解】　成立重点领域信访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小组，全力化解涉及退役军人、

问题楼盘、农民工工资、涉法涉诉、重复访积

案、物业管理、农村宅基地等重点信访问题。

２０２０年，信访矛盾化解 “四大攻坚”活动上级

交办案件１１起，全部化解；信访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活动上级交办案件２７起，全部化解；集中
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活动中上级交

３８１政　治　



办１９２起，化解１３０件，化解率６７７１％，高于
市定４０％的化解目标。

【信访渠道】　引导群众通过网上信访、电话
访、手机短信访反映问题，为群众表达合理诉

求开辟多元渠道。县网信占比达到７１９％。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被平顶山市信访工
作联席会议评为 “全市信访工作成绩突出单

位”。鲁山县信访局被平顶山市信访工作联席会

议评为 “全市信访工作成绩突出职能单位”；信

访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赵艳阳被河南省信访

工作联席会议评为 “全省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郭锋霞）

机构编制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行政机构数 ８５个，
党政群机关行政编制数为１４３５名，机关工勤编
制数为８０名。政法系统行政编制为６６３名。全
县事业单位机构数５１５个，全县事业单位编制数
１４８５１名。

【县乡机构改革】　持续跟踪了解部门 “三定”

规定执行情况，特别是新组建部门的运行情况，

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并研究解决机构运行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部门间和部门内

部真正实现 “化学反应”。贯彻落实 “减县补

乡”刚性要求，按照 《鲁山县乡镇和街道机构

改革 “减县补乡”选派人员实施方案》（鲁办文

〔２０２０〕２号）文件，经过笔试、面试、政审，
从县直差额补助和经费自理事业单位中选派１８７
名人员到乡镇工作。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按照中央关于市场监
管、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

等 “五大领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和

河南省实施方案要求，配合做好改革涉及的机

构编制事项调整工作。督促 “五大领域”相关

单位按照县一级 “局队合一”、乡镇探索 “一支

队伍管执法”的改革要求，进一步整合、规范

执法队伍，推动执法重心下移，着力解决多头

多层重复执法问题。“五大领域”相关单位综合

行政执法队伍已挂牌，机构编制方案已印发。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印发 《鲁山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取消和保留县政府部门证明事项的

通知》（鲁政办 〔２０２０〕２５号），取消县政府部
门证明２项，保留１４项。

【事业单位设置】　成立鲁山县沙河建设事务服
务中心 （挂鲁山县白龟湖综合治理事务服务中

心牌子）为鲁山县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机

构规格相当于正科级。设立鲁山县土门社会事

务综合服务中心，为鲁山县人民政府直属事业

单位，机构规格相当于正科级。推进党政机构

改革后配套事业单位改革工作。设立县党员干

部教育活动中心、县对外宣传事务服务中心、

县文明建设事务服务中心等１４个科级事业单位，
印发机构编制文件，进一步厘清工作职责。结

合全县乡镇 （街道）行政区划、经济区域和区

域产业发展特点，推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派出

机构一乡一所设置。

【人才专项事业编制】　印发 《鲁山县人才专项

事业编制管理办法 （试行）》，在全县事业编制

总量内调剂１００名作为人才专项事业编制，实行
总量控制，编制单列，专编专用，动态管理，集

中研究，统一办理。

【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　２０１９年全县行政、事
业涉及机构编制增减调整事项已全部更新完毕，

做到系统、台账两统一。按照机构改革文件精

神，对全县中文域名进行梳理，对过期域名进

行清理，对党政机构中文域名重新注册、缴费。

【机关事业单位登记】　全县应参加年度报告公
示单位全部完成年度报告公示，年检率１００％。
２０２０年申请各项变更登记共２５家，申请设立登
记１家。开展事业单位法人 “双随机一公开”

核查工作。随机抽取２１家事业单位，对其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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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公示信息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结果建档

公示。

【机构编制政策法规宣传】　推进 “机构编制政

策法规宣传进党校”活动。邀请市委编办业务

科长在鲁山县委党校２０２０年科级干部培训班上
以 《服务与管理管住与管好》为题，对 《中国

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进行解读与宣讲，

强化全体党员干部的法规制度意识，唤醒责任

意识，激发担当精神，使规定要求真正入脑入

心，着力营造贯彻落实党内法规的良好氛围。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荣获县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母雯雯）

党校教育

【概况】　鲁山县委党校是党领导的培养领导干
部的学校，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

学校位于钢厂路北段。３月，在向阳路与尧山大
道交叉口东北角开工建设新校区。有教职工２３
人，高级讲师４人，讲师３人。

【干部培训】　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
半年仅举办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党建扶贫专

题培训。全年共举办主体班７期，培训党员干部
４６７人，其中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１期９０人；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１期９２人；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１期５５人；科级干部培训班１期５０人；基
层党员培训班２期９０人；村 （社区） “两委”

成员培训班１期９０人。举办村 （社区）党支部

书记党建扶贫专题培训班４期７２３人。

【调研活动】　２０２０年立项完成省委党校科研咨
政课题２项、市社科联立项１项、市委党校科研
课题４项，在ＣＮ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３篇。

（路新坤）

鲁山县人民代表大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县人大常委会围绕全县工作
大局和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的各项目标

任务，自觉扛稳 “战疫”政治责任，监督推动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深入火线督导，参与一

线防控，坚守前线冲锋；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职权，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鲁山县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８月
１４日在县文化中心礼堂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
县长李会良作的 《鲁山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作的 《鲁山县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查 《关于

鲁山县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２０２０年计划 （草案）的报告》 《关于鲁山

县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 《鲁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鲁山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以上

六项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

会议期间，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９７
件。其中１０件作为重点督办件。

【人大常委会会议】　２０２０年，县人大常委会举
行１０次常委会会议，共听取审议县人民政府、
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汇报及

有关方面的报告１７项，形成审议意见１４份，作
出决议决定１０项。
１月２０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

十一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 《鲁山县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终止文晓凡平顶山市第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

通过 《鲁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补

选刘江、刘泉为市十一届人大代表的报告》。

４月３０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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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

通过县政府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免；会议听取并

审议通过 《县人民政府关于林业工作情况的报

告》；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 《县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环境状况及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的报告》。

６月３０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
十三次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

通过县人民检察院干部职务的任免；会议听取

并审议通过 《县人民政府关于农村人居环境工

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 《县人民

政府关于传染病防治暨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情况

的报告》。

８月７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
四次会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

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

表决通过 《关于接受王三槐辞去鲁山县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决定》；会议作

出关于召开鲁山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的决定；会议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向鲁山

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有

关事项，表决通过大会议程 （草案）、大会日程

（草案）等有关会议文件及建议名单；会议讨论

审议并原则通过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稿）。

９月９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
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 《县人民政府

关于鲁山县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 《县人

民政府关于鲁山县２０１９年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
表决通过 《鲁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批准鲁山县２０１９年县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 《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
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

９月２１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
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 《鲁山县公安局

关于报请鲁山县人大常委会许可对县十五届人

大代表黄国中提请批准逮捕的报告》，并表决通

过 《鲁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许可

对鲁山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国中提

请批准逮捕的决定》。

１１月１２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
十七次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

接受曲延辉、刘国朝辞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县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

的任免，决定接受叶锐辞去鲁山县监察委员会

主任职务，会议决定任命于伟为县监察委员会

副主任、代理主任。

１１月１２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
十八次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

接受史晓天辞去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

会议决定任命李新杰为人民政府副县长；会议

表决通过县人民政府有关组成部门负责人的任

免；会议表决通过县人民法院干部职务任免。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 《县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营

商环境情况专项工作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通

过 《县人民政府关于城乡建设工作情况的报

告》；会议对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专题询

问；会议听取和审议 《县公安局关于报请鲁山

县人大常委会许可对县十五届人大代表石玮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报告》，并表决通过 《鲁

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许可对县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石玮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的决定》。

１２月３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
十九次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

通过县人民法院干部职务的任免。会议听取并

审议通过 《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以来扫黑除
恶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并审议通过 《县人民

法院关于 ２０１８年以来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
告》；听取并审议通过 《县人民检察院关于２０１８
年以来侦查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鲁山县

辖区部分市十一届人大代表述职。

１２月３０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
十次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

过县政府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免；听取和审议

《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

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县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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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

查 《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县本级财政预算调
整方案 （草案）的报告》，并表决通过 《鲁山县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县本
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工作监督】　２０２０年，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县
“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１５项，分别作出审
议意见，提出针对性的工作建议。强化对审议

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一府两院”及

时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向常委会进行报告，审

议意见提出的意见、建议大部分得到整改落实。

【法律监督】　县人大常委会严格落实宪法宣誓
制度，逢任必考，激励和教育被任命人员忠于

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坚持有件必备、有

备必审、有错必究，审查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

件６件。围绕省土地污染防治条例、市河道保护
条例等法规草案，开展征求意见工作，提出意

见建议７条。开展行政执法 “一法一条例”执

法检查，配合上级人大开展慈善法、野生动物

保护 “两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听取审议刑事

审判工作报告，指出 “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

出等问题，强调要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刑事司

法能力，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刑事审判质效，转

变司法理念、提升刑事审判公信力，更好发挥

刑事审判的惩戒、震慑、预防功能。听取审议侦

查监督工作报告，针对侦查监督中存在的薄弱

环节，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队伍

建设，提升执法水平，切实当好刑事诉讼 “第

一把关人”，更好保障司法公平公正。

【财政监督】　县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２０１９年
财政决算及２０２０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督促政府克服新冠疫情和减税降费影响，用足

用活财税政策，开源节流并重，确保财政平稳

运行。听取审计工作报告，督促政府及其工作

部门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听取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报告，推动财政预算、部门预算、扶贫领

域等方面问题资金得到整改落实。响应县委要

求，组织对全县营商环境进行深入调研，听取

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并首次通过联组会议

形式，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专题询问。１０
位常委会委员围绕营商环境工作重点、热点、

难点，结合调研掌握的情况，从不同角度提出

问题。县发改委、工信局、市场监管局等有关单

位，结合自身职能分别作答。

【人事任免】　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相
统一，２０２０年常委会任命县政府副县长 １名，
任命县监察委副主任１名并决定为代理主任；任
免政府组成人员６人次、审判人员９人次，接受
辞职６人次，补选市人大代表２人。加强对选举
任命人员的监督。“一府两院”１０项工作在常委
会上进行满意度测评，１２名市人大代表和７８名
县人大代表进行述职。

【建议办理】　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代
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９７件。县人大常委会
及时整理归类，交有关承办单位办理，并将其

中１０件作为重点督办件。通过采取主任会议重
点督办、委室对口催办、组织代表视察、听取审

议县政府办理工作报告等措施，督促建议落实。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９７件建议已全部办结。

【代表视察】　２０２０年县人大组织代表首次 “会

中视察”、重点项目 “专项视察”、年终 “集中

视察”。８月 １３日，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期
间，组织代表对滨河公园、沙河生态修复与提

升项目进行视察。１０月１２日抽调辖区内３０名

　　１２月１７日，鲁山县部分大代表赴宝丰县
异地视察　 （任高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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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人大代表成立视察团，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为团长，副主任为副团长，实地察看将相河

综合治理、平顶山世邦机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迎宾大道建设、花瓷小镇建设、丝绸家纺产业园、

沙河生态修复与提升等重点项目建设情况。１２月
１８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市、县人大代
表，对部分重点工作、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和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部分代表建议办理

情况进行集中视察，实地察看县中医院新院区

（钢厂路南段）、县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 （尧山大

道东段）、静脉产业园 （张良镇郭沟村）、平顶山

市大西环跨河桥、梁洼镇鹁鸽吴村、尧栾西高速、

温泉度假村升级改造项目等。

【代表履职】　坚持每月寄送１期 《人大建设》。

结合年度预算批复审查，推动乡镇人大工作经

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根据辖区人口按照

每乡每年３～５万元的标准进行安排。推进 “联

络站”建设。协调安排代表联络站建设专项经

费。在尧山、团城、四棵树等乡镇打造一批

“硬件有档次、建设有气度、活动有亮点”的示

范性联络站。组织开展观摩现场会，推动全县

２９个代表联络站提档升级。全县１４４２名人大代
表全部混编进站活动，实现站 （点）建设乡镇

全覆盖、四级人大代表全覆盖，打通代表联系

群众的 “最后一千米”。拓宽代表履职渠道，邀

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和参加人大视察、调研、

执法检查活动 １１５人次。组织代表参加庭审活
动、评议活动、公益活动１８５人次，发动代表为
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捐款捐物３２０
万元。全县各级人大代表接待走访群众２８万人
次，组织视察调研活动２００余次，提出意见建议
８００余条，为群众办实事好事２０００多件。

【人大信访】　２０２０年，接待来访群众 １９２人
次，受理来信来访２７件次，对其中１５件进行重
点督办，促进问题解决，推动矛盾化解。

【驻村帮扶】　２０２０年，县人大机关先后为帮扶
村购置垃圾桶２０个，梨树苗３０００余棵、绿化树

５００余棵，购置棉衣棉被、面粉、大米、食用
油、桌椅板凳、电暖扇等物品慰问困难户。协调

资金、项目、技术、信息为尚王村完成户户通，

打深井２眼，安装路灯３０盏，建成标准化卫生
室和公共厕所，开展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协调

建成光伏发电站及葡萄市场，推动村集体经济

发展。开展 “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

会５次。疫情期间，驻村工作队及时入村开展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为村里送去口罩、酒

精和消毒液，参加防疫卡点值班，指导群众做

好疫情防控，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同时，协调安

排贫困群众就近就业，促进复工复产。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被评为河南省文明单位、
河南省人大宣传工作先进单位。８月，被县委评
为光彩金秋慈善助学先进单位。

（张忠鑫）

鲁山县人民政府

工作综述

２０２０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
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冲击，在中共鲁山县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县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

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

实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聚焦 “十大任务”，科学施策，主动

作为，克难攻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总体

回稳、势能集聚的良好态势。２０２０年，全县生
产总值预计增长３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１２１％，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增长

８６％，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８６％，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 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７５３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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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速和工业高质量发展三项指标均位居全

市第一，整体迈入全市第一方阵。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作为人口大

县、劳务输出大县，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

疫情和全市首个确诊病例的严峻局面，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首要位置，临危布局，果断应对，迅速启

动一级响应，顶格成立防控指挥部，配齐配强

防疫力量，做精做细诊治方案，严防严守重要

卡口，织紧织密城乡网络，第一时间打响了疫

情防控阻击战。坚持群防群控，科学管控，在安

与危、生与死的重大关头，全体医务工作者不

畏艰险、冲锋在前，各级党员干部迎难而上、坚

守阵地，众多志愿者、企业家、社会爱心人士踊

跃参与、倾情奉献，全县上下同舟共济、共克时

艰，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２０２０年２月５
日之后，连续实现确诊病例 “零报告”。坚持立

足全局，彰显担当，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紧急

动员、协调帮助医疗物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全力保障国家疫情防控物资供应，调拨武汉防

疫物资５２３万件，受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
疗物资保障组来函感谢，为支持打好武汉保卫

战贡献了鲁山力量。与此同时，坚持 “一手牵

两头”，出台工业、农业等６个方面７０余条政策
措施，积极主动纾困解难，稳妥推进复工复产，

有序做好复学复课，为经济恢复赢得了主动权，

取得了 “两战双赢”的阶段性战果。

“三大攻坚战”决战决胜。聚焦硬任务、啃

下 “硬骨头”，全力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实

基础。脱贫攻坚方面。在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

目标后，坚持劲头不松、力量不减、精力不散，

统筹整合７４亿元，安排扶贫项目４３２个；启动
农民工就业百千万工程，开发卫生保洁、防疫

消杀等公益岗位 １０７８６个；实施扶贫产品进超
市、网络直播、扶贫大礼包等消费扶贫模式，

“鲁山县扶贫特色馆”线上商城、生态鲁山农产

品展销中心建成投运，多渠道促进了群众增收，

夯实了脱贫基础，实现了 “就业产业”双提升，

贫困综合发生率降至为零，圆满完成减贫任务，

顺利迎接了全国脱贫攻坚普查、全国脱贫摘帽

县抽查验收、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核查和全国脱

贫摘帽县２０２０年度脱贫成效考核， “六步工作
法”为国家普查提供了河南经验。污染防治方

面。持续开展 “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行动，

取缔 “散乱污”企业９家，治理无组织排放工
业企业３６家，ＰＭ１０、ＰＭ２５累计浓度分别较去年
同期降低９２％、１０９％，实现优良天数２９２天，
较去年同期增加９１天，空气质量为５年以来最
好水平。着力抓好河流清洁行动，稳步推进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全县地表水综合达标率

８２３％，高于市定目标。强力推进土壤重点监管
企业污染减排，重金属污染排放量比２０１３年下
降１２％。风险防范方面。用足用活国家债务管
理政策，在省政府批准的债务限额内，最大限

度申报政府债券，有序化解存量债务，政府债

务处于合理区间，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积极防

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对三类机构监管，实

行月、季、年 “三报”结合的统计制度，三类

机构运行平稳。加强国资监管，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城投、文旅集团等国有企业整合优化基

本完成，自身融资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经济运行回稳向好。坚持把稳住经济基本

盘摆在突出位置，聚焦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

强举措、出实招、重落实，推动经济尽快回暖。

抓重点项目。成立项目大建设工作小组，建立

重点项目协调服务顾问团，坚持县级领导分包

等八项推进机制，全力推进重点河流综合治理、

城乡道路、县级医院、城区学校等一批重大民

生项目。鲁山机场、鲁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有

序推进；花瓷古镇、迎宾大道等４１个项目实现
开工；银岭风电、洁利康改扩建等项目实现竣

工。全年重点项目开工８５个，完成投资 １７１３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抓招商引资。聚焦

“四张图谱”，持续开展 “四个拜访”，先后对接

了航空小镇、星空民宿等项目，引进了中铁路

港鲁山铁路物流产业园、国电投百万千瓦新能

源储能、智慧温控冷链物流产业园等项目，共

签约项目 ６２个，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１７５亿元，
圆满完成市定年度任务。抓营商环境。进一步

深化 “放管服”改革，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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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３８个部门、１１９４项业务进大厅，部门进驻率
达１００％，实现了 “一窗通办”和 “最多跑一

次”；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工程领域审批制

度改革、工业载体建设、科技创新投入等措施，

企业满意度大幅提升；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全年减税降费１３亿元。大力开展 “一联三帮”

保企稳业专项行动，全面落实首席服务官机制，

累计发放各类企业贷款５３５亿元，有力解决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市场活力有效激发，新增市场主体６２９２户。
产业优化步伐加快。紧盯县域主导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强化工业支撑。以重点工业项目为抓手，以科

技创新为推动，着力推进 “两园一基地一中心”

建设，鲁阳工业园总体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编制完成，世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加快推进，

清研鲁山先进制造科创中心、中原实体经济研

究院鲁山分院挂牌成立，实施 “三大改造”项

目３２个，完成投资５９６亿元。加快文旅发展。
投入资金１３亿元，尧山国家５Ａ级旅游区、国
家温泉旅游度假区品质全面提升；七夕文化产

业园、中原云裳牧场等新型文旅项目顺利实施，

元居如是、合智远方、桑盘织女家等一批高端

民宿项目加快推进；１２６家农家乐完成了星级评
定，带动形成了尧山上坪、四棵树黄沟、团城清

水河等一批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世界汉

字节、“首届鲁山杜鹃花节”、“春暖花开·一鲁

游你”等活动顺利举行，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五届七次理事会在鲁山圆满召开，成功创建河

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推动产业集聚。高质量

编制集聚区改革方案，加快 “管委会 ＋公司”
改革步伐；着力提升亩均效益，盘活土地４００多
亩、闲置厂房 １２万平方米；大力推行 “短平

快”、“一站式办结”、全程跟踪、全程代办等服

务，让项目入驻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快，

“四上”企业实现年营业收入１０３亿元，从业人
数１５万人，保持省定一星级产业集聚区位次。

城乡面貌深刻变化。坚持城乡统筹，推进

中心城区与周边县区一体化发展，加快打造多

点支撑的城乡发展新格局。城市品质显著提升。

按照 “东扩南延中提西进北改”发展方向，全

力推进 “一区三园三路三河一提升一改造”，对

８个老旧小区进行提升改造，设置了１５个便民
临时市场和２条特色美食街，完成了尧山大道等
４条主干道的绿化提升，五洲国际商贸城、向阳
路北段、鲁平大道提升改造建成投用，迎宾大

道总体形象进度过半，泰山路东延、新兴路北

延等工程正在抓紧推进，完成了中心公园改造

及一批街头游园建设，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城乡贯通加快推进。郑西高速、平顶山大西环

鲁山段、郑尧高速鲁山站加宽改造等重点项目

竣工通车，建成了郑尧高速引线跨铁路大桥、

振兴路鲁平大道至沙河大桥段、尧山高速出口

至尧山镇段等干线公路３０千米，提升改建了石
林路、尧迎路等一批农村公路项目，被授予全

省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荣誉称号。

乡村面貌持续改善。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

任制，完成粮食种植面积９９９万亩，粮食总产
量２４４５万吨。培育了库区蓝莓、董周酥梨、辛
集葡萄、瓦屋食用菌等区域特色产业，成功申

报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 ４家、市级龙头企业 ６
家。持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了３０余
处精品廊道绿化工程，为２条重点乡村示范带安
排基础项目４８个。

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扎实做好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保运转工作，惠民政策全面落实，重点

民生实事顺利完成。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及时

出台稳就业措施，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返乡

务工人员、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工作，

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８２４３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１４２８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４４７２人，发放创
业贷款 ６２５０万元，动态消除 “零就业家庭”。

教育体育事业持续发展，投入资金２８亿元，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３所，中小学７９所，为全县
中小学按照标准配置了仪器装备；启动了向阳

中学项目建设；招聘特岗教师３００名、高中教师
２６０名；学生资助、控辍保学等工作多次在国
家、省、市经验交流中作典型发言，全县２６３所
学校食堂通过标准化验收，实现了 “互联网 ＋
明厨亮灶”全覆盖。建成社会足球场１６块，举

０９１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办全民健身活动 ２０余场次，中国长征·汽车
（新能源）拉力赛在鲁山顺利发车。健康鲁山不

断推进，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县中医院新院区、

县妇幼保健院业务用房、县疾控中心实验楼项

目建成投用，医疗健康共同体挂牌成立，琴台、

汇源、露峰３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正式运营，东
方关爱重症医养康养基地落地实施，县级医院

实现二级甲等医院全覆盖。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开展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全力做好扫黑除恶、

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信访总量、越级访量实现

同比下降，信访秩序明显好转。

县政府办公室

【以文辅政】　一是文稿起草。紧扣领导决策意
图，注重政策衔接与基层情况摸排，努力做到

谋之有道，参之有方，言之有理，起草领导讲

话、汇报材料、理论文章等各类文字材料８００余
篇、超过３００万字。二是调查研究。围绕脱贫攻
坚、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全域旅游等经济社会

发展热点、难点开展专题调研，反映真实情况，

开展各项调研活动７０余次，其中 《关于沟域经

济发展的调研报告》被市政府采用，鲁山旅游、

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多次在省、市会议

上宣传推广。三是政务信息编报。搜集整理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领导及时

掌握社情民意提供参考，全年累计提供服务信息

６００余条，上报省、市信息部门各类信息１２条，
被采用专期、专报信息７条， 《三夏生产》专期
被国务院办公厅采用，并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

【协调服务】　一是办文。按照 “短、实、新”

要求，严把公文政策关、内容关、文字关和格式

关，确保公文权威性和可操作性；购买文印服

务，确保政府公文印制规范。全年共编发各类

会议纪要５０余份，以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公室名
义发文４２０多份，流转公文批示８５９次。二是办
会。精心组织，注重细节，周密做好会前准备、

会中服务、会后落实；完善县政府常务会议议

题提交流程，改进议题申报、审核机制，规范程

序，提高议事效率。全年组织各类会议 １００余
次，协助组织 １５０余次。三是办事。按照 “细

致、精致、极致”要求，全力做好县委、县政

府各项重大活动的协调综合工作。

【督查督办】　一是重点督查。围绕市政府重点
工作及县政府工作报告中心工作，分解任务，

落实责任，及时跟进，确保实效，督办市政府内

部明电、市政府督查室督查通知４５件，完成各
种留言平台件数３０件，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
有回音。二是专项督查。针对扶贫、环保、教

育、旅游、交通、电业等民生领域和审计整改、

重大建设项目等中心、重点工作开展各类专项

督查６０余次，撰写督查结果反馈、政务反馈５
期，下发督查通知、政务督查２５件。三是代表
建议、委员提案办理。建立 “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分管领导亲自挂帅，办公室具体承办”的

责任机制，全面提升建议议案办理质量，承办

市、县转交政府承办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

员提案 ２５５件，按时办结率、反馈率均为
１００％。四是热线办理。加强受理平台管理，保
持受理渠道畅通，全年经办各类热线案件９１４５
件，办结率和反馈率均１００％。

【目标管理】　细化目标责任、监督管理、量化
考评及奖惩激励等机制，对各乡镇和县直有关单

位主要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全面督查，并将督

查结果、主要差距、工作重点、努力方向等情况

及时通报，确保政府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金融服务】　强化金融运行分析监管，创新金
融扶贫模式，完善金融扶贫 “四大体系”，各金

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信贷５３４６２９万元，支持贫
困户１５０１８户；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严厉打击处
置非法集资违法行为，加快非法集资案件处置

工作，加强对重点时段、重点领域非法集资信

访苗头的排查化解工作，获得省处非办公室举

办的 “远离非法金融　豫见美好生活”宣传活
动二等奖。

１９１政　治　



【政务公开】　推动 “互联网 ＋政务服务”建
设，审批服务事项完成录入。２０２０年鲁山县政
府门户网站共发布政务信息 ２３２８条，访问量
１９８６２８６次。

【法治建设】　强化涉法文件审查，对以县政府
及其办公室名义出台文件、重大决策和重要事

务进行全面审核把关和相关解释。依法受理行

政复议，解答当事人咨询１２０余人次，受理行政
复议申请１９件，法定期限结案率１００％。积极
处理诉讼案件应诉，妥善处理与政府的各类纠

纷，全年参与调处各类纠纷２０余起。

【疫情防控】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结合全县政
府系统中枢机构定位，全员动员、全力以赴奋

战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条战线。１月２７
日起，全体党员干部保持全天候、错峰式备战

状态，其中２５名同志一线参与综合协调、物资
保障等工作，４名同志被县委、县政府通报表
彰，１名同志被授予全市疫情防控先进个人，办
公室荣获全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基层党组

织。组织办公室党员捐款１８１２０元。

【驻村帮扶】　先后选派１０名思想素质好、责

任心强、作风扎实的干部入村开展驻村帮扶工

作，所有公职人员 （含借调人员）均参与 “一

对一、一对多”结对帮扶。实行帮扶责任人定

期培训学习制度，邀请行业扶贫部门集中授课，

多次举办培训讲座、基础知识测试等，提高帮

扶责任人政策知晓率。全年共为帮扶村争取项

目资金１１０余万元，完成高质量脱贫摘帽目标
任务。

【荣誉榜】　鲁山县政府荣获全市政府督查工作
先进单位。县政府办公室荣获全省政府系统督

查工作先进单位，全市市长热线工作先进单位、

公文处理工作先进单位，县级平安建设工作先

进单位、重点项目综合协调 （督查）先进单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基层党组织、鲁山县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体。陈宇锋获得全

省政府系统督查工作先进个人、鲁山县 “五型

干部”称号，梁朝阳获得市长热线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许萌茁获得公文处理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赵娜君获得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称号，徐文凯获得鲁山县 “五好党员”

称号。

【重要文件目录】　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县政府共印发鲁政文件２２份。

日　期 文件名称 文　号 备　注

０２２１ 关于印发 《鲁山县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旅游业稳定发展十项措施》的

通知
１

０３５ 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意见 ２

０３３ 关于认真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 ３

０３２５ 关于明确２０２０年市政府重点工作责任单位的通知 ４

０３３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民兵组织整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５

０３２５ 关于调整鲁山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等３个议事协调机构组成人员的通知 ６

０５９ 关于印发 《鲁山县省级森林城市建设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８年）》的通知 ７

０５１９ 关于印发 《鲁山县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香菇）标准化生产基地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的通知 ８

０７２７ 关于加强鲁阳工业园拟建设范围土地管理的通知 ９

０７２４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矿产品交易综合性监管工作的意见 １０

２９１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续表１
日　期 文件名称 文　号 备　注

０８１９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县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的通知 １１

０８１９ 关于对全县综合治税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记功嘉奖的决定 １２

０８２５ 关于印发 《鲁山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１３

０９１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绩效考核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４

１０２８ 关于印发 《鲁山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的通知 １５

０９３０ 关于对获得 “最优乡 （镇、街道）”“最佳县直单位”荣誉称号的单位领导班子

记集体三等功的决定
１６

１０１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统筹整合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１７

１０３１ 关于印发 《鲁山县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１８

１２１６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 １９

１２４ 关于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 ２０

１２３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军地联合落实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工作协作机

制》的通知
２１ 秘密★５年

１２３０ 关于调整鲁山县征兵领导小组等３个议事协调机构组成人员的通知 ２２ 秘密★５年

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县政府办公室共印发鲁政办文件６０份。

日　期 文件名称 文　号 备　注

０１１９ 关于印发 《鲁山县基层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１

０１２０ 关于成立鲁山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２

０１２３ 关于印发 《鲁山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鲁山县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应急

预案》的通知
３

关于落实２０２０年县委经济工作会议重点任务的通知 ４

空号 ５

０２２６ 关于印发 《鲁山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分方案》的通知 ６

０２２６ 关于印发 《鲁山县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７

０２２９ 关于印发 《鲁山县春季公路行道树绿化工作方案》的通知 ８

０３５ 关于印发 《鲁山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的通知 ９

０３１１ 关于下达２０２０年度政务信息责任目标的通知 １０

０３１０ 关于组织开展全县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１１

０３２４ 关于印发 《鲁山县城区管网改扩建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１２

０３２９ 关于印发 《鲁山县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１３

０４２３ 关于印发 《鲁山县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
１４

３９１政　治　



　续表１
日　期 文件名称 文　号 备　注

０４２４ 关于印发 《鲁山县进一步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１５

０３２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热线平台整合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１６

０４３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开展河道采砂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１７

０５２１ 关于在鲁山县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企业开办一日办结工作制的通知 １８

０５２８ 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通知 １９

０６８ 关于进一步做好证明事项清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２０

０６１５ 关于印发 《鲁山县残疾人联合会改革方案》的通知 ２１

０６１２ 关于加强乡镇 （村）志编纂、村史馆建设工作的通知 ２２

０６１２ 关于印发 《〈鲁山县志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资料收集整理编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３

０６２３ 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２０１９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
督查激励的通报的通知

２４

０６１５ 关于取消和保留县政府部门证明事项的通知 ２５

０７２ 关于做好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试和行政执法证换发工作的通知 ２６

０７１３ 关于表彰２０１９年度全县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２７

０７７ 关于印发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２８

０７２７ 关于做好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企业和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行业中的认定工作

的通知
２９

０７２４ 关于分散２０２０年度市政府下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考核评价指标的通知 ３０

０７２７ 关于印发 《鲁山县公共行业非住宅房屋安全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３１

０７３０ 关于成立鲁山县汇源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３２

０８４ 关于印发 《鲁山县推进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３３

０８２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国有企业资产及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清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３４

０８２４ 关于印发 《鲁山县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３５

０８２６ 关于明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０年重点工作责任单位的通知 ３６

０９１０ 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２０年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 ３７

０９２２ 关于公布２０２０年度鲁山县学术技术带头人名单的通知 ３８

０９２２ 关于县直单位及乡镇获得省厅级以上表彰情况的通报 ３９

０９１８ 关于印发 《全县矿产资源 （堆积物）处置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４０

０９２５ 关于印发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集中征缴实施方案》的通知 ４１

０９２９ 关于印发 《Ｓ２３４焦新线鲁宝界四山村至保障路段改建工程和鲁宝工业大道项目征地
拆迁实施方案的通知

４２

０９６ 关于印发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森林抚育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４３

１０１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加快５Ｇ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４４

０９２３ 关于建立鲁山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金发放联运工作机制的通知 ４５

１０１９ 关于印发 《鲁山县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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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日　期 文件名称 文　号 备　注

１０１９ 关于转发 《平顶山市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４７

１０２２ 关于印发 《鲁山县绿色交通试点县建设实施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的通知 ４８

１０２９ 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通知 ４９

１０２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沙河综合治理规划区规范化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５０

１１２５ 关于开展马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５１

１１１８ 关于印发 《鲁山县推进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５２

１０２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农村饮水安全应急预案》的通知 ５３ 水利局

１２２ 关于印发 《鲁山县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监管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５４

１２１１ 关于印发 《鲁山县加强 “民呼必应”快速响应机制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５５

１１３０ 关于支持全县食用菌企业 “双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５６

１２１９ 关于开展鲁山县第一届科技创新三代改造等先进企业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５７

１２２９ 关于加快全县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的通知 ５８

１２３ 关于印发 《鲁山县贯彻落实河南省深化投资审批 “三个一”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５９

１２３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６０

１２３０ 关于印发 《鲁山县贯彻落实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

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６１

（李亚杰）

民族宗教事务

【网络监控建设】　筹集资金２００余万元，克服
疫情防控、场所分散、地理位置复杂等困难，１５
天内完成全县７２个宗教活动场所视频监控建设，
县级视频监控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并和 “雪亮

工程”对接。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以下汤镇为示范点，完
成整改任务后组织相关单位现场学习，然后全

面铺开，完成伊斯兰教中国化建设，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

【民间信仰场所管理】　严格按照省、市部署，
对全县民间信仰点开展排查登记，建立分类台

账，开展以取缔私设功德箱、禁止烧高香、严查

假僧假道、借 “神”敛财行为等为主的规范治

理工作。下汤镇民间信仰场所已全部建立台账，

实行挂牌管理，民间信仰场所不规范突出问题

得到有效治理。

【宗教商业化治理】　一是界定范围。严格按照
上级文件精神，归纳总结１６种商业化行为，召
开专题会议，以清单形式发放至相关单位，对

照清单，逐一排查。二是明确分工。进一步明确

相关单位的排查领域分工和治理项目分工，上

报具体分管领导和责任人，盯事盯人，逐项排

查治理。三是集中治理。对宗教活动场所内外

排查出的商业化问题，牵头单位建立分台账，

县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总台账，每周一

调度，每周一汇总，每周一通报，确保逐项销号

到位。召开调度会议两次，排查商业化问题 ７
个，已全部治理到位。

【宗教领域执法】　成立鲁山县宗教领域联合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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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作领导小组，在县民宗局设立办公室。投

入资金２３０余万元，建设县宗教领域联合执法办
公室和县级视频监控中心，实现 “五个有”：有

场所、有设备、有人员、有经费、有档案。聘请

法律顾问，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先后出台

《鲁山县关于推进宗教领域联合执法的指导意

见》《鲁山县宗教领域联合执法部门职责》《鲁

山县宗教领域联合执法运行机制》。制定乡

（镇、街道）、办事处宗教工作职责清单和配合

宗教执法路径指引，明确乡镇配合执法清单和

具体工作要求，建立县、乡、村 “三级联动”

工作责任体系。先后印发张贴违法违规宗教活

动有奖举报公告２０００余份，设立微信举报平台
１个，设立举报箱５８２个，县乡设立举报电话５４
部。同时通过报纸、农村大喇叭、印发明白纸、

宣传册等多种形式，把宗教政策法规、举报内

容、处理程序、举报奖励原则宣传给广大群众。

组织民宗、公安、国安、自然资源、司法、市场

监管等１９个单位负责执法的同志成立宗教联合
执法会商研判组，由联合执法办公室主任负责

召集，采取定期会商研判与 “一案一研判”的

形式，第一时间研究解决联合执法工作中的有

关问题。将宗教领域联合执法工作纳入各单位

宗教工作年度考核内容，结合实际制定责任追

究办法，重点严格县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及主要负责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乡

村 “两员”及参与联合执法工作人员的责任，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宗教工作责任和法定

职责的，予以追究责任。根据群众举报，先后查

处辛集乡同心门业制售带有宗教色彩防盗门和

韍河乡玻璃画厂制售带有宗教色彩玻璃画行为，

对熊背乡草店村村民违规占用土地非法建设基

督教堂进行立案查处。

【宗教场所规范化管理】　下发 “整乡规范”工

作方案，明确有证场所做到 “十四个”规范。

即名称规范、“四进”规范、内部制度规范、公

示标示规范、档案管理规范、功德箱 （乜提、

乐捐箱）设置规范、消防设施规范、日常学习

规范、法物流通处规范、宣传规范、活动规范、

管理规范、建筑设施规范、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民间信仰场所做到 “七不准”，即场所内和场所

周边不准插挂任何旗帜；不准设置功德箱；不

准有僧人、道士或假僧假道；不准滥塑宗教造

像；不准烧高香、大香；不准开展封建迷信活

动；禁止企业和个人投资经营或承包民间信仰

活动场所。打造瑞云观、程村教堂、明山寺等８
个县级规范化管理场所示范点，各乡镇打造一

个示范点，以点带面，全面铺开。县民族宗教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对各乡镇规范化建设情

况进行验收，工作落后的全县通报批评，并记

入年终考核成绩；工作严重滞后的，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

【疫情防控】　按照上级 “双暂停” （暂停对外

开放、暂停宗教活动）要求，统一印发 “双暂

停”公告和疫情防控知识要点，发放到各乡

（镇、街道）、办事处和宗教场所。１月２４日上
午１２时前所有宗教场所全部落实 “双暂停”。６
月３日，采取 “两初验一复检”的方式，有序

开放全县宗教场所。

【荣誉榜】　５月１８日被平顶山市民宗局评为全
市民族工作先进单位，６月１７日被省委统战部
评为宗教领域疫情防控工作表现突出单位。

（袁亚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概况】　２０２０年７月，按照鲁山县党政机构改
革协调小组办公室 《关于机构改革工伤保险相关

职能、编制划转的通知》要求，县医保局承担的

工伤保险相关事务性工作职能划入县人社局。

【稳岗就业】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影
响，实行 “六个一”工作法，即成立一个工作

专班、制定一个行动方案、召开一次动员大会、

形成一套协作机制、建立一个日报告制度、每

天发表一期简报，统筹疫情防控和农民工稳岗

复工。减免 （减征）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６０２４
万元，惠及全县４９０余家参保企业和１万余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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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职工，为全县 ７７家企业申报援企稳岗补贴
３７５万元。实施 “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

停歇”的线上招聘活动，与浙江嘉兴、台州，

广东东莞等地洽谈对接劳务输出，全力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和劳动力返岗就业。全年新增城镇

就业８２４３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４２８人，就
业困难人员再就业３８０人，全县累计外出务工人
数达２６７万余人，全县就业局势整体稳定。河南
广播电视台、市委办公室信息快报、市政府办公

室工作信息、市农民工返岗就业专报等对鲁山县

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典型做法进行宣传报道。

【养老保险】　一是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２０２０年，全县企业参保在职职工２６１５３人、
退休人员８８１０人，机关事业单位参保在职职工
１６９９９人、退休人员８０４６人，全年共拨付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２７９２５万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养老金３５８６０万元。对全县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进行同步调整，调整

后企业基本养老金人均月增资１４３元，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金人均月增资１５７元。

二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２０２０年，全县共
有５０８６３３名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共中
１３８８６４名６０周岁以上群众领取养老保险金，全
年共发放养老保险金１８２５５万元。按照河南省人
社厅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工作的通知》（豫人社

〔２０２０〕９８号）文件要求，全县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自２０２０年７月起提高５元，每人
每月领取的基础养老金达到１１０元。

【工伤保险】　全县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２８１０２
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７８人，累计支付工
伤保险基金２３７６万元。

【失业保险】　全县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２６１２５
人，享受失业保险待遇２８１人，累计支付失业保
险基金２２０５万元。

【行业扶贫】　一是转移就业扶贫。发挥社会保

障所和社保协管员作用，建立完善贫困劳动力

实名制台账，实施贫困劳动力就业动态清零和

跟踪服务机制。１１月，启动 “金秋”招聘月活

动，通过实施 “线上 ＋线下”招聘活动，满足
群众求职需要。全年累计发布招聘信息６０１７余
条，召开推介会９４次，提供就业岗位１４９１３个，
帮助有务工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充分就业。依托

各类培训机构，根据贫困群众意愿和市场需求，

围绕农家乐旅游、种植、养殖、加工等行业，有

针对性开展各类技能培训。２０２０年共开展创业
就业、职业技能提升等各类培训３０１９３人，其中
培训贫困劳动力 ６０１７人。利用政府购买服务、
村集体经济收益、社会帮扶等渠道，在贫困群

众中开发卫生保洁、治安巡逻、防疫消杀等各

类扶贫公益性岗位１０７８６人，实现就近就业，增
加群众收入。实施外出务工贫困群众交通费奖

补和工资奖补，２０２０年累计为３０５０３户４４０３７名
贫困群众发放务工奖补２９４９８１万元。

二是社会保障扶贫。对年满６０周岁、未领
取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的贫困人员，将其

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范围，按月发

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县财政为１２３５４
名贫困群众代缴养老保险金１２３５４万元，２０２０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登记７６８０６人，做到应
保尽保；全县２５７６５名６０周岁以上困难群众每
月按时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实现应发尽发。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一是优化专业技术岗位
设置，促进事业单位用人机制加快转变，全面

落实岗位之间相互转化，优化竞聘体制，使事

业单位岗位管理进入常态化。在事业单位岗位

首聘的基础上，开展事业单位转岗竞聘工作，

全年共计转岗竞聘４８个单位６２９人。
二是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中国·河南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 “２０２０招才引智专项行动”总
体方案〉的通知》《中共平顶山市委平顶山市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 “鹰城英才计划”加快创

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见》和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事
业单位招才引智公告》，共提供５６个岗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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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赴西安、郑州招才引智现场组织实施招才

引智报名工作。

三是根据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河南

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暂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全县事业单位进行年度

考核，完成２０１９年度全县１０５个事业单位年度
考核的审核、备案工作。

四是根据 《市委办公室关于做好 “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７０周年”纪念章颁
发工作的通知》，以组织统计为主，个人申报作

为补充，按照 “谁统计谁发放”的原则组织颁

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７０周年”
纪念章８９枚。

五是根据 《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机关

工人受处分工资待遇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

定，对１５名受党政纪处分的事业单位人员进行
了降资审核。

【“三支一扶”管理】　安排 ７名服务期满的
２０１８年 “三支一扶”大学生，安置新招募的１５
名２０２０年 “三支一扶”大学生，调整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在岗 “三支一扶”大学生生活补助并为

其办理医疗、社保等社会保障手续。

【乡镇和街道机构改革】　贯彻乡镇和机构改革
工作工作精神，拟定 《鲁山县乡镇和街道机构

改革实施方案的方案》，承办乡镇和街道机构改

革 “减县补乡”选派工作人员。经报名、资格

审查、笔试、面试、体检、考察等程序，共选派

１８７名人员到乡镇工作。

【工资晋升审批】　完成２０２０年全县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晋升审批１４５９７人次；办理
２０２０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务变动、岗位
等级变动、转正定级、岗位转换、退伍定资等审

批２５２２人次，审批全县津补贴１１２９９人次，完
成全县教育系统的班主任津贴及教龄津贴的审

批备案，共发放班主任津贴、地方教龄津贴

３３０８６万元；整理、移交县委组织部全县公务
员工资的电子数据及纸质资料。

【人力资源管理】　一是深化职称工作改革，贯
彻落实专业技术人员各项制度。共完成各级各类

职称评审１０９８人，其中，初级５６６人、中级２６６
人、高级２６６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
９３５６人。评审学术技术带头人６９人，其中，市级
５人、县级６４人。申报省政府特殊津贴１人。

二是审核档案９３８份，审批退休７７１人，其
中，企业退休职工 ３８７人、机关事业退休职工
３８４人。

三是机关事业单位工勤岗位考核合格人员

共有４５４名，其中，一级２人、二级２７２名、三
级１２４名、四级５６名。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完成
２０９６６人次，完成企业以工代训２１４３５人次。

四是接收高校毕业生档案３５０件，转出档案
４９３件，办理人事代理７９人，为人事代理人员
办理转正定级和工资晋档２９２人次；为县医疗系
统招聘人事代理医生及护士等专业医疗人员２２４
名；１０月，参加第三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签订９６份就业意向协议书。

【劳动维权】　开展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宣传月活动，提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

律意识。共为农民工讨要工资８００余万元，按照
上级领导批示及相关文件精神，开展全县各类

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４次，建筑领
域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７次，市场监管
局联合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检查 １
次，用人单位书面资料审查及诚信登记评价专

项检查１次，各类集中排查整治活动４次，根治
欠薪冬季专项行动１次。通过日常巡查、专项检
查等行动，共检查用人单位５００余户，涉及劳动
者４５万人次，督促签订劳动合同 ５０００余份。
强化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共立案处理３７起，其
中，裁决２８起、中止审理１起、撤诉２起、审
查后不予受理６起，法定期限结案率１００％，为
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１００多万元。做好工伤案件
调查认定工作，全年共受理工伤认定案件４８件，
其中，４２起工伤案件、６起工亡案件，法定时限
内结案率为１００％；全年办理病退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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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维稳】　落实班子成员信访包案及带班制
度，２０２０年共接到上级转送、交办信访案件１０
件，均及时受理并按期办结。继续做好２００５年
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思想工作，进行教育疏导、

宣传解释及法制教育，督促相关单位落实好包

保责任制，及时掌握人员动态，对群体中确有

困难人员进行有效帮扶。

（田旭旭）

应急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全县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６
起 （其中，消防事故４起、道路交通事故２起），
同比上升２０％；受伤２人，下降３３３％。非煤、
危化、住建、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杜绝了亡人

事故。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一是年初召开全县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２５个乡 （镇、街道）和２８个安
委会成员单位向县政府递交安全生产目标责任

书，层层落实责任，形成横到边、纵到底的安全

监管责任体系；二是按照 “三管三必须”原则，

重新修订 《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

职责》，进一步明确机构改革后安委会成员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三是印发 《关于开展安全

生产巡查指导的通知》，成立１３个安全生产巡
查指导组，分区域、分行业开展明查暗访巡查

指导工作。

【安全大检查】　非煤、危化、工贸直管行业每
两个月邀请省、市专家全面检查一遍；业务股

室每月组织人员全面检查一遍，发现问题紧盯

不放直至清零，确保直管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２０２０年，全县共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１０４
家，主要涉及氧气、甲醇、汽油、柴油等，其

中，加油站９７家，分别为中石化２０家、中石油
５家、中原高速４家、社会加油站６８家 （其中

在营５０家，因未完善成品油经营许可证手续停
业１８家）；乙类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７家。全年
共检查２００家次，下达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８４
份，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２６０条，整改率

１００％。全县纳入应急管理局日常监管金属非金
属矿山系统２６个，其中，正常运行８个、申请
停产停建８个、手续过期停产停建１０个；尾矿
库２９座，正常运行８座，许可证过期、停产库６
座，已闭库５座，正在闭库２座，基建过期库８
座。全年组织专家开展检查 １６次，发现隐患
１５８条，现场整改１２２条，限期整改３６条，已
全部整改完毕。全县共有工贸企业７８家，正常
生产经营５６家，对砂石加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
“三同时”技术服务，组织验收４６家 （１５家安
全设施设计已审查、３１家已全部完成）。全年共
检查企业１３５家，排查出隐患２３５条，已全部整
改到位。

【行政执法】　组织局执法大队巡查检查各类生
产经营单位２００余次，查出隐患５００余条，立案
查处５６起，检查促进企业安全培训５００余人次。
组织事故调查股、执法大队核查疑似生产安全

事故７起，通过疑似事故表象深入追查其背后存
在的安全隐患。利用省平台及时归纳汇总相关

执法信息数据，分析全局的执法工作。２０２０年
执法大队实际执法检查 ９３２次，查出隐患 ８７２
条，整改５８８条；平台系统录入全年执法检查共
５８８次，数据信息在全市各县区排名位居前列。
先后三次邀请市县法制人员授课，全年共开展

各类行政执法教育培训 １０次。执法大队荣获
“市级行政执法先进集体”称号；３人荣获 “市

级行政执法先进个人”称号；２本执法案卷在市
局组织的执法案卷抽查大评比中全部荣获 “全市

优秀案卷”。全年共立案８７起，结案８６起，罚款
到位２５１６万元，行政许可受理并决定２件。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制定印发 《鲁山县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 “１＋２＋７”
基本框架；建立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工作专班制度和督促督办制度》。１２个行业主管
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方案，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共排查隐患 ２４４２条，全部整改落实到位。
成立专项检查组７７个，督导检查６０３次，检查
单位６７１家，督导问题５５８个，立案２４起，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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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停产停业整顿６家，约谈企业负责人１７次。

【应急救援】　以县应急民兵连为基础，组建
１２０人的应急救援队伍，组织各类演练２３场次。
全年组织人员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家庭开展１３次应急处置、疏散逃生等安
全常识培训，受益４０００余人。聘请专家对鲁山
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进行修订。２０２０年指
导３５家企事业单位完善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

【应急改革】　２０２０年防汛抗旱工作运转良好；
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明确林业、应急各一

名班子成员为负责人，共同开展森林防灭火工

作。在县政府第６３次常务会议上提交的 《关于

应急体制改革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已经县政

府同意，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预计２０２１年元
月底前完成应急体系改革任务。

【灾情救助】　上半年，根据灾情情况争取救灾
资金１１９５９万元，严格按照户报、村评、乡审、
县定四个程序，坚持专款专用重点使用原则，

建立台账，接受群众监督。累计通过一卡通系

统发放救助资金９１６９万元，救助口粮６０００袋，
救助棉被１５００条，惠及１２万受灾困难群众。下
半年，通过对致灾因素、灾情数据、冬春救助等

因素的分析评估，争取救灾资金１２３万元，全部
投入到受灾贫困户手中。

【安全宣传】　抽调３名同志成立宣教中心，建
立安全鲁山微信公众号，宣传安全工作、曝光

违法案件。全年编发 《安全生产动态》１２期。
在公众号、《河南日报》、《大河报》、今日头条、

《河南法制报》等主流媒体先后发稿３２０余篇，
其中，被国家级新闻网站刊登２２篇、省级新闻
媒体刊登８９篇，省应急管理厅采用５篇、市级
媒体采用１篇、县政府办采用１２篇。采取微信
公众号、短信、宣传广播等方式进行网上宣传，

推送信息４万余条，受益群众１０万余人。

【安全培训】　对教育、工贸、文旅等７个行业

领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对全县村级安全

员进行全员培训；举办各类培训班１５期，培训
各类人员２２６４人。

【矿业秩序整治】　２０２０年共查处违法案件１８６
起，暂扣盗采资源设备 ９２台，刑事拘留 ８人，
行政拘留３７人，行政处罚１９６起，查扣违法车
辆３０６辆，没收违法盗采资源４５万吨。组织代
征资源税和应征增值税将近８０００万元。

【疫情防控】　通过执法检查和定点宣传相结
合，在直管企业和驻守小区开展疫情防控宣传，

从局长到普通干部，除保留必要的办公人员外，

全面下沉式到对接小区开展疫情防控值守，同

时派出一名副局长，两名优秀干部到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全程参与全县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应

急救援大队对县直单位、乡镇政府、学校、养老

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义务消

杀活动，累计消杀场地约２０００余亩，受益群众
１６万余人，有序助力企业安全恢复生产；调拨
救灾物资３６０件，其中帐篷６０顶、棉被１２０张、
棉衣１８０件，用于设置疫情监测卡口和防控工作
人员生活保障等。

【驻村帮扶】　帮扶９个村共派出６名联村科级
干部、２０名驻村干部、９６名帮扶责任人，结对
帮扶贫困户３５７户１０９９人。先后投入１３５万元
为贫困户送 “致富树”１万余棵；向营西村捐赠
办公桌椅等办公设施价值５万元；为赵村村基础
设施建设捐赠２万余元；为张官营镇小营村协调
安装路灯１２０余盏；为帮扶９个村４００余户贫困
群众捐赠价值３万余元爱心厨房调味品和过冬棉
衣、棉被。特别疫情期间，为帮扶村送去防疫物

资消毒液５００斤，生活慰问品４３０份，价值６万
余元；全体帮扶责任人根据需求积极购买扶贫

产品，累计购买扶贫产品１２元。 （梁　栋）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服务中
心共办理各类政务服务事项２５万余件，收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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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规费１６亿多元。中心先后获得 “鲁山青年文

明号”“工会工作先进单位”“重点项目综合协

调 （督查）先进单位” “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

位”“鲁山县首届 ‘学习强国’电视知识竞赛优

秀组织奖” “鲁山县创建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

体”“鲁山县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

【推进一窗通办】　推进综合窗口改革，调整原
有布局，设置综合窗口、全省通办窗口、市场准

入窗口、工程建设窗口、社会事务窗口、公共服

务窗口、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企业开办 “一

日办结”制工作专区、自助服务区等。根据

“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

件”的工作模式，综合运用 “豫事办”ＡＰＰ实
行服务事项一次告知，提前介入指导，确保政

务服务工作规范、高效。

【证照免费邮寄】　县邮政分公司 ＥＭＳ速递业
务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正式入驻县行政服务中
心，为全县企业、群众申办证照 （批文）提供

免费邮寄服务，企业和群众无论是网上申请业

务，或是在窗口现场办理业务，均可根据需要

享受证照免费专递服务。全年为群众免费邮寄

４０００余件。

【政务服务改革】　一是减事项，权责清单中没
有的一律取消，适时调整、公布全县政务服务

事项目录清单；二是减时间，减少不必要的事

项办理环节，实现承诺办理时限整体压缩７０％
以上、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９０％以上；三是减
流程，进行全面彻底流程再造，减掉不必要环

节；四是减材料，取消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全面

推动在建设工程领域实行联合勘验、审图、测

绘、验收。

【“互联网＋政务”服务】　一是完成县级最小
颗粒化工作，县级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１１９４
项调整为１７７３项。二是政务服务统一工作平台。
建设事项管理系统、权力运行系统、办件信息

系统、电子监察系统、互动系统、一窗受理平

台、电子证照系统等政务服务相关系统，并接

入政务服务统一工作平台，实现一个地址访问、

按用户权限分配系统内容。多次系统培训各单

位工作人员，明确各系统 “四看”要求，即权

力系统即时看、互动系统每天看、事项系统每

周看、监察专人看，确保有件及时办、有问及时

答、有事项变动及时更新、有预警红牌及时处

理。至１２月底，除电子证照系统还需根据市统
一进度进行对接外，政务服务事项管理、前台

受理、后台审批、办件查询、咨询、投诉、建

议、好差评、电子监察等系统均已正常使用。三

是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建设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２０２０年４月初投入使
用，将九大类工程建设项目分类梳理、配置流

程、优化环节，设立工程建设项目综合受理窗

口，广泛告知各企业、各单位使用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系统进行办件。至年底，通过工改

系统办理的项目已达６３项。四是建成政务服务
“一张网”。对接全省电子政务外网建设，拓展

网络覆盖范围，提升网络传输交互能力，加快

整合部门业务专网，提高电子政务网络集约化

管理程度。五是做大政务服务 “一朵云”。完成

全县各类政务信息系统迁移上云，提升云服务

能力。六是建立２４小时自助服务区。完成２４小
时自助服务区建设的设计方案和选址工作，相

关预算已进行报批。

【“互联网＋监管”】　一是监管事项梳理。各相
关单位认领监管事项目录清单，并添加检查实

施清单，做到应认领必认领。截至年底，认领目

录清单７３０项，检查实施清单均已添加完毕。二
是执法人员注册。从县司法局获取全县所有执

法人员信息，共计１７４５人，已注册１７６７人，注
册率１０１２６％。三是监管行为录入。指导各相
关单位将平时开展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

政强制等监管行为录入监管数据填报系统，监

管事项主项覆盖率、子项覆盖率分别达到

７０１４％、２８１０％。

【基层政务服务】　建设乡镇政务服务网。全县

１０２政　治　



２５个乡 （镇、街道）、办事处及 ５５５个村 （社

区）政务服务事项已全部录入发布完毕，已建

立全县５４３个行政村的政务服务网乡村子站。制
定 《推动政务服务乡村全覆盖实施方案》，明确

乡镇政务服务工作制度、专项特色服务制度，

汇总乡村政务服务工作人员信息，确定全县各

乡镇政务服务工作责任人、联系人。组织开展

乡镇政务工作培训，针对下放事项由业务对应

部门逐一讲析事项办理流程、要求；编制印发

《乡镇政务服务事项便民手册》。全县 ２５个乡
（镇、街道）、办事处及５５５个村 （社区）已实

现三网联通、人员设备到位、事项进驻中心站

点，可正常办理业务。

【便民利企机制】　 “一日办结”机制设置。在

政务服务实体大厅二楼设置企业开办专区，将

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公安、刻章等相关部门

统一规划在专区内，建立一日办结工作制，已

于５月１１日运行。“一件事一次办”机制设置。
建立 “一件事一次办”工作制，初步梳理出与

企业密切相关的２０件事，按照整体规划、分步
实施的原则，成熟一个，推广一个，实施一个，

逐一分解细化审批服务的方法、步骤，实现部

门审批同步、受理监督同步、服务优化同步，提

高工作效能，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度。“一

证通办”机制设置。根据豫 “放管服”组办

〔２０２０〕２号文件要求，通过优化流程、精简材
料、共享数据，加快推进用一张身份证办理人

社、卫健委、房管、残联、电力等民生事项，梳

理出第一批 “一证通办”事项５１项，通过媒体
对外公布。在政务服务大厅一楼增设综合自助

服务区，配备电脑、自助终端服务机，群众可在

工作人员指导下自行完成证照扫描、上传照片、

文件等各类服务事项的申请。

【联审联批】　县联审联批各成员单位遍访承包
企业，建立工作台账，宣传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联审联批政策办法，引导项目 （企业）根据项

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切入联审联批 “一窗通

办”，减少办事成本。与每个项目企业建立联系

机制，及时互通，定期回访。对于新开工建设项

目企业，定期召开联审联批会议，为项目企业

做好手续办理全流程基本辅导，对项目企业需

办事项手续，提前联系给予指导，需要协助办

理的全程陪同，需要帮助代办的上门代办，送

证上门。

【豫事办推广】　全县２５个乡 （镇、街道）、办

事处和７６家县直单位自上而下全员参与 “豫事

办”推广注册工作。印发１６万份 “豫事办”彩

页，已注册１９５６７１人 （省定注册目标３５万人），
完成率５５９％，全市排名第四。联合县教体局发
动全县教育系统开展 “小手拉大手”活动；工作

人员到车站、超市、医院等人员密集场合对来往

群众进行宣传推广，在大厅设置推广点，引导办

事群众先扫码后进厅、先注册后办事。

（张添荣）

移民服务

【概况】　鲁山县移民工作服务中心原为鲁山县
水库移民安置办公室，成立于１９８９年，副科级
事业单位，２００２年升为正科级单位；２０１２年更
名为鲁山县移民安置局，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２５日，
更名为 “鲁山县移民工作服务中心”。内设办公

室、规划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股、后扶股、培

训股、南水北调协调股、财务股、监察室、南水

北调配套工程鲁山管理所９个职能股室。２０２０
年有在职干部职工６１人。

【移民扶持直补资金】　鲁山县是全省第二移民
大县，２０２０年全县核定大中型水库移民 ７８４７０
人，涉及全县 ２５个乡 （镇、街道）、办事处，

５３８个行政村，其中移民人口在３０００人以上的
重点乡镇８个，３００人以上的重点移民村６５个。
２０１９年，根据国家后扶直补资金发放工作要求，
逐村逐户核查、核定全县移民后期扶持人口。

在核准身份的基础上，及时足额将４７０８２万元
直补资金发放到户。

【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全年共完成大中型水库

２０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磙子营乡徐庄村排水治理项目　 （王玉航／摄）

移民后扶项目２０９个，完成投资１１２３８３４万元，
项目类别涵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受益

移民村１５４个。同时，提前筹建２０２１年项目库
工作，共现场勘察设计项目１５５个，设计总资金
量９５００万元。

【移民培训】　２０２０年完成移民家政、驾驶类实
用培训项目 ９期，培训移民 ４７０人次，总投资
４８２８万元。

【移民贷】　全县 “移民贷”平台试点村共２２
个。２０２０年累计发放 “移民贷”小额信贷资金

８７１万元。

【移民村建设】　美好移民村建设是省移民工作
领导小组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

　　下汤镇林楼村大棚项目　 （赵中超／摄）

鲁山县美好移民示范村共１９个，其中省级３个、
市级１６个，主要工作目标是补齐移民区发展短
板、促进移民增收致富。２０２０年，先后投入水

库移民后扶资金１８３５１８万元，通过提升基础设
施、扶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等，持续推动示范村经济、社会发展和

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促进移民村共同发展。

【昭平台水库扩容】　河南省沙河下汤水库工程
（昭平台水库扩容）是纳入 《淮河流域综合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３０）》的河南省重点水利工程之一。
淹没搬迁涉及库区乡、下汤镇、董周乡 ３个乡
（镇）。２０２０年３月开始，初步完成淹没区３个
乡镇、２２个行政村的房屋及人口和专项设施调
查登记、实物指标复核以及移民安置方案确定

和起草工作，调查居民房屋１２６１户５０６９人。调
查成果已按要求及时间节点进行第一榜公示。

【抽水蓄能电站实物调查】　按照县政府工作安
排，会同有关单位和设计部门对鲁山抽水蓄能

电站建设征地范围的实物指标进行全面调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面完成实物指标调查、公示、复
核及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报告的审查

等工作。

（高　佳）

接待服务

【概况】　中共鲁山县委、鲁山县人民政府接待
事务服务中心前身为县委、县政府接待办公室，

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４月，为正科级规格，属鲁山县
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领导职数１正３副。编
制１０名，财政全额供给。县接待中心内设办公
室、接待一科、接待二科、财务科等四个科室。

鲁山县接待中心是县四大班子执行公务接

待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拟订县公务接待工作

的有关制度规定；负责安排、落实县四大班子

领导公务接待活动的内接外联、服务保障工作，

指导县直各单位、各乡 （镇、街道）、办事处的

相关公务接待工作。

【公务接待】　２０２０年，以 “热情周到、规范高

效、厉行节俭”为原则，以讲政治、重节约、

求精细、树形象、上水平为统领，坚决执行中央

３０２政　治　



八项规定，严格落实 《鲁山县党政机关国内公

务接待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全年共接待各

级莅鲁领导 （贵宾）１４１次４４１２人。完成中央
首长莅鲁调研、省脱贫攻坚大普查、省脱贫攻

坚市际交叉检查、国家脱贫攻坚省际交叉检查

等重要公务接待任务。

（王之维）

政协鲁山县委员会

【概况】　鲁山县十届政协常委会机关内设办公
室、提案和委员联络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提案委
员会更名为提案和委员联络委员会）、文史资料

委员会、民族宗教三胞联谊委员会、学习宣教文

卫法制委员会、经济科技委员会６个正科级委室
及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副科级），编制２１人。

【政协十届四次会议】　８月１１日—１３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在县宣传文化中心礼堂召开。会议应到

委员２７４人，实到２４６人，符合规定人数。县政
协主席张振营代表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县政协副主席邢春瑜在

会上作 《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十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关于县十届政

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县政协十届四次会

议关于县十届政协常委会提案工作报告的决议、

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选举杨聚

强为县政协主席、闫同来为副主席，王占伟等９
名同志为常务委员。

【政协常务委员会议】　１月７日，政协第十届
鲁山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和河南省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听取县政协各专委会２０１９年工作

报告，与会委员围绕农村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专

题协商。

４月２８日，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第十
四次常委会议暨 “脱贫攻坚”协商座谈会召开。

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递补的县十

届政协委员名单；审议通过 《鲁山县政协２０２０
年工作要点》；审议通过 《鲁山县政协开展脱贫

大巩固专题民主监督实施方案》。会议还围绕农

村安全饮水、就业扶贫工作开展专题协商。

８月５日，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协商讨论 《县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县政府关于

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县十届政

协届中常委、委员调整建议名单；听取县政协

十届四次会议筹备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关于召

开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提案工作报

告 （征求意见稿）；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届鲁山县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及组成人员名

单 （草案）；协商审议关于授权主席会议审议十

届十五次常委会议未尽事宜的决定 （草案）。会

议决定，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８月１３日召开。
８月１２日，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一次常

委 （扩大）会议召开。

会议宣布有关人事任免事宜，宣读 《关于

接受张振营同志辞去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

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审议通过 《选举办

法 （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和候选人

建议人选名单；审议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建

议人选名单；表决通过总计票人、计票人、保密

员建议人选名单。

９月２８日，县政协第十六次常委会议暨人
居环境专题议政会议召开。会议听取鲁山县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开展情况，宣读 《政协鲁山县

委员会协商议政质量评价工作办法 （试行）（征

４０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求意见稿）》。

１２月２４日，县政协十届第十七次常委 （扩

大）会议召开。会议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市县区政协

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精神，县政协主席杨聚强

上了题为 《如何加强政协党的建设推动新时代

政协工作提质增效》的专题党课。会议听取县政

府关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通报、县纪委关

于２０２０年度全县党风
'

政建设情况通报，审议了

委员变动情况，对重点提案办理情况进行集中评

议，并围绕 “十四五”规划进行专题协商。

【市县区工作交流会】　１２月１８日，平顶山市
县区工作交流会在鲁山召开。市政协主席黄庚

倜在会上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鲁山县委书记

杨英锋致辞。会议总结交流近年来各县 （市、

区）政协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做法，

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县政协在会上作专题协

商议事工作经验介绍。会前，与会人员到张店

乡和马楼乡协商议事室、花瓷古镇、城望顶公

园、滨河公园、南水北调沙河渡槽、马楼乡虎营

香菇基地、平顶山大西环鲁山段进行视察。

【促进党建和履职融合】　全面落实重大问题请
示报告和定期报告制度，确保一切工作在县委

领导下开展。落实政协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责任，紧扣县委中心任务谋划政协工作，贯

彻县委各项部署。强化机关党组和专委会功能

型党支部的政治责任，以政协学习、调研、视

察、考察、协商、提案督办、走访委员等为载

体，将党建融入政协履职全程。坚持专门委员

会、委员界别组、乡镇政协联络组上下联动，常

态实施 “党建＋学习”“党建＋调研”“党建＋
视察”“党建 ＋协商”等活动６０余次，提升党
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 “有

效覆盖”的质量。

【建言资政】　一是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围绕贯
彻落实 《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和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协助平顶山市政协、

洛阳市政协围绕 “推动伏牛山全域旅游先行试

验区”课题，开展跨区域联合调研活动，服务

召开平顶山—洛阳全域旅游文旅融合发展联合

调研协商座谈会。二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参与市政协 “十四五”规划专题调研活动，

围绕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学习长垣经验，

结合鲁山实际，从 “规划引领，站位全局，跳

出地域谋划县域经济；谋划大项目、好项目，高

起点制定十四五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以壮大乡

村产业为重点，持续推动 ‘十四五’农业发展

转型升级；提高效能，优化服务，打造营商安

商、引人留人的发展环境；贯彻新发展理念，大

力推进城乡全域一体化融合发展”５个方面提出
意见建议，在市政协 “十四五”规划专题协商

会上作专题发言。围绕县域 “十四五”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城南核心区发展召开知情明政

会、常委会专题协商议政会。关注重点项目建

设，视察将相河治理湿地建设工程、世邦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园、沙河生态修复提升工程等建

设现场，听取汇报，提出意见建议。助力营商环

境优化，专题视察疫情期间援企惠企政策落实

情况，组织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活动，开展

问卷调查，进行民主评议，聚焦制约营商环境

的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提出评议整改意见。

三是服务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选取就业扶贫、

科技扶贫、旅游扶贫、农村危房改造、农村安全

饮水等作为重点协商课题，组织调研，开展协

商，向党政报送调研报告 ６篇，提出意见建议
２８条。抓实领导成员督导片区、联系分包工作。
全年，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深入片区、联系点，蹲

点调研，帮助协调联系项目１０余个。落实机关
扶贫包村任务，坚持工作重心下沉，对照帮扶

清单，集中精力真帮实扶，不定期组织开展

“感党恩、话脱贫”宣传和消费扶贫、送健康下

乡等公益扶贫活动。四是服务文旅文化繁荣。

围绕积极融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大扶持鲁

山国字号文化品牌、农村文化阵地建设使用等

开展调研。组织视察农村古村落保护工作，开

展文化事业产业、文旅发展等专项规划协商工

作，为助力文化发展献计出力。参与世界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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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端午节、七夕节、纪念墨子诞辰２５００周年
系列民俗活动，完成 “鹰城十大历史名人研究

丛书”《元结》《墨子》两卷的编纂任务。五是

服务基层治理。调研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组织

开展安全生产暨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视

察活动，助推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进一步落地见效。视察宗教场所规范化工

作，引导宗教界人士发扬爱国爱教传统，持续

凝聚向上向善力量，协助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六是关注民生。聚焦省道３２５八里仓至背孜段改
建提升工程，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先后组织召开背孜、瓦屋、观音寺、董周、土门

５个乡镇联络组组长、部分委员和公路主管部门
人员参加的调研协商会议１次，现场视察２次，
反映民意，提出监督建议。调研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提出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做好群众工作

的建议。召开民政工作知情明政会议，听取

“十三五”时期民政工作汇报，就 “十四五”时

期民政工作发展提出建议。调研社会救助站管

理运行工作，针对儿童福利中心建设选址问题，

邀请自然资源局、民政局负责同志与委员现场

共商，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关注卫生健康事业，

调研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院发展情况，就医

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公共卫生处置能力提升提出

建议。聚焦人居环境改善，建言垃圾分类处理

工作，组织外赴郏县学习垃圾分类处理经验，

考察美丽乡村建设。提出加强领导，层层加压

抓落实；推动共建，多元投入抓关键；广泛宣

传，发动群众抓动力；健全机制，建章立制抓长

效等建议，并以协商专报形式报送县政府参考。

【凝聚共识】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传共

识”。开展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及省市县

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专题学习，组织县委全会、

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县 “两会”精神讨论学习，

增进对县委发展战略、工作举措的认同，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举办

“七一”“十一”以及新政协章程颁布实施３８周
年庆祝活动，引导广大委员、政协工作者和社

会各界了解党史、国史、政协史，切实增进

“四个认同”。二是注重团结合作 “增共识”。加

强同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邀请民主党

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参与民主监督、专题调研

活动，支持鼓励他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问题建言献策。三是广泛联系联谊 “聚共

识”。建言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视察

宗教场所整改工作，坚持重大节日走访慰问少

数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维护民族团结、宗教

和睦。加强与侨胞眷属的联系联谊，邀请侨胞

眷属回乡省亲、考察投资。监督香港爱心人士

捐资助教资金的使用，视察调研鲁山二高学术

报告厅、张官营镇十四小学、张良镇第九小学

相关项目建设，确保爱心善款发挥作用。注重

发挥民族宗教界、台属侨联届委员在促进民族

团结、引导宗教规范化和扩大开放发展方面的

“双重作用”，引导各界人士感受新成就、支持

新发展，画好最大 “同心圆”。四是发挥平台作

用 “扩共识”。坚持凝聚共识贯穿政协履职全

程，通过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专委会履职活动

等推动各界关切获得合理解决、不同误解实现

答疑解惑、负面情绪得以正面引导。建立委员

联系界别群众制度，依托全县５５５个基层社情民
意联络站点，发动广大委员和社情民意联络员，

强化舆情汇集，推动社情民意及时交办转化，解

决落实群众诉求。拓展基层协商议事室和政协委

员之家等平台功能，面向各族各界群众开展学习

教育、政策宣讲、交流联谊、解难纾困等活动。

【基层协商议事机制】　在全市率先建立乡村两
级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架构。２５个乡 （镇、

街道）、办事处基本完成 “１＋１” （一个乡级、

一个村级）协商议事布局，建立乡村两级协商

议事室５０个。在下汤宏石苑社区、尧山墨子古
街、瓦屋尧荣菌业等试点建设协商平台３个。有
序推进 “商量”走进乡镇村组、走进企业景区、

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广场社区。尧山镇的凉亭

议事、下汤镇的街头协商等得到市政协肯定，

并被数家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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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办理】　坚持以质提效，严格执行立案审
查标准和程序，注重减量增质，着力抓好重点

提案策划。坚持以商促办，按照各专委会对口

联系分工，带领提案人深入一线，上门协商，与

承办单位一道共商共办。坚持以评促办，持续

推动提案办理工作民主评议，在开展提案整体

评议的同时，召开十届十七次常委会议，重点

评议营商环境优化、民办学校优质高效发展、

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三件提案，达到示范带

动目的。十届四次会议收到委员提案２５６件，审
查立案１４９件，提案办理委员满意率和基本满意
率进一步提升。

【调研活动】　坚持调研在先，协商贯穿。尊重
多样性，寻求一致性，推动委员跨界别、跨专委

会参加调研活动。２０２０年，各专委会牵头或联
合组织开展跨界别活动３０余次。

【文史编研】　编辑出版第３９辑 《鲁山文史资

料》。召开纪念建党１００周年红色史料征集座谈
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文史座谈会。

　　８月２１日，县政协召开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文史资料征编工作会议　 （石随欣／摄）

【主席及常委任职情况】　２０２０年政协第十届鲁
山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及常务委员任职情

况：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共选举产生常务

委员５０人，其中中共党员１７人、非中共人士３３
人，分别占常委的３４％和６６％，符合党内外常委

比例规定。常务委员涵盖全部１４个界别：中共界
１２人，占常委总数的２４％；工商联界１２人，占
常委总数的２４％；经济界６人，占常委总数的
１２％；工青妇界６人，占常委总数的１２％；文艺
界３人，占常委总数的６％；科技界、宗教界各２
人，分别占常委总数的４％；医卫界、农林界、
教体界、少数民族界、侨联界、台属界、特邀界

各１人，分别占常委总数的２％。

【委员任职调整情况】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政协
十届鲁山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协

商通过，因工作变动、职务调整或调离本县，委

员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有关部门审核，县委组

织部、县委统战和县政协党组会同协商研究，

接受辞去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委员职务１２
人。分别是杜向东、封章献、郭大晓、郭亚武、

马腾腾、石锰、冯文举、王延新、武雅丽、王学

军、王永杰、韩鲁峰。根据工作需要，有关部门

酝酿协商，提名推荐，征求各方意见；县委组织

部、县委统战部会同县政协党组协商研究，政

协十届十四次常委会审议通过，新增政协第十

届鲁山县委员会委员２２人。分别是石磊、孔令
豪、张晓丽、李洁、王文平、李敏、王福营、李

军伟、裴圆圆、李要乐、高富彬、肖川川、王建

设、张建国、周经伦、李信昌、王占伟、王乃

政、周国峰、吴大憨、李旭峰、曹帆。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撤销政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委

员资格２人。本次届中调整，严格落实统战政策
的比例规定，整体结构未发生变化。调整后，政

协第十届鲁山县委员会委员与县政协十届三次

会议相比总数增加８人，委员总数为２７２人。
（许　辉　叶艳东　许炎豪）

纪委和监委

纪检监察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１月，根据 《鲁山县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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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将县监察局的职责，以及县人民检察院

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反

腐败相关职责整合，组建县监察委员会，同纪

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

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

制；不再保留县监察局。２０２０年县纪委监委机
关调整内设部室，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

信访室、案件监督管理室、干部监督室、审理室、

党风政风室、网络信息室、第一至第六监督检查

室、第七至第九审查调查室等１８个内设机构。

【纪委十四届五次全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上
午，中共鲁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

次全体会议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召开。会议的主

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十九届中央

纪委四次全会、十届省纪委五次全会、九届市

纪委五次全会和十四届县委六次全会工作部署，

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

县委十大任务，协助县委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

党，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推进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充分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建设

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推动新时代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谱写新时代鲁山

高质量发展绚丽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县委书记

杨英锋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叶锐主持会议并代表县纪委常委会作

题为 《全面从严监督全面从严治党为谱写鲁山

高质量发展绚丽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的工

作报告，对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

行系统总结和全面部署。

【政治监督】　在疫情防控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
使命。做到闻令而动、随令而行，主动作为，第

一时间成立１２个督查检查组，紧盯全县防疫措
施落实、医疗物资生产调配、群众生活保障精

准监督，发现问题４５７个，免职３人，党纪政务
处分１人。统筹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

保”任务，及时调整监督重点，对重点项目建

设、交通运输保障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监

督检查，推动复工复产、复市复学等政策落实

落地。在推动保障重大决策部署中强化政治监

督。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

督就跟进到哪里，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一

人多证、人防系统腐败、冒名顶替上大学、拖欠

农民工工资、抗险救灾应急处置、存量资金清

理等专项整治，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确保党中

央决策部署在全县落地生根。

【政治巡察】　准确把握政治巡察内涵，把巡察
作为检验政治生态、干部作风、群众满意度、问

题纾解点的重要载体，实现十四届县委对全县

１１４个县直单位和 ５５５个村 （社区）巡察全覆

盖。全年组织开展６轮巡察，共巡察３９个县直
单位和２４４个村 （社区），反馈问题４５６７项，已
整改３５３６项，移交问题线索３４６条，组织处理、
党纪政务处分２３４人，纠正、退还资金４２０余万
元。建立巡察监督与日常监督协同配合机制，

加强巡前、巡中、巡后全过程贯通融合，探索建

立的联动巡察机制等经验被全市推广。抽调专

人成立１３个督导组，对前四轮巡察反馈问题整
改完成情况进行集中督导，督促问题整改５００余
条，解决民生问题２０余项，问责乡、村党组织
负责人 ３２名。探索建立巡察反馈、问题整改、
线索办理、督查督办、责任追究５个整改体系，
确保真改实改、见底见效。针对巡察发现的共

性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实现巡察监督政治导

向作用。

【正风肃纪】　２０２０年，共处置问题线索 ７３１
件，立案２２５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２０９人，其
中，科级干部２１人、采取留置措施２人、移送
检察机关２人。开展惩腐打伞百日冲刺行动，查
处涉黑涉恶组织背后腐败和保护伞１６人，惩腐
打伞专项工作位居全市前列。综合运用监督执

纪 “四种形态”，全县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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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处理 ９３８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 ７２１人
次，占比 ７６９％；第二种形态 １５１人次，占比
１６１％，切实起到管住大多数，惩治极少数的目
的。建立政治生态预警评判机制，制定 《鲁山

县政治生态预警评判实施办法》，强化政治生态

量化评价和预警提醒。科学使用容错纠错机制，

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全年备案容错免责事

项１８起，促使干部担当作为有底气。发挥以案
促改治本作用，制作警示教育片 《无法回头的

彼岸》，出台 《以案促改评估验收实施办法 （试

行）》，印发以案促改工作流程图，全县１１０余
个单位召开了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排查廉

政风险点 ６００余个。选取典型案件，形成忏悔
书、纪检监察建议、剖析报告、案例通报等材

料，推动构建纠治问题、堵塞漏洞、完善制度、

深化改革、净化生态、系统治理的闭环体系。挖

掘优秀传统文化、家风文化的廉洁元素，开展

“树清廉家风、创廉洁家庭”活动，对 ３０户
“廉洁家庭”进行表彰。在市级以上媒体发表反

腐倡廉宣传稿件４０７篇、反腐倡廉网评文章５８０
篇，信息宣传稳居全市第一；市纪委书记李建

民对上报的专刊信息作出专题批示。

【推进三项改革】　明确以县纪委监委监督检查
室为牵头单位，以各监督检查室联系的派驻纪

检监察组、乡镇纪委为成员单位，成立６个协作
区。建立健全联合监督检查、联合执纪执法审

查调查、内部通报、问题线索专办、周工作例会

等制度，优化监督执纪执法力量，确保形成工

作合力。制定 《日常监督工作量化评比办法》，

每季度下发监督工作要点并开展量化评比，并

参照该办法对各监督检查室、派驻机构工作情

况进行考核排名，传导压力、明晰责任。制定

《县纪委监委派驻机构考核办法》对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考核结果运用等进行明确规定，引

导和激励纪委监委派驻机构坚守责任担当。建

立村居廉情监督制度，在全县选聘５５５名村居廉
情监督员，近距离监督各项政策阳光落实。健

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明确监委会人员构成、工

作机制、运行机制。制定 《鲁山县 “三务公开”

监督办法》，完善 “四议两公开一监督”方法，

加大党务村务公开监督检查力度。

【护航脱贫攻坚】　全力服务保障脱贫攻坚，抓
实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围绕 “两不愁三保

障”“四个不摘”中的问题短板，全年督查村次

７０３次，通报批评单位２１个，通报批评６３人。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共受

理扶贫领域问题线索１８１起，党纪政务处分１３７
人，其中科级干部４人；组织处理９０人，移送
司法机关５人，做到了问题线索清零，日常监督
常态，省纪委主要领导给予充分肯定。“监督到

户覆盖到人”大走访活动效果突出，累计走访

６３９１户８９０７人，发现并解决问题１６９５条。日常
监督靶向精准，解决脱贫攻坚重点问题１９２个。
派驻监督有力支撑，夯实了行业扶贫单位、帮

扶单位主体责任。

【党风政风监督】　以全县开展的作风大转变为
契机，建立干部作风７项负面清单，在 “清风

鲁山”微信公众号上开通一键举报平台，坚决

惩治干部作风顽疾。全年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４９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３２人；查处享
乐主义问题２７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１６人；建
立领导班子问题清单３８４条，全部完成整改。聚
焦教育、医疗、食品安全、农村人居环境等热点

领域，推动解决问题２１５个。查处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７６起，党纪政务处分１１０人。集中
整治信访举报突出问题，创新 “三四五”工作

法 （三见面、四包案、五签字），定期分析研判

信访举报形势，信访举报量较同期下降５５６％，
下降幅度位居全市第二名。全年未发生赴中纪

委上访事件，受到市纪委通报表彰。坚持每季

度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评议，严格落实评议

结果，免职 ５人，停职检查 ４人，诫勉谈话 ８
人，营商环境得到持续优化。

【队伍建设】　创建 “三个模范机关”，全力打

造模范政治机关、模范学习机关、模范廉洁机

关。出台机关 “三重一大”实施细则，以制度

９０２政　治　



管人，靠制度管事。推行戴党徽、亮身份、践承

诺、称同志、净圈子 “五项基本要求”，推动政

治建设融入工作、融入生活。创建省级文明单

位、省级卫生单位，重视关爱青年干部。创新

“以干代训” “以案代训”培训模式，派驻纪检

监察组、乡镇纪委３２名同志在业务部室接受培
训锻炼，提升业务能力。建立专业人才库，对重

点案件，由业务骨干带领一般同志进行全程参

与，实战实练；定期举办纪检监察业务大讲堂，

理论经验高、实践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走上讲

台，带动全系统提高理论思维、业务能力；完善

执纪审查调查安全分类管理办法，规范谈话措

施审批和管控，筑牢安全底线。紧盯 “６—４５”
问题整改和市纪委内部监督检查反馈的４大项
１５个问题，以政治标准抓好整改工作，开展案
件质量、监督水平提升专项行动，证据意识、法

治思维全面提升。以检举举报平台处置子平台

建设为契机，建设机关内部业务流程规范统一，

监督制约严密有效的工作机制。选聘１２名特约
监察员，进一步强化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社会监

督。受理反映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１１起，给
予党纪处分３人，维护纪检监察队伍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

（王旭辉）

巡　察

【概况】　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

“县委巡察办”）是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日

常办事机构，为县委工作机关，设在县纪委。县

委巡察办机构规格正科级，主要承担综合协调、

组织指导、制度建设、监督管理、服务保障等工

作，内设综合室、协调室、督查督办室、巡察村

居室、数据管理室。

县委成立５个巡察组，在县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下承担巡察任务，巡察组机构规格均

为正科级，实行组长负责制，副组长协助组长

工作。巡察组长可专兼结合，根据每次巡察任

务确定并授权。巡察组专职人员从县纪委、县

委组织部机关优秀干部中选配，兼职人员从县

委巡察工作人才库中抽调。

【常规巡察】　根据县委统一安排部署，共完成
３轮县本级巡察，巡察县直单位３９个。

３月３１日至５月１４日，开展十四届县委第
八轮巡察。县委５个巡察组采取 “一托二”方

式，对县盐务局、第二人民医院、移民中心、商

业中心、广电局、物资中心、自然资源局、医保

局、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１０个单位开展常
规巡察。巡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

为巡察基本要求，坚守政治巡察定位，紧扣

“三个聚焦”，紧盯被巡察党组织政治责任开展

监督，着力发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中存在的政治偏差，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散、组织力欠缺等问题。巡察共发现问

题１３２个，整改完成１１４个，移交问题线索２３
条，下发立行立改建议３１项。
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１月３０日，开展十四届县委

第九轮巡察。县委８个巡察组采取 “一托Ｎ”方
式，对县审计局、环保局、粮油中心、露峰街

道、琴台街道、鲁阳街道、汇源街道、城南特色

商业区、县委编办、三创办、教育督导室、江河

高中１２个单位开展常规巡察。巡察对照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照党章党规

党纪，对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对照被巡察党组织职能责任和 “三定”

规定，紧扣 “三个聚焦”开展监督检查。巡察

共发现问题１２７个，移交问题线索４１条，下发
立行立改建议３４项。
１２月１５日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开展十四

届县委第十轮巡察。县委８个巡察组采取 “一

托Ｎ”方式，对县委办公室、县人大机关、县政
府办公室、县政协机关、县委宣传部、县委统战

部、县委政法委、县委机要保密局、县法院、公

安局、工商联、市尧管局、县接待中心、产业集

聚区、文明办、鲁山宾馆、人防办１７个单位开
展常规巡察。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党的理论

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深化政

治巡察、强化政治监督要求，聚焦被巡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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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使命和核心职能，聚焦领导班子特别是主

要负责人，突出关键少数，紧扣 “三个聚焦”，

开展监督检查。巡察共发现问题１５５个，移交问
题线索３０条，下发立行立改建议２４项。

【村 （社区）巡察】　２０２０年组织 ３轮巡察村
（社区）工作，对１４个乡 （镇）、４街道及城南
特色商业区，共２４４个村 （社区）进行巡察。

４月１５日至５月１４日，开展十四届县委第
六轮巡察村 （社区）。县委７个巡察村 （社区）

组 （３０个分组）对董周乡、辛集乡、马楼乡、
韍河乡、张良镇、张官营镇、磙子营乡的９１个
村开展巡察。本轮巡察紧紧围绕增强 “四个意

识”，紧盯 “三大问题”，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有效衔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在聚焦

基层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情况方面，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

之风方面，聚焦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

欠缺方面存在的问题。本轮巡察共发现问题９７６
个，移交问题线索 ５５条，下发整改建议书
７９份。

８月１７日至９月１５日，开展十四届县委第
七轮巡察村 （社区）。县委１１个巡察村 （社区）

组 （３９个分组）对下汤镇、磙子营乡、张官营
镇、赵村镇、张良镇、仓头乡、尧山镇、瓦屋

镇、马楼乡、熊背乡、库区乡的 １２３个村 （社

区）开展巡察。本轮巡察紧紧围绕增强 “四个

意识”，紧盯 “三大问题”，探索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在聚

焦基层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情况方面，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

正之风方面，聚焦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

力欠缺方面存在的问题。本轮巡察共发现问题

１１７７个，移交问题线索６９条，下发整改建议书
５９份。

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１月３０日，开展十四届县委
第九轮巡察。县委５个巡察组在对鲁阳街道、露
峰街道、琴台街道、汇源街道、城南特色商业区

开展巡察时，派出 １０个分组对其所辖 ３０个村
（社区）进行巡察延伸。共发现问题２５４个，移
交问题线索２１条，下发整改建议书７份。

（李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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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　群众团体

民革支部

【概况】　２０２０年民革鲁山支部有党员 ２５人，
第七届委员会支部委员会主委闫同来，副主委

叶兰、郭兵，支部委员张金泉、杨广州。支部党

员有科级、副县级干部 ３人。县政协副主席 １
名，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８名。

【支部建设】　２０２０年是民革鲁山支部推动民革
鲁山支部党员之家和示范支部建设年。２０２０年６
月支部被民革河南省委会命名为河南省民革省

级示范支部。

　　８月１５日，民革鲁山支部召开工作例会

【参政议政】　民革鲁山支部现有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８人。１名平顶山青年联合会会员。闫同
来、郭兵、杨广州、张金泉、艾增敏、董晓红、

侯新发为鲁山县第十届政协委员，闫同来为政

协常委县政协副主席，叶兰为鲁山县十五届人

大代表、人大常委，张亚鸽为平顶山青年联合会

会员。２０２０年县 “两会”期间，民革鲁山支部８
名党员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建言献策，共向大会

提交１２份提案。支部主委闫同来全票当选县政协
副主席；郭兵、侯新发被评为优秀提案人。

【宣传工作】　坚持编印 《民革鲁山简报》。２０２０
年在 《人民日报聚焦新时代栏目》和 《法治周刊》

等媒体发表各类稿件１６篇，多篇稿件在 《根在中
原鲁山站》《平顶山民革》《鲁山简报》发表。

【慰问老干部】　１月１３日，民革鲁山支部党员
一行在支部主委闫同来，副主委叶兰、郭兵带

领下，对吴洪洲、高飞、林文敬、刘中和、王同

立、李玉春、田广须等支部７名老党员开展慰问
活动。他们最小的７０岁，最大的９１岁。１月１６

县民革支部慰问老党员

日，民革平顶山市委会副主委郭晓琰主委一行

在民革鲁山支部主委闫同来陪同下到鲁山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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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慰问民革鲁山支部老党员吴洪州。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８日，民革鲁山支
部利用微信群发出通知，号召民革鲁山支部党

员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县民

革党员中１８名党员捐款５１００元，用于抗击新冠
疫情。６月１５日支部开始恢复支部例会。

【助力脱贫】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民革鲁山支部
主委闫同来，副主委叶兰、郭兵，民革支部委员张

金泉，党员侯新发一行到下汤镇叶庄村开展春节送

温暖活动，为特困户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

（侯新发）

工商联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工商联机关专职工作
人员６人，党组书记 １人，专职驻会副主席 ２
人，秘书长１人，兼职副主席１５人。截至２０２０
年底个人会员达 １６０５个，企业会员达 ２８３个，
行业协会５８家，异地商会２家，缔结友好异地
商会９个，会员增长率达到７％。

【组织建设】　一是按照 “四好”商会建设目

标，加强基层商会建设。二是吸纳全县有社会

影响、行业影响、热心工商联事业的非公有制

企业和个人到组织中来，为工商联事业的发展

注入新鲜血液。三是做好异地商会建设。成立

北京河南鲁山企业商会；深圳河南鲁山商会各

项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招商引资】　积极与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进行联
系沟通，通过邀请返乡考察、观光交流等形式，

开展西安平顶山商会、广东省平顶山商会等邀

商活动，成功引进平顶山永立文森特酒店有限

公司项目。继续联系东方希望集团到鲁山开展

现代化生猪产业循环项目。连年获得县招商引

资先进单位。

【光彩事业】　一是围绕中心，主动开展 “百企

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动员更多民营企业、

商会组织、爱心组织积极参与到 “百企帮百村”

活动中，至２０２０年底共有１２０家企业参与到帮
扶活动中。积极引导会员企业开展就业帮扶和

基础设施建设，为附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二

是围绕智力扶贫，开展光彩助学和感恩老党员

活动。组织举行 “光彩助学”救助特困在校就

读大学生活动，对４５名特困学子进行救助，发
放助学金１３５万元。在邓小平纪念馆广场组织
举行鑫源铁矿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 “光彩助学”捐

助发放仪式，为３０名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９万
元。举行 “光彩金秋慈善助学大学生圆梦行动”

救助仪式，工商联救助１６３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大
学生新生，共发放４８９万元助学金。 “七一”

前夕，引导河南恒海集团再次出资１５万余元，
购买鸡蛋、油、牛奶、粽子等慰问品，看望慰问

全县４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老党员。

【典型宣传】　一是通过主流媒体宣传非公经济
人士典型事迹和工作信息３０余篇。二是通过评
先表彰活动，推荐先进典型，宣传先进事迹。经

推荐，副主席企业河南恒海实业集团董事长商

洪铨荣获河南省民营经济 “出彩河南人”标兵、

平顶山市青年五四奖章和平顶山市五一劳动奖

章；河南恒海实业集团获得全市抗击新冠疫情

奉献奖。河南恒海实业集团、河南佳尚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尧山墨子文化旅游服务

有限公司、鲁山瑞亚牧业有限公司、鲁山县聚

鑫蝎子开发有限公司获得全市 “百企帮百村”

精准扶贫奉献奖。

【疫情防控】　积极组织民营企业参与抗击疫情
行动。一是疫情期间，工商联组织全县非公企

业、爱心人士踊跃捐钱捐物。截至 ２月 ２５日，
共３３６家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向以鲁山县红十字
会为主的各级慈善机构、基层一线捐赠款物

４５０４０１万元，其中，现金捐赠 ２５５１７万元
（人民币４３６３万元，港币１０万元），物资捐赠
折合人民币１９５２３１万元余元；二是工商联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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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开展走访调研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及

防疫工作，听取汇报并给予指导；三是召开民

营企业座谈会，了解企业在复工复产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形成材料，并上报有关部门，帮助

解决困难；四是疫情期间，为帮助解决贫困学

生因无智能手机无法上网课问题，县工商联从

光彩助学金中拿出６万余元，购买智能手机１００
台，赠送给贫困家庭学生。

【社会扶贫】　２０２０年春节前夕，协调平顶山舜
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王村３３户贫困群众送
去价值约２万元的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引导
会员企业 “金盛美”商超在县城和５个乡镇 （办

事处）设立６个 “爱心扶贫专区”，全年累计购

买带贫企业和贫困家庭扶贫产品达５００万元；广
泛组织会员企业参与全县扶贫产品购买活动。

【驻村帮扶】　为驻村工作队长和工作队员购买
人身意外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每年安排一次

健康检查，每人每月７５０元交通补助，不定期购
买生活用品进行看望慰问。协调解决生活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做好驻村工作队的坚强后盾。

开展 “主题党日”、集中帮扶日等活动，组织干

部职工按照帮扶重点开展信息核实、收支核算、

宣传政策、落实政策等工作。

【荣誉榜】　荣获河南省卫生单位、全市民营经
济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全市民营经济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优秀组织单位、全市百企帮百村

精准扶贫工作优秀组织。

（晁篧篧）

总工会

【概况】　鲁山县总工会有职工 ３５人，其中：
主席１人 （不驻会），副主席 ６人 （兼挂职 ３
人），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１人，困难职工帮扶
中心主任 １人，主任科员 １人，副主任科员 １

名。县总工会机关下设办公室 （宣教部）、组织

部、劳动和经济工作部、权益保障部 （法工

部）、女工部、财务部。二级机构为职工俱乐部

和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职工活动】　开展评选职工职业道德 “双十

佳”、师德先进个人、文明职工等活动，实施职

工素质提升建功立业工程，引导职工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举办主题演讲、报告会、职

工大讲堂等各类活动１３余场次。开展职工读书
活动，建设市级 “职工书屋”示范点３家。组
织开展 “工会法知识竞赛” “阿婆寨登山比赛”

“职工篮球赛”等丰富多彩的职工文体活动。

【劳模推荐评选】　评选出省五一劳动奖章 １
人，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５人，市五一劳动奖
状获得单位２个，工人先锋号１个。评选表彰县
劳动模范６０人。开展 “五一劳模和先进人物宣

传月”活动，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在全社会营造 “劳模有影响、工人有力

量、工会有作为”氛围。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劳动模范与县领导合影

【建功立业活动】　组织各级工会广泛开展群众
性建功立业活动。开展技术练兵、技术比武和

职业技能比赛。在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中开展

“五比一创”竞赛，打造精品工程。在重点企业

开展 “三比两降”竞赛，推动绿色发展。广泛

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攻关、发明创造等职工技

术创新活动。广大职工和劳模 （技能人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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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成创新技术成

果２项，推广新技术和先进操作法５项。实施工
匠选树培养活动，推进班组建设、 “首席员工”

选树。评选鹰城大工匠 １名，县大工匠 １０人，
“六型班组”创建活动参与率８０％以上。开展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制定 《鲁山县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明确２８项具体
举措，全面提升产业工人素质，充分调动一线

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更好发挥产业工人创新引领作用。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开展企业民主管理工
作，在全县建会企事业单位中开展民主管理创

建活动的占 ９０％，建立职代会制度的占 ８９％，
实行厂务公开的占８０％。开展工会普法宣传教
育活动，引导职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加强源

头参与，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配

合有关部门开展劳动用工、农民工工资专项检

查。与县法院联合成立劳动争议调解工作领导小

组和劳动争议调解室，建立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

制。开展安全生产群众监督和职业健康活动，

“安康杯”竞赛覆盖２０多家单位５０００多名职工，
在５０多个生产一线班组设立工会劳动保护检查
员。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落实女职

工劳动保护工作，举办女职工心理辅导和健康知

识讲座３场，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５０余份，
覆盖女职工１万余人，企业覆盖率８９％。

【帮扶解困】　倾心打造工会四季帮扶品牌。以
“春送岗位”活动为载体，开展就业创业服务月

活动，举办专场招聘会，服务求职群众３０００余
人次；开展 “夏送清凉”活动，购买７万余元
的物品，看望慰问坚守在高温一线岗位的环卫

工、首创建设工地工人等。“金秋助学”活动发

放助学金１４４万元，资助４８名困难职工子女圆
了大学梦；春节 “冬送温暖”活动慰问救助一线

职工、困难职工、困难劳模２３７人，发放慰问款
物４１万余元。新建３个爱心驿站，加强对１２个
爱心驿站管理和日常维护工作，不断强化 “爱心

驿站”服务功能。开展女职工团体大病医疗互助

保障工作和困难女职工大病保险工作，开展职业

女职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干预对策专题调研。

【工会建设】　推进 “互联网＋工会”工作，依
托鲁山县工会网站、微信群组成的 “掌上工

会”，积极探索网上宣传引导、技能练兵、就业

招聘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职工新模式。做

好普查活动，摸清全县企业底子，建立台账，开

展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 “百日攻坚”工作，

２０２０年新建会８２家，发展会员３１５２名。加强基
层工会组织工作规范化建设，平顶山移动鲁山分

公司工会荣获全国模范职工小家称号，华兰生物

有限公司工会、华辰电力有限公司工会被授予省

级规范化建设示范点。县法院工会副主席王红岩

荣获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称号。扩大 “三工”宣

传，各级工会累计在县级以上媒体发稿２００余篇。
严格依法依规管理财务，工会经费收入稳步增长，

支出结构优化，使用向基层倾斜。加强经审监督

体系建设，审查审计质量不断提升。

【疫情防控】　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积极参加联防
联控，组织机关党员进社区开展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筹措资金２２余万元慰问疫情期间一线职
工，特别是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复工复产一线

职工和劳动模范。组织动员全县各级劳模、五

一劳动奖获得者捐款捐物６０余万元、企业捐款
捐物５００余万元，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疫情
期间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调查，做好 “六稳”工

作，落实 “六保”任务，解决疫情防控期间企

业和职工需求。

【助力脱贫攻坚】　２０２０年共计投入到两个帮扶
村９万余元。开展消费扶贫工作，全县２万多名
职工会员线上线下消费贫困地区、贫困户农产

品１０００余万元。顺利通过困难职工的第三方评
估。帮助１５名困难职工实现微心愿。发挥４９家
爱心超市作用，为７７６４户１０７４５名兜底贫困人
口提供服务。开展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６＋１”
行动，２８７名先进人物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２１００
多万元，安排２７００多个就业岗位，惠及５００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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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贫困人口。评选表彰了鲁山县劳模助力脱贫

攻坚 “十面红旗单位” “十大领军人物”。１人
获得河南省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领军人物”。

【荣誉榜】　县总工会获得鲁山县脱贫攻坚先进
单位、鲁山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全

县平安建设先进单位、全县晋位次争上游走前

列工作先进单位、全市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

先进单位 （第一名）、全市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工作先进单位 （第一名）、全市劳模助力脱贫

攻坚工作先进单位 （第二名）、全市工会工作先

进单位、河南省省级卫生单位、河南省工会财

务工作竞赛先进单位等荣誉。

（翟红叶）

团县委

【概况】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鲁山县委员会
（简称 “共青团鲁山县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共青团鲁山县委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同时受共

青团上级组织领导。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１日，根据
中共鲁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共青团鲁

山县委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学校部、

青年发展与社会联络部５个部室，共有机关行政
编制５名。

【青春领路】　组织召开鲁山一高优秀师生座谈
会，县委书记杨英锋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举行 “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中小学励志公益讲座，开展

“青年大学习”３５期，参与青年２７万人次。共青
团鲁山县委微信平台共发布信息４５０多篇，阅读量
突破２６万人次。团县委官方微博共转发３６５篇。

【共青团改革】　推进共青团改革，团建考核纳
入县委党建考核范围。２０２０年，新发展团员２２００
人，全部录入智慧团建系统。 “第一团支书”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被团省委评为先进单位，５名

驻村第一团支部书记被团省委表彰，１０名驻村第
一团支部书记被团市委表彰。召开中国少年先锋

队鲁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鲁山

县少工委领导班子，全县２９０所学校，已有２００
余所学校成立少工委，并召开校级少代会。

　　５月１５日， “鲁小团”乡村振兴美丽行
大学生助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行动走进张良

镇王岗村

【青春建功】　召开鲁山县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第
一次全体会议。下发 《鲁山县青年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在全县开展青创 “１０万 ＋”青年创
业培训活动，针对抖音、直播等相关知识进行

培训，培训人员３００人。团省委副书记袁浩出席
在鲁山县举办的 “苏宁易购零售云万店计划业

务分享会”，对创业青年提供帮助。筛选出 １９
名 “春雁行动”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４６名
“春雁行动”返乡青年人才。鲁山县九九乡情农

业有限公司获得平顶山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银

奖。今日头条、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鲁山县

青年创业典型人才进行宣传报道。携手焦作乐助

社会救助服务中心等多家爱心企业开展公益助学、

智志双扶等活动。共资助学生８９３名，资助物资
折合人民币８６９４万元；开展爱心捐助、扶贫救
助活动１９余次，受助人数２０００余人。

【服务少年儿童】　携手爱心企业在张良镇、辛
集乡、库区乡、团城乡、董周乡、瓦屋镇举行

“助力脱贫情暖童心”捐赠活动，爱心企业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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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捐赠学习用品及体育用品。开展 “希望

工程　温暖冬天”爱心捐赠，“庆七一　守初心
　奉献爱”等活动，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

　　１月２１日，平顶山市 “希望工程 温暖冬

天”走进马楼乡尧场村

【青年志愿服务】　组建 “鲁小团”乡村振兴美

丽行志愿服务队。开展 “鲁小团”乡村振兴美

丽行青年志愿者助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开展学雷锋、助力高考、防汛抗旱、

“保护母亲河行动”等活动。

【疫情防控】　发布 《鲁山青少年倡议书》 《鲁

山县防疫青年突击队招募令》，累计组建志愿服

务队、青年突击队５０余支８００余人。组建 “青

年帮帮团”４０余支，服务企业复工复产，累计
服务１万余人次。开展线上 “公益心理咨询”

服务，及时为青年做好心理疏导，累计服务

３０００余人次。在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
第十八场新闻发布会上，团省委副书记李丽将

鲁山县青年志愿者孔令龙的先进事迹作典型介

绍，《中国青年报》对孔令龙作专题报道。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获得河南省 “第一团支

书”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２０年度河南省大学生志
愿服务贫困县计划优秀县项目管理办公室”、平

顶山市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平顶山市团的基

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市共青团工作优

胜单位、２０２０年度全市共青团工作整体第一、
鲁山县 “学习强国”平台学用工作先进集体、

鲁山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先进基层党组织”

“庆国庆登山比赛优秀组织奖”等称号。

（赵自民）

妇　　联

【概况】　县妇联内设机构有办公室、组织部、
宣传部、妇女发展部、权益部，机关行政编制５
名；县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

妇联，事业编制２名。现有干部职工７人，其中
在编干部职工５人。

【基层组织建设】　对全县５５５个村妇联的组织
建设及人员配备情况进行摸排，进一步配优配

齐妇联干部队伍。通过在公众号上展示示范

“四组一队”工作，使其实现动起来、活起来、

强起来。各村 “四组一队”开展技能培训、政

策宣传、优秀家庭角色评选、志愿服务、创建美

丽庭院等活动。琴台办事处八里社区妇联 “四

组一队”被省妇联认定为首批河南省示范 “四

组一队”。建 “三新”组织 ５６个，力争实现
“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都建有妇联组织”。建立

“三团一中心”，招募志愿者 ４５名，已开展工
作。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发放宣传页、大

喇叭播放等形式宣传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工作，并按时间节点完成调查上报任务。

印发 《妇联业务知识手册》，对２６个乡镇妇联
专职副主席进行集中培训。２０２０年，县妇联培
训乡 （镇、街道）妇联干部 ７８人次，乡 （镇、

街道）妇联培训村妇联主席、副主席 １６６１人，
执委２８９３人。

【巧媳妇工程】　全年举办技能培训班 ５０期，
培训妇女３０００余人次；新建巾帼技能培训基地
２个。推进 “巧媳妇”基地建设，至年底，全县

有 “巧媳妇”基地２２个，其中带贫基地１８个，
带动贫困户２４６户，培树河南省乡村出彩巧媳妇
２名。开展网上送岗位活动，在公众号上分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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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３０家企业的情况介绍和招工信息。协调县
人社局为１７５名创业妇女发放小额贷款２３５６万
元，解决发展资金缺乏难题，帮助１５４名妇女实
现创业和再就业。开展 “姐妹手拉手巾帼脱贫

快步走”活动。紧盯５个未脱贫村，组织妇联
执委、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等与贫困妇

女家庭开展结对帮扶活动。组织巾帼培训基地

讲师到５个未脱贫村开展技能培训５期，培训贫
困妇女１６０余人。为５个贫困村９８７名符合条件
的妇女争取上级购买价值３０元的 “两癌”互助

保险，避免因病返贫。

　　省级巧媳妇基地巧约服饰车间

【维权工作】　利用 “三八”节、“国家安全教

育日”“国际家庭日” “六月禁毒宣传月” “宪

法日”向广大群众宣传如何面对家暴、如何处

理性别歧视、远离毒品和性侵等内容。联合县

法院到鲁山县第二十四初级中学、张良镇第六

小学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为１０００余名师生送
去法律知识 “大礼包”。 “１２·１”世界艾滋病
日，联合县卫健委以 “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

中国我行动”为主题，开展艾滋病防治进社区

宣传活动。１２月４日，在宣传文化广场举行宪
法宣传活动，发放宣传页 ３００余份。推动设立
县、乡、村三级家事调解室。与政法委、法院、

司法局多次沟通，推动四家联合下发 《关于设

立鲁山县家事调解室的通知》，推动工作开展。

【关爱妇女儿童】　联合团县委在下汤镇王画庄

村开展 “把爱带回家温暖 ‘童’行”关爱活动。

活动现场，县妇联为孩子们发放棉衣、棉鞋、图

书等爱心物品，还给孩子和家长们播放 《守护

青苹果》视频，对孩子们进行防性侵教育；组

织家长和孩子们在一起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组

织 “六一”慰问活动。在公众号上刊发 《鲁山

县妇联致全县少年儿童的一封信》；县政协副主

席、一高校长牛山坡，县妇联主席盛彩虹带领

妇联班子成员到县第三幼儿园给孩子们送去价

值３０００余元的口罩、益智玩具、体育器材、儿
童绘本等节日礼物。在春节、儿童节前夕为贫

困儿童和失依儿童送去慰问金、图书、书包、文

具等学习用品。开展防溺水宣传。协调教育局

安排各学校统一收看 《孩子，你不是一条鱼》

宣传动漫片；通过公众号推送宣传防儿童溺水

的文章；通过工作群动员各乡镇妇联参与督导，

提高家长的防范意识，保护儿童生命安全。

【民生实事】　一是 “两筛” “两癌”工作。至

１２月３１日，县内筛查服务机构完成产前超声筛
查４８５７例，产前超声 （ＮＴ）筛查率５５５％，产
前血清学筛查数５０３４例，筛查率５７５％，新生
儿 “两病”筛查数８６８７例，筛查率９９３％，新
生儿听力筛查数８５７３例，筛查率９８％；宫颈癌
筛查１４１７９人 （其中贫困户 ９６１人，城市低保
５０人），乳腺癌筛查１４９０２人 （其中贫困户１０１０
人，城市低保５１人）。

“两癌”救助金发放仪式

二是 “搭鹊桥促脱贫奔小康”活动。向社

会发布 “红娘帮帮团”招募令，招募红娘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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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通过组织相亲会、联谊会、一对一介绍等形

式牵线搭桥，鼓励和引导贫困户用勤劳的双手脱

贫脱单。８月２５日，农历七夕节，在尧山广场为
１９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全年促成贫困户新人８０
对。大力推广 “四癌”互助保险。至１１月底，全
县参保人数３７７人，参保金额１８８５０元。

【文明建设】　培树 “最美家庭”５８户，其中
有２４户受到市妇联表彰。开展 “清风正气从家

出发”家庭助廉活动。征集 “廉洁齐家”家风

故事、“我手写家风”廉洁治家家规家训、“传

承家风我发声”音频故事，并将１３个优秀作品
推荐至市妇联。联合县纪委在全县开展 “树清

廉家风创廉洁家庭”活动，３０个家庭被评为
“鲁山县廉洁家庭”。联合文明办开展 “好婆婆”

“好媳妇”的评选表彰活动，表彰９名好婆婆，
１０名好媳妇；磙子营乡妇联、琴台八里社区妇
联、露峰街道妇联等基层妇联也纷纷开展 “好

婆婆”“好媳妇”评选表彰活动。

【庆祝三八节】　持续开展三八节表彰活动，对
９个三八红旗集体、１０个巾帼文明岗、１６名巾
帼建功标兵、１０个优秀带贫 “巧媳妇”基地、

１８名巾帼脱贫标兵、１０６名三八红旗手进行表
彰。线上线下同庆 “三八”。在公众号上推出领

导寄语和巾帼代表心声。县委书记杨英锋亲笔

为全县女同胞们写下 “三八”节寄语，县委副

书记张伟、副县长杨洪峰也分别为全县妇女同

胞送上节日问候和祝福。开展优秀图书推荐、

“巧手庆三八”等活动。

【疫情防控】　向广大妇女及家庭发出 “防控疫

情从我做起”倡议书，动员所有家庭积极参与

抗疫，筑牢家庭防线。机关全体同志下沉一线，

积极参与所驻村露峰街道曙光社区和所住小区

的疫情防控工作。发起捐款捐物的倡议，妇联

干部、女企业家和女性爱心人士纷纷捐献善款

和爱心物资。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的美

赞臣爱心奶粉１８０罐，分发给抗疫一线家庭的孕
妇。通过微信公众号开设抗疫专栏，推送 《抗

击疫情，我们在行动》专刊公众号２５期， 《抗
疫巾帼风采录》典型人物事迹１１期，疫情防控
知识及政策６０余篇。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
“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被省妇联

授予宣传工作特别组织单位；被省爱卫会评为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杨洋洋）

文　　联

【概况】　２０２０年，县文联实有在编人员５名。
下辖县作家协会、县书法家协会、县美术家协

会、县摄影家协会、县音乐家协会、县舞蹈家协

会、县曲艺家协会、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县婚庆

礼仪协会、县炎黄文化研究会、县诗词楹联协

会、县朗诵协会１２个协会 （研究会），另含中

国墨子文化研究中心、鲁山县墨子文化研究中

心，会员总数 ６０００余人。其中国家级会员 ３３
人，省级会员１８６人。
２０２０年，县文联编辑 《尧神》杂志４期，编

纂图书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河南·平顶

山分卷》《中国墨子文化之乡———河南鲁山》。

【文学创作】　举办 “只争朝夕、不负年华”颂

　　３月２３日， “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桃花
笔会在熊背乡大年沟村举行

家乡散文朗诵会，疫情期间，运用鲁山作家协

会微信公众号推出携手抗疫作品 ３３期；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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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家园、乡村振兴”全国散文征文活动，在

大年沟村血桃种植基地举办桃花笔会；承办河

南省鲁山县 “保护古树，记住乡愁”征文大赛；

组织作家队伍深入瓦屋、团城、马楼、四棵树等

乡 （镇）开展脱贫攻坚专题创作采风活动十余

次；举办纪念墨子诞辰２５００周年 “墨子杯”文

学作品征文活动；１２月，召开鲁山籍作家杨伟
利散文集 《花祭》作品研讨会。２０２０年全县文
学爱好者发表散文５００余篇，小说３８篇，诗歌
１５０余首，在 《人民日报》 《河南日报》 《郑州

日报》《莽原》《小小说月刊》等知名媒体刊载。

２０２０年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或获奖作品

姓　名 体　裁 作　品 发表日期 发表报刊或获奖名称

叶剑秀

散文

《阳光总在风雨后》 ２月５日 《河南日报》

《守住自己的阵地》 ２月１５日 《人民日报》

《汗水和泪花》 ３月４日 《河南日报》

《泥塑人生》 第１期 《时代报告》

《我的这个年》 第２期 《时代报告》

《生命之树》 ５月１３日 《河南日报》

《泥塑人生》 ５月２０日 《平顶山日报》

《洛阳古韵》 １１月２５日 《郑州日报》

《山之灵韵》 ６月１１日 《中国自然资源报》

《大山深处有个家》 ６月１６日 《平顶山日报》

《茶庵村》 ６月３０日 《平顶山日报》

《在草木间行走》 ７月５日 《郑州日报》 （全国 “通兴杯”

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

《村庄辞典》 ８月９日 《郑州日报》

《卧看牵牛织女星》 ８月２４日 《郑州日报》

《仰望一棵树》 ９月２１日 《郑州日报》

《守望信仰的老人》 第１０期 《老人春秋》

《黄河，我能为你做什么》 １０月１５日 《河南日报》

随笔 《真情似火徐玉诺》 ７月１５日 《平顶山日报》

小小说

《城市人》 ２月５日 《郑州日报》

《李老汉更名》
入选２０１９年河南文学作品小小
说卷

短篇

小说

《酒色无毒》 第３期 《莽原》 （首届河南文学期刊短

篇小说奖）

《出山行》

第１期 《三月》

第５期 《奔流》（第二十九届 “东丽杯”

梁斌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

中篇

小说

《中原红》 第４期 《河南文学》

《跑单帮的女人》 第５期 《三月》

０２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续表１

姓　名 体　裁 作　品 发表日期 发表报刊或获奖名称

叶剑秀
纪实

文学

《特殊婚礼》 １２月２４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酿造如蜜的生活》 ９月１２日 《人民日报》

《贫困村里来个宝》 ９月１２日 《平顶山日报》

《天下怡然》 第７期 《时代报告》

《大爱无言》 河南省抗疫原创文学作品三等奖

袁占才 散文

《同气连枝，同盼春来》 ２月２４日 《郑州日报》

《暖心的口罩》 ４月１３日 《郑州日报》

《热烈浓香数端午》 ５月２３日 《郑州日报》

《老树着花无丑枝》 ４月９日 《河南日报》

《你豪横什么》 ３月２３日 《新民晚报》

《积习要改》 ５月２０日 《新民晚报》

《从书荒到书盈四壁》 ５月７日 《平顶山日报》

《谁没有张嘴借过》 ５月２６日 《平顶山日报》

《中原农耕文明活标本》 ５月 《平顶山日报》

《古路沟》 ８月４日 《平顶山日报》

王晓静
中篇

小说

《监控》 第３期 《莽原》

《医心》 第７期 《躬耕》

《失常者》 第１１期 《海燕》

杨东晓 诗歌

《小点声》《雨煮秋色》 第１期 《山东文学》

《阿婆寨》 第１期 《山东诗歌》

《雨中的一棵树》 第５期 《山东诗歌》

《云影》 ８月６日 《营口日报》

《中秋夜》 ９月３０日 《河南日报》

李人庆

诗歌 《祝福祖国，祝福武汉》 ２月２日 《郑州日报》

散文

《春天来了》 ４月２０日 《平顶山日报》

《地平线下的风景》 ４月２１日 《三门峡日报》

《从日月山，到青海湖》 ５月１３日 新华网文艺在线

《读书，给梦想插上翅膀》 ６月１日 《平顶山日报》

《庵子顶上的冬桃》 ７月１４日 《平顶山日报》

《幸福流淌黄金沟》 １０月２７日 《平顶山日报》

《淙淙南河水》 １０月３０日 《河南日报》

贺敬涛 小小说

《我想抱抱你》 第９期 《小小说选刊》

《爱情是个麻玩意》 第４期 《小小说大世界》

《用爱撑起一片天》 ８月７日 《河南日报》

《徐木匠的爱情》 第７期 《新青年》

《江边》 １０月 《小小说月刊》

《爱情是个嘛玩意》 第２２期 《小小说选刊》

１２２民主党派　群众团体　



　续表２

姓　名 体　裁 作　品 发表日期 发表报刊或获奖名称

李保国 诗歌 《醉美鲁山》 ９月２９日 《平顶山日报》

张仁义 散文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５月１９日 《三门峡日报》、河南学习平台

《田间最忙是麦收》 ６月８日 《郑州日报》

《色香味全端午节》 ６月２３日 《平顶山日报》

《小小蓝莓金疙瘩》 ７月２４日 《河南日报》

《玉米地里故事多》 ９月８日 《平顶山日报》

《母亲的致富经》 １１月１０日 《平顶山日报》

《芝麻大点儿事》 １１月２２日 《郑州日报》、河南学习平台

《山城蝶变静悄悄》 平顶山市爱国卫生征文三等奖

【炎黄文化研究】　组织召开县炎黄文化研究会
工作会议，召开鲁山县纪念任应岐、吉鸿昌将

军就义８６周年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史料
座谈会，举行买壮图故居揭碑仪式，召开买壮

图心意拳研讨会。累计录制播出 《西鲁讲堂》

３７期。编印图书 《鲁山炎黄》。

【书法】　元旦至春节期间，先后到张官营、马
楼、董周、张店、团城等乡 （镇）开展 “送万

福进万家”义写春联活动，书写春联两万余幅。

举办四期 “抗击疫情网络书法展”；开展 “保护

古树，记住乡愁”书法采风活动，举办３期王
峰涛书法公益课堂———行书的结体、笔法、墨

法讲座，在琴台三街学校举行 “保护古树，记

住乡愁”书法看稿会；邀请全国著名书法家篆

刻家张树在鲁山开展篆刻交流讲学５天；邀请全
国著名书法家李强、乔延坤、谷国伟等开展书

法交流活动并为中国 （鲁山）纪念墨子诞辰

２５００周年全国书法展评奖。
２０２０年，编印出版 《纪念墨子诞辰２５００周

年 “墨子杯”全国书法作品集》。刘光川书法作

品在全国第五届青年书法展、河南省２０２０年群
众书法展、河南省行书小品展入展，在 “艺旅

风华”全国大学生书法展中获奖。

【摄影】　鲁山县摄影家协会全程参与采风、摄
影、撰稿，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日报客户

端、人民网、新华网、河南日报、平顶山传媒等

国家、省市县新闻媒体发表图片、文字、视频作

品３００余篇。组织各类采风活动１００余次。参与
举办 “鲁山县脱贫攻坚成果摄影展”、纪念墨子

诞生２５００周年 “墨子杯”全国摄影大赛、 “老

家河南玩美鲁山”２０１９年中国鲁山摄影大赛颁
奖仪式、鲁山县 “保护古树，记住乡愁”摄影

大赛、鲁山县第二届 “大美交通”杯摄影大赛、

“大美昭平湖幸福新库区”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组织会员参展 “第 ２０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 “第十一届

　　４月１２日， “大美昭平湖幸福新库区”

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河南省农村摄影大展”、平顶山市 “疫散花开”

摄影展、“平顶山市脱贫攻坚摄影创作成果展”、

平顶山市第二届 “尊崇杯”摄影比赛、“乡”遇

——— “脱贫攻坚·精彩瞬间”平顶山市首届农村

摄影艺术节摄影作品展、老家河南·玩美鲁山

“尧山心象”美术摄影展。全年共举办摄影知识

２２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公益讲座６期，参训人员１５０余人，吸收新会员５ 名，推荐加入市摄协４名，推荐加入省摄协２名。

２０２０年市级及以上报刊发表或获奖作品

姓　名 作　品 赛事或媒体名称、奖项

郭东伟

《雪落尧山　雪淞压枝头》 新华网

《雪后尧山晶莹剔透似童话世界》 新华网　 《平顶山日报》　凤凰网

《民俗表演迎新春　河南鲁山年味浓》 人民网　大河网　凤凰网　中央广电总台

《新春走基层鲁山：百场民俗活动 “闹”新春》 新华网

《河南鲁山县为１９家星级农家乐授牌颁奖》 中国搜索　凤凰网　中央广电总台

《鲁山县乡村疫情防控全覆盖》 凤凰网

《河南鲁山：村民有序赶种　自发捐赠蔬菜给战
“疫”一线》

人民网　新华网　凤凰网　大象新闻

《河南鲁山：满负荷生产防护服日产八千件》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新华网　凤凰网

《纪检人镜头聚焦精准监督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清风平顶山

《河南鲁山：严防控复工复产　赶农时不误春光》 人民网　新华网　中原经济网　大河网　凤凰网
《鲁山菜农六万斤蔬菜急寻销路张官营镇党委书记

为菜农代言》
凤凰网

《鲁山张官营：书记代言，媒体宣传，滞销蔬菜订

单不断》
大河网　凤凰网

《鲁山县张官营镇：机器轰鸣响　企业复工忙》 人民网　新华网　中央广电总台　大河网　凤凰网

《老家鲁山　诗画家园》 第２０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春风送暖花千树　山间辛夷竟芳菲》 新华网

何进文

《特色食用菌种植富农家》组照 平顶山市首届农村摄影艺术节摄影作品展一等奖

《山窝窝里的中国梦》《精准扶贫结硕果》 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入展

《为疫情保驾护航》 中国摄影家协会 “疫”线报道

《爱心餐助力防 “疫”战》 新华网

《特色食用菌种植富农家》 新华网

《不误农时有序赶钟大爱不断支援一线》 新华网

《蓝天之下一座大桥建设中》 新华网

《红辣椒映红致富路》 新华网

《小小鸡枞菌撑开 “致富伞”》 新华网

《醉美尧山层林尽染》 新华网

《古寺雪韵》 新华网

《醉美尧山层林尽染》 凤凰网

《怡静美丽的王家庄》 新华网

《为战役护航》《防控点的晚餐》 北京国际摄影周

《清洁工也是英雄》 ２０２０“云影像”大众手机摄影大展

《小萝卜大舞台》 河南乡村振兴成就影像回眸摄影大赛优秀奖

《开足马力生产防护服》组照 河南省抗击疫情主题摄影作品展

《生产防护服：日产８千套防护服助力战 “役”》 新华社

３２２民主党派　群众团体　



　续表１

姓　名 作　品 赛事或媒体名称、奖项

何元生

《非遗传承厚重家园》 第２０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乡村如画》 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三等奖

《绿色家园》 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优秀奖

《乡村如画》（鲁山县赵村镇小尔城村） 第十一届河南省农村摄影大赛大展一等奖

《鲁山摄影人在平遥》《俺在平遥留个影》《采访》

《平遥２０２０印记》 《新时代摄影》第１１期

《新人放飞心愿气球》 中央广电总台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

《柿子熟了》 河南乡村振兴成就影像回眸摄影大赛

《摘柿子》 平顶山市首届农村摄影艺术节摄影作品展二等奖

《精准扶贫帮扶到户》《乡村如画》

《产业扶贫富了俺》《书法家来俺村写春联》
平顶山市首届农村摄影艺术节摄影作品展优秀奖

《建档立卡不落一人》《俺为扶贫户来代言》

《养鸭致富笑开颜》《第一书记的致富经》
平顶山市首届农村摄影艺术节摄影作品展入展奖

王建中

《河南鲁山：大美交通助力乡村振兴》 大象新闻

《河南鲁山：２５千米 “最美”石林路让２５个自然
村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

学习强国

《千年古县勤劳家园》 第２０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鲁山县交通局：架起 “连心桥”消费扶贫解农

忧》
河南联播

《平顶山市鲁山县交通运输局设立扶贫蔬菜销售点

解决蔬菜销售难问题》
中央广电总台

《河南鲁山：秋染石林路赏玩正当时》 大象新闻

《鲁山：大道如虹铺坦途》 《河南日报》

《河南鲁山：贫困户卖菜车开进机关大院》 学习强国

《大道如虹铺坦途，河南鲁山县 “十三五”交通事

业迅猛发展》
学习强国

《鲁山 “最美公路”：景色串起来村民富起来》 中国公路网

河南鲁山：大道如虹铺坦途交通实现大发展 学习强国

《鲁山县石林路进行提升改造建成后旅游观光更惬

意》
《平顶山日报》

《大道如虹铺坦途，河南鲁山》 《经济日报》

《鲁山：在千米海拔上开辟 “天路”》 《河南日报》

《河南鲁山：开辟盘山路方便两县人》 学习强国

《鲁山县：开辟盘山路方便两县人》 《潇湘晨报》

《鲁山县８亿元修路方便农村群众出行》 《东方今报》

《“最美高速”郑西高速尧栾段建成通车》 《河南商报》

《鲁山县开通客货邮班车》 《河南日报·农村版》

《河南鲁山：下汤镇乱石盘村举办 “迎七一”文艺

汇演暨农产品推广销售活动》
凤凰网

《河南鲁山：乡村公路通到户农副产品有出路》 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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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姓　名 作　品 赛事或媒体名称、奖项

马进伟

《春色满园关不住》 新华网学习强国

《“中原贡品”鲁山绸》 学习强国

《丝路源头神秘家园》 第２０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李　涛 《薪火相传古朴家园》 第２０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王彩霞 《光伏发电厂》 河南乡村振兴成就影像回眸摄影大赛优秀奖

郭伟宁 《朝花夕拾民谣家园》 第２０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黄　岩

《直面灾难坚守家园》 第２０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种植蓝莓脱贫结硕果》组照 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优秀奖

《丰收季节》 平顶山市第二届 “尊崇杯”摄影比赛三等奖

梁海斌 《汉风古韵文化家园》 第２０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杨天增
《易地搬迁幸福家园》 第２０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易地搬迁移出幸福生活》组照 平顶山市首届农村摄影艺术节摄影作品展优秀奖

杨鲁欣 《尧山美景》 平顶山市第二届 “尊崇杯”摄影比赛一等奖

白海涛 《致富金蚕》组照 平顶山市首届农村摄影艺术节摄影作品展优秀奖

【民间文艺】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民协新发展会员
３００余人，新增省级会员 １３名、国家级会员 １
名。在春节、世界汉字节、端午节、七夕节和纪

念墨子诞辰等活动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

节目；组织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千余人次，捐

钱捐物折合人民币２０余万元，创作泥塑、剪纸、
布艺、麦秆画等原创 “战疫”民间工艺作品３００
余件。鲁山县中国牛郎织女文化研究中心和袁

占才分别获得河南省民间文艺金鼎奖·民间文

艺集体成就奖和个人成就奖；鲁山花瓷、鲁山

丝绸、齐氏麦秆画参展 “非遗传承健康生活

———河南２０２０非遗购物节”；袁留福花瓷作品
“双龙瓶”在２０２０年徐州文化博览会暨中国民
间工艺博览会上荣获金奖，“金山水韵”在中国

（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暨第九届 “大地

奖”中国陶瓷创新与设计大赛上荣获银奖；张

秋月布老虎在第五届河南民间艺术展活动中荣

获一等奖。

【曲艺】　鲁山县曲艺家协会会员１９７人。其中
国家级会员２人，省级会员１７人，市级会员５３
人。２０２０年，开展 《民法典》文艺宣传演出３０

余场；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走基层活动，奔赴

２５个乡镇办事处巡演；参加 “鲁山县村 （社

区）换届文艺宣传进基层”演出２０场。乔双锁
入选全省第一批 “新时代百姓宣讲员”，在 “美

丽鹰城”第五届平顶山市文艺展演中获优秀辅

导奖。在全市 “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

理论宣讲大赛被评为先进个人；在２０２０年 “美

丽鹰城”第五届平顶山市文艺展演曲艺大赛中，

赵桃表演的 《徐玉诺救牛》荣获成人组金奖。

【舞蹈】　２月，推广线上舞蹈学习，助力疫情
防控宣传，肖宝玲创作的 “戏曲操”受到大众

喜爱。５月—７月，在尧山广场开展公益健身培
训，受益群众１０００余人。８月—１１月，深入赵
村镇、尧 山 镇、下 汤 镇 开 展 “到 人 民 中

去”———送文艺进基层活动。在我们的节日

———２０２０年中国 （鲁山）端午节和鲁山县农民

丰收节活动中，制作 “九歌·少司命” “端午

谣”“喜庆丰收”等舞蹈节目赢得广泛赞誉。５
月３０日，县舞蹈家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
开，李宾当选县舞蹈家协会主席，至年底，县舞

协注册会员３００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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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张良镇悠悠岁月舞蹈队节目 《歌

唱鲁山》《大美河南》在 “群星耀中原美丽新乡

村”河南省第四届广场舞展演豫西片区平顶山

专场比赛中荣获金奖，马楼广场舞队李宝兰在

“九九重阳”２０２０年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展示活
动中获得 “优胜奖”和 “达人奖”。

【音乐】　整理蔺景洲、王福昌、刘振生、郑子
恩、张景明等鲁山老一辈音乐艺术家和部分省

级音协会员的音乐创作档案资料，举办 “福润

乡音长”王福昌作品音乐会、 “守初心担使命、

助脱贫迎新春”原创作品音乐会。２月—４月，
以 “艺”战疫，创作 《让我们一起点亮春天》

《最美的人》《人民的山》《逆行而上》《鲜艳的

红梅》等原创歌曲１０余首，在省、市、县网络
媒体广为传唱，多部作品被学习强国河南学习

平台选用。赵红军音乐作品 《生命的绽放》入

选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国优秀战疫公益歌曲展播

系列并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入选 “抗疫

战歌绽放希望”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题创作歌曲

展播并编入 《天津市抗疫主题优秀创作歌曲选》；

歌曲 《武汉我们在一起》在湖南省音乐教育期刊

《音乐教育与创作》２０２０年第三期发表。

【美术】　组织画家创作抗疫作品百余幅，举办
“戮力众擎、阻击疫情”网络画展三期；为 “保

护古树、记住乡愁”画展创作国画８０余幅；培
训、组织青年会员参展 “河南省第二十五届新

人新作展”，１１名画家作品入展；参加纪念墨子
诞辰２５００周年民俗系列活动，在中国墨子文化
旅游区举办大型国画展，展出山水、人物、花鸟

等作品５０余幅，组织会员参加河南省 “圆梦工

程”———鲁山县线下文艺培训项目。２０２０年，
杨艳超、马文彬、杨艳蕊在 “河南省第二十五

届新人新作展”获优秀奖。郭岗生国画作品

《山间小景》在２０２０年全国诗书画家创作年会
中获一等奖，被授予 “２０２０年全国诗书画风采
人物”称号。

【诗词楹联】　利用 《尧山诗园》微信平台，推

出 《众志成城战疫情》诗词集锦２８期，优秀作
品１００多篇 （首）；４月１２日，组织会员到四棵
树乡平沟围绕鲁山县第一届杜鹃花节开展采风

宣传活动；５月至６月，面向全国开展鲁山县纪
念 “屈原与韜城”主题楹联征集活动，组织市、

县诗词名家参与 “蕙兰颂歌”———２０２０年中国
（鲁山）端午节诗会；联合县朗诵协会等单位共

同举办鲁山县庆祝第３６个教师节诗歌朗诵会、
纪念五四诗人徐玉诺诞辰１２６周年主题诗歌征集
及朗诵活动。

李保国抗疫诗歌 《因为有你》、乡村振兴歌

曲 《美丽小村庄》在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登

载；翟红本诗词作品 《七律·刘伶醉烧锅遗址

感吟》在首届 “刘伶醉杯”全国诗歌大奖赛中

获一等奖，《兰溪粮食产业园》在第三届 “叶紫

杯”诗词大赛中获传统诗词组一等奖。楹联作

品在汉梁文化公园全国征联评奖中获综合联一

等奖。全年获得全国诗词楹联奖项５６项，综合
评定居全国前三名。

【相亲联谊活动】　开展 “我们的节日———２０２０
中国 （鲁山）七夕节暨 ‘搭鹊桥促脱贫奔小康’

集体婚礼”相亲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男女牵

线搭桥。

【诗歌朗诵会】　８月２日，鲁山县朗诵协会第
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协会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９月９日，在鲁阳中学举办 “九月

飞歌———鲁山县庆祝第 ３６个教师节诗歌朗诵
会”；１１月１日，在鲁山一高附中举办 “纪念徐

玉诺先生诞辰１２６周年诗歌朗诵会”。

【春节民俗文化节】　１月１５日，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春节群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

尧山广场举行。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

刘炳强，平顶山市文联副主席王玲，市民协副

主席、秘书长宋国平，中共鲁山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刘万福，县政协副主席、中国牛郎织女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邢春瑜等出席仪式。来自全县

各乡 （镇、街道）的３０多支民俗表演队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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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旱船、竹马、高跷、秧歌、舞龙等节目。

　　１月１５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春节群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尧山广场举行

【抗疫原创作品网络演出】　２０２０年２月，县委
宣传部、县文联动员文艺界力量创作节目，组

织 “凝心聚力担使命众志成城抗疫情”原创文

艺作品网络专场演出，为抗击疫情鼓劲加油。

【第四届世界汉字节】　４月 ２０日，中国 （鲁

山）第四届世界汉字节开幕式在仓头乡仓颉广

场举行。本届汉字节以海内外同心同书中国字、

网络连线线上线下互动形式进行。人民网、新

华网、国际在线等百余家媒体全网发布，凤凰

网、映像网、中国移动和直播鲁山等数十家直

播平台同步直播，访问量数百万人次。中国民

协顾问、原副主席、河南省民协名誉主席夏挽

群，河南省民协秘书长刘炳强、中共平顶山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左玉昆、县政协副主席、中国

牛郎织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邢春瑜等出席开幕

式。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体中心、书

写中国公益基金会向第四届汉字节成功举办发

来贺信。活动主要内容有：往届世界汉字节回

顾、直播间专家访谈、汉字书写日万人云书写、

中国鲁山第四届世界书画展、祭拜仓颉大典、

让艺术走上云端网络文艺展演、鲁山文化特产

云上展示等。

【端午节】　６月２５日，“我们的节日———中国
（鲁山）端午节”开幕式在张官营镇杨孙庄村举

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程健君，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

事、信阳师范学院教授金荣权，河南省文联党

组成员、副主席王朝纪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

与会领导、嘉宾观看舞蹈 《书简》、童谣 《五月

五拜屈原》、音乐剧 《九歌·少司命》等节目，

考察韜城千年古柏和屈原庙，参观体验杨孙庄

村、前城村分别举办的祭祀屈原仪式、端午传

统民俗展、端午民俗群众文艺演出等。北京大

学陈教授连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教授侯仰军、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黄震云做客 “弘扬端午文化促进乡村振兴”

端午文化 “云”上大讲堂。“对话民俗———五月

五日午”专家访谈网络直播当日１６时同时在北
京和鲁山举行，两地直播连线互动。

　　 “对话民俗———五月五日午”专家访谈

网络直播节目现场

【七夕节】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 “我们的节日
———２０２０中国 （鲁山）七夕节”暨 “搭鹊桥促

脱贫奔小康”集体婚礼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

为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代表颁发结婚证。县长

李会良致辞，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福主持

　　 “对话民俗———七夕不止有爱！”专家访

谈节目现场　 （郭东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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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开幕式，中国民协副主席、河南省民协主

席程建军，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侯

仰军，中国民协顾问、河南省民协名誉主席夏

挽群应邀出席开幕式。主要活动有：开幕式暨

文艺演出、“搭鹊桥、促脱贫、奔小康”集体婚

礼、 “牛郎织女”山歌会、牛郎洞民俗表演、

“对话民俗———七夕，不止有爱！”专家访谈等。

人民网、国际在线、中国搜索、 《河南日报》、

《大河报》、凤凰网、映象网、《平顶山日报》等

３０多家主流媒体报道。

【农民丰收节】　９月２２日，鲁山县２０２０年农
民丰收节在尧山广场举行。县委书记杨英锋，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鑫，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刘万福，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淑敏，副

县长王献春，县政协副主席邢春瑜出席开幕式。

活动内容包括文艺展演、农产品展销、武林风

云争霸赛、星光大道演出等。

【墨子诞辰２５００周年纪念活动】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２４日，墨子诞辰２５００周年纪念活动在尧山景区
举行。纪念活动包括开幕式、墨子故里民俗活

动、“世界和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主题论

坛、“科技与人类未来”科技主题论坛等。活动

现场为１９位 “最美墨子文化传承守望者”颁发

墨子文化传承守望者证书。

【任应岐史料座谈会】　１１月２４日，鲁山县纪
念任应岐、吉鸿昌将军就义８６周年暨中国人民
反法西斯大同盟史料座谈会召开。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原秘书长、研究员黄小同，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员张量，省委党史研究室

一处处长宋伦，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安志坤，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万福，县政协副主席邢

春瑜等出席座谈会。

【中国杂协送欢乐、下基层】　１１月２６日，由
中国杂技家协会、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杂技家

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杂协文艺志愿服务团赴鲁

山慰问演出活动在兴源高中举行。

【中国曲协文艺志愿服务】　１２月２２日，中国
曲协文艺志愿服务 “送欢笑”走进鲁山专场演

出在尧山广场举行。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杨发

航，省文联副主席陈涌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岳杰勇，县领导杨英锋、叶锐、刘万福、许杰、

杨洪峰、闫同来和周边群众一起观看节目。

【荣誉榜】　被平顶山市文联评为县文联文艺志
愿服务先进单位；被县委办、县政府办评为

２０１９年度 “光彩金秋慈善助学”先进单位、晋

位次争上游走前列工作先进单位，被县政协评

为２０１９年度政协工作先进单位；被县平安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２０１９年度优秀等次非
平安建设成员单位。

（郭宇鹏）

科　　协

【概况】　鲁山县科学技术协会为正科级事业全
供单位，是中共鲁山县委领导下的全县科技工

作者的群众组织。２０２０年有干部职工８名，内
设办公室、科学技术普及部。

【科技竞赛】　组织参加全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活动，收集各类参赛作品３００余项，推荐１００
项优秀作品参赛。

【科普大篷车进校园】　先后在梁洼镇、马楼
乡、董周乡、四棵树乡等多个乡镇小学开展科

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送出科学类书籍和宣传

彩页８０００余份，受益师生５０００余名。

【送科技下乡】　组织农业专家先后到马楼、下
汤、熊背等乡镇开展农技知识培训、讲座，累计

发放各种科学书籍及宣传彩页５０００余份，受益
群众３０００余人。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联合市科协开展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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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先后在马楼乡、下汤镇

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培训人员１万余人次，接受
群众咨询１５万余人次，印发 《全民科学素质》

《健康知识》《农家参谋》等科普资料７０００余份，
引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受益群众３万余人次。

【科普助力疫情防控】　成立科协防疫小组，在
街道、小区、路口设立关卡，加强小区、片区封

闭管理，引导居民做好自我防护，并进行登记；

同时采取小喇叭、流动宣传车、设立劝导点、标

语、传单、政府公告等方式强力宣传防疫知识。

【反邪教宣传】　利用科普大篷车进行科技展
示，发放反邪教宣传手册、彩页，发放印有反邪

教标志的宣传围裙、手提袋等物品。在反邪教

宣传月期间开展进社区、进乡村科普宣传活动

１０余场。活动期间共发放反邪教宣传手册１０００
余份，科普宣传物品８００余份，展出版面１０余
块，条幅２０余条。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９月，被平顶山市科学技术
协会授予 “２０２０年全国科普日优秀组织”称号。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在科普大篷车走进太行山科技志
愿服务活动中被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评为 “优

秀组织单位”。

（郭　淼）

残　　联

【概况】　鲁山县残疾人联合会为正科级事业单
位，行政编制７人、事业编制１２人。内设组联
部、康复部、就业部、维权部、办公室；下设３
个二级机构：残疾人康复中心、残疾人就业服

务中心、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

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县持证残疾人 ２７６２８人。
其中：视力残疾６９１人，听力残疾３４０人，言语
残疾 ３４人，智力残疾 ７２５人，肢体残疾 ３６５９
人，精神残疾３１３人，多重残疾５８５人。

【残疾人康复】　为全县６４７名０～６岁脑瘫儿
童进行抢救性康复服务 （其中６５名为建档立卡
贫困残疾儿童），１４９名残疾儿童发放矫形器；
为２５名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为２８名聋
儿装配助听器并进行听力语言训练；加大辅助

器具适配力度，为１３６名贫困残疾人免费安装假
肢；为１０００多名残疾人捐赠轮椅。发放各类辅
助器具３６８８件。

【残疾人维权】　将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纳入全县扶贫重点工作之一，制定贫困重

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方案、无障碍改造资

金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全县各乡 （镇、街

道）建立领导组织，抽调工作专班，全县１２２４
户改造任务，在全市率先高质量完成。

【残疾人组联】　完成残疾人数据动态更新，调
查录入完成２９８９６人次。对残疾人专职委员进行
考核并更换工作不合格的专职委员。筹集资金，

足额发放残疾人专职委员工作补贴。发放世界

轮椅基金会合作捐赠轮椅３００辆。澳门基金会捐
赠的１００套热水器、卫浴投入使用。

【残疾人救助】　２０２０年救助残疾人大学生和残
疾人子女大学生６６人次。配合民政部门落实残
疾人 “两项补贴”，全县残疾人享受困难生活补

贴１０１０１人次，享受重度护理补贴１４６７５人次。
举办３期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班，培训１５０
名农村残疾人；举办３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班，共培训残疾人及其家属２７０人。与地税和财
务部门对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完成残保金

征收３３２万元，创历史新高。

【“爱耳日”公益活动】　开展 “爱耳日”公益

活动，宣传耳科及听力健康知识，免费为听力

障碍的残疾人配发助听器２８台。

【荣誉榜】　荣获全市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
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党组

书记、理事长范景可被评为平顶山市第二届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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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贡献奖”。

（张倩倩）

老促会

【中国老促会到鲁山调研】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
至１４日中国老促会副会长杨庆堂一行莅鲁专题
调研鲁山县脱贫攻坚与老区建设、农村危房改

造和饮水安全等工作。副市长张庆一，县委书

记杨英锋，市扶贫办主任丁少革，县长李会良，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莲叶，县政协主席张振营，

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县政协党组书记杨聚强

等陪同调研或出席调研工作汇报会。杨庆堂指

出，通过听取汇报和实地核查可以看出，鲁山

县始终坚守 “一切为了脱贫、一切围绕脱贫、

一切保障脱贫”的理念，真正把加大脱贫攻坚

工作力度、加快革命老区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头等大事；调研组将把鲁山县工作中的亮

点、经验以及存在的困难、意见和建议等进行

认真梳理，仔细研究汇总，及时向国务院扶贫

办反馈。县老促会先期进行危房改造和安全饮

水大排查，深入调研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并提出发展产业、引进人才、加强造血

功能等建议。

　　６月１１日，中国老促会副会长杨庄堂 （前
左三）一行到鲁山调研脱贫攻坚和老区建设

【省、市老促会莅鲁调研】　１１月３日—６日，
省老促会副会长铁代生、市老促会会长裴建中，

带领省、市老促会联合调研组一行，到鲁山县

围绕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及巩固脱贫成果的做

法和经验，老区脱贫之后乡村振兴的思考和探

索进行调研。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县

委副书记叶锐，县人大副主任李留根，副县长

王献春，县老促会会长郝元方，副会长黑丙午、

刘峰先后参加汇报会、座谈会或陪同调研。

　　１１月６日，省老促会副会长铁代生 （前

左）到鲁山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揭牌】

１０月２０日，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旧址 “弘扬老

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揭牌仪式在

　　１０月２０日，豫陕鄂军政大学旧址 “弘扬

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揭牌仪式

在鲁山一高老校区文庙大成殿举行

鲁山一高 （老校区）文庙大成殿举行。市老促

会会长裴建中，顾问贾廷寅、王安，副会长王

廷，秘书长赵更，常务副秘书长陈始伟，县委书

记杨英锋，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安志坤，县老

促会会长郝元方、副会长刘峰，县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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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一高校长牛山坡等出席揭牌仪式，县直有

关单位、１１个老区乡镇主管领导，学生代表１００
余人参加。裴建中、杨英锋共同为豫陕鄂人民

军政大学旧址 “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示范基地揭牌。

【办理实事】　一是协调市老促会下拨鲁山县老
区扶贫项目资金５０万元，实施熊背乡宝山村三

　　３月１２日，省老区建设基金会向鲁山县
捐赠１００万元抗疫农业应急物资捐赠仪式在
马楼乡麦庄村举行

间房至竹园沟道路修复工程，实际使用资金

５０６万元。二是与市老促会结合，协调省老区
建设基金会，向鲁山老区捐赠价值１００万元的高
分子有机水溶化肥，助力春耕生产，确保小麦

丰收；省老区建设基金会联合河南四通公司向

四棵乡黄沟村捐赠棉衣１００套，向黄沟村小学学
生捐赠书包和学习用品。三是协调省老促会减

免学费或者救助贫困大学新生４名。

【推动红色场馆建设】　一是县老促会整理 《豫

西革命纪念馆扩建布展规划》等８个场馆的布
展内容，史料２０多万字，图片３００多幅。二是
协调县财政投入２０多万元，建成红二十五军烈
士纪念墙、殷岭惨案遗址广场、豫陕鄂人民军

政大学旧址红色场馆３处。

【春节慰问】　春节期间，慰问老区烈士家属、
劳动模范和对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特困家庭等

２０户，为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金。
（尹崇智　任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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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政法工作综述

【概况】　中共鲁山县委政法委员会是县委领导
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为正科级。２０１９年县机
构改革后，政法委内设机构为：办公室、政治

部、综治指导科、维稳指导科、政治安全科及执

法监督科。

２０２０年，县委政法委以风险大防范、社会
大治理工作为抓手，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主线，

统筹推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紧盯扫黑除恶长

效目标，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充分发挥政法职

能作用，为加快推动鲁山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

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

境和优质的服务环境。

【国家政治安全】　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深化反恐怖斗争，扎实推进 “滤网计划”

提档升级，不断加大涉恐情报信息搜集和重点

人员管控力度，排查隐患４８起，清零４８起，核
查过滤流入流出关注人员５人；严密防范打击邪
教和非法宗教活动，深化对 “法轮功” “全能

神”“心灵法门”等邪教组织侦察打击；开展教

育转化去存量工作，落实 “一人一策”，建立专

门帮教小组，帮教转化１６人。

【维护社会稳定】　扎实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力量，全力排查化解经济领

域、社会领域等各类矛盾纠纷，全年共排查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４８２８起，调解４７６２起，成功率
９８６３％。持续开展 “问题楼盘” “非法集资”

化解攻坚，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

信访形势明显好转，２０２０年全县信访总量、上
三级访量同比分别下降 ４６％、２６４％。持续提
升打击犯罪综合效能，组织开展 “雷霆行动”

“云剑”“昆仑”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全县刑事发案连续５年下降，累计
降幅４１７９％，创历史新低， “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成绩居全省第三名，全市第一名。防范各

类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建立健全深化风险隐患

动态排查、动态清零机制，检查场所行业４５０家
次，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１４３处，行政处罚９７
人，取缔无证经营旅馆８家。开展交通安全隐患
路段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查处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１６万余起，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２０００余
处，交通事故四项指数持续下降，全县未发生

一起亡人和有较大影响的火灾事故，未发生一

起三人以上死亡的交通事故。

【平安鲁山建设】　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县级综
治中心 “四室一厅”配套设施，打造出汇源、

鲁阳、辛集、尧山等一批乡镇综治中心示范平

台；统筹规划城区６个警亭和３个派出所建设，
增强服务群众、打击犯罪效能，补齐公安建设

能力短板；强化智能化技防视频建设，强力推

进 “平安乡村、平安社区”智能化综治平台建

设，建成乡级平台１６个，村级平台１３７个，安
装视频监控１１８２个。全力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收官战，提前完成 “六清”目标，２０１８年—

２３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年，全县共侦办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６起，
做出一审判决６４人，查处涉黑恶腐败和 “保护

伞”问题３２起，处分４３人，排查整治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 １２６个。借鉴学习和探索 “新时代”

枫桥经验，建立健全乡村两级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工作机制，持续开展 “金牌调解室”“金牌调

解员”“金牌精品调解案件”评选活动，评选出

“金牌调解室”１０个、 “金牌调解员”１０名、
“金牌精品调解案例”２０件。开展信访工作
“四无乡 （镇、街道）”“信访稳定红旗村”“零

访村”创建活动，创建 “信访稳定红旗村”１０
个、“零访村”７１个。

【法治鲁山建设】　深化政法领域改革，加快诉
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和

多元解纷中心两个 “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全

面建成并投入使用，为来访群众提供出高效有

序、文明规范的诉讼服务。深化公安 “放管服”

改革，组建 “鲁山县公安局打击治理新型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中心”，实现紧急止付、预警劝

阻、综合宣传、研判打击四大功能模块实时运

转，鲁山县成为全国第一个把反诈宣传平台和

预警反制平台打通的县级公安机关，全市公安

机关县级反诈中心建设现场会在鲁山召开。全

年紧急止付银行卡１７万余张，涉及金额１６亿
元，冻结各类账户１０００余个，冻结金额１５００余
万元，成功劝阻电诈案件２０００余起。推进 “道

交一体化中心”规范化建设，高效处理道交纠

纷，调解成功６２２件，涉及金额１１９６３６万元。
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浓厚氛围，以 “疫情防控、

法治同行”为主题，编排法治文艺节目 “众志

成城渡难关、依法防控是关键”，通过群众喜闻

乐见的坠子书说唱形式在鲁山电视台和 “鲁山

普法”微信公众号上宣传播放，２０２０年 ４月 ２
日，《河南法制报》对此进行专题报道。

【政法队伍建设】　制定出台 《关于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加强政法单位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规范政法干

部选拔任用程序，选优配强政法队伍；落实政

治轮训制度，组织政法单位到新县学习平安建

设、扫黑除恶工作经验，举办全县政法综治领

导干部培训班，对全县各乡镇政法委员、县平

安建设成员单位主管副职进行培训，提升新时

代政法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领导能力和工

作水平。以 “规范执法行为、维护公平正义、

践行执法为民”为主题，开展执法司法规范化

专项检查，重点整治政法队伍纪律作风、执法

司法不规范、违法违纪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共评查案件１３６件，纠正瑕疵案件１３件、错误
案件１４件，以正风肃纪高压态势推动政法队伍
纪律作风持续好转。２０２０年，全县政法系统共
有 ２８个集体、７５名个人受到县级以上表彰
奖励。

【疫情防控】　果断实施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 “硬核”措施，成立疫情防控维

稳工作专班，第一时间组织政法公安干警全力

投身联防联控一线。联合交通、卫健等部门设

立县级卡点 ２１个，累计检查登记入鲁车辆
１７０８９台、人员４１８９７人，保障２０９３辆应急物资
运输车辆和防疫工作车辆优先通行，为群众因

病就医、返工返校等紧急情况开辟绿色通道

９６６０辆次；设置乡镇卡点 １２２０个，排查车辆
１３６２２辆、人员４２１０２人，劝返车辆２９９５辆、人
数１２９１２人；加强情报信息研判，累计发现疫情
有关网络信息 ３０２条，开展舆情引导 ７０５５起；
严厉打击涉疫违法犯罪，累计查处涉疫案件４５
案７４人，协调公检法，利用远程视频审判系统，
快审快判了全市首例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

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服务保障】　紧扣 “六稳”“六保”工作主基

调，制定出台依法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

组织政法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企业开展

法律服务活动，开展影响营商环境执法司法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涉企 “挂案”清理和羁押必

要性审查，打击各类破坏发展环境的违法犯罪

行为。全年共促成１１家县内企业与外地企业对
７３起案件达成执行和解，涉及案款 ６３００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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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审结破产案件 ９件，化解债务 ２０９亿元，
清偿职工债权５６００余万元，盘活土地资产５６０
余亩、房屋１９６万平方米，价值５４亿元。

【荣誉榜】　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卫生单
位、县平安建设先进单位、县招商选资工作二

等奖。

（王晓刚）

公　　安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公安局按照 “四句

话、十六字”总要求，深化 “打防管控”各项措

施，实现了 “综合打击效能持续攀升、治安防控

体系日益完善、社会管理水平明显改变、基层基

础工作更加扎实、公安队伍形象焕然一新、服务

大局能力显著增强”的目标，有效巩固了政治安

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良好局面。

【国家安全】　严厉打击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颠
覆渗透破坏活动，共搜集研判网上网下各类情

报信息４８０余条，并及时对涉及人员进行落地核
查，查处取缔宗教非法聚会点２处。严厉打击邪
教组织捣乱破坏活动，共侦破省厅挂牌 “法轮

功”反宣案件１起 （判刑１人），打击处理邪教
人员７４人。推进 “滤网计划”提档升级，加大

涉恐情报信息搜集和重点人员管控力度，共排

查清零隐患４８起，核查过滤流入流出关注人员
１０人。积极构建重点人员稳控 “七张网”机制

（源头稳控网、分级调度网、情报预警网、车站

检查网、卡点盘查网、处延盘查网、驻京劝返

网），有效维护了全县正常信访秩序。圆满完成

各级 “两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长莅鲁

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的安保警卫任务。

【重大专项行动】　围绕 “平安守护”、 “雷

霆”、“云剑－２０２０”“昆仑”“黄河”和打击犯
罪等重大专项行动部署，以 “更快地破大案、

更多地破小案、更准地办好案、更好地控发案”

为总目标，全面提升综合打击效能。全年发刑

事案件 １６９１起，同比下降 １５４９％，抓获各类
犯罪嫌疑人１１４４人，破获刑事案件３７５８起，破
案率２２２２４％，破案率同比上升 １６０４３％。现
行命案发３起破３起；破获命案积案５起，抓获
潜逃２０余年命案积案犯罪嫌疑人６名；抓获各
类网上逃犯 ４２１名，网上逃犯下降率 ２６３２％。
共刑事拘留１００８人，移送起诉审结６７２人，行
政拘留７４９人。

抓获跨境从事网络电信诈骗嫌疑人

【基层基础建设】　一是推进 “一村 （格）一

警”工作。坚持新时代 “枫桥经验”，打造具有

鲁山特色的 “一村 （格）一警”格局。共建立

　　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在鲁阳影剧院广场开
展防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师原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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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室５９个、警务工作站２７３个，配备专职辅
警２７３名。二是全面建成反诈中心。针对新型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组建 “鲁山县公安

局打击治理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即反

诈中心）。４月１５日，全市公安机关县级反诈中
心建设现场会在鲁山召开。三是开展基层基础

建设。推进城区 ３个派出所 （汇源、鲁阳、露

峰派出所）建设，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举行３个
派出所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治安防控体系】　一是应急反应。严格落实巡
逻防控 “四项机制”和 “１、３、５”分钟应急响
应机制，最大限度将警力摆上街面，组建５０人
的常备快反力量和２支武装处突小分队，屯警街
面、动中备勤，以演练促磨合、以实战验成效，

形成应对各类突发案事件的第一梯队力量，与

１１支局直单位城巡小组、１０个城区封控卡点、
１５个全县层级封控卡点一道，构建起鲁山治安
防控、服务群众的重要屏障。二是技防建设。开

展鹰城云眼和雪亮工程建设，全县共有智能卡

口、电子警察６７套，城区治安监控２５３路、动
态人像识别系统５０套、“平安乡镇”监控１２９１
路、人流量监控统计系统１７６路，整合社会资源
２６３路，基本实现对全县各主要道路、出入口、
重点地区、治安复杂场所的监控覆盖。新建数

字集群基站６套，确保各类警务活动的通信联络
畅通。三是人员配备。招聘巡防队员参与城区

警亭巡防、矿产品和砂石资源管理、视频监控

巡查等工作。

【治安管理】　检查场所行业４５０余家次，发现
并整改安全隐患１４３处，行政处罚９７人，取缔
无证经营旅馆８家。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
活动，抓获犯罪嫌疑人 ８人，移送起诉 １４人，
办理烟花爆竹类行政案件 ２７起，行政拘留 ２７
人。共收缴各类枪支２２支、仿真枪３０余支、子
弹９３００余发、自制炸药２５公斤、各种雷管６３００
余枚、导火索１５０余米、战争遗留物航弹１枚、
手榴弹４枚以及各类烟花爆竹３００余箱。

【交通管理】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攻坚专项行动，紧盯源头，强力整治，做到

隐患清零，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１６万余起，
移送起诉 ２５２人；排查重点驾驶人逾期未换证
２３１人，逾期未检验１１３人，未发生三人以上亡
人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四项指数持续下降。

【消防管理】　检查单位１１１５６家次，发现整改
火灾隐患２０１２９处，下发整改通知书１０７５４份，
行政拘留３１人，未发生有较大影响的火灾事故。

【疫情防控】　依法严厉打击涉疫违法犯罪。共
查处涉疫案件４５案７４人。联合交通 （公路）、

卫健部门，设立县级交通卡点２１个，检查登记
入鲁车辆１７万余辆、入鲁人员４２万余人，劝
返入鲁车辆５９２４辆。配合排查工作，累计排查
返鲁来鲁人员５７２７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累计流调对象４２４５人。开展防范宣传，利用新
媒体推送疫情防护和正面宣传微信微博２２４３条，
报道典型事例７９例。强化内部防控，为全体民
辅警发放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严格落实实

名登记、体温检测、佩戴口罩、消毒防疫等措

施，严格落实公安机关民警、辅警及工作人员

外出审批报备制度。

【队伍建设】　开展 “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

警”教育整顿，持续深化 “以案释法”“以案促

改”工作，召开警示教育会２次，对县局发生
的９起典型违纪案件进行通报剖析，开展专项督
察，共编发各类督察通报３４期，通报批评单位
２１个、个人４名，警示性约谈２７人，禁闭２人。
及时表彰奖励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共有１７
个单位被上级部门授予先进单位，４９人被上级
部门授予先进个人荣誉称号，２人报请个人二等
功，１３人荣立个人三等功，３４人荣立个人嘉奖。

（王雅琨）

森林公安

【概况】　根据中央、省、市关于森林公安管理
体制调整工作实施方案相关精神及县森林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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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调整工作安排，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３０日，
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 （森林警察大队）揭牌

仪式举行，鲁山森林公安整建制划转至县公安

局，作为县公安局直属机构，全面接受县公安

局领导管理。

【森林大火案件侦查】　２月１４日晚６时许，库
区乡金沟村与董周乡杨树底村交界处发生一起

山林大火。市委主要领导到鲁山现场指挥扑救。

县政府立即启动林火调查预案，成立森林公安

牵头的 “２·１４”专案组，抽调森林公安、刑侦
大队、消防大队共５０名精干警力，全面展开侦
查破案工作。专案组统筹各项侦查资源，精准

研判，科学制定侦查方案，明确侦查方向和重

点人员，克服起火区域无有效物证、位置偏远

无视频覆盖、疫情管控期间无目击证人等困难，

在做好民警个人疫情防护，确保自身安全的基

础上，同步推进各种有效侦查措施，连续奋战

五昼夜，调查走访群众７９户 （庄园、场），３４３
人；印制张贴悬赏通告６００份；利用微信群推送
有奖举报微信１０００余人次，征集有效线索，最
终快速侦破此案。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有效遏制疑似病源生存环境，森林公

安结合自身职责，开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犯罪专项行动。春节期间联合林业局野生动物

保护、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１７次，排查餐饮场所１５０家、野生动物驯养场
４４处次、农贸市场７５处、野生动物活动区域１２
处；收缴猎捕工具粘网３０张、电线５００米、电
瓶２０个、高压气枪１支；出动宣传车３０台次，
到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悬挂横幅８０条，粘贴
标语２００处，发放宣传资料４５００份；配合野保
部门救助国家二级保护４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１只。“昆仑２０２０”行动开始后，８月份，侦查
人员摸排出鲁山一网络平台直播猎捕野生鸟类

的线索，森林公安分局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同

时争取治安、技侦等警种支持，围绕线索指向

开展调查访问，经综合研判，准确锁定该网络

销售野生画眉窝点。８月１７日组织集中行动在
张店乡将犯罪嫌疑人乔某抓获，现场查获尚未

销售的野生画眉１３只及捕鸟作案工具。森林公
安民警循线深挖，抓获犯罪嫌疑人７人，查获野
生画眉活体１８只，死体３只；扣押作案车辆２
台，收缴诱鸟器、粘网、作案工具及装备６０余
件 （套）；追缴非法收入４万余元。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打击
工作被省森林公安局记 “集体三等功”１次。三
名民警分别受到县委县政府表彰。

（陈　虎　张栋钞）

检　　察

【概况】　鲁山县人民检察院有在编干警８３人，
其中政法专项编制６４人，事业编制１９人；聘任
制书记员２６人。内设办公室、政治部、五个检
察部、综合业务部、司法警察大队、后勤服务中

心等１０个部门。

【刑事检察】　履行反腐败斗争中的职能作用，
完善监检衔接机制，受理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职

务犯罪案件２件２人，提起公诉１件１人。强化
刑事诉讼监督，依法监督侦查机关立案 ５件 ５
人，监督撤案１０件，纠正漏捕６３人、漏诉２７
人；提出刑事抗诉６件。加强刑事执行监督，依
法纠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不当行为７件；纠
正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不当行为５件，监督
执行财产３３万元；纠正监外执行监管单位和社
区矫正机构不当行为４件；依法对司法工作人员
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

的案件线索开展初查４件４人。

【民事检察】　受理民事申诉１０件，办结９件。
注重精准监督，提出再审检察建议２件，法院已
改判２件；对民事审判程序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
议１件，法院已采纳。对审查认为正确的民事裁

６３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判，依法不支持监督申请３件，同步耐心细致释
法说理，引导服判息诉、维护法律权威。监督支

持法院依法执行，提出纠正执行违法检察建议６
件。开展虚假诉讼专项监督，办理虚假诉讼监

督案件２件，移送犯罪线索１件１人。

【行政检察】　充分发挥行政检察促进公正司
法、助推依法行政作用，受理行政执行活动监

督８件，向法院和相关行政单位发出检察建议８
件，均被采纳。向县委政法委请示汇报，成立国

土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 “裁执分离”推进工

作领导小组，办理的某公司非法占地非诉执行

监督案入选全省典型案例。

【公益诉讼检察】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４４件；
通过诉前程序办理 ３８件，依法提起公诉 ６件，
挽回经济损失３０余万元。围绕 “五个领域”积

极履职，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专项监督，办

理的王某某非法狩猎案被省检察院列为督办案

件。落实 “河长 ＋检察长”工作机制，办理涉
河湖公益诉讼案件１１件，针对河流污染防治发
出检察建议１１件，督促清理堵塞河道１５千米，
清理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７０００余吨，修复污
染水源２处，复垦占用耕地４７２亩。

【涉农检察】　依法惩治扶贫领域腐败犯罪，办
理的崔某某挪用公款一案中，推动解决土地权

属争议，依法将被挪用的１５万元征地补偿款快
速返还至群众手中，同时结合办案，开展法治

宣传，该案被最高检评为典型案例。开展司法

救助，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群众进行摸排建

档，对符合条件的主动开展帮扶，先后给予１９
人司法救助４０余万元。配合开展全省农村乱占
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依法对非法占用农用

地犯罪提起公诉１件２人。

【关爱未成年人】　落实 “一号检察建议”，从

严从快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准逮捕３７人，
提起公诉５１人；坚持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和特殊保护原则，对涉罪未成年人依法不批准

逮捕９人，不起诉１０人，建议采取非羁押措施
５人。推进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案事件强制报告等制度落实，依法

限制从业人员３人。成立县检察院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聘请心理咨询师、公益律师参与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与县关工委、心理咨询中心

共同举办 “让爱走动品格训练”夏令营。开展

失依儿童关爱活动，为６１名涉案失依儿童建立
关爱档案，向其捐赠防疫物资、手机、书籍，举

办暑期爱心读书会。持续开展 “送法进校园”

活动，先后走进２０余所山区学校进行法制宣讲，
受教育人数累计２万余人。

【社会治理】　建立２４小时自助检察服务平台，
打造智能化 “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启动 “一

站式”便民服务模式，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

服务平台。落实检察长接待日、领导办信、当面

接谈来信人等机制，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均在７
日内进行程序性回复，３个月内办理情况答复率
１００％。加强类案分析研判，就醉驾案件多发、
频发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对策建议，形成

专项调研报告，得到县委书记杨英锋批示肯定。

【维护社会稳定】　发挥捕诉一体机制优势，共
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案件２８３件４１０人，提起
公诉５７６件７４９人。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和严重暴力犯罪，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涉众型经济

犯罪，与相关部门建立协作联动机制，凝聚打

击合力，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扫黑除恶】　聚焦 “六清”要求，强化问题研

判、态势分析，实行 “挂图作战”。坚持 “不放

过、不凑数”办案原则，加大办案力度与保证

案件质量并重，认真落实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

向省、市检察院请示汇报制度，牢牢把住黑恶

犯罪定罪关口。２０２０年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
罪案件１０件４７人，提起公诉４件１３人。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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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批准逮捕４８件８６人，
提起公诉４２件５５人。与公安、市场监管部门联
合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 “四个最严”要求专

项行动，依法提起公诉１４件１５人。审慎办理民
营企业涉罪案件，综合考量犯罪情节轻重、社

会危害性大小等因素，依法对犯罪情节轻微的

民营企业经营者、关键岗位人员作出不起诉决

定２件４人，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　组织６６名党员干警深入社区参
与联防联控。购买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捐赠给帮扶贫困村、社区及关爱的失依儿

童。助力疫情依法防控，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

罪嫌疑人２人，提起公诉３人，及时打击犯罪，
维护防疫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借力科技，推动

线上办案，主动协调其他政法部门，广泛运用

“三远一网”等信息技术办案，既有效减少人员

接触，又确保案件在诉讼期限内顺利办结，共

远程提审３１７人次、远程庭审１９０人次、远程送
达５４件次。

（何　潇）

审　　判

【概况】　２０２０年，县法院设综合办公室 （督察

室）、政治部、立案庭 （诉讼服务中心）、刑事

审判庭、民事审判一庭、民事审判二庭、行政审

判庭 （综合审判庭）、审判管理办公室 （研究

室）、执行局、司法警察大队１０个内设机构和
张良法庭、韍河法庭、昭平湖法庭、中汤法庭、

瓦屋法庭５个派出法庭，现有正式干警１２７人。
２０２０年，共受理各类案件９８１６件，审执结

９４５０件。其中诉讼收案６０５０件，结案５８５５件，
结案率９６８％。２０２０年，鲁山法院继续保持省
级文明单位称号。

【刑事审判】　２０２０年，受理刑事案件５７８件，
审结５６６件，精准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审结故意

伤害、强奸、“两抢一盗”等严重暴力、侵财犯

罪案件共１５７件，其中审结一起涉１８人的电信
网络诈骗案，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

处罚金六万元。依法审结传销、非法集资等涉

众型经济犯罪９件１４人，审结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等犯罪１４件１５人。精准打击破坏生态
环境资源犯罪３０件６１人，依法支持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５件。在历时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审结涉黑犯罪７件３６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１件１４人、恶势力犯罪团伙４件３５人。对４５人
判决追缴违法所得、罚金、没收财产共计６７０余
万元，已全部执行完毕。１１月，在马楼乡贾集
村召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退赃大会，向１６
名受害人退赔全部经济损失。

【民事审判】　２０２０年，审结婚姻家事及邻里纠
纷７７５件，审结财产权属纠纷１５件。突出产权
保护，审结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征地补偿、集体

土地流转、种子化肥等 “三农”领域纠纷案件

３６件，培育农村集约发展新动能。发挥 “道教

一体化中心”功能，受理案件１３２５件，申请调
解金额３５３１９７万元，调解成功７２３件，调解成
功金额１３４４４４万元，调解成功率５４５７％。以
服务 “六稳”“六保”为主线，依托 “民营企业

维权服务中心”妥善处理案件４２起。

【行政审判】　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３７件，审
结３６件。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相对人主
动撤诉及协调和解行政争议６件。支持全国卫生
城市创建、清理违法建筑和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依法审查涉及违法占地、工商处罚、涉及农民

工工资监察处理等非诉执行案件９８件。裁定准
予执行８３件，支持率８４７％，裁定准予强制执
行８３件，保护耕地红线。行政庭法官现场见证
拆违行动５次。

【案件执行】　执行收案３７６６件，执结３５９５件，
执行到位金额４２６亿元。涉营商环境五类执行
案件结案平均用时１１０２３天，涉企业执行案件
平均用时１０５２８天。执行局９名员额法官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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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２７家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为企
业纾困解难。疫情得到遏制后，再次启动打击

失信行为的集中执行行动１３次，拘传被执行人
２９３人次，结案１５７件，执行到位金额２８４万元。
推动律师参与执行，签发律师调查２３份。派遣
副院长为团队长的执行团队，进驻农信社协助

推进债权清理工作，执结标的金额 ４０１７万元，
同时借力通信运营商，推行执行 “云送达”，深

化 “点对点”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建设，２０２０年
查询反馈被执行人财产信息３１６万余条，采取
冻结、扣划等强制措施１５６万人次，标的金额
７８亿元。对长期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采取司法
拘留措施３１７６人次。利用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库”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１１９５４人
次。开展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等

系列涉农维权活动，落实 “四快两优先”机制，

为１５３名农民工讨回血汗钱２１９３万元。对５５案
５７名特困申请人进行司法救助，金额达 ３１１
万元。

【司法改革】　共召开专业法官会议３１次，讨
论９９起案件，召开审判委员会４４次，研究讨论
或审批事项１８９件；聚焦 “四类”案件，主动

识别四类案件９１件。院领导共审结疑难复杂案
件４００余件，占全部结案的 ７２５％。每季度的
工作标兵、先进个人、优秀办案团队等单项工

作表现突出的同志和审判团队，给予精神和物

质奖励。

【司法服务】　２０２０年５月，面积近６００平米、
高标准的现代化综合诉讼服务中心和多元解纷

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诉讼服务中心集成诉讼和

执行立案、诉讼保全、文书送达、 “１２３６８”咨
询服务热线、诉前鉴定、律师服务等 “一站式”

服务功能，网上立案、跨域立案、微信缴费、网

络查询、电子送达、在线解答群众咨询 “六位

一体”服务，搭建在线司法服务的资源、信息

集聚平台，大力推进 “两个一站式建设”，全力

推进繁简分流机制建设，两个诉前调解、五个

速裁团队办理全院７０％以上的简单案件，平均

审理周期在３１天以内，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大调解，助力调解成功，２０２０年调结诉讼案件
１３２５件，调解成功率５７１４％。同时律师值班、
外聘调解员入驻诉前调解室，多元解纷中心建

设及信息化程度位居全市第一。

【涉诉信访】　建立法院信访机制，化解信访积
案老案９件，网上信访１件，院班子成员每周轮
流接访，紧盯问题解决，重大节日期间，实现进

京赴省 “零信访”。

【驻村帮扶】　为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动员社会力量及全体干警参与消费扶贫，通过

采购优质农产品，使南王庄柴鸡蛋为贫困户创

收近０５万元，松垛沟滞留的樱桃全部售空，尹
和庄村蜂蜜收到８００公斤订单，销售额３６８万
元。提速扶贫项目，南王庄村建起食用菌种植

大棚，并采取入股分红的方式吸收１８户贫困户
参与经营。驻村干警魏耿武、叶建钊被下汤镇

政府力荐入选先进青年突击队。联系帮扶的南

王庄和七里村顺利通过国务院第三方评估组检

查验收。及时开展法治帮扶，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减缓免诉讼费６３万余元。
（刘志强）

司　　法

【概况】　２０２０年，县司法局内设办公室、应急
指挥中心、法治调研督察室、普法与依法治理

办公室、政策法规室、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室、行

政审批服务股、公共法律服务管理中心、法律

援助工作股、律师公证和仲裁管理股、基层工

作管理股、社区矫正管理办公室、社区矫正执

法大队、行财装备股、政治部、信访办、公证处

及２５个司法所，现有干部职工１３２人。

【法治政府建设】　持续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
理，审查县政府部门文件２９件。依法依规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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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５６个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认定和公布，梳理
全县行政执法职权１０００项。全面落实行政执法
责任制，印发 《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方

案》《全面推行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工作监督

检查方案》，对县直３６个行政执法单位开展专
项监督，对３００本行政执法案卷进行评查反馈，
指出问题２００余条，下发 《行政执法监督意见

书》３份。组织全县２０００名行政执法人员培训
考试，有序推进行政执法证件换发，共发放行

政执法证１７８５个、行政执法监督证７５个。

　　８月１５日，全县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试

【公共法律服务】　搭建一站式法律服务平台，
完善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打通公

共法律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围绕 “助力复

工复产、助推脱贫攻坚、应援尽援增强群众获

得感”三大主题，持续开展 “法援惠民生”系

列活动，全县受理法律援助案件９５７件，其中法

８月５日，开展法援进军营活动

律帮助５１４件，刑事法律援助２６７件，民事法律
援助１７６件。涉及农民工、军人军属、未成年
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法律援助

案件２４３件，涉及建档立卡贫困户法律援助案件
４５件，接待咨询３０００余人次，为群众挽回经济
损失２００余万元。

【人民调解】　全面落实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要求，实现县、乡、村三级人民调解

委员会全覆盖。学习推广、坚持发展 “枫桥经

验”，积极推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三调联动”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全年调解矛盾

纠纷４８２８起，调解成功率９８６３％。

【安置帮教】　落实刑满释放人员必接必送政
策，积极核查服刑人员信息，共核查服刑人员

２２３人，衔接刑满释放人员 ２６３人，核实率
９９７％、核查成功率 ９５％以上、刑满释放人员
衔接率１００％。

【社区矫正】　按照 “执法规范化、监管信息

化、教育专业化、帮扶社会化、工作制度化”

工作思路，推动社区矫正中心规范化、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建立社区矫正重点人员教育管控

长效机制，成功教育转化２名涉毒、涉邪社区矫
正对象。全年接收社区矫正对象２６６人，社区矫
正期满解除３２２人，入村调查评估１８４件；累计
接收社区矫正对象２２１２人，累计社区矫正期满
解除１８７８人，在册社区矫正对象３３４人均在有
效监管之中。

【法制宣传】　加强已建成法治文化广场 （公

园）等法制宣传阵地的管理利用，新建鲁山县

冶铁遗址公园法治文化广场。依托法律 “八

进”，在１个景区开展 “法律进景区”宣传活

动，在城区４个街道开展 “法援惠民生、助力

农民工”宣传活动，在６所中小学开展 “预防

校园欺凌、女童保护”主题普法活动，在１１个
乡镇开展 “宪法进万家、助力乡村振兴”“法治

扶贫进乡村、普法宣传润人心”活动。举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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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法制培训讲座８２场 （次），开展各类普法活

动５０场 （次），展出法制宣传展板１５０余块，发
放法治春联２１万余份，发放普法宣传资料３５
万余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３２００余人 （次）。

开展 “民法典进机关”活动，向县委办、政府

办、纪委监委等党政机关赠送 《民法典》手册

１０００余本。组织文艺宣传专业人士，自编自演
河南坠子 《众志成城渡难关依法防控是关键》，

为疫情防控宣传助力。组织普法志愿者、普法

文艺宣传队创作文艺节目 《高歌宣传民法典》，

深入乡镇、街道巡回演出１００余场 （次）。

　　９月２９日，在阿婆寨景区开展法律宣传
进景区活动

【公证管理】　推进公证服务领域 “放管服”改

革，优化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能，提高群众对

公证服务的幸福感、获得感。全年办理公证

１０３６件，上门公证５５件，减免金额４４万元，
指导监督司法鉴定机构办理司法鉴定事项

３４０件。

【驻村帮扶】　组织３１名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分
包的磙子营乡１个贫困村和５个非贫困村开展驻
村帮扶活动，全年累计走访慰问贫困户１５００余
人次，投入３万余元用于慰问及项目支持。

【荣誉榜】　被省司法厅评为全省村 （居）法律

顾问工作先进单位，被省爱卫会评为河南省卫

生先进单位，被市司法局评为全市２０２０年度依
法行政考核、普法宣传目标任务考核优秀等次。

董周司法所、张良司法所被省司法厅命名为五

星规范化司法所，鲁阳司法所被市司法局命名

为四星规范化司法所。鲁山县库区乡人民调解

委员会主任李洪涛被司法部评为 “全国模范人

民调解员”，鲁山县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

队长丁勇被省司法厅评为 “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社区
矫正工作先进个人”。

（孙崇阳　陈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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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事

地方军事

【概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武
装部设军事科、政治工作科、保障科和民兵武

器装备仓库、民兵训练基地，下辖２４个乡 （镇、

街道）武装部和１个企业武装部。

【思想政治建设】　采取 “最新指示随到随学、

每周交班对口领学、每月主官批阅促学、每季

组织展评比学”的方式，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两个 《纲要》和抗击疫情等一系列最新

指示。开展 “传承中原大地红色基因、献身国

防动员时代伟业”专题教育打造 “豫西革命纪

念馆—红２５军长征宿营地—航空展览馆”红色
资源教育线路，组织 “重走长征路”、重温入党

誓词像等活动，在营院醒目位置悬挂强军目标，

制作各类展板宣传栏，使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

中受到熏陶。全县设立 “五兵”编外指导员

１１３８名，乡镇预建党支部２５个，武装委员５４５
名、组员３２０４名，召开动员部署大会，宣读相
关命令，颁发任职证书。新兵入营后， “五兵”

编外指导员与新兵家长建立双向联系卡，走访

慰问前线官兵家长，帮助解决困难问题。

【军事工作】　按照精编精用、实战实训的原则
进行编组，落实 “营有党委、连有支部、排有

小组、班有党员”要求，各乡镇加强民兵党团

组织建设，为民兵应急连配备无人机，配齐防

汛、防火物资。组织参加研究性演习，提升备战

打仗意识，发挥急时应急、战时应战作用。６
月，组织机关部分人员和基干民兵５０人配合地
方政府参加 “平顶山市沙河防汛抢险演练”。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贯彻军分区和县委、县政府

各项防控工作要求，成立领导小组，制定营区

防控方案，落实各项管理措施，实现人武部官

兵 “零感染”。组织民兵参加地方防控工作，疫

情期间累计出动民兵２万余人次，在各类卡点值
守。为空军编余飞机存储中心解决口罩、医用

酒精、消毒液、体温检测仪等物资，联手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征兵工作】　开展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
媒体宣传手段，建立村、乡镇、县 “三位一体、

上下联动”机制，制作鲁山县征兵工作宣传片

《让青春在军营闪光》，在县电视台、文化广场、

高中校园滚动播放；在县属高中建立征兵工作

站，发放参军入伍 “明白卡”３０００余份。利用
在外高校学生群、高中学生群等 ＱＱ、微信群，
答疑解惑，宣传入伍政策。学习贯彻省军区、军

分区关于廉洁征兵工作有关要求，针对全体专

武干部和参与征兵工作人员开展廉洁征兵教育，

遴选８０名廉洁征兵监督员，人人签订责任书。
抽调征兵体检工作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组织

观看培训视频，学习体检标准、办法和有关政

策，体检期间实行 “全封闭式”管理。协调县

公安、教体、人社相关人员和乡镇专武干部组

成联合初审组，逐个走访入户，进行政考，组织

役前教育训练，完成兵役征集任务。

２４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国防教育】　出台深化国防教育系列制度，开
展国防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广场等活动，在

县文化广场、县城主干道路布设国防教育宣传

展板。组建国防教育讲师团，到中小学校进行

教育宣讲，向县中小学赠送英模挂像。向二等

功臣家中送喜报，协调解决４起现役军人家属涉
军维权问题。

【驻村帮扶】　对照省军区 ３９条措施，开展
“同学创新理论、同过组织生活、同建产业基

地、同整村容村貌、同圆学子梦想”活动。帮

助所帮扶的土门办事处虎盘河村建设双拥广场、

安装路灯，发展冬桃产业，栽种红叶石楠树。为

该村贫困家庭发放助学金，为学生配发书包、

文具、水杯等。设立 “八一助学基金”，援建

“爱心超市”。

【荣誉榜】　被平顶山军分区评为安全管理工作
先进单位、练兵备战先进团级单位。军事科科

长陈煦普获平顶山军分区个人嘉奖；民兵训练

基地主任李建亭、政治工作科科长尹圆吉、后

勤保障科科长李青峰被评为平顶山军分区人武

部建设优秀个人；政治工作科科长尹圆吉获平

顶山市征兵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尹圆吉）

人民防空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１月，根据 《鲁山县机构改革

方案》要求，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并入鲁山县政

府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加挂县人民防空办公

室牌子。

【人防工程审批】　优化和简化人防工程立项审
批流程，将人防立项审批调整为主动告知服务，

全年主动告知配建人防指标出让地块２２个，告
知项目建设单位设计要求４个，出具人防工程建
设审查批准书５个。

【人防执法】　全年依法征缴人防易地建设费
２３２４万元。

【人防避难区建设】　将县中心公园设置为人防
紧急避难区，下汤镇林楼村设置为人防疏散地

域，在园区外部道路绿化带内醒目处设置紧急

避难区指示标牌，标注紧急避难区位置和功能。

【人防宣传教育】　开展９月１８日警报鸣放日
和 “５·１２”防灾减灾日活动，发放宣传手册
２０００余份，深入育英中学、一高附中等学校及
林楼村、东方国际、幸福城等村 （社区）开展

宣传、演练，提高人民群众处置能力和自我保

护能力。

【专业队伍建设】　指导公安、消防、住建、水
利、电业、交通等部门成立２９９人的人防专业队
伍，联合团县委、县红十字会组成１００人的人防
志愿者队伍。

（李亚杰）

消防救援

【概况】　鲁山县消防救援大队现有人员９７人，
其中：干部８人，消防士４人，合同制队员６６
人，文职人员１４人，厨师５人。２０２０年，全县
共发生火灾８７起，直接财产损失１０８８４万元，
同比分别下降３５２％和１５８％，实现火灾事故
零伤亡。

【消防安全管理】　将消防网格化管理融入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范畴，纳入平安建设考核体系，２５
个乡 （镇、街道）成立消防安全委员会，明确

消防安全管理职责、制度，确定消防管理人员，

负责辖区消防工作。加强公安派出所消防安全

监管，将消防安全融入公安机关 “一村一警”

“一格一警”工作部署，承担起消防监管和宣传

教育职能。２０２０年，公安派出所共检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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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５６个，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２０１２９处，引导养
老机构、小旅馆、出租屋、合用场所等推广应用

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装置８００个，安装简易喷淋
装置５５套，夯实火灾防控基础。

【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２０年，县政府在财政
紧张情况下，划拨各类消防经费 ８２９２８万元，
建成张良镇消防站和人民路西段小型消防站，

其中张良镇消防站已投入执勤；两处消防站接

处警和视频系统已完成招投标。计划购置３台消
防车、个人防护装备及灭火救援器材等专项经

费共计２００万拨付到位。督促指导加快消火栓建
设步伐，新建道路同步规划建设市政消火栓，

确保全县有供水管网道路按标准足额配齐消

火栓。

【消防三年行动】　全年围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重点整治消防生命通道、高层建筑、

大型商业综合体、危化企业、仓储物流、老旧小

区、“三合一”场所、泡沫彩钢板违章建筑、医

疗卫生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火灾隐患。组

织消防、住建、房管、城管部门开展住宅小区消

防通道集中检查，督促各小区物业公司完成消

防车通道划线管理；民政、消防、住建、公安、

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全县养老机构消防安全

“回头看”；组织卫健部门、消防、派出所对全

县医院、卫生院、诊所消防安全开展督导检查，

共排查医院、卫生院４５家、诊所３９７家；组织
消防、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消防产品违法行为；发

动乡 （镇、街道）、派出所开展大规模的聚氨酯

泡沫彩钢板建筑集中清查，累计拆除彩钢板违

章建筑 ５７９３平方米；动员公安机关，发动乡
（镇、街道）网格力量，开展１２次大规模消防
安全专项夜查行动。

【消防安全宣传】　坚持宣传 “常态化”，印制

《消防安全宣传图册》５万余份，在人员密集场
所广泛发放；印制 “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公

示牌２３０份向社会进行公示。组织相关部门、基
层力量和消防志愿者不间断开展 “五进”活动。

利用全县电影院、ＫＴＶ、网吧、楼宇电视、户外
视频播发消防公益宣传片２０００余条。在全县部
署开展 “火灾警示宣传教育月” “１１９消防宣传
月”活动，督促行业部门和单位落实消防宣传

教育责任，全年共开展商场市场、易燃易爆、公

共娱乐、高层建筑、物业小区等单位培训１８０余
场次，培训３万余人。

（朱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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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与资源管理

环境保护

【概况】　２０２０年，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鲁山分
局内设办公室、监察室、财务股、法制股、信访

办、宣教股、开发股、生态股、大气环境管理

股、水环境管理股、土壤环境管理股、行政审批

股、危废辐射中心、信息中心，下设环境监测

站、环境监察大队、环境稽查大队和鲁阳、梁

洼、张良、马楼、下汤、董周、产业集聚区、矿

山８个环境监察中队，现有干部职工１３９人。

【全省水源地保护观摩会】　１０月２０日，全省
水源地保护现场观摩会在鲁山县举行，省生态

环境厅副厅长师伟、南水北调处处长邹志悝带

队察看沙河饮用水源保护区有关情况，对鲁山

县沙河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整治成果表示

高度肯定。

【蓝天保卫战】　一是持续开展 “散乱污”企业

动态清零行动。按照省、市、县攻坚办 《关于

组织开展 “散乱污”清零专项行动的通知》要

求，对 “散乱污”企业开展常态化、拉网式、

不间断排查，发现一起按照 “两断三清”标准

取缔一起，确保动态清零。排查出 “散乱污”

企业９家，完成整治取缔。
二是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工业企业无组织

排放治理４４项，３６家完成治理任务并完成自主
验收工作 （３家无环评手续已取缔，５家长期停

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治理５家，３家
完成治理任务并完成自主验收工作 （２家无环评
手续已取缔）。工业锅炉综合整治１项，完成治
理任务并完成自主验收备案工作。工业炉窑专

项治理７２项，４３项完成治理任务并完成自主验
收备案工作 （２９家长期停产）。

三是开展违法非道路移动机械清场专项行

动。对城市建成区内各施工工地及大型用车单

位开展柴油车入户抽检及违规使用非道路移动

机械排查。对城区范围内６３个施工工地和４家
企业进行排查，共排查出非道路移动机械 ３４７
台，其中３０６台已完成注册登记，对４１台未注
册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已发放告知书并清除工地，

完成了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采集及号牌核

发工作。

四是柴油货车、重型车辆污染治理。对８个
大型用车单位及３个渣土运输公司进行抽检，抽
检柴油车共计８８辆 （１辆不合格），数据已上传
入户抽测平台；开展路检路查，在四岗高速路

口和马楼乡楼张村临时设置机动车尾气检测卡

点，抽检过往车辆３６６台，超标车辆２８台；建
立马楼机动车尾气固定检测卡点，已于１１月２６
日正式启用，至１２月底，已检测４６４辆，超标
３０辆；超标车车辆信息已上传至省市平台，并
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五是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９家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企业全部完成治理任务。全县范围内

加油站共７２家，油气回收已完成监督性抽测２３
家，完成率３２％，完成２０％以上的汽油加油站
监督性检测工作任务。

六是城区空气监测站周边大气污染防治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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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管控。对空气质量实时数据进行分析研判，

及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和专家组指令。实行班

子成员分包空气站点制度，带队对示范区及周

边污染源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共排查出各类

环境问题８处，全部立行立改。

【碧水保卫战】　一是河流清洁行动。起草 《关

于开展城区河流清洁行动的通知》 （鲁攻坚

〔２０２０〕２３号），对城区重点河道两侧垃圾及水
面漂浮物进行集中清理。继续开展入河排污口

整治工作，全面排查县域内违法排污口，督促

鲁山三高加快排污口整治进度，已封堵到位，

正在建设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将库区乡入渠

排污口纳入整改台账，限期整治，至年底已完

成整治。

二是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按照市水攻

坚办有关要求，按时上报 （修正）有关水源地

信息；完成县级及县级以下饮用水保护区设标

立界收尾、９个乡镇级饮用水源地矢量图编制，
标示牌全部设置到位；对辖区内各级集中式饮

用水保护区内环境违法问题进行再排查、再整

治，对南水北调中线干渠 （鲁山段）水源保护

区内发现的１０余处生活垃圾及风险源，已交相
关乡镇完成清理、整治。

三是农村污染防治。筛选４８个村庄纳入年
度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范围并按时上报工作进度，

对已完成整治的９４个村庄进行现场核查并梳理
有关存在问题，督促相关乡镇完成整改。推进

农村污水治理进度，强化乡村污水处理厂运行

管理，下汤镇、张良镇污水处理厂已基本实现

稳定运营；积极申报污水治理项目，争取上级

资金，已按期上报３７０个涉水项目。
四是黑臭水体整治。将相河河道综合整治

项目于３月 ２９日重新开工，已完成截污纳管，
湿地建设工程正在进行，完成绿化微地形整理

５２万平方米，种植各类绿化苗木 ９０８９株；叶
茂河污水管网５月底实现全线贯通。

五是疫情期间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管控。

疫情伊始，起草 《鲁山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生活污水监管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乡镇及相关县直单位加强污

水处理及消毒管控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

过污水传播扩散。

【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土壤重点监管行
业企业污染减排。印发 《鲁山县土壤重点监管

企业环境管理的通知》并下发到企业，要求企

业自测并强化自身管理；对６５家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调查进行信息采集确认并上报市局；全县

土壤重点监管行业企业重金属污染排放量比

２０１３年下降１２％。编制完成鲁山县农用地污染
治理修复方案并积极申请资金；完成创建省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级考核材料上报工作；制定

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弃农膜回收治理实施方案

并下发到各乡镇，回收治理率达到８６７％，超
出８５％的目标任务。对２５家尾矿库地块信息进
行资料核实收集工作；开展疑似污染地块信息

上报工作；完成上报地下水 “双源”清单调查

表的填报工作。

【生态示范县创建】　参与起草 《鲁山县生态大

保护工作方案》，把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县和开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工

作及编制 《鲁山县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规划纳入该 《方案》。开展创建

省级生态示范县工作，聘请第三方按照生态县

建设指标编制 《鲁山县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编

制完成省级生态县验收申请材料，并于１１月２７
日基本通过省专家技术评估。

【保障环境安全】　对４５家危险废物 （医疗废

物）产生单位危废管理台账、危废暂存库、填

写危险废物检查表等进行检查，确保企业依法

依规依制度管理危废工作，危废处置率１００％。
对汇源公司１７８枚放射源进行拆解、送贮省生态
环境厅核与辐射贮备库。对全县所有医院辐射

工作进行检查，未发生因射线装置污染事故。

对全县食品生产企业进行检查，未发生食品安

全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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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执法】　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对辖区
企业的日常监管每月至少一次，每次检查都规

范记录，做到监管到位、材料收集、整理、归档

到位；开展工业企业六项专项治理验收、污染

源自动监控监督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

兵等工作；严厉打击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共出

动执法人员６５０１人次，检查企业１９７家次，查
处环境违法行为３５起，罚款２１６万元；共受理
各级各类信访 ２４６起，其中，市长热线 ２９起，
环保举报平台 （含微信、电话、网络）１９５起，
县信访局１５起，市局交办４起，均按程序交办，
并及时办理上报。

【环评审批】　坚持每月５日开展企业服务日活
动，完成县营商环境办公室交办的６个问题整改
工作；严把产业政策关、布局关、污染物总量

关，凡不符合国家产业和技术政策的项目，坚

决不批。全年共审批５８个环评项目，对已审批
的项目及时移交环境监察大队进行 “三同时”

监管，没有出现违规审批和越权审批现象；为

５３家企业办理了排污许可，为１家企业办理了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荣誉榜】　获河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
现突出的集体、平顶山市生态环境系统先进单

位称号。

（毕永基）

林　　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县林业局以创建省级森林城
市为中心，推进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国土绿化、

森林资源保护、生态扶贫等方面成效突出。２０２０
年，全县有林地面积 ２１８５万亩，森林覆盖率
５６％，森林蓄积量５４０万立方米，实现双增长。

《中国县域经济报》《平顶山日报》《平顶山传

媒》《人民网》《森林河南》《电子时报》等各家媒

体报道林业方面先进经验做法等７０多篇。被市林

业局评定为森林覆盖率及森林蓄积量排名全市第一

位，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平安建设、招商选资、安

全生产、政务信息、创建卫生县城先进单位。

【生态扶贫】　选续聘生态护林员１５００名，年人
均管护劳务费６０００元；落实贫困户新造林奖补
１９２０户６４６６７８亩，发放奖补资金２４３万元。分
包联系１０个村，落实集中帮扶日活动，参与消费
扶贫，全年累计购买贫困户农产品２６万元。

【造林绿化】　县委成立生态大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县委书记杨英锋任组长，及时研究部署，组

织项目实施。林业局、交通局 （公路局）、住建

鲁宝路生态廊道　 （李盈宏／摄）

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共同推进国土绿

化工作。以 “公路增绿、乡村增绿、三林经济

增量”为目标，坚持 “两为主七结合”全力推

进国土绿化。县林业部门由５名班子成员带队，

沙河生态修复绿化工程　 （李盈宏／摄）

抽调技术骨干分包乡镇、街道，深入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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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服务，督促进度，技术指导。２０２０年，全
县完成营造林１５６８万亩，其中：新造林５１８
万亩，占市下达任务 ２６３万亩的 １９６９％；森
林抚育１１６万亩，占总任务１１万亩的１０５４％。
鲁宝路、鲁平路、环库路、四石路、上汤温泉度

假区等生态廊道建设和沙河、荡泽河生态修复

工程完成绿化 ９８６０亩，栽植绿化苗木 ６６万余
株；成功申报团城乡花园沟村、寺沟村和辛集

乡范店村３个国家级森林乡村，上汤森林温泉小
镇、清水河森林旅游小镇２个省级森林特色小镇
和熊背乡宝山村、下汤镇王化庄村等３５个省级
森林乡村，省级森林城市创建稳步推进。

【林业资源管理】　坚持限额采伐，杜绝滥伐林
木现象，全年采伐林木未超出限额规定；加强

木材运输管理，发放运输许可证８５０件；积极服
务重点项目，办理林地手续２起；完成年度森林
督查暨森林资源管理 “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

整合森林公安局、林政稽查队等执法力量，开展

“绿盾行动”“严厉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等专项行

动，共查处各类涉林案件１３１起，其中：行政案
件１０８起，行政处罚１０８人次；刑事案件２３起，
刑事拘留１７人，逮捕４人，移送起诉１１人。

【森林防火】　实行 “县、乡、村、组、生态护

林员”五级分包责任制，确保各项预防和扑救

措施落实到位。林业局实行班子成员分包联系

乡镇巡逻责任制；库区等乡镇在火情高发地段

增设防火检查站点５０多处，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值
守，严控火源上山；筹资２０万元为全县１５００名
生态护林员配备背包、电灯、马夹等，落实网格

化管理，责任到山头地块。全年没有发生大的

森林火灾。

【野生动物保护】　先后救助野生动物 ４５只，
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１８只，国家三有保护
动物２７只。

【古树名木保护】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严
禁采挖移植古树，对全县１５２１株古树名木登记造

册、统一建档、挂牌保护。县财政专门拨付２０万
元开展 “保护古树，记住乡愁”征文大赛。整合

优化调整自然保护地，完成 《鲁山县自然保护地

整合优化预案》的编制，上报上级林业部门。

【“三林”经济】　按照平顶山市 “虎狼爬岭地

区”建设复合型产业示范带工作要求，鲁山县

确定以北部９个乡镇为主，打造北部地区 “三

林”（林木产业、林果产业、林下种植养殖业）

经济发展示范带，并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

全县形成以董周乡五里岭酥梨、库区乡蓝莓、

辛集乡软籽石榴、熊背乡血桃等为主的特色经

济林种植集群，总面积３６万余亩，林果产品年
总产量９０００万公斤以上，特色林业年产值１４亿
元，直接从业人数４万户１１５万人，人均增收
１５００元，累计带动２５万名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城望顶森林公园建设】　城望顶森林公园一
期、二期工程共投资 ５７００多万元，完成绿化
８００余亩，建设梅花园、茶梅园、牡丹园等 １３
个主题花园，建设小游路、健康步道２８千米，
５个休闲亭及小广场、儿童广场、休闲广场、健
身广场等。安装避雷针２座，直饮水机４台，高
标准垃圾箱１００个、坐椅２０张，制作安装公益
宣传牌１４处。

（李盈宏）

水　　利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水利局通过加强水资
源管理，巩固农村饮水安全扶贫成果，加快城区

供水管网改造、河道综合治理等民生项目建设，

推进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全年共完成水利投

资７４亿元。其中沙河综合治理完成投资４２亿
元。水保工作处全省全市先列，２０２０年鲁山县获
得全市最严格水资源考核第二名的优秀名次，水

政监察工作被省水利厅授予全省先进集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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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扶贫】　２０２０年，投入资金５５６万元，用
于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及购买送水

车辆，解决因季节性干旱引起的水源保证率不

高和突发事件引起的临时性缺水问题。开展饮

水安全 “大排查、大整改”“围村排查”“问题

清零”“放心村验收”专项检查和验收，进一步

完善工程运行管理机制，落实管护责任。同时

完成水质检测１８００余份，确保全县１５００余处工
程运行安全。全县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率达

到 ９５％，自来水普及率 ９５％；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实现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全覆盖，超额完
成国家饮水安全 “十三五”规划要求。

水利局通过考察学习借鉴兄弟县市的先进

饮水工程管理经验，代表县政府与鲁山县银龙

水务有限公司签订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

托管协议。实施全县农村饮水工程托管，解决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行管理难问题。

【城区供水】　中国水务与县政府成立鲁山银龙
水务有限公司接管城区供水，注册资金 １２亿
元。投资１３８０万元，完成向阳路、钢厂路、顺
城路、鲁平大道、振兴路、市场西路、鲁兴路７
个路段８８千米管道铺设任务。

铺设城区供水管道

【农村水系整治】　完成鲁山县张良镇水系连通
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项目。投资１６００万元，
完成治理支沟支渠２００３３千米，南水北调干渠
南５条，北５条，整治农村大塘８座，以及桥、
闸、倒虹吸、景观绿化等。完成澎河水库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荡泽河瓦屋—孤山段

治理工程、澎河黄庄—入河口段治理工程项目

方案编制及前期申报工作，完成灰河境内段治

理工程的前期勘察工作。启动农村水系综合整

治工程磙子营片及张官营片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完成２０２０年农业综合改革任务，组建县级农民
用水协会１个、乡级分会６个。

　　张良镇水系连通及农村综合整治试点项目

【沙河治理工程】　完成沙河城区段２座橡胶坝
防渗加固工程、振兴路 （沙河新桥）以东约 １
千米堤防内外坡整治及绿化工程。完成振兴路

以东景观带土建工程，铺筑草坪 ５０００平方米，
建成停车场２个；振兴路以东南水北调沙河渡槽
以西滨河北路完成７００米，南水北调沙河渡槽以
东完成路床填筑 ２０００米，渡槽文化广场完成
４０％；完成总投资约４２亿元。

【水土保持】　２０２０年，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鲁山县花园沟水土保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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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６１５平方千米，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年保土
４７４６万吨，年保水１５８９万立方米，土壤侵蚀
模数由１９８０年的每年每平方千米３８００吨下降到
每年每平方千米１８３０吨。鲁山县水保工作处全
省全市前列，鲁山县花园沟小流域被省水利厅、

市水利局评为水土保持生态文明清洁小流域建

设工程，鲁山县水土保持责任目标完成情况受

到市水利局通报表扬。

【水资源管理】　２０２０年，完成取用水管理专项
整治；完成农田灌溉井及农村集中饮水工程的

录入工作，共核查登记取水口７０８９个，涉及项
目１０８９个。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
对年取地下水５万立方米以上和年取地表水１０
万立方米以上的非水利建设项目，在水资源论

证阶段开展节水评价，提升用水效率。２０２０年
新增取水许可证６１个。许可水量在全县用水总
量控制目标以内。

【水政执法】　一是水资源节约管理更加严格，
完成鲁山县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２０２０年鲁山
县获得全市最严格水资源考核第二名。二是规

范河道合法采砂行为，践行 “河长 ＋检察长”
工作模式。持续开展河湖 “清四乱”专项行动

和清河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防汛抗洪】　一是召开防汛工作专题会议，逐

沙河防汛抢险演练

级落实防汛责任。二是开展防汛演练，形成防

汛合力。７月３日下午，全市防汛演练在沙河辛

集蜂李段举行。三是加强重点区域防御和技术

指导，提高处置能力。水利局成立５个防汛技术
指导组，分包全县５个区域的防汛技术指导任
务，一旦发生险情，马上到现场指导处理，协助

抢险，确保安全度汛。

【小型水库管理】　全县共有 ３３座小型水库，
其中，小型 （Ｉ）类水库６座、小型 （Ⅱ）类水
库２７座。６座小 （Ｉ）型水库由县小型水库管理
中心落实专人管理，２７座小 （Ⅱ）型水库由所
在乡 （镇）、办事处管理。２０２０年投资 ６８０万
元，完成李窑、西沟、半坡羊、阴寺沟４座水库
除险加固任务。

【驻村帮扶】　水利局成立７个驻村工作队，派
驻第一书记 ３名、工作队长 ４名、工作队员 ８
名，派出在岗职工１０２人，分包８个村５２４户贫
困群众。帮扶的５２４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王建光）

河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县河务局下设办公室、党建
办、纪检监察室、人财股、规划股、政策法规

股、三创办、信访股、征收防汛办９个股室，下
设河务监察７个中队和１个沙河管理所。２０２０
年末，干部职工共计１３４人 （退休５人）。鲁山
县河长制办公室设在河务局，下设综合股、信

息股、督导股３个股室。

【河长制建设】　全县共设县、乡、村三级河长
５０４名，河道专管员 ２４７名，竖立河长公示牌
１８０块。２０２０年全县２５个乡 （镇、街道）累计

出动１５００余人次，动用机械４００余台次，清理
整治农村河湖５０余条１００余千米；清运河道生
活垃圾２０００余立方米，平整河岸线约 ４０余千
米，绿化河岸约８千米。乡、村级河长巡河发现
生活垃圾问题５０余项，县河长办督办、交办的
乱排问题１起、非法采砂问题６起，全部整改到
位。河南省河长制管理系统中涉及鲁山县２项问
题１０月１５日前全部整改到位并在省系统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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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上级交办、督办问题３０项，自排查问题６０
余项，全部整改到位。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７日印发
《关于协同推进全县河长制工作的实施办法》

《携手河湖 “清四乱”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形

成 “河长＋检察长”工作模式。 “河长 ＋检察
长”制公益诉讼是助力河湖生态保护工作的机

制创新，是开展河湖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

司法协作的生动实践。

【河道监管】　坚持２４小时住河值班制度，带班
领导每晚对值班情况进行督查。同时在河道主要

出入卡口设置监控１１处，河道内安装高清监控摄
像头２０处，由监控室值班人员２４小时进行监控；
配置无人机２台，每周定期空中巡查，查看河道
状况；在通向重点河道的出入口设置限宽、限高

设施３６处；做到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严厉
打击河道内非法采砂行为。２０２０年，立、结行政
处罚案件２６起，上缴国库罚款３６０４万元。

河道采砂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生态修复型采砂】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河务
局委托平顶山市金霖拍卖公司，对荡泽河生态

修复型采砂一年开采权进行公开拍卖；４月 ２２
日，平顶山建鲁建设有限公司以６１１０万元竞得
一年开采权；５月１９日，市水利局审核资料后，
颁发河道采砂许可证。采砂许可证编号：豫平

砂许 〔２０２０〕第００１号。

【沙河防汛】　修订沙河防汛应急预案，及时组
建防洪抢险队伍３０人，后备人员７０人，共１００
人，参与防洪演练３次。投入资金１４９３５万元，
在河道危险水域补充安装安全警示牌２１１块；投
入资金９６６５万元，补充购买防汛物资。

【防溺水宣教】　汛期期间在全县沿河村庄进行
宣传教育，科普预防溺水事故救援常识，强化

沿河居民的安全意识，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

方法和技能，要求教育孩子做到 “六不一会”。

【涉河信访】　先后 １０次召开信访工作会议，
由主要领导对上级信访部门交办的信访案件进

行包案，并及时分析、研究信访问题。２０２０年，
河务局共接待群众来访２６起５０人次，受理市长
热线１０件、省委书记信箱１件、省长信箱１件，
及时回复率１００％。

【驻村帮扶】　河务局联系帮扶村６个，分别为
马楼乡杨庄村 （贫困村），张官营镇棠树村 （基

层组织软弱涣散村）、临河村、小常村、杨孙庄

村和东张庄村。疫情期间，为驻村工作队配备

口罩１０００个、消毒液２０公斤、酒精３０升。联
系爱心人士、企业，爱心捐助资金５万元，资助
张官营镇棠树村、杨孙庄村、小常村、临河村、

东张庄村每村１万元，用于改造村室广场。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度获得全市河长制工作优秀
等次，奖励１５万元。

（刘　玄）

沙河建设事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根据中共平顶山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设立鲁山县

沙河建设事务服务中心的批复》（平编办 〔２０２０〕
１２号），保留鲁山县白龟湖综合治理中心 （原鲁

山县白龟湖综合治理办公室），公益职能，设立

鲁山县沙河建设事务服务中心，挂鲁山县白龟

湖综合治理中心牌子。负责沙河规划区基础设

施、水利设施、体育、旅游、娱乐、园林等设施

的建设服务及后期运营、维护；负责沙河规划

区空间规划、控制性详情规划、建设发展规划，

产业发展计划的编制及组织实施；统筹沙河规

划区资源整合和开发利用；负责沙河规划区项

目投融资工作以及项目平台公司的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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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辖区内白龟湖饮用水源保护区日常事务工

作；承担县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其他沙河建设事

务工作职能、工程建设技术指导、组织保障，协

调各业务对口单位、乡 （镇、街道）分管工作

任务的跟踪服务工作。中心设股室 ６个：办公
室、规划建设股、计划项目股、经营股、绩效考

评股、白龟湖综合治理事务服务股。

【沙河综合治理】　优化、调整沙河综合治理初
步设计，组织通过专家评审并完成初步设计的

上报工作；组织完成沙河项目穿越南水北调渡

槽的专项设计和相关手续办理，保证渡槽穿越

工程的正常施工建设。推进 ＰＰＰ项目用地的征
收，林地占用工作，保障工程顺利推进，狠抓项

目建设和融资，配合相关单位和沙河治理指挥

部工程督导组监督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推进沙

河生态修复与提升 （一期）工程 ＰＰＰ项目工程
建设，城区段两级橡胶坝蓄水工程约１１千米的
防渗工程已全部完工。按照沙河治理指挥部的

工作部署，配合 ＰＰＰ项目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
等国有商业银行展开接洽和沟通，协助项目公

司向国开行上报融资材料并得到认可，确保ＰＰＰ
项目融资程序顺利推进。

【白龟湖饮用水源保护】　制定工作计划，安排
两班交替巡逻制度，做到 ２４小时无间断监管。
禁渔期开始时段，以沿湖村庄党支部为基础，

召开由村领导组织的党员群众大会，宣传禁渔

等其他湖面违法行为，发放张贴宣传单１５００余
份，悬挂横幅３０余条，有效地增强沿湖群众保
护白龟湖饮水安全的意识。严控违法采砂死灰

复燃，巡查队对湖面管理范围内加排查力度，

对违法采砂行为露头就打，从根本上改善白龟

湖入湖河流生态环境。

【疫情防控】　疫情期间，安排人员参加社区执
勤，严格防控出入管理，宣讲防控知识，及时清

理居民生活垃圾，在社区院内喷洒消毒剂，帮

助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举行２次社区送温暖
活动。

【驻村帮扶】　协调项目资金４５０多万元，为所
帮扶的磙子营乡韩西村改造水电路，建成文化

活动中心、标准化卫生室、公厕，改建排水沟，

安装路灯，新打机井。单位自筹资金８万元，为
村室配备办公桌椅、复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

多次为贫困户送去电器、厨具、棉被大衣、米面

油等生活用品，帮助贫困户享受相关扶贫政策，

稳定收入来源。至２０２０年底，全村整体脱贫。
（刘亚斌）

昭平台水库管理

【概况】　昭平台水库位于鲁山县西部，是淮河
流域沙河干流上游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控制流域面积１４３０平方千米，总库容６８５亿立
方米，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供

水、养殖、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大 （Ⅱ）型水库。

【水库供水】　全年累计工业及城镇供水 ２０９２
万立方米，生态供水７５２０万立方米，灌溉供水
１４７５万立方米，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水资源保障。

【雨情汛情】　汛期６—９月降雨量大，来水量
多，降雨连续性强，为近十年来不多见的一次。

汛期流域最大一日雨量 ６４毫米 （８月 １９
日），最大三日雨量１３１毫米 （８月１９日至８月
２１日），最大七日雨量１６２毫米 （８月１７日至８
月２３日）；最大一日来水量为５６８８万立方米 （８
月２０日），最大三日来水量为１０１７２万立方米
（８月２０日至８月２２日），最大七日来水量为
１２８９２万立方米 （８月２０日至８月２６日）。

６、７、８、９月的来水量分别为 ７８１万立方
米、６６９９万立方米、２１８３６万立方米、１４１６万
立方米，共来水３０７３２万立方米，占年平均来水
量６０７亿立方米的５１％。最大洪峰为１０８３立方
米／秒 （８月２０日１９时）；最高库水位为１７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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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８月 ２８日）；最低库水位为 １６２６７米 （７
月１３日）。

【工程管理】　一是平顶山市 “四水同治”项目

———昭平台水库扩容 （替代下汤水库）工程项

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

二是严格落实以工程管理责任制为重点的

各项工程管理制度，及时维修养护工程设备设

施，巡查观测大坝、闸门等重点工程部位，保证

工程和机电设备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做好

大型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考核，推进现代

化灌区规划；继续保持 “省一级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水平。

【防汛抗旱】　开展安全大排查，对检查出来的
各类问题逐项落实保障措施；修订完善 《水库

防洪抢险应急预案》和 《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

案》；按要求落实防汛料物、抢险车辆和抗洪抢

险队伍。

落实汛期防汛值班制度，严格执行调度指

令，实现防汛安全。５月１５日水库开始２４小时
防汛值班，所有值班人员和带班领导全部上岗

到位。６月５日，召开防汛工作会议，全面落实
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工作责任

制和防汛工作纪律。７月１６日，组织抗洪抢险
和安全应急演练。

【应急演练】　７月１６日，组织２０２０年抗洪抢
险和安全应急演练，演练分为防办应急运转、

巡坝查险、应急启闸、应急供电、水上救援和反

恐防恐应急演练６个科目。参加演练人员有昭平
台水库领导班子成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及１００名
防汛抢险突击队员、水上救援队员。

【环境污染整治】　加大巡查力度和水政执法力
度，巩固水库网箱养鱼、水库违法采砂整治成

果，有效保护水库水源地安全。开展灌区南北

干渠环境集中整治，保障一渠清水送市区。加

强水源地保护区内的水面、湖边、林区环境综

合整治，强化水资源管理与调度，确保水库生

态保护持续向好。

【安全生产】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实行安全
生产网格化管理，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开展以消除

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的 “安全生产

月”活动、四季安全大检查、夏季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安全生

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等活动，突出抓好防汛安全和安全生产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现安全无事故。

【驻村帮扶】　落实上级精准扶贫要求，加大资
金投入，完善工作措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

（姚红伟）

自然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自然资源局内设办公
室、综合股、政策法规信访股、自然资源调查监

测及确权登记股、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及开发

利用股、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耕地保

护监督股、地质勘查管理及生态修复股、矿业

权管理及保护监督股、执法监督股、机关党委

办公室、纪检监察室、离退休干部工作股。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自然资源局统筹疫情防控
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全年共获各项表彰３０余
次，被评为省级卫生先进单位，全年累计为县

财政创收１７７２８９５６６７万元。
全县土地总面积２４０９２０８３公顷，耕地总面

积５４７７９．７６公顷，园地面积 ３７０９８公顷，林
地面积１２２２３５２７公顷，草地面积 ２４００８１１公
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１７１５７６２公顷，交通运
输用地 ４１７４９６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１３５４６７８公顷，其他土地４６４７３５公顷。

【国土空间规划】　全面启动县域和乡镇国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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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划编制，《鲁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完

成乡镇调研、县重点企业和各部门沟通对接、

资料收集工作，生态红线评估调整工作已经基

本完成，成果已经提交省厅，县级 《国土空间

规划》初步成果已经完成，正在进行辛集乡试

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全年组织召开专家

评审会７次，对人民路以南大浪河以西地块、鲁
山县花瓷古镇２＃地１期等１９个规划项目进行评
审论证。完成中天东振兴路西等１９个地块规划
的编制、评审、报批工作。编制城南特色商业区

重点区域城市设计。将３３个项目提交２０２０年第
一、二、三次规委会审议通过。

【耕地保护】　全县地保有量为５３９８０公顷。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面积４２１９９９３公顷，比任务多
保１９７９３公顷。２０２０年补充耕地１９５９８公顷，
做到 “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完成补充耕地工

作。６月在省交易平台交易补充耕地指标６０００
亩，其中８等指标３７４０亩、９等指标 ２２６０亩，
交易总金额４０７８亿元。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问题整治工作，实施 “八不准”（不准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建房，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不准

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不准在承包耕地上

违法建房，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

不准违反 “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不

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屋，不准违法审批

占用耕地建房），严格遏制增量。

【土地利用管理】　２０２０年，完成花瓷小镇二
期、返乡创业园、图书馆等重大项目的附属物

登记和征地工作，盘活企业闲置土地６５亩，完
成出让 ６５亩。全年新增计划报批土地 ６１０５６
亩、增减挂钩报批４６１８６０５亩，批准征收土地
６２１３２７亩。按照招拍挂和出让金补缴程序，全
年土地供应３０宗，面积１５２９１４亩，为县财政
收缴土地出让金１０３１２３万元。通过河南省国土
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心网上交易平台，交易７等
水浇地 （Ｂ类券）５４３８９亩，交易金额８３５８万
元，缓解了征地报批指标紧张局面，为脱贫攻

坚提供了资金支持。

【矿产资源管理】　矿山资源 “十四五”规划编

制资金已落实，项目招标单位已确定，编制报

告已上报县政府。完成２０１９年度４１家矿山企业
的资源储量动态检测储量备案工作和数据入库

工作及年度矿山企业的基础统计报表工作。完

成县辖区内矿山企业的信息公示、实地核查、

矿产资源压覆等工作。出让采矿权１个，收取采
矿权出让收益１３６亿元。全县共综合利用堆积
物 ２３处，共计 １９２１９万吨，收缴出让收益
４５５５９９万元。

【地质勘查管理】　督促探矿权人按时填报矿业
权信息公示，公示率１００％。确定地质灾害隐患
点３１个，分布在尧山、梁洼等１２个乡镇。完成
《鲁山县地质灾害隐患核查评估报告》，首次对

鲁山县地质灾害隐患情况进行客观全面评估。

完成下汤十亩地洼至杨树庄村道路山体崩塌隐

患治理项目和瓦屋中学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前期

准备和申报工作；在汛期，对赵村镇黄楝沟滑

坡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群众采取避险转移措施，

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数字建设】　建立完善的基础信息平台和系

统，实现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从零到县域全覆盖。

２０２０年６月，鲁山县全面达成数字城市建设目
标，是全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既完成数字

县城建设，又完成数字乡镇建设的城市，作为

全省数字城市建设标杆向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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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生态修复】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３０座露天
矿山已全部完成生态修复任务，生态修复完成

率１００％，完成生态修复面积 １５０５余亩。完成
责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生态修复面积１０５０余亩。
已成功创建１家国家级绿色矿山企业，３家省级
绿色矿山企业。

【自然资源保护】　完善土地执法监管体制机
制，坚决遏制土地违法行为，全面清理 “一户

多宅”，坚决打击乱占耕地建房行为。开展土地

矿产动态巡查工作１２３０余次，制止查处违法行
为２４４起。２０２０年没有发生重特大耕地保护违
法事件。

【放管服改革】　一是基本实现建设工程领域业
务 “限时办结”和 “最多跑一次”目标，重点

项目报件实现两天办结，规划许可证由２０个工
作日压缩到２至７天完成。不动产登记推行 “一

窗受理、并联办理”模式，实现一般业务登记２
个工作日，抵押登记１个工作日，其他业务１个
小时内办结。二是完成涉及１８个乡镇，３２个安
置点，３１２８户易地扶贫搬迁不动产证办理工作，
形成鲁山县经验和做法，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的

　　不动产登记局工作人员到搬迁户家中了
解情况

亮点工作。三是农村房屋一体工作正有条不紊

地开展，通过省、市专家组的验收。２０２０年上
门服务３００余次，解决实际困难１００余项；受理
“一书三证”办理申请５５件，办结５５件；矿产
类事项２件，办结２件，限时办结率１００％；办
理不动产权证 １３２６７本、不动产登记证明
３０４５５份。

【荣誉榜】　鲁山县自然资源局被评为省级卫生
先进单位、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工
作先进集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基层党组织、

国土绿化先进单位、全县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吴素雅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中被评先进工作者，

周二军被评为全县政务信息先进个人。

（吴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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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与城乡建设

城乡建设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
设职能股室１０个：办公室、纪检监察室、信访
法制室、村镇股、建筑市场监管股、公用事业

股、房产管理股、行政审批股、城市建设股、消

防股。下辖副科级单位１个：城市园林管理局；
股级单位１０个：城建监察大队、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站、勘察规划设计室、建设工程招投标办

公室、墙体材料改革小组办公室、城市房屋拆

迁管理办公室、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装修

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办公

室。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局干部职工２７０人。
２０２０年底，鲁山县城建成区面积２４平方千

米，“五横五纵”主干道路总长度３５６８千米，
绿地面积６３３５８公顷，绿地率３５５７％。

【城市道路建设】　一是投资５８０万元，完成向
阳路北段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南起邓小平市场

街，北至人民路，全长 ６９０米。二是投资 ２８００
万元，完成鲁平大道铺油工程。项目全长约

６３００米，东起爱心医院转盘，西至三里河转盘。
三是投资１８５６万元，完成向阳路南段绿廊景观
工程。项目主要是以玉兰科为主题，常绿树种

采用广玉兰、辛夷树、单性木兰、乐昌含笑、深

山含笑等植物，落叶玉兰科采用红玉兰、紫玉

兰、白玉兰等植物；搭配常绿植物及花灌木，融

入地域文化及小品雕塑，达到四季常绿、三季

有花的和谐生态环境。四是迎宾大道建设项目。

该项目北起人民路，南至鲁平大道，全长３３６０
米，规划道路红线宽７０米，两侧各５０米绿化景
观带，项目总投资２３亿元。截至年底，完成路
基清表２７６０米，雨污水管道铺设１０２２２米；路
床工程开挖３８１万立方米，填筑土方７５１万立
方米，路基工程３５５８５平方米；桥梁工程完成桩
基５０根、墩柱２０根、桥台肋板４个、盖梁８个；
给水工程３３１０米，通信工程完成１６６０米，工程
总体进度５９５％。五是完成绿化微地形整理５２
万平方米，种植各类绿化苗木９０８９株，绿化灌溉
井４座，灌溉管埋设８４６６米，供水设备４套，景
观照明管道埋设９０５２米，路灯３２８盏等。

迎宾大道建设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　２０２０年纳入中央补助资金支
持的项目有公安局家属院、公路段家属院、石

人山公寓、石油公司家属院、医药公司家属院、

交通局家属院、五交化家属院和顺兴小区８个小
区，全部完成入户宣传、征求意愿以及改造公

示，其中公安局家属院、公路段家属院、石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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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石油公司家属院４个改造小区完成施工招
投标，正在进行施工建设。剩余４个改造小区正
在进行施工图纸设计和预算。

【农村危房改造】　２０２０年，累计投入资金
４５２万元，完成 “四类重点对象” （无房户１
户、Ｃ级危房１３户、Ｄ级危房１９户）危房改造
３３户，其中建档立户２４户、低保户３户、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３户、贫困残疾人家庭３户。完成
农村住房安全等级评定２１２万余户。

累计投入资金９６６４１１万元，改造危房４２９７
户，拆除农村危旧房１万余座１２０余万平方米，
建设 “一场四园”２４５６个，打通断头路６８条，
有效改善农村困难群众的居住条件，实现 “危

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目标。省、市危房改

造工作现场会先后在鲁山县召开，《河南日报》、

河南电视台、国际在线、新浪网、今日头条等各

大媒体网站先后给予报道，受到国务院督查激

励通报表扬。

【城市绿化】　一是完成中心公园提升改造，建
成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的街头游园１２个，新增
城市林萌道路１２６千米；完成高速路口周边拆
违复绿，按城市绿地标准建设街头游园，新增

街头游园９座，面积８１１２０平方米。二是向阳路

鲁山高速收费站出入口游园建设

南段景观绿化。沿路外展３０米增加地被、花灌
木和长青植物，堆砌微地形，点缀景观小品，形

成沿路绿廊。三是建成鲁平大道两侧、三里河

东侧约５０亩的特色植物园，完善园路和休闲设
施，增加地被、花灌木和长青植物，堆砌微地

形，点缀景观小品，形成开放性游园。四是精细

化管理现有绿地。共修剪整形绿化模块４０多万
平方米，修剪草坪１０万平方米，维护修剪行道
树２万余棵，以及中心公园的绿地维护、改造管
理、器械维修、道路维护、河道清理等。

【建筑市场管理】　一是招投标管理。全年完成
招投标项目３３个，资金总额约３７亿元。依法
查处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案件１０余起；纠正违
法行为１０余起，发放各类整改通知２７余份。

二是工程质量管理。全年共监督抽查单体工

程１３６项，建筑面积约８０万平方米。办理竣工备
案工程４６项，竣工工程面积约３４万平方米，工
程质量合格率１００％。全年下发整改通知书４０２
份，提出质量问题６１０条，整改完成６１０条。

三是施工安全管理。全年共监管在建工程

１８个，施工企业２１家，建筑面积约１１５５万平
方米，安全监管率１００％，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
达标率９５％以上。下达安全隐患限期整改通知
书６５份，排查安全隐患４５５项，至年底整改到
位４３３项。

四是消防设计审查、竣工验收、备案抽查。

全年共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１９份、消防验
收意见书７份、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结果通知书
１０份。全年配合民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应
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房管局等部门督查

检查全县民政养老服务机构消防安全情况２次，
对检查出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

五是城建监察。印发建筑法规宣传材料１０００
余份，宣传 《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增强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

意识；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双违整治行动，全年处罚

６４起，有效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
六是落实建设单位工程款支付担保、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制度，及时妥善处

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年共受理

投诉举报拖欠农民工工资１０余起，清欠９７０余
万元，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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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查处建筑工程违法转包与分包行为。

对３个相关违法施工企业和项目经理进行处罚，
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燃气管理】　一是安全用气宣传。印发 《关于

开展２０２０年燃气安全生产排查与宣传１００天活
动方案》，开展 “燃气安全宣传日”活动，动用

车辆１８辆，发放安全宣传页１万余份，制作大
量宣传画板，鲁山电视台字幕宣传。二是排查

治理事故隐患。定期和不定期抽查全县已审批

许可的１６家燃气经营企业 （平顶山燃气管道供

气公司１家、液化气站１０个、汽车加气站５个）
和１家集中供暖特许经营企业。对存在安全隐患
的燃气经营单位，制定问题隐患和整改措施清

单，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期限。全年开展数

次违法燃气经营专项整治行动，打击倒罐倒气、

无证经营燃气等违法行为，取缔非法无证经营

液化气站 （点）８个，查扣各型号钢质气瓶１１６
个、电子称９台、倒气枪５把，处理结案６件，
移交公安机关拘留违法经营者６人。

【将相河治理】　该项目北起北干渠，南至污水
处理厂，全长９３００米，规划治理宽度２０～１００
米，占地８５０亩，概算投资４０１亿。至１２月，
已完成河道疏浚３２００米，河道清表２５４４万平
方米，土方开挖５２万立方米，清除污染底泥总
量约１１８万立方米；建成闸门井、检查井、出
水口各１座，蓄水拦河坝４座，引水管道３３米，
北干渠至鲁平大道段河道两侧污水管道铺设

将相河治理工程

１１５２４米，北干渠至钢厂路雨水收集支管 ３６０
米，居民生活污水收集支管铺设８１５米，路基整
理６９００米，道路基层水泥土５２６０米，级配碎石
１６７４米，水稳碎石铺设６２９８米，沥青混凝土铺
设６２９８米，道路两侧排水收集槽１３１９０米，完
成０～６号桥，钢厂路西侧Ｕ形，钢厂路东侧桩
板式挡墙，河道防护附属浆砌片石３６００立方米，
河底铺砌３７７１５立方米，公厕１座，道路排水
边沟铺设１９５０米，六边型块护坡３２６１平方米。

【垃圾无害化处理】　严格按照无害化处理程
序，实行进场垃圾检验、计量、分区、分单元作

业、摊铺、压实、覆盖和进行消毒、除臭，按倾

倒区域铺设防护袋，安装导气笼。全年建设气

井６０口共６００米，收集处理沼气量４３０万立方
米，全年运行８３００小时，有效降低沼气的排放、
垃圾堆体自燃自爆的安全隐患。共计处理生活

垃圾１８万余吨，平整垃圾作业面 ７８００余平方
米，覆盖防尘网４５００平方米，铺设防渗膜８０００
平方米，进场垃圾处理率达到１００％。渗滤液处
理全天运行处理，处理消毒后水质达到一级 Ａ
标准，用于全场绿化洒水降尘。全年共处理渗

滤液４８万余吨。

【污水集中处理】　全年维修大型提升泵、回流
泵、二次提升泵、减速机３５余台次；曝气机约
２０余台次；设备保养６０余次，其他小型设备维
修维护约 ２００余次，更换老旧线路 １５００余米，
确保污水处理设备良好运行。全年共处理污水

１３５４２２万吨。同时，强化对管网跑、冒、地漏
现象的巡查，及时整修光明路与新兴路交会处

管网堵塞问题，维修南城壕管网２０余处、将相
河管网１０余处、白果树管网１５余次，清理疏通
将相河拦河坝２０余次、三五小区入管网口３０余
次，更换检查井盖约２０余个，确保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查处排水户无证排

放的违法行为。全年接受排水许可申请３０余家，
审核通过２家；下发征缴通知书２６０余份，征收
排水户２００余家。

８５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村镇建设】　一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域农
村生活垃圾收运一体化项目自建成以来，累计

投入近５０００万元，购置全密闭压缩式垃圾收运
车辆６０台、巡回检查指挥车２台，配备洗桶车
１台，投放垃圾桶４万余个，建立信息化、数字
化、智能化调度指挥中心１个。观音寺乡垃圾中
转站已建成正在调试，下汤镇中转正在建设。

建立村收集、公司运输、县处理的全覆盖一体

化管理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体系。累计出动大

中型收运车辆２７万台次，清运农村生活垃圾近
１１万余吨，取缔敞开式垃圾池２７６个。二是农
村保洁队伍建设。从贫困户中选聘保洁员１７６８
名，建立相对稳定的保洁队伍，明确岗位区域

及岗位职责标准，健全村庄保洁机制。三是完

善末端处理体系。截至年底，垃圾焚烧发电和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已投资５７５亿元，建成主
厂房、焚烧发电项目的垃圾坑、烟囱筒壁、冷却

塔等，总工程量已完成９０％。

【行政执法】　全年行政处罚立案６５件，完成
执法证件换证网络上传上报，解决执法证件不

足问题。

【信访稳定】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全
年共办结信访局转办件２４件，办结市长热线９７
件，县委督查件１２件，接待群众来访８６次，荣
获全县信访工作成绩突出单位称号。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３月，被省爱卫会授予省级
卫生先进单位称号；５月８日，鲁山县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和相关资金支持；

１２月，被评为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单位。

（梁玉玺）

城市管理

【概况】　鲁山县城市管理局为鲁山县政府组成
部门，正科级，科级干部７人。内设职能股室６

个：办公室、政策法规股 （行政审批服务股）、

市容秩序管理股、环境卫生管理股、综合监督股、

市政设施管理股；下设二级机构８个：鲁阳管理
区、琴台管理区、露峰管理区、城南管理区、汇

源管理区、路灯所、市政所、渣土办；代管机构

１个：县数字化监督指挥中心。干部职工２９０人。

【市容秩序管理】　一是综合整治市容市貌。对
群众反映强烈、综合治理困难的占道经营、乱

停乱放、乱贴乱画等突出问题，开展城市 “十

乱”治理活动。全年累计清理店外经营８０００余
处，游商占道１万余次，物品保全凳子桌子２４０
个、电子称２１０台、噪音喇叭６８个，其他零星
小商品 ６００余件，规范非机动车辆 ６０００余辆，
清理乱堆乱放１８００处，清理广告条幅和乱贴乱
画２４０余处，拆除各类违法门头、户外广告６０
余处，清理乱贴乱画牛皮癣小广告１５万余处。
二是探索便民服务渠道。结合 “稳就业、惠民

生、促发展”的要求，不断深化城市管理作业

模式，在城区设置１５个便民临时市场，沙河南
桥头和健康路南段设置２个小吃市场。

　　县城管局干部按照保就业保民生工作要
求，统筹规划临时市场设置　 （尚柯／摄）

【环境卫生管理】　一是提升环卫作业精细化水
平。依托网格化管理和积分制管理，全面开展

“寻标、对标、创标”工作，落实日巡查、周自

查、月考评制度，不断提升作业效率和工作标

准。完成创国家卫生城市第三方评估和省、市

９５２住房与城乡建设　



各项调研检查的环境卫生保障任务。二是推行

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坚持党政机关及公共机

构率先实施，逐步覆盖广场、公园、火车站以及

娱乐、商业等公共场所。完成县政府办公楼和

综合司法大楼垃圾分类设施投放，共投放分类

垃圾厅２个，四分类垃圾箱１３０个，城区主干道
布设７００余个新型环保果皮箱。三是推进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置。升级改造全城区１５个无害垃圾
中转站，建成压缩式垃圾站１２个，配备各类转
运车辆２０辆、保洁员６０人，基本实现城区生活
垃圾无害压缩处理，垃圾日产日清。四是开展

病媒生物防制专项治理４０余次，发放火碱１４０
袋、草酸１２０斤、蝇香１５０盒，更换灭蚊灯１１
盏；定期维护辖区内１２０余个鼠饵洞，发放诱饵
３６０余个，更换标签标示２３０余个。

　　６月８日，县城管局干部在花园路小学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尚柯／摄）

【市政设施管理】　一是维护更新市政设施。建
立市政设施巡查台账，及时更换破损设施，共

铺设沥青路面７２１８平方米，更换、维修路沿石
１３６６米，更换雨水篦子、污水井盖１８９个，疏
通污水管道１７６２米。二是排查市政设施安全隐
患。制定 《鲁山县城市管理局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加大对市政设施的巡查力度，强化对

安全隐患的处置督导工作。共排查安全隐患案

件４３０件，完成整治 ３９９件，正在处理 ３１件。
三是持续推进黑臭水体全流域治理。牵头负责

南城壕６３００米的黑臭水体整治和河道垃圾清理
工作，坚持每天打捞南城壕、将相河垃圾漂浮

物。共打捞垃圾、漂浮物、杂草 １０６７８９立方
米。协调县水利局向南城壕放水冲刷２天，使黑
臭水体得到有效整治。

【城市照明设施管护】　一是确保路灯亮灯率和
完好率。全年共计维修路灯７２０余盏，修复更换
电缆２６００余米，处理设备故障７０余次，调整路
灯亮灯时间１３０余次，夜间巡查路灯１５０余次，
保证城区亮灯率在９５％以上，设施完好率９５％
以上。二是落实巡查制度和突发事件的处理制

度。实行白加黑巡查工作制度，对城区路灯进

行巡回检查，同时与数字化城管中心进行有效

对接；设立举报维修电话，接受广大市民的投

诉和监督，全年接到市民来电、来访１６次，解
决群众提出的问题和意见１６次。

【大气污染防治】　一是餐饮业油烟管理。制定
《县城区餐饮油烟排放专项整治方案》，成立专

班工作组，建立巡查台账，不定时查看油烟净

化设备的使用情况及承诺书的悬挂情况，建成

区内餐饮商户４４６家，全部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设
备。二是建筑工地扬尘管理。将建筑工地扬尘

污染整治纳入日常行政执法巡查内容，督促各

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围场作业，按 “六个百分

之百、两个禁止”标准进行验收，合格的允许

复工，对验收不合格的一律停工整改。三是渣

土运输管理。建立渣土运输管理台账，实行行

政大厅统一审批，一车一证。同时采取 “定点

＋巡查”的方式，常态化对黑渣土、建材运输
车辆等不按规定密闭运输，造成抛洒遗漏行为

进行巡查、制止和打击处罚。共开展专项检查

９０余次，规范冲洗设备２２处，处理路面污染２６
起。四是道路交通扬尘治理。加强城区主干道、

公园、公厕、河道等清扫保洁力度，做到保洁区

域全覆盖。同时利用洒水车、洗扫车分街分段

轮流冲洗和降尘，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指数机动

开展多车联动雾炮作业，有效降低扬尘污染。

０６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城管执法】　一是推进法治规范化建设。印发
《鲁山县城市管理局关于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管理

工作的实施意见》，坚持执法资格考证制度和持

证上岗制度。二是严把行政案件的立案、处罚

审核。对每一起案件做到事实清楚，依据正确，

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全年共立案行政处罚案

件７２宗，结案５６宗，归档５６宗，发放 《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２３６份，《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２７１份，下达处罚决定书７２份。三是
开展业务培训和案卷评查活动。定期组织业务

培训和执法案件办理情况评查活动，全年开展

法律知识、办案程序、文书制作等专题培训７０
余次，案卷评查标准２次，邀约法律专家授课３
次，组织考试７场次，执法人员培训覆盖率达
１００％，合格率达到９８％。四是健全案件审核制
度，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按照 “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的原则，完善内部执法监督体制，

确保案件查处行为的准确与公正。

【数字化城管平台】　一是网格化管理，提升信
息采集质量。根据单元网格内事件、部件的总

体情况和临时工作任务实际，按照定人员、定

网格、定数量、定质量的原则，信息采集员按照

划定的网格区域开展工作。全年共受理信息采

集案件 １２５０７件，其中，事件 １２１３５件、部件
３７２件，结 案 １２１５１件，结 案 率 ９７１５％。
“１２３１９”城市管理服务热线受理群众投诉１５４６
件，结案１５４６件，结案率１００％。二是发挥平台
预警机制和远程监管。建成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在

线监控系统和渣土、商砼车远程管理试运行系统，

有效遏制建筑工地违规施工和渣土、商砼车辆私

自运营等现象的发生。２０２０年汛期，数字化平台
利用共享公安视频监控系统和车载监控系统，全

时段监测极端恶劣天气时段城区内河、桥梁涵洞

和低洼地势等重点区域汛情情况，为上级领导和

一线处置单位提供有力的汛情数据参数支撑。

【行政审批】　一是持续深化改革试点。开展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改革试点工作，明确１２项行政
许可事项审批权责，及时研究、协调、解决审批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逐步建立起各部门纵横联

动，协调配合的监管体系。二是探索服务模式。

围绕政务服务建设，建立 “前台统一受理，后

台分类审批，窗口统一出件”服务模式，实现

群众 “少跑腿，多办事”的目标。全年共受理

办结商砼车通行证７５８份７８３９张，渣土车通行
证２２份１８６张，干粉砂浆通行证２８份１６５张，
开挖城市道路审批１２份。

【信访稳定】　全年共受理系统案件３１起，处
理 ２８起，案件满意率 ９０３％；受理县政府
“１２３４５”热线 ２８６起，处理 ２８０起，满意率
９７％；受理县委督查室、政府督查室案件１５起，
无重办、督办全部通过，通过率１００％。

【驻村帮扶】　一是按照 “五个一”帮扶机制要

求，落实派驻干部的工作经费和待遇保障，组

织９４名党员结对帮扶贫困户，建立结对帮扶工
作人员台账。二是谋划帮扶措施。协助村两委

确定脱贫措施和贫困户增收项目，想方设法增

加贫困户收入。

【荣誉榜】　田海泉荣获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张伟科荣获平顶山市环卫行业

年度工作先进个人、河南省环卫行业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获平顶山市城市环境卫

生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苏　帅）

三城联创

【概况】　鲁山县三创办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９月，是
为创建卫生县城、文明县城、园林城市而设立

的临时性协调机构，工作人员全部从各单位长

期抽调。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成功创建省级园林县
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县城。２０１４
年１月，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２０２０年７月，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１６２住房与城乡建设　



【国家卫生县城命名】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全
爱卫发 〔２０２０〕１号 《全国爱卫会关于命名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周期国家卫生乡镇 （县城）的决

定》，正式命名鲁山县为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周期国家卫
生县城。

【创国卫表彰大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５日，鲁山
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总结表彰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在文化中心小礼堂召开，杨

英锋、李会良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

上对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文明单位进行表彰。

【市政设施建设】　一是投入２２亿元，升级改
造老城大街、人民路东段和花园路北段，建成

尧山大道、振兴路等１２条主干道。硬化、油化
背街小巷道路２４１条，形成顺达通畅的城市路网
框架。二是新建生态公厕 １６座，改造升级 ２２
座。三是新建连体式压缩垃圾中转站５座，压缩
车式中转站９处；新购置垃圾清扫车６辆，洒水
车６辆，电动保洁车２８０辆，在城区各街道配置
垃圾桶５０００个，新安装果皮箱７１１个、候车亭
１６个、执法亭４个。四是建成和平农贸市场和
墨公路瓜果市场，升级改造老城区内的墨子商

场，逐步形成城郊批发、城内零售的农贸市场

格局。五是新建兴源高中、汇源中学、健康路小

学等中小学校８座以及县医院、县中医院、县妇
幼保健院３栋新院区医疗大楼。

环卫作业

【公园建设】　围绕国家园林县城巩固提升行
动，实施城区绿化提升、生态廊道升级改造等多

项系统工程。投资５５亿元，建成投用沙河生态
绿廊、城望顶公园、滨河公园、尧山公园、冶铁

遗址生态园等１５个大小公园游园，对鲁平大道全
线、中心公园、高速口周边及重要交通节点的绿

化进行提标改造，城市绿化覆盖率大幅提升，城

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１０５２平方米以上。

【主次干道治理】　开展 “摩的”治理行动，彻

底根治道路交通顽疾。开展违法广告和二门头

拆除工作，治理墙体小广告，涂白墙体２６万平
方米，设置信息张贴栏３４８处。取缔夜市烧烤摊
１４０余处、废品收购站１１家。推行环卫网格化
管理机制，全天保洁水平得到提高。

【背街小巷治理】　对城区背街小巷道路进行
“三化”建设，整修边沟２５万多米，安装路灯
１４６２盏，更换主道路ＬＥＤ灯１２００多盏。修补破
损墙壁３万余平方米，增设文明社区墙体标语、
漫画１８００余幅。累计拆除旱厕２００余座。同时，
整治疏通封闭排水渠１３处１６５０米。各街道办事
处每月开展一次最美社区评选，各社区每月开

展一次最美庭院评选，并对评出的最美社区、

最美庭院进行挂牌，引导群众提升卫生意识，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背街小巷硬化

【河道治理】　投入６５亿元，推进将相河水污
染治理及湿地工程建设，完成全长１９千米的叶
茂河治理，投用人工河桥６座。

２６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公共卫生】　推行红黑榜制度，拆除小餐饮店
前灶后厅，增设四防设施，规范食品加工生产

经营场所经营行为，强化卫生管理，全县食品

　　 公共场所治理

行业合格率大幅提升。对全县公共场所实施划

片包干制，增加监督检查的频次，有效促进和

巩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设置卫生监督公示栏，

督促 “八小”行业亮证经营，消毒完善，店内

达标，持健康证上岗，公共场所监督覆盖率和

合格率均达到９８％。

【病媒防制】　印制５０００余份病媒生物预防控
制知识手册，发放到居民、商户、重点单位和重

点场所，使病媒生物防制知识深入人心。持续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培训会议

强化蚊蝇鼠蟑的密度监测，并及时公布监测情

况，采取防控消杀措施，有效控制 “四害”密

度。定期开展垃圾清零行动，彻底清除城区卫

生死角，全面清除 “四害”滋生地。督促餐饮

单位新增设风幕机１７００余台，防蝇帘１９７０个，
防蝇灯８３００个，对全县鼠饵洞设置情况进行排
查，共拆除２２０处，修缮１８５０处，增设鼠饵洞
２３００个，城区餐饮业病媒防制设施设置率达到
９５％以上。

【健康教育网络】　建立以县健康教育所为中
心，医院卫生机构为骨干的健康教育组织网络，

各单位配备专 （兼）职工作人员，做到健康教

育工作纵向有人抓、横向有人管，全县基层健

康教育网络覆盖率１００％。

【健康教育培训】　邀请省市专家到鲁山开展健
康教育等创卫方面的讲座。按照 《亿万农民健

康教育促进行动规划》，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

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全县中、小学健康教育

课程开课率达１００％。住院病人及陪护家属相关
卫生知识知晓率、县城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

职工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均达到８０％以上。
（刘丁源）

房产事务

【概况】　鲁山县房产事务服务中心始建于１９６０
年，原名鲁山县房地产管理委员会，后更名为

鲁山县房产管理处。２０００年变更为鲁山县房产
管理局，２００３年８月升格为副科级单位，２００９
年１１月升格为正科级事业单位。职能由原来单
一的公房管理，扩展为全县范围内从事房产行

政管理、住房保障和物业管理。２０１９年更名为
鲁山县房产事务服务中心，机构规格仍相当于

正科级。内设机构８个，分别为办公室、房改与
保障房建设管理股、房屋安全与物业管理股、

政策法规股、房地产市场管理股、统计信息股、

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股、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办公室。下属二级机构１个：鲁山县房地产开
发管理中心。下属全民所有制企业１个：鲁山县
城乡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现有职工人数１１２人。

３６２住房与城乡建设　



【保障住房建设】　统筹推进辛集、新华、汇源
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保障民生需求。一是辛

集棚改项目。申请棚改债券资金２亿元，使项目
建设进入快车道。１＃楼完成主体八层，５＃、１０＃、
１２＃楼完成主体二层，１３＃楼完成主体六层。二是
新华棚改项目。不动产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工

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手续办理完毕，

项目现场完成临建搭设，整体基础开挖和护坡

支护、ＣＦＧ桩基施工、桩基检测和清、验槽等
工作，底部钢筋绑扎基本完成。三是汇源棚改

项目。土地征收及附属物补偿款拨付到位，完

成项目勘察、设计招投标，控规、修规公示以及

设计方案及图纸审查。

【房地产市场管理】　一是按照 “一窗受理、一

次办妥”要求，完成３６项涉房行政服务事项全
部进大厅，全部网上办理，基本实现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和 “最多跑一次”目标任务。２０２０
年共受理商品房现房交易５８２５起，成交面积约
６０２６万平方米，二手房３０５起４１８万平方米；
发放商品房预售许可证２８份，批准预售商品房
面积约６１万平方米；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备案项
目２１个。卫辉市和叶县的房产事务服务中心，先
后来到鲁山观摩交流涉房业务网签备案工作流程、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系统使用及运维服务等。

二是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推进政务公开。

按照 “双公示”要求，２０２０年完成１３件行政许
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事项 “双公示”数据

网上报送发布，入库率１００％。前期物业管理招
标备案１６条，物业服务合同备案２５条，房屋租
赁登记备案 １２４条，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 ７８１
条，房产中介机构备案７条，房屋安全应急处置
８条，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归集和使用１４条，房
屋交易资金监管８条，房屋租赁补贴资格确认
４２条，公 （廉）租房租金收缴１６０７条。信用承
诺入库１０件，入库率１００％。审核通过发布宣
传报道信息１０条。

三是对接政务数据。所有涉房业务的行政

审批服务事项全部进入行政服务中心，实现服

务对象高效衔接。落实政务服务 “好差评”制

度，４２名执法人员进行 “互联网＋监管”注册，
１３个主项和５２个子项的监管事项目录清单全部
认领，主项覆盖率１００％，子项覆盖率９８０８％。
推广 “豫事办”、政务服务网２５９人次，逐步实
现网上申请。

四是问题楼盘化解。为规范违规预 （销）

售商品房行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共下发协

助调查通知书３０份，责令整改通知书２０份，告
知权利通知书１３份，处罚违规开发商７家。五
是商品房市场监测分析。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商品
房库存４４０８万平方米，可售套数２９８１套。按
照月均销售４７９万平方米，商品房消化周期为
９个月；商品住房库存４３４１万平方米，可售套
数２８５２套，按照月均销售４６万平方米，商品
住房消化周期为９个月。

【房屋维修资金管理】　２０２０年，全县纳入房屋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楼盘小区６９个，累计归
集约２３９万平方米，资金１亿余元。

【房屋租赁市场管理】　一是成立鲁山县加快培
育和发展房屋租赁市场领导小组。二是培育市

场主体，多渠道增加租赁房源。鼓励４家驻鲁物
业服务企业在经营范围增加房屋租赁事项；五

洲国际房地产开发企业从传统销售推向租售并

举模式转变，一期工程建成出租房屋 ４３１间
１８１万余平方米；鼓励个人闲置改装房出租８
起２１５９平方米。三是加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信
息化管理，已租赁登记备案 １５２起，租赁面积
１５８万平方米。四是开展房屋租赁中介机构乱象
专项整治工作，出台 《鲁山县住房租赁中介机构

乱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全年共排查出房屋租

赁中介机构１５家，取缔关停５家。在全市培育房
屋租赁市场考核中，连续三年位居全市第一。

【物业管理】　办理涉及物业管理的政协提案２
起，满意率、办结率１００％。开展全县物业服务
行业培训、物业小区联合检查评比活动，指导

卫生保洁、健康教育、病媒生物防制等，助力国

家卫生县城创建工作。２０２０年，太极公馆、锦

４６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沅玺堡、幸福城、东方国际四个小区荣获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市级卫生居民小区称号。严格履
行新建住宅项目物业依法依规公开招标进驻管

理，不断扩大物业管理覆盖面，已有３８个住宅
项目通过物业公开招标进驻物业管理，７０余个
企事业单位相继引进专业化物业管理，物业从

业人员２０００余人，物业服务面积２０００余万平方
米，物业管理覆盖率已达８５％。

【疫情防控】　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全方位排查管辖区内的

３３个商品房住宅小区和４个保障房小区，建立
台账，落实综合性防控措施。组织全局党员干

部职工到保障房小区、物业小区、社区开展疫

情防控执勤工作。从监管资金拨付、手续办理

等方面，尽力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复工复产。

鸿尧御园物业的疫情防控工作被河南电视台报

道，房产局的疫情防控工作被 《河南经济报》、

人民网、映象网等媒体多次报道。

【驻村帮扶】　选派９名党员干部到瓦屋镇马老
庄村、汤河村、上竹园寺村、李老庄村、长畛地

村开展扶贫驻村工作。为驻村队员办理重大疾

病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组织１次健康体检，按
时供应办公和生活用品，每月发放交通补贴３００
元。组织全局５９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分包村的
贫困户２９１户，集中帮扶日入户宣传，开展消费
扶贫，购买贫困户种植的香菇、大蒜、花生、蒲

公英和土鸡蛋、鸭蛋、蜂蜜、鸡子等农产品累计

２８８２６元。联系企业购买贫困户养殖的鸡、羊等
畜产品７１７６元。培育马老庄村香菇种植、汤河桑
蚕养殖场、长畛地村大蒜生产加工、上竹园寺村

蒲公英茶场、李老庄村乡村农家乐等产业项目。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４月，被平顶山市房产事务
服务中心评为全市物业管理工作先进单位，被

县委评为县直单位综合考评先进集体；８月，被
县委办、政府办评为光彩金秋慈善助学先进单

位；９月，被县政府评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理
争先创优先进单位，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创建

全国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体二等奖。杨卫星被

评为平顶山市物业管理工作先进个人，陈小明

被评为平顶山市住房保障工作先进个人。

（毛　跃　宋红梅）

特色商业区建设

【概况】　鲁山县城南特色商业区建设事务服务
中心原名城南新区，于 ２０１１年 ５月筹划启动，
２０１２年５月开工建设。２０１４年９月，更名鲁山
县城南特色商业区管理服务中心。２０１９年 １２
月，更名为城南特色商业区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机构规格仍相当于正科级。

新区规划范围东至振兴路，南至大沙河，

西至焦枝铁路，北至鲁平大道。规划面积１２０６
平方千米，设计容纳人口１５５万人，已建成居
民社区７个，入住 ５３万余人；代管 ２个行政
村，１２个村民组，１１１５户４９９０人。
２０２０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１２３５亿元，

其中千万元以上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１１０３７
亿元，基础设施完成投资０１９８亿元，建成区面
积达到０８平方千米。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亿元，
税收收入９０３６万元，从业人数２９３０人。

【民生建设】　２０２０年９月，投入使用的人民医
院新院区占地１８３亩，一期总投资４５亿元，设
有病房楼、门诊楼、医技楼和后勤保障工程，设

置床位１２００张。县中医院新院区和县１２０急救
调度指挥中心占地７０亩，总投资３亿元，设床
位３００张，病房大楼和１２０指挥中心主体工程和
水电等附属工程基本完工。

【路网建设】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尧山大道东延
（振兴路至鲁兴路）、府前东路 （花园路至鲁班

路）、安康路 （尧山大道至府前东路）路面铺设

完毕，达到通车条件。

以尧山大道为中轴线，累计建成 “六纵五

横”１１条道路１９６千米， “六纵”即安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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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路、墨公路、健康路、向阳路、钢厂路，

“五横”即望城路、府后路、府前东路、尧山大

道、丝绸路，路网环线初步形成。

尧山大道东延道路施工现场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引进落地项目４个，计划
投资额２５１亿元；签约项目３个，拟建项目１个。

一是落地项目。综合图书馆和科创服务中

心项目，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县政府与香港长隆
投资有限公司在广州签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其中涉及鲁山县城南新区项目３个，包括综合图
书馆和科创服务中心、返乡创业示范小区和幼

儿园，预计总投资１１亿元。鲁山县建祥置业有
限公司 “建业桂园”住宅小区二期项目，位于

尧山大道与向阳路交叉口西北角，占地面积

３２８５３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７８９００３９平方
米，预计投资金额２１亿。领创大地城住宅小区
二期项目，位于永兴路与鲁平大道交叉口东北

角，占地８０９４８３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２７万
平方米，预计投资金额５５亿。鲁阳教育产业园
配套项目，位于长兴路与尧山大道交叉口东南

角，占地５７１０７７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１４６２２０
平方米，预计投资金额６５亿。

二是签约项目。和佑康养社区项目，２０２０
年８月１日县政府与上海和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协议，由上海和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计划占地面积２４５亩。京师合创鲁山科教
园项目，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县政府与北师大科技
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由北京师大合创科技平台

运营有限公司投资，拟建设一所全日制应用型

高职学校 （暂定名 “平顶山应用科学技术学

校”）、一个 “京师合创鲁山双创中心”（即鲁山

大学生实训中心）、一个 “鲁山京师创新教育实

践基地”。大地水泥新项目，２０２０年９月２日县政
府与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将在鲁山县

实施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城中村改造、文旅民宿、

新能源光伏发电、“光伏＋种养”示范基地五方
面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为７７亿元。

三是拟建项目。鲁山之窗项目二期占地约

１３５亩，建筑面积约 ２５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１０５亿元，地表附属物登记已完成。

【土地征收】　共报批土地１０个批次３９７９亩，
已征收２４２７亩，已出让２７宗９７７５亩，成交价
１８６亿余元。２０２０年，出让土地 １８５５亩，成
交价２６亿余元。

【人居环境】　一是筹措资金３５０余万元在望城
岗、赵庄主要街道硬化水泥路面８５００余米，解
决困扰群众多年的行路难问题。二是投资１５余
万元在主要道路两侧美化墙体１５万余平方米，
望城岗主要道路两侧栽植红叶石楠、小叶女贞

等１２００余平方米。三是设置健康教育专栏，定
期发布健康教育知识；向群众发放健康教育知

识宣传单２０００余份。四是推进旱厕改造，拆除
４５座。五是投入资金２５余万元清理积存的建筑
垃圾和生活垃圾７０００余立方米。

【“双违”拆除】　２０２０年，“双违”整治，集
中拆除辖区违章建筑５２处４６５５０平方米。

【脱贫攻坚】　建档立卡贫困户 ２４户 ４１人，
２０２０年底全部脱贫。一是发挥社会力量。先后
组织８家企业累计投入资金２６万元对辖区内住
房条件较差的 １６户贫困户实施 “六改一增”。

恒福置业有限公司累计捐助物资１００余万元支持
全县扶贫工作，正安新世界利用扶贫政策带动８
个乡１９６０户贫困户实现增收，五洲置业累计捐
助物资１００余万元，并向鲁山县人民教育基金会
捐助资金１００万元，幸福城累计捐助物资２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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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等等。二是健康扶贫。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

保率 ９６％以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９９９３％。为贫困户开通绿色就医通道，实行先
住院后付费制度。为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办理慢

性病卡，慢性病办证率１００％。三是举办新型农
民培训班，转移农村劳动力１４００余人。四是开
展送戏下乡、全民健身等文体活动。

【社会保障】　一是帮扶生活困难群众 ８００余
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５７人，发放临时救助金
７０００元、残疾人护理补贴６３１４０元、特困人员
生活补贴及护理补贴１２８８０余元，发放退伍军人
优抚资金１５２８３５余元，发放高龄老人补贴４８９００
元，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５７３１６余元，发放救
灾救济物资２３万余元。

【荣誉榜】　被授予市级文明单位、市级卫生先
进单位称号；被县委、县政府评为重点项目建

设先进县直单位三等奖、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一

等奖称号。

（杨颍
"

）

新型社区建设

【概况】　新型社区建设办公室成立于２０１２年６
月，正科级规格。下设办公室、招商股、综合股

３个科室。
新型社区建设范围：产业聚集区规划区域内

所有村庄，东至露峰山，西至振兴路，南至大沙

河，北到梁洼镇和张店乡部分区域。具体划分为：

后营社区、汇源社区、梁洼社区、新华社区。

【后营社区建设】　项目选址范围为鲁兴路以
西，振兴路以东，文兴路以北，人民路以南。需

拆迁安置位于产业集聚区南区的露峰办事处后

营村的全体村民，共 ８８７户，４１７７人。需拆迁
村庄占地面积２８９万平方米，总投资约８亿元。

鲁山县绿地国际花都项目 （一期）总投资

５６亿元，完成建筑面积３０万平方米，其中安
置房１００套。

（刘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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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

公路运输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交通运输局机关内设
办公室 （交通战备办公室）、政策法规股 （行政

审批服务股）、综合规划股、建设管理股、人事

财务股、安全运输管理股、执法监督股、监察室

８个股室，干部职工６７人。下设二级机构公路
事业发展中心、交通运输执法局、农村公路建

设服务中心、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公路派出所、

县第一汽车运输公司、县汽车运输公司，全系

统有干部职工１８００余人。

【高速公路建设】　一是郑西高速鲁山段建设项
目。郑西高速总投资３７亿元，项目整体进度完
成９９％，１标２标工程建设正在收尾。二是郑尧
高速鲁山站加宽改造工程、鲁山站高速引线跨

铁大桥建设项目完工并通车。该桥为４×４０＋４
×４０米预应力连续箱涵桥，全长３４０米，原桥
面全宽１２米，加宽后宽４０米，总投资约２９００
万元，全部为县财政投资。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６日，
郑尧高速引线跨铁大桥工程桥面铺装完成。

【干线公路建设】　一是完成投资约２亿余元，
新改建国道３２９舟鲁线振兴路鲁平大道至沙河大
桥路段２４５千米，原路基宽１８米，路面宽１５
米，扩宽后路基达６０米，双向六车道，总投资
约１１５亿元，全部为县财政投资项目。截至
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累计出动６３１８人次，车辆机

械１７８４台次，完成路基、雨污水管道、路缘石、
路灯、绿化、沥青路面、标线、人行道铺砖、行

道树栽植、标志标牌栽设等施工任务，实现振

兴路建成通车。二是国道３１１三里河至八里仓段
１９千米，原路基宽１５米，路面宽１２米，扩宽
后路基达５０米，双向六车道，总投资约９８２４万

八里仓至三里河道路新颜

八里仓至三里河道路旧貌

元，全部为县财政投资。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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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车。三是完成国道３１１连栾线尧山至木扎岭段
１７６千米，起点位于尧山镇新庄西，止于木札
岭，估算投资８２３７万元。２０２０年７月４日，全
线沥青面层铺筑完成，提前完工通车。四是尧

山高速出口至尧山镇段８０７千米整治提升工程，
估算投资７００万元。项目起点位于尧山服务区郑
尧高速与国道３１１交会处。４月底完工，共计出
动人工８４０人次、挖掘机３２０台次、三轮车１９４
台次，种植草皮５８万平方米；护坡整修 ３５００
米，开挖土方１５万立方米；种植胸径７厘米、
杆高１８米红叶石楠树４５００棵，种植爬山虎４３
万棵；种植月季２８万棵。

【农村公路建设】　总投资３８亿元，完成建设
石林路、尧迎路、尧山温泉旅游度假区道路改

扩建等县乡道路项目１１个１１０千米，通村公路
１１９个项目１７０千米。配合人居环境和美丽乡村
建设，改建提升四棵树乡黄沟村、下汤镇林楼

村、赵村镇石家庄村、辛集乡傅岭村道路。

提升改造后的石林公路

【公路养护】　一是完成２０２０年养护专项资金
工程计划的上报、农村公路病害调查。二是开

展春季养护会战和行道树绿化工作，整修路肩

边坡４４４５８千米，种植大叶女贞、红叶石楠等
行道树２６４６万棵，绿篱４３００平方米，清运垃
圾１５２７３立方米，灌缝８万米，修补路面 １２
万余平方米；完成国道２０７锡海线、国道３２９舟
鲁线、省道２３３焦桐线等９条干线公路和１４条
１３５６千米农村公路廊道绿化任务。三是修复张

官营紫禁城涵洞、背孜盐店桥引线等临时应急

工程。四是开展路域环境治理和大气污染防治，

投入人工 ２２１６２人次，出动洒水车、扫地车等
５２４９台次，清扫路面 １６８２０９千米；优化组合
农村公路原养护道班，成立３个养护工区，合理
划分列养路段，责任到人，制定养护标准和考

核办法，形成长效养护机制，确保农村公路养

护质量。

【路政管理】　一是开展限高工作。沙河大桥限
行期间，路政大队抽调１８人２４小时轮流值班，
配合保通，有效保证沙河大桥的安全、有序通

行。二是道路保通。全年共清除路面堆积物２３０
余处，配合拆除广告标志标牌１８０余处，治理打
场晒粮１２０余处。

【交通执法】　严厉打击车辆超限超载违法行
为，切实保护公路通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全年出动执法人员４４８０余人次、执
法车辆８９０余台次；检测车辆７６２８０余台次，查
处超限超载车辆 ３３０余台次，卸货 ２３２０余吨；
清除非公路标牌 （移动广告牌）８７０余块，拆除
大中型广告牌２７０余块、广告塔２座、特大型龙
门架１座；清理规范摆摊设点及占道经营５５０余
起、乱停乱放２２０余处；巡查道路桥梁２１０余座
次，清理乱堆乱放５０余处约２０立方米；清除线
杆２０余根；清理打场晒粮行为２３０余处；配合
清理公路塌方２处约４３立方米；配合乡 （镇、

街道）拆除违章建筑私搭乱建 （简易棚）４４余
处约９０００余平方米；查处未采取措施防止货物
脱落扬撒案件１１起，现场教育纠正覆盖不到位
货运车辆５００余辆次；郑尧高速入口引线桥梁改
扩建时疏导劝返货运车辆４６００余台次。

【交通扶贫】　谋划实施农村公路通村入组工
程。受年初疫情影响，及时调整优化客运线路，

确保全县５５５个行政村客运班车通达。开展 “抗

疫情、补短板、促提升”活动，立足贫困户实

际，动员群众就近就业、发展产业，落实各项扶

贫政策，确保分包９个村贫困户如期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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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　对照河南省 “万村通

客车提质工程”达标 （示范）验收办法，查漏

补缺，完成省交通运输厅对 “万村通客车提质

工程”示范县验收工作。２０２０年７月，被授予
“河南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称号。

【绿色交通试点县创建】　制定 《鲁山县创建绿

色交通试点县实施方案》，围绕绿色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绿色交通运输装备应用开展创建工作，

推行绿色施工，专项治理治施工扬尘、道路扬

尘；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淘汰营

运黄标车辆。绿色交通试点县申报成功。

【客运市场】　２０２０年，共有客车１６２台，４６２０
个座位；公交车８８台，公交线路６条；出租车
４００辆，２０００个座位；货车 （载货汽车、牵引

车、挂车）９６２台，１６２８８２１３个吨位。
客运企业５个 （客运公司３个、场站公司２

个），客运班线９０条，市际线路１４条，县际线
路１１条，县内线路６５条 （其中农村客运线路

７１条）；二级客运站２个 （鲁山县华运汽车场站

有限公司、鲁山县华阳长途汽车场站有限公

司），乡镇客运站２２个，待验收二级客运站１个
（佛泉寺汽车客运站）；全年共完成客运量４９８４
万人，客运周转量１１６２６万人千米。

【客运市场管理】　一是节假日旅客运输，２０２０
年春运期间共安排客车２６２台，实发班次７２３７
个，包车１４台次，运送旅客４９０５３万人次，确
保让旅客走得及时、走得安全、走得有序、走得

满意的目标，未发生旅客滞留现象。二是建设双

重预防体系，５家客运企业完成验收。三是信誉
考核客运企业５家，均为ＡＡ级，考核率１００％；
考核客车１９０台，考核率１００％。四是协作公安交
警部门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辆，已注销１９３台。
五是专项整治出租车营运秩序５０余次，查扣客车
线路牌３５块，不打表乱收费出租车５０余台，三
（四）轮摩的３０余台；举办被投诉出租车法制培
训班１５期，培训违规司机１５０余人次。

【出租车及城市公交管理】　一是建设双重预防
体系，完成验收公交企业 ３家。二是全年对出
租、公交企业安全检查２０次，未发现重大安全
隐患。三是与３家公交公司签订线路特许经营协
议，经营期限１年。四是信誉考核出租汽车公司
４家，均达Ａ级；常态化审验出租车４００台，考
核率１００％。五是信访稳定工作。全年处理投诉
举报１５起，回复率１００％。

【货运市场】　货运企业２２家；全年完成货运
量３１８５万吨，货运周转量８４１２８万吨千米。

【货运市场管理】　一是严把市场准入关。坚持
依法行政，新审批货运企业５家，新增货运车辆
２０２台。二是排查安全隐患。对全县２３家货运
企业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１８０余次，未发现重大
安全隐患。三是常态化信誉考核，审验货车６００
余台，考核货运企业１８家，均为ＡＡ级，考核率
１００％。四是按防汛工作要求，安排防汛车辆１０５
台。五是协作公安交警部门，淘汰黄标车及老旧

车辆。注销货车１９３台。六是建设双重预防体系，
完成验收２０家，剩余３家正在等待验收。七是注
销长期不参加信誉考核的僵尸货运企业１４家。

【维修市场管理】　一是根据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按照市局统一要

求实行维修企业备案制度。已备案维修企业１１
家。二是排查安全隐患。对全县维修企业进行

安全隐患大排查１９余次，未发现重大安全隐患。

【驾培市场管理】　一是规范驾校经营行为。坚
持每月对各个驾校进行安全检查，确保教练车

车况良好、各种消防设施齐全有效，并严格按

照标准进行培训。共检查１９次，未发现重大安
全隐患。二是处理信访投诉 １４起，回复率
１００％。三是按照省厅统一要求，安装计时培训
系统。已经安装２７６台车辆。四是批准鲁山县联
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新增 Ｂ２业务。五
是信誉考核。应考核驾培企业１６家，实考核１６
家，均达到ＡＡ级，考核率１００％。

０７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鲁山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序号 驾校名称 地　址 面积 （ｍ２） 经营范围 审批时间 法人代表

１ 鲁山县安顺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瓦屋镇李老庄村 １０５２２ Ｃ１ ２００８３ 陈俊佑

２ 鲁山县万通驾驶员培训学校 城南阳路路东 ６４５００
Ａ１、Ａ２、Ａ３
Ｂ１、Ｂ２、Ｃ１

Ｃ２
２０１１７ 武燕燕

３ 鲁山县广汇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磙子营乡职专院内 １８２２２５ Ｃ１ ２０１２１１ 刘海洋

４ 平顶山市方圆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张良镇小周楼村 １３２６９９ Ｃ１ ２０１３５ 孙春现

５ 鲁山县联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墨公 路 北 段 宋 庄

村西
３５３５１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３７ 贾延召

６ 鲁山县阳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琴台街道三里河西

２００米 ２６５５１７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３７ 刘增晨

７ 平顶山市鹰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辛集乡辛集村 （原

村部）
１４３３６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４４ 黄浩庭

８ 鲁山县世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鲁山 县 北 环 路 刘

营村
１４２４０１３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５５ 张振东

９ 鲁山县启航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鲁山县北环路东段 １４００３４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５５ 杨正利

１０ 平顶山益友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梁洼 镇 鹁 鸽 吴 村

北侧
６５５５５１９ Ｂ２、Ｃ１、Ｃ２ ２０１５６ 李红利

１１ 鲁山县宏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董周乡杨树底村黑

山头
１７４７７３６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５５ 杨红超

１２ 鲁山县鲁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下汤镇社楼村 １６５０１５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５７ 燕胜久

１３ 鲁山县誉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库区乡东许庄村 １３２７１２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５１１ 孙幸福

１４ 鲁山县鲁西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下汤镇松树庄村 １１９９９８８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７１ 张顺智

１５ 平顶山市宏鑫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

公司
观音寺乡观音寺村 １４０００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７８ 匡鲁彬

１６ 鲁山县顺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马楼乡 １１０８６５ Ｃ１、Ｃ２ ２０１８１ 崔晓东

【安全生产】　一是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１２
家货运企业、５家客运企业、３家公交企业完成
验收。二是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对公路施工安全、道路安全、运输安全、防火安

全等进行全方位排查，共排查安全隐患１１１个，
全部整改到位。发放安全倡议宣传页３０００余份，
悬挂宣传横幅８０余个，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
活动２次，网上安全知识答题活动１次，安全教
育培训６次，完成防汛、地质灾害、交通应急等
各项演练２次。

【疫情防控】　年初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协
同公安、卫健、公路、辖区乡镇政府在全县交通

重要节点设置联防联控卡点２１个，接驳平顶山

西站、平顶山高铁站、平顶山站返鲁入鲁人员，

２４小时值守，排查车辆１６万余台次，人员４２
万余人次，劝返车辆３０００余台次，劝返１３万
余人次，移交２人。县火车站卡点累计接站列车
４５８次１０７２０人次，劝返入鲁人员２３０人次，移
交各乡 （镇、街道）８００余人。筑牢全县疫情防
控的第一道屏障。同时，按照 “一断三不断”

总体要求，做好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工作，先后

启用应急车辆到周口项城、汝州市等地运输防

疫物资，开通免费点对点 “疫情防控应急公交”

保障产业聚集区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

“点对点”运送务工人员８２班次１６５２人，为全
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的交通运输保

障。２０２０年１０月，鲁山县交通运输局被省委、

１７２现代服务业　



省政府授予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

体”称号。

【荣誉榜】　先后被评为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河南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

县称号，２０２０年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

先进集体、平顶山市 “巾帼文明岗”称号；被

县委、县政府评为招商选资先进单位三等奖、

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先进单位、全县晋位次争上

游走前列工作先进单位；被县政府评为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管理 “优秀单位”。

（谭千里　刘明明）

铁路运输

【概况】　鲁山火车站位于鲁山县琴台街道，车
站中心里程位于焦柳线２６０千米９０７米处，隶属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南阳车务段管辖，是

客货运业务兼办的三等中间站。火车站有专用

线２条，铁路从辛集乡交界铺村南３００米处进入
鲁山县境，横跨辛集、张店、露峰、琴台、韍

河、熊背６个乡 （镇、街道），由熊背乡交口村

西南２０００米处出境进入南召县，鲁山县境内铁
路线路总长为 ４２千米。焦柳线原为单线铁路，
蒸汽机车牵引。１９９１年１月复线工程竣工并通
车，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蒸汽机车停用，改为内燃机车
牵引。２０１１年１月升级为电气化铁路，改为电
力机车牵引。

【客运业务】　２０２０年，鲁山火车站发送旅客
１７３万人，到达旅客２０９万人。在站办理客运
业务的客运列车２１列／日，主要去向是北京、广
州、昆明、上海、郑州、重庆、成都、深圳、宁

波、洛阳、汉中、厦门。２０１９年底，郑州铁鹰
铁路安保公司派员进驻鲁山火车站，负责车站

反恐和安检工作。

【货运业务】　２０２０年，车站发出货物１７６０车，

计１１０万吨。车站日均办理接发货物列车１４０
列，日均发送货物４８车３０２吨。车站发送货物
主要是矿石、粮食、杂货和军用物资、军用燃油

等物资。

【设备设施】　火车站设有客运候车厅１个、售
票厅１个，约２万平方米；客运站台２个，总面
积约３万平方米。车站设货运站台１个，约９０００
平方米；货物仓库２个，约３８万平方米；货运
站台有２５个货位，一次能装车２５个。

鲁山县煤炭集装站专用线与鲁山火车站接

轨，专用线内有２条装卸线路，能同时容车５０
辆，曾一度停运。２０１９年５月，煤炭集装站专
用线重新运营，开始办理集装箱到达和发送业

务。２０２０年，发送集装箱３４００箱。

【疫情防控】　落实铁路局、车务段和市、县有
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扎实开展防控工作。

一是当班工作人员科学规范佩戴口罩，严格落

实通风换气、卫生保洁、日常消毒等要求。重点

消杀运转室、候车厅等区域及卫生间、门把手、

按钮等公共部位，加强防护备品的配置与管理。

二是严格对进出车站旅客实施体温检测，对体

温超过３７３℃的发热旅客，及时报告，并采取
留观、隔离等防范措施。三是通过信息栏、客运

广播等形式，提示旅客佩戴口罩和注意事项等。

（邢金禄）

铁航项目协调

【概述】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铁路和航空项目建设
协调办公室坚持科学谋划、统筹协调、高效服

务的理念，齐心协力，攻坚克难，认真做好鲁山

机场、平鲁旅游专线、中铁路港铁路专用线等

高铁和航空项目的服务协调工作，受到市县相

关部门一致肯定。

【郑万铁路运营保障】　２０２０年，县铁航办组织
项目乡镇、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对涉及郑万铁

路鲁山段的遗留问题进行逐一排查，对发现的

问题建立台账，逐一化解。至１２月，基本完成

２７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遗留问题的化解工作。

【鲁山机场项目】　２０２０年，鲁山机场项目完成
立项所需的前置要件，即将进入项目预可研阶段。

【平鲁旅游专线】　平鲁旅游专线，全称平顶山
至鲁山旅游专线，是一条来往于平顶山西站和

尧山大佛之间的旅游线路。项目计划投资４４２９
亿元，规划建设线路６２２７４千米，建设车站 ５
个。编制完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社会稳定评

估，通过专家评审，上报省发改委纳入 《中原

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调整方案》。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被市民航办评为先进单位。
铁航办主任杜建林、副主任樊国清被郑万、郑西、

京广三公司评为 “支持高铁建设先进个人”。

（郑扬扬）

邮　　政

【概况】　县邮政分公司内设部 （室）７个，辖
邮政支局 （所）２７个，其中储蓄网点１８个。邮
路９条，城市投递段道１２条，农村投递路线３２
条，农村投递路线总长度１４２０千米。

【公司名称变更】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依据财
政部财建 〔２０１９〕６５６号 《财政部关于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公司制改制有关事项的批复》精神，

单位名称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鲁山县分

公司”改为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鲁

山县分公司”。

【税邮合作 “双代”业务】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
县税务局与县邮政分公司举行税邮合作 “双代”

业务签约仪式。此次 “税邮”合作是邮政和税

务部门拓宽便民服务渠道、丰富便民服务载体、

提升便民服务能力的有力举措，彰显 “税邮”

双方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担当。鲁山邮

政全力配合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网

络优势，整合各项资源，助力鲁山税务构建更

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完善的服务体系，让全

县纳税人进一步享受到优质便利的税务服务。

　　５月２５日，县税务局与县邮政分公司举
行 “双代”业务签约仪式　 （程永和／摄）

【县行政服务中心与邮政实现合作】　２０２０年５
月２６日，与县行政服务中心携手举办政务服务
“一次办妥，政府买单免费送证到家”启动仪

式。自此全县政务服务利企便民改革掀开新的

篇章，更为鲁山邮政标快业务快速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疫情防控】　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保畅通工
作领导小组，下发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成立寄递渠道安全保障组、金融绿色通

道保障组、邮政营业保障组、综合保障组，全力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一是防疫物资筹备。第一

时间把酒精、消毒液、口罩等防疫物品配备到

一线生产单位。二是就近支援社区开展防控，

党员主动捐款１９３２０元支持抗疫。三是成立党员
突击队，党员下沉到邮件处理中心参与邮件卸

车、分拣、消毒工作，协助大户大件投递、小区

集中投递、电话预约投递等工作。四是疫情期

间践诺 “四不中断、四免费办”服务，以 “无

休”模式为客户服务，邮政普遍服务及防疫救

援物资寄递服务两不误。主动承担县一高学生

教材配送任务，为河南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揽收口罩等防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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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帮扶】　县邮政分公司派驻马楼乡永乐
村、小石门村、程庄村开展驻村扶贫工作，发挥

线上线下渠道优势，创建地方扶贫馆，筛选品

质优、资质全的农特产品推送到邮乐网，帮助

拓展销路。２０２０年帮扶的３个村全部实现脱贫。
（程永和）

通　　信

移动公司

【概况】　鲁山移动公司位于县城鲁平大道中段，
成立于１９９９年８月。公司设有综合部、市场部、
政企部、网络部４个职能部门，城区设有鲁平大
道、向阳路２个自建营业厅，在１０个乡镇设立移
动营业网格，城乡各类代办网点３４１个。２０２０年
底，公司员工４８人，移动客户４１余万户。

【信息化建设】　积极开发成熟产品，从服务细
节入手，全面推进集团单位客情关系。为集团

单位量身定制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有创意创

新的移动整合营销方案，为集团单位的信息化

业务提供后续服务。２０２０年，平安乡镇项目，
覆盖全县重要卡口，安装摄像头１４００余个；蓝

　　１１月２２日，党员突击队在尧山镇大庄村开
展 “平安乡村建设”活动

天卫士安装摄像头１０２个，基本实现主要农田秸

秆禁烧管理工作的全覆盖；党群专网开通５５０余
条，覆盖每一个行政村；河道监控监控点３１个，
实现对沙颖河、荡泽河全流域的全监控；重点

学校９０余所，全部使用智慧用电业务。

【５Ｇ业务】　２０２０年，建设５Ｇ基站６９座，实
现县城主城区连续覆盖和党政军、营业厅５Ｇ网
络覆盖。加强与５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深度融
合，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现代服务业、智慧

城市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形成规模化应用

能力，支撑全县５Ｇ产业发展。

【网络建设】　推进网络建设、宽带覆盖工作，
夯实网络运维基础。持续优化网络结构、网络

质量，有效解决网络质量突出问题。加强宽带

端口建设，提升覆盖率。根据城镇规划和居民

小区建设情况统筹安排，集中力量进行扩容建

设。全县城乡宽带建设小区２１２个，端口数总计
８７９０个。家庭宽带给更多群众带去实惠，享受
到快捷的光纤宽带服务。

【助力疫情防控】　落实 “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全力保障

网络畅通，提供优质的通信支撑、服务支撑。

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２９日，接到县疫情防控指挥部通
知，当天新建、开通县人民医院隔离病区３条专
线，其中数据线路２条、直联省医远程医疗系统
互联网１条，全力保障医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驻村帮扶】　驻村帮扶马楼乡沙渚汪村、丁庄
村、郝楼村。２０２０年，为贫困户送米面油、现金
及衣物等３万元；开展消费扶贫，购买农产品；
向省、市公司协调扶贫专项资金６万元，建设分
包村基础设施，打造宜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获得全国模范职工
小家称号。

（安　娜）

联通公司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联通公司内设机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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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部、公众客户营销中心、政企客户营销中

心、网络中心，下设城区营业部３个、乡镇营业
部１４个。全县营销网络全覆盖，是能够提供全
面综合业务的骨干通信企业。

【主营业务】　２０２０年底，全县５５５个行政村全
部实现通光纤、４Ｇ网络覆盖、宽带覆盖等互联
网接入业务。所有宽带用户全部实现光纤全覆

盖，宽带速率均达到１００Ｍ以上。借助高速手机
网络和光宽带网络综合优势，先后与多个政府

职能部门、事业单位开展战略合作，承建平安

鲁山、数字城管等重点项目。

【５Ｇ建设】　２０２０年，投资建设５Ｇ基站４７个，
基本实现，城区政府部门、重点场所及人员密

集区域的５Ｇ覆盖。

【网络建设】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启动河南联通普
遍服务光纤宽带覆盖，涉及１１个乡镇４０个贫困
村。线路投资约４２万元，设备投资约７８万元，
２０２０年底全部完工。

【驻村帮扶】　公司高度重视，把驻村帮扶工作
列入重点任务，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按照脱贫攻坚指挥部要求，严格落实 “四不

摘”，强化纪律，压实责任。集中帮扶日帮扶责

任人入村入户进行结对帮扶，提升贫困群众认

可度、满意度。驻村工作队为贫困户的滞销产

品代言，公司员工积极参与消费扶贫，促进贫

困户实现增收，确保贫困户收入有保障。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被命名为市级文明单位。
（李　婧）

电信公司

【概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鲁山分公司成
立于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按照国务院电
信业重组工作部署，中国电信承接 ＣＤＭＡ移动
业务，开启全业务运营。主要经营国内、国际各

类固定电信网络设施 （含本地无线环路），进行

国际电信业务对外结算，开拓海外通信市场，经

营与通信业务相关的及国家批准的其他业务。内

设机构有综合中心、网络中心、政企中心、客经

中心、城区中心、强商中心，以及４个乡镇中心。

【５Ｇ建设与应用】　２０２０年是中国５Ｇ网络大规
模建设的第一年，电信公司与友商充分利用资

源禀赋，以市场需求牵引，前后端联动工作模

式，坚定推进共建共享，以 ＳＡ为目标网架构，
建设覆盖广、速率高、体验好的５Ｇ精品网。

【助力平安乡村建设】　２０２０年初与县政法委、
县公安局签订平安乡村建设合作协议，利用网

络、平台及技术等优势，多举并措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共完成１４２个村庄的
“平安乡村”建设，累计安装高清摄像头 １１８２
个，实现村庄道路路口、密集人群活动场所等

关键区域的视频监控，并实时传送给村委会、

乡镇政府和辖区派出所，建成县、乡、村三级监

控平台，搭建起基层治安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同时，家家户户借助中国电信的 “天翼看家”

远程系统，通过手机远程监控家庭的每个角落，

实现为家护航。

【驻村帮扶】　公司定点帮扶村磙子营乡朴实头
村，投入资金物资价值５万元，参与实施村基础
设施、项目引进、环境治理、蔬菜和张良姜种

植、公益扶贫等扶贫项目。依托本村电子商务

基地优势，流转土地种植张良姜１００多亩，协助
建成生姜保鲜室 １座，可以储存生姜 ３２万斤。
姜窖项目引进资金４０万元，协助５户贫困户实
现小额金融贷款１５万元，采购价值９０１万元的
消费扶贫产品，线下协销贫困户种植的鸭梨４０００
余斤，价值１５万元。协助推进 “六改一增”、购
买健身器材等文化娱乐设施，协调资金５万元建
设标准化村室、主要干道制作党建宣传标语。

（李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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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管理

【概况】　鲁山县商务局是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和
省有关国内外贸易，国际、国内经济合作，统筹

协调、归口管理全县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商贸

流通、对外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电子商

务等工作的县政府工作部门。内设办公室、对

外开放服务股、市场秩序股、市场建设发展股、

法规和贸易股 （行政审批服务股）、电子商务股

职能股 （室）６个，下设二级机构１个：鲁山县
商务稽查大队。机关编制为１６名，二级机构事
业编制１３名。在职人员共５５人。

【社会消费品零售】　一是强化统计管理，确保
数据客观准确。与统计局和乡 （镇、街道）及

企业沟通联系，督促统计人员如实、按时上报

数据。开展企业大调研、大服务活动，监督企业

特别是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的数据评估、

预测。二是２０２０年后半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好转，陆续推出消费政策刺激内需，市场销

售触底回升，稳步向好。２０２０年新增入库１９家
（其中大个体１２家、法人企业７家），全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完成７０６４亿元，比去年同
期下降４３％。

【对外贸易】　一是建立外贸企业首席服务官制
度。每家外贸企业由一名班子成员或股室负责

人担任首席服务官，主动服务外贸企业。二是

联系对接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许昌营业部，协

助鲁山县景鑫商贸有限公司成功理赔。三是组

织外贸企业参加各类展会，指导企业用足用好

扶持政策，提高外贸企业进出口积极性。帮助

河南吉尔木食品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申报 “暖

春行动”支持，指导洁利康、吉尔木、博雅工

贸和华豫万通参加第 １２７届、１２８届网上广交
会，为河南吉尔木食品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发
放２０２０年度第一批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２５

万元，为洁利康、吉尔木等４家公司拨付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中小开项目资金 ３８３３万元，为洁利
康、华豫万通拨付２０１９年下半年中小开项目资
金１１６万元，帮助洁利康申报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支
持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市场项目资金 ５２７万元。
２０２０年，全县外贸进出口累计完成１３７８０万元，
同比增长４３９％。

【招商引资】　成立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建立局领导分包项目制度，全程参与

项目协调推进工作。一是与河南万邦国际农产

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厚疆实业有限公司

初步达成协议，拟在鲁投资１５亿元建设万邦农
产品批发冷链物流园项目、投资５亿元建设鲁山
县万邦·新生活农产品综合体项目。二是与河

南哲思互娱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拟投资４２亿元建设世界直播电商 （鲁山）基

地县建设项目。三是与北方一电风能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协议，拟投资１亿元建设二手车交易与
报废机动车回收项目。四是商务局申报的重点

项目———鲁山五洲国际商贸城Ａ区已开业。

【成品油市场管理】　一是排查整治黑加油站
（点）。联合公安部门取缔非法售油窝点和非法

售油车２２处，查处非法油品７０余吨。二是检查
油品质量。依托平顶山中石化、中石油两大公

司对全县社会民营加油站油品硫含量和乙醇含

量实施抽检。全年抽检３２５批次，行政处罚立案
２起，处罚２起，共罚款３万元。三是专项检查
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全县加油站油气回收装

置运转正常，无违规现象。四是建立信息共享

管理机制。全县加油站实施 “红黄蓝”动态管

理和 “放心、一般、问题加油站”分级管理。

根据加油站的经营状况和成员单位反馈的情况

对加油站的 “红黄蓝”进行动态调整３次。至２
月，全部为 “放心加油站”。２０２０年全市成品油
市场专项集中整治工作中，成绩突出，被市政

府办颁发评为先进集体。

【电子商务】　２０２０年，电商服务覆盖全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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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４０多万农村居民，全年完成电子商务交
易额 ７８４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３１亿元，
通过微信、直播、快手、抖音等社交电商平台累

计促销滞销农产品３２００余万元。一是构建电商
平台。县政府投资建成使用面积７５００平方米的
鲁山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及电商产业园，

中心具有人才培训、创业孵化、美工摄影、企业

运营、线下展示等多项功能，为入驻企业和创

业个人免场地租金、物业、水、电、网络使用费

等优惠政策，发挥电商集聚效应。全县涌现出

新型电商主体，如淘宝直播、平台直播、小程序

商城、自媒体、线下体验店、新型应用电商企业

（合作社）等１０００多家，各类网商总数４８００余
家。二是开展电商培训。疫情期间开通线上培

训二期，培训６００余人次；线下培训５期，培训
９０８人次。三是引导返乡青年创业，推动鲁山农
产品上行。瓦屋镇上寺村大学生雷德华、磙子

营乡电商创业者刘深圳、仓头乡创业青年朱朝

军、土门办事处电商服务站荆育程、辛集乡王

鲁芳、徐客还等人返乡创业，创立农产品品牌。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蒲公英茶、张良姜、木耳、香

菇、赤松茸、冬桃、蓝莓、酥梨、大年沟血桃、

猕猴桃、蜂蜜等当地农特产品，销售额达到８００
余万元，为 ６６名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带动
２００多户增收。四是网络直播带货。蒲公英茶网
上直播活动，副县长王金刚与网红一起直播推

介蒲公英茶的作用和功效。并为直播间粉丝推

介大年沟血桃、库区蓝莓、张良姜、董周酥梨、

　　４月 １１日，由河南电视台、省商务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联合发起的 “大象

助农团”县长直播带货活动在董周乡小集村

食用菌基地开播

鲁山花瓷等其他众多特产。短短一个多小时的

直播活动销售４０００多单，销售金额８万元。大
象助农团县长带货直播活动在董周乡小集村食

用菌种植基地举行，１０余家本地电商直播企业
同步直播。２个多小时的直播间累计观看１０万
余人次，直播销售 ２０００余单，销售额 １０万余
元。消费扶贫集中采购暨电商扶贫蓝莓节 （直

播助农）活动吸引５０余家单位参展，参展农特
产品４０余种，现场销售１５万元，网上同步直播
销售２０００余单，销售额２０万元。县长李会良与
小沈龙团队 “龙帮办”参加 “县长请你品鲁味”

大型直播带货助农扶贫活动，现场下单购买蓝

莓、香菇、木耳、蚕丝被等鲁山农特产品２万余
单，销售额６０多万元。熊背大年沟首届血桃采
摘节，通过淘宝、京东、微信等电商渠道销售

（含预售）血桃１３万斤６５万元。张店乡竹园村
爱心助农直播带货活动直播间浏览人数１万余人
次，销售１４８０单，销售额３万余元。五是消费
扶贫专馆、线上专区建设。开发鲁山扶贫特色

馆网上商城，鲁山县方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

展馆运营企业，已对接全县 ４０多家带贫企业
４００多种产品。建成鲁山县扶贫特色馆、绿润优
选、鲁山京东特色馆等线上扶贫专区５个，线上
销售３００多万元。

【物流配送】　建成面积６６７７平方米的县级物
流快递分拨中心、乡镇物流分拨站点２１个，村
级快递物流收发点与电子商务服务点合并建设，

打通三级物流服务体系。开发 “象过河”智慧

物流软件，对配送进行实时监控。开设 “通村

到户”物流快递线路，实现仓储、安检、分拣、

配送一站式服务。整合邮政、菜鸟、“四通一达”

等快递企业，实现共同配送，已开通村级物流配

送点１１０个，实施一天两配送。截至年底，完成
配送上行２３０多万单，下行１３００多万单。

【安全生产】　一是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制定下
发 《鲁山县商务局关于印发鲁山县商贸领域风

险大防范工作方案的通知》（鲁商务 〔２０２０〕１６
号），建立健全事故联合处置机制，组织解决安

７７２现代服务业　



全生产重点难点问题，强化事前、事中监管，推

进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二是落实责任。

制定下发 《鲁山县商务局关于明确安全生产工

作职责的通知》，为推进商贸领域风险大防范工

作奠定基础。三是专项整治。制定下发 《鲁山

县商务局 ２０２０年度安全生产检查工作计划》
《鲁山县商贸行业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

《鲁山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鲁山县商务局关于开展全县商贸行业

房屋建筑和人员聚集场所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的通知》。复工复产之后，成品油领域检查出

动执法车辆２８４余次，执法人员１３００人次；汽
车销售及二手车市场检查出动车辆１４余次，执
法人员３６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检查出动车辆
２０余次，执法人员４６人次，下达整改通知书３０
余份，全部整改到位。

【疫情防控】　一是重点围绕生活必需品的储备
及保供、市场监测、产销对接、物资畅通等方

面，指导大型商场、超市及农贸市场等商贸流

通企业的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年上报生活

必需品日常监测信息 ２２０条，生活必需品周报
７２篇，农贸农批市场日报３０２条，生活必需品
疫情日报１２０篇。疫情期间先后为保供企业和商
户办理县内、市内、省内生活必需品运输车辆

各类通行证６４个。统筹安排１１家保供企业物资

　　县商务局与市商务局协调，为１１家企业
办理市内通行证Ｃ类证３９张，省内通行证 Ｂ
类证５张，解决县域内商超生活物资运输困
难问题

运输车辆使用近８００余次，累计运送生活必需品
等物资２０００余吨。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６月，被评为食品安全工作
先进单位。９月，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招商选资
先进单位二等奖、鲁山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

作先进集体二等奖、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被县

政府评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理争先创优先进

单位。１０月，被市政府办公室评为２０２０年度全
市成品油市场专项集中整治工作先进集体。李

笑高获得平顶山市商务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赵喜民获得平顶山市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

样”先进个人 “贡献奖”称号。

（马葱葱）

粮食收储

【概况】　鲁山县粮油收储服务中心担负着全县
粮食收购市场准入、粮食市场监管、社会粮食统

计、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监管、地方储备粮

油及全县商品粮油的保管和安全储存等职能。

粮油中心内设职能科室６个：办公室、人事
股、财务股、业务股、监察室、监督检查股，现

有工作人员１８人。
粮油中心下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１２个，

企业职工总计 ３８３人。仓库容量 １８１万吨，
２０２０年底存储小麦１２８万吨。

【小麦收购】　２０２０年，通过腾、并、挤和旧仓
改建，备仓３万吨，收购最低价小麦。因气候原
因小麦减产，全县完成收购政策性小麦４５４８吨。

【地方储备粮体系建设】　鲁山县县级储备粮所
有权、调拨权属县政府。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０日，开
磅轮入收购县储粮，完成６１８４吨的轮换任务。

【军粮供应】　鲁山县军粮供应站是鲁山县人民
政府设立的唯一的军粮供应单位，采取统一采购，

８７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统一调配，以米面为主。军粮供应全年无休假，

２４小时不间断为部队服务。军粮质量实行 “一批

一检验一存档”制度。军供站严格执行军粮供应

保密规定，军粮供应实行军粮财务单独核算。

【疫情保障】　２月１２—２６日，到鲁山雪阳面粉
厂和熟食加工好味道馍业网点了解生产和供应

情况及原料库存情况，并协助解决生产原料所

需，确保全县每天不低于２００吨成品面粉物资保
障的储存。为保证疫情期间粮油充足，派出监督

员入住应急加工、供应企业进行监管。到应急网

点军粮供应站、天亿粮油商贸公司、永佳面粉厂

了解面粉、大米、食用油的库存、供应情况。

【驻村帮扶】　帮扶村分别为熊背乡南子营村、
张官营镇楝树村，共派出１７名帮扶责任人结对
帮扶６８户，其中南子营村１１人结对帮扶５５户、
楝树村６人结对帮扶１３户。筹资４万元对９户
贫困户实施 “六改一增”，６０００元为贫困户购置
电线、水管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春节给贫困户

送去米、面、油价值１万余元；组织职工为贫困
户购置价值７０００元的棉衣、棉被。

【荣誉榜】　粮油中心获得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工作责任目标优秀单位、全县政务信息工作先

进单位、鲁山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

体等。孟庆立被评为全省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先进个人。

（栗元臣）

供销合作

【概况】　鲁山县供销合作社是参照公务员管理
的正科级财政全供事业单位，核定编制 ２０人，
内设职能科室６个。全系统辖２２个基层供销合
作社、７个直属企业，总资产１５５２１万元，所有
者权益６７２７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在职职工８８６
人，离退休干部职工１０９１人。

【商品购销】　２０２０年，全系统商品总购进
８５０００万元，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２５６％；商品总销售
９２３８０万元，比 ２０１９年增长 ２６４％；实现利润
１０２万元，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１０２％。

【农资供应】　发挥点多面广的优势，开展总经
销、总代理和有效对接经营网点，坚持将农民

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送村入户，送到田间地头，

逐步形成规范化、系列化农业生产服务新体系。

２０２０年，组织供应各类化肥８６万吨、各种农
药４２０吨、农膜９５０吨、各种农机具４万余件，
继续发挥供销合作社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

【新网工程】　县供销合作社招商引资项目 “新

网工程”金盛美连锁超市，２０２０年在县城新增
超市４家、冷链物流中心１个。截至１２月，连
锁超市已达２３个，就业员工８６０人，经营品种
４８万余种，年销售额３５亿元以上。２０２０年９
月５日，全国 “聚商联盟走进金盛美零售交流峰
会”在鲁山县召开，大大提升 “新网工程”品味

和金盛美的知名度。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

副主任张留根到鲁山调研时给予高度评价。

【电子商务】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

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

和 《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扶贫的通知》

精神，成立鲁山县致和润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设集 “交易、服务、监督”功能于一体，实

现县域农副产品在网上展示、网上交易、物流

跟踪、在线支付、产品追溯、一站式聚合的

“扶贫８３２平台”。２０２０年已注册供应商１８家，
线上在售香菇、木耳、粉条、花椒、食用油、酥

梨、血桃、蓝莓、石榴、猕猴桃、板栗、葡萄、

花生米、冬瓜、红薯、雪洋面粉等１８个项目３３
个品种，销售额 ４３５万元，商品远销北京、上
海、广州、天津、沈阳、重庆、成都、兰州以及

周边等地区。

【救灾物资储备】　２０２０年，为确保昭平台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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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区安全度汛，县供销社储备防汛苇席２０００
条、编织布 １０００平方米、钢锨 ２０００张、洋镐
１０００把、抬筐 １０００个、抬杆 １０００根、大铁锅
２０口、编织袋１万条、５～１０米毛竹１０００根。

【综合改革】　一是多方筹资升级改造下汤供销
合作社王庄经营网点，新增经营设施 ５００平方
米，增加新活力。二是建立村级供销合作社。按

照 “共同出资、共创品牌、共享利益”的原则，

领办磙子营乡刘八庄村村级供销合作社。巩固２
个专业合作社，引导４５个专业合作社，发挥供
销合作社服务社会、服务 “三农”的作用，为

服务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强大动力。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
期，县供销社主动承担全县群众生产、生活物

品的供应工作，利用新网工程金盛美连锁超市、

基层供销合作社、村级服务网络，多渠道组织

商品采购、运输，为群众配送２００余车次、１５００
多吨、价值２亿元以上的生活物资，保证群众生
活所需。同时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

产，克服种种困难，为农民春耕组织化肥３０００
余吨、农药３０余吨、农膜１５０余吨，为疫情防
控和农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驻村帮扶】　派驻贫困村仓头乡赵竹园村和非
贫困村仓头乡孙湾村、琴台街道米章村。２０２０
年为贫困村帮扶资金 ６８５万元，消费扶贫
１７６８８元，实现整村脱贫摘帽。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荣获平顶山市供销合作社基
层社建设先进单位、平顶山市供销合作社综合

业绩考核二等奖。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平安建

设先进单位，继续保持县级文明单位称号。

（李建庄）

物资服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县物资服务中心内设办公

室、人事股、财务股、计生办、保卫科，下属金

属公司、建材公司、供应公司、物资贸易中心、

煤炭公司 （已改制）、木材公司 （２０１８年已改制
完毕）、鲁山县民用爆破器材专营公司。

【防汛物资储备】　２０２０年，储备防汛物资炸药
２０吨、雷管５０００发、木材１００立方米、铅丝３
吨，保障全县人民安全度汛，支持全县工农业

生产。

【关爱下岗职工】　物资系统现有下岗职工１８０
余人，大多数生活比较困难，有选择地介绍外

出务工或就近就业。

【安全生产】　加大对民爆仓库安全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入，仓库围墙加装周界报警系统，架设

铁丝网，仓库四周加装电子光栅红外探测报警

器，检测和更新避雷设施、防静电设施、消防器

材。聘请消防安全专家作专题讲座，适时进行

消防演练。配合县安监局、县工信局开展 “春

季安全大检查”和 “冬季安全大检查”活动，

通过省民爆局组织的安全验收。

【驻村帮扶】　一是２０２０年春节前向分包的赵
村镇小尔城村送去慰问金，给贫困户送去面、

油等慰问品。二是 “七一”前夕慰问贫困党员。

三是开展消费扶贫活动，解决贫困户的销售难

题，增加贫困户收入，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杨涛源）

商业服务

【概况】　鲁山县商业服务中心位于人民路西段
７５号，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３月，为正科级财政全供
事业单位，总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编制１５人，实
有人员１３人。单位内设办公室、人财股、法制
安全股、信访室、监察室等职能股室。

商业中心主管６个公司１个厂１个集体企

０８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业。国有企业２个 （食品公司、肉联厂），改制

企业４个 （森源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百货公

司、五金交电公司），倒闭企业２个 （事达购销

中心、商业局综合公司）。国有企业实行经理

（厂长）负责制。

县委设立中共鲁山县商业服务中心委员会，

直属县委领导。

【信访稳定】　长期以来，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
业经营状况普遍欠佳，且历史包袱沉重，加上

下岗人员多，离退休人员多，累积欠账多，“三

金”难以足额缴纳等现实，信访稳定工作任务

繁重。中心党委把信访稳定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经常排查各类不稳定因素，并由班子成

员分包解决；定期不定期地召开座谈会，真心

实意地为下岗职工和特困职工办实事。

【驻村帮扶】　派驻马楼乡马塘村开展驻村帮
扶，６个帮扶人帮扶１８户。２０２０年脱贫１３户２３
人，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其中：享受到户增收

３户１０人，安装户用光伏发电７户２４人，设置
公益性岗位 １４个，实施危房改造 ８户 １０人，
“六改一增”６户，享受教育补贴６户，产业奖
补６户，就业奖补５户等。

（刘世超）

市场服务

【概况】　鲁山县市场发展服务中心位于县城人
民路东段，原名鲁山县工商局市场建设中心；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与县工商局管办分离，成为隶属县
政府的正科级单位，更名为鲁山县市场发展服

务中心，内设股所 （室）６个，即办公室、财务
股、纪检监察室、鲁城商场管理所、墨子市场管

理所、蔬菜市场管理所。服务中心办公面积４８０
平方米，编制１３０人，实有在编职工１２１人。

【农商小镇项目】　该项目地址在琴台街道三里

河转盘东北角，拟占地约３００亩，总投资约１０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３２万平方米。主要是以农
产品批发为主的专业市场，包括蔬菜交易市场、

果品交易市场、粮油交易市场、肉类冻品市场、

禽蛋交易市场、干菜调味品市场、农资农机市

场七大类专业市场，同时配套仓储物流、冷库、

停车场、商务办公、酒店、电子商务大厦等工

程。土地征收已摘牌，正在清理地面附属物。

（申亚芳）

盐务管理

【概况】　鲁山县盐务管理局地处鲁山县城铁路
北仓库路中段，始建于１９７５年，占地面积２２５
亩，院内有库房６栋５９间，总库容量３２８０吨。

县盐务局隶属鲁山县政府的正科级事业单

位，负责全县盐业管理、盐政执法工作。２０２０
年底在册人员 ４１６人，其中：在岗人员 ５７人、
内退人员 ４７人、请长假人员 ２６人、待岗 （挂

靠、下岗）人员８５人、离退休人员２０１人。

【盐政执法】　一是加强盐政管理，行政执法人
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率１００％，盐政案件结案
率９８％以上。开展宣传教育和专项整治活动，
监督检查各乡镇集贸市场、旅游景点、学校食

堂及其各区域的餐饮单位、食盐零售店、食品

加工企业等，不漏一户，不留死角，确保全县人

民群众的食用盐安全。２０２０年查处盐业违法案
件３１起，没收合格及不按国家规定渠道销售的
食盐２５吨，罚款７０００元。

【盐业宣传】　开展盐业法规和碘缺乏病防治知
识宣传，提高群众对食盐相关知识的了解和对

防治碘缺乏病的认识，巩固碘缺乏病的防治成

果。印发 《关于食盐市场安全供应及监管告知

书》，宣传告知群众要从有批发资质的正规渠道

购进食盐，建立购盐记录，索证索票，提高食盐

安全意识，确保自已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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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体制改革】　一是制定盐业体制改革方
案，成立领导小组，稳步推进。二是按照盐业改

革要求，建立食盐储备制度，制定应急预案。提

请县政府按全县人口基数及不低于一个月的销

售数量进行食盐政府储备，确保食盐供应安全。

【食盐营销网络】　推进食盐电子追溯体系建
设，逐步实现食盐的网上销售和配送。制作防

伪标记二维码，逐步建立食盐来源可追溯、流

向可查询、风险可防范、责任可追究的食盐安

全保障机制。

【碘盐供应】　全县设立未加碘食盐供应点 ３４
个，确保合格碘盐覆盖率达到９０％以上，有效
巩固碘缺乏病防治成果。

【疫情保障】　２０２０年春节，全员上阵，打响抗
击疫情保卫战。一是成立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主动作为。二是布控盐业大厦院落。各楼道醒

目位置张贴预防新型冠病毒的知识，引导所有

住户加强自身保护。三是关闭琴台街路口，严

守向阳路路口；成立盐业大厦临时党支部，坚

持４５天２４小时四班轮流值守。被评为 “疫情防

控先进党支部”。四是自愿捐款６２人２７６７元支
持疫情防控工作。

【驻村帮扶】　开展实地走访调研，了解贫困状
况，分析贫困原因，选上增收项目，所包村熊背

乡晒衣山村实现整村脱贫。为驻村队员办理人

身保险、按时体检等，做好后盾支持。

【荣誉榜】　盐务局获得鲁山县创建国家卫生县
城工作先进集体 “三等奖”称号。

（高　柯）

石　　油

【概况】　平顶山鲁山石油分公司前身为鲁山县

石油公司，属鲁山县商业局下属机构。１９９８年
整体上划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下属分公司，

属国有企业。２０００年中国石化集团上市，更名
为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平顶山鲁山石油

分公司。２０１４年企业重组再次更名为中国石化
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平顶山鲁山石油分公司。２０１９
年企业改制更名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平顶山鲁山石油分公司。办公地点位于鲁

山县鲁平大道与振兴路交叉口西南鲁平大道加

油站。主要经营汽柴油、润滑油、天然气、零售

百货等。

公司有下属加油站２０座，分布于全县１５个
乡 （镇、街道），在职干部职工１０２人，其中班
子成员３人、机关管理人员７名、油库及实业公
司４人、加油站人员８８人。

【油品销售】　２０２０年，轻油零售量３００８７吨，
完成目标任务 ３２５７１吨的 ９２４％，同比降幅 －
１４３％。其中：汽油销售 ２２３４９吨，同比增长
１７％；柴油销售７７３８吨，同比降幅－４１１％。

【非油品销售】　２０２０年，非油品销售１３６２万
元，完成目标任务 １２５１万元的 １０８８％，同比
增加１３５万元，增幅 １１％。其中：基础类销售
９６４万元，完成目标９２０万元的１０４７％；服务
类销售３９８万元，完成目标３３１万元的１２０３％。

【天然气销售】　２０２０年，天然气销售８０７４万
立方 米，完 成 目 标 任 务 ７１万 立 方 米 的
１１３７２％，同比降幅１９７８％。

【油品市场整顿】　主动与政府职能部门协调，
开展油品市场整顿，打击 “自流黑”窝点，减

少不正当竞争。２０２０年打击黑加油站１座、黑
加油点１０个、黑流动车１３辆，没收油品１０７０２
吨。配合商务局抽检社会站油样送验，全年共

计化验油样６００余个。商务局对油品质量化验不
合格的加油站进行处罚整顿，从而净化市场。

【拓展服务项目】　一是 “三夏”期间，在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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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保供站 １０座，执行柴油保供价格。开展
“进站如家”活动，在鲁山六站等具备条件的加

油站设立跨区农机手临时休息室、淋浴室、就

餐处等，免费为农机手提供增值服务项目，营

造如家环境，树立石化良好的品牌形象。二是

利用公司优惠政策，开展医护卡到医院办理，

推销 ＡＰＰ绑卡，推广微信小程序、石化钱包，
非油品联销产品，格力空调、农特品和化肥的

联名销售，丰富服务项目。

【疫情防控】　严格落实疫情监测汇报制度，每
天不定时检查加油站疫情防控落实情况，及时

为加油站员工发放口罩、一次性手套、酒精、消

毒液等物品，并督导严格落实佩戴口罩、室内

通风、及时洗手、定时对加油站现场、设备等进

行消毒等防护措施。所有加油站在加油机上粘

贴提示贴，营业室门口两侧粘贴 《致广大客户

的一封信》，设有ＬＥＤ显示屏的滚动播放，移动
音响循环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引导人们理性认

识疫情，科学实施应对，守护一线员工安全。

（万又铭）

烟　　草

【概况】　鲁山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设综合

管理办公室、财务管理科、人事科、安全管理

科、监察科、卷烟客户服务部、烟叶生产收购服

务部、专卖监督管理科、内部专卖管理监督派

驻组等职能科室９个，下设基层一线机构２１个，
即专卖打私打假稽查队１个、内部监督稽查队１
个、烟叶工作站１个、市场监管稽查队９个、卷
烟市场部９个等，负责全县烟叶生产、收购、调
拨以及卷烟销售、市场管理等工作。共有干部

职工４０２人，其中，在岗人数１５４人、离退休人

数２３９人、保留劳动关系人数９人。

【经营效益】　２０２０年，全力营造 “比、学、

赶、超”的浓厚氛围，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全年实现商品销售收入５９００８万元，
销售毛利１７３３７万元，实现利润４５２０万元。

【卷烟营销】　２０２０年，销售卷烟２２７６５８箱，
单箱均价２５９１９６８元，实现卷烟毛利１７１９８万
元；省产烟销量１４７２６箱，占总销量的６４８３％。

【烟叶种植】　２０２０年，全县种植烟叶５００亩，
收购烟叶４０２万公斤，实现烟叶税２３２８万元。
烟叶生产补贴投入２３８４万元，其中烟用物资补
贴１４１７万元、专业化服务补贴９６７万元。

【烟草专卖许可】　全年新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４４３户，延续８７户，审批注销商户１６户，停
业整顿商户３７户。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县持证
商户２６２２户。

【烟草专卖稽查】　２０２０年，专卖管理共办理涉
烟案件２９４起，查获非法卷烟１１２４８６万支。其
中查获非法渠道进货卷烟案件１６９起，查获真品
卷烟８７６４万支；查获假冒伪劣卷烟案件６８起，
查获假烟１２９２万支；查获物流寄递环节涉烟包
裹５７个，查处非法卷烟２９２万支；查处５万元
以上涉烟案件２起，５０条或５０００元以上案件４３
起。与公安、市场监管、邮政等部门开展联合行

动３０余次，出动人员１８６０人次，出动车辆３８５
台次，发放宣传通告１２万余份，排查疑似制假
场所２１０个，检查物流企业１９６所次，检查商户
１５万余户次。同时，“１１０４”厅督网络案件取
得重大突破，该案共刑拘８人，判刑７人，市场
净化率达到９６％以上。

（王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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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扶贫

农业农村

工作综述

【概况】　鲁山县农业农村局是根据鲁办
〔２０１９〕１号文件要求于２０１９年１月组建的县政
府工作部门，承担原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县

农业局、县畜牧局等相关单位的职责。

【复工复产助 “三农”】　疫情期间，协调天健
农业、博盾公司等企业解决从业人员务工流入

等难题，协调办理农产品交通运输证 （Ｃ级）
６１张，申请平顶山市区运输通行证２８份，临时
协调外地运输饲料车辆１２次，缓解农用物资运
输问题，确保农产品及农资、饲料等运得进、输

得出、流得通。

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微信公众号、农业工

作群、电视游动字幕等形式，多形式指导基层

群众开展春耕春管。以基层农技推广区域站为

载体，组建农艺师服务队９个，采取视频连线、
电话咨询、工作队入户、帮扶责任人一对一帮

扶等方式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就近帮助特困群

体开展田间管理作业。

【粮食生产】　一是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
制，克服疫情影响，强化技术服务，立足提单

产、保总产，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二是开

展以小麦 “一喷三防”为主的统防统治工作。

利用１６０万元专项资金，统防统治全县６个重点
乡镇１８万亩生态小麦。三是坚持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发展生态粮 ５万亩、优质大豆 ２５万
亩、饲料粮３５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１１万亩，田网、路网、水网、林网、电网不断
完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灾防灾能力不断

提升。全年粮食总产量达３１１５万吨，其中夏粮
播种面积４６５８万亩，总产量１４６８万吨，产量
实现稳中有增；秋粮播种面积５３３万亩，总产量
１６４７万吨，与去年基本持平。畜禽存栏量４００余
万头，肉、蛋、奶产量达５万余吨。实现全县粮
食和主要农产品稳产增效，守牢 “米袋子”。

【产业扶贫】　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先后举
办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１４期８１５人，建立贫困
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连接机制。开展

“订单农业 ＋贫困户” “千头线分红 ＋贫困户”
“土地流转＋贫困户”“一二三产融合＋贫困户”
等模式推进产业扶贫，累计带动２１１万户６５
万多名贫困人口脱贫。发放农业保护补贴６００５
万元，发放种植业产业奖补２０８６０９６５万元，受
益贫困户１７９０８户；发放养殖业奖补５２２２６８万
元，受益贫困户３７８５户。

【特色农业】　依托库区蓝莓、董周酥梨、辛集
葡萄、瓦屋食用菌等区域特色农产品，成功创

建为 “中原蓝莓第一县” “中原香菇第一县”

“省级食用菌特色优势区”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香菇）标准化生产基地”。全县食用菌种植规

模达３６亿袋，其中：香菇２６３亿袋；葡萄３
万亩；酥梨１０万亩；桃２万亩，蓝莓１万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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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沣湍食品、瑞亚牧业等４家市级龙头企业申
报省级龙头企业，尧龙菌业、大北农等６家龙头
企业申报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放 “政银担”

助农支农贷款 ２００余万元，支持发展绿色、循
环、优质、高效农业。新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３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５家。北京亿峰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１０亿元建设智能温控冷链物流
产业园项目已签约。黑毛驴养殖现代农业产业

园等３家基地争创市级农业产业园，鲁山县迷迭
香红石榴现代农业产业园争创省级农业产业园。

开展 “三品一标”认证，组织申报绿色产品认

证１５个， “五里岭酥梨”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认证。全域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已通过

省级验收，完成县级全年农产品质量定性抽检

７０００个、定量抽检 ６００个；培训县、乡监管人
员及经营主体，建成质量追溯点１２个。

【绿色农业】　以秸秆综合利用、农膜回收、畜
禽养殖场粪污综合利用、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９２％，农膜回收利用
率平均达到８６７％以上，畜禽养殖场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到９２％，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到８５５％。一是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打隔
离带、成立应急处置机械分队、主要领导靠前

指挥、实行禁烧奖惩”等关键措施被市禁烧办

在全市推广。依托养殖企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收贮秸秆，青贮、黄贮秸秆７９１万吨，直接还
田２５８万吨，秸秆能源化利用１２万吨，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９２％。二是回收废旧农膜。建成
废旧农膜回收网点５个，加强市场巡查监管，严
禁不合格农膜进入市场流通，切断超薄农膜市

场供应。全县农业生产利用农膜约４８６吨，回收
约４２１５吨，平均回收率达到８６７％。三是畜禽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

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强化畜禽养殖企业管理，

推进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全县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１４１个，
粪污处理利用设施配套率１００％，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９２３６％，大部分发酵还田利用。

【人居环境】　一是稳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全县配备专职保洁员１７６８人，整合公益性
岗位兼职保洁员４０００余人，通过设岗定责、绩
效管理，全天候保洁。引进北京首创集团全域

垃圾收运项目，形成覆盖全域、城乡一体的垃

圾收运处理体系，构建一体化管理、全方位覆

盖的生活垃圾清运体系。每个乡镇确定１个村进
行试点，探索推进垃圾分类。二是开展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在张良镇、下汤镇等政府所在地

建设乡镇污水处理厂５座，在四棵树南营村等村
组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４座，村组修建各类排
水沟渠８００千米，农村污水初步得到有效管控。
三是开展 “厕所革命”。完成户厕改造 １３０６９
户。建立乡主导、村实施、户维护管理的乡、

村、户三级联动管护长效机制，保证农户改造

厕所常态运行。在贫困村新建水冲式公厕 １８８
座，在乡镇政府所在地新建三类标准公厕４０座。
四是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全面开展清路、

清河、清田为主要内容的 “三清”行动。五是

巩固提升村容村貌。围绕 “一通四化”（农村道

路畅通、亮化、美化、绿化、文化），持续开展

房屋立面美化、游园花池植绿、废弃坑塘治理、

破旧危房整治等工作。拆除零乱建筑３８处、破
旧危房３２０处，清理坑塘沟渠６８个，修整路肩
２００千米，新建游园 ６９处，安装路灯 ３２０盏，
墙体美化 １２万平方米，村庄绿化、廊道绿化
５００余亩，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提升。同时，开展
乡镇政府所在地专项整治，明确１０项整治内容，
有效破解政府驻地基础设施薄弱、环境面貌较

差的局面。

【畜牧养殖】　２０２０年末，全县肉、蛋、奶产量
分别达到２８３万吨、２４９万吨和１７７万吨。畜
牧业产值达到１５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２％。生
猪出栏增加２２２％，存栏增加７８８％，其中能
繁母猪增加１５６％；禽蛋产量增加３１５５％。

【农资市场监管】　结合 “３·１５”消费者权益
日等活动，开展农资宣传、农资检查活动，共出

动车辆２３０余辆次、执法人员９６０人次，举办现

５８２农业　扶贫　



场咨询活动１１场次，印发 《购种须知》等宣传

资料 ２万余份，悬挂横幅 ３０条，展示展板 ２０
块，接待咨询群众３０００人次。结合春耕、夏收、
秋播等时节，对全县农资销售网点依法进行拉

网式检查，抽检种子６８批次、化肥４批次、农
药１５批次，成功协调种子纠纷３０余起，发放农
药经营许可证１５０家。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全年
共查处违规农资案件２０起、立案３起，结案２
起，公示２起。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全县５５５个行政村３８１６
个村民组完成清产核资，完成率１００％。清查资
产１１５９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１０７亿元、非
经营性资产１０５２亿元；集体土地总面积２９４６１
万亩，其中农用地总面积 ２６５２２万亩。全县
５５１个村完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股权
设置和股权量化和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工作。

全县共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８４５４万人，
确认折股量化总额２６８９３９万元，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覆盖率达到１００％，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５
万元以上１００％，１０万元以上１４４个；所有行政
村已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发证率达

到１００％。

【乡村振兴】　在全县谋划生态循环农业、休闲
观光旅游、特色种养观光、休闲户外拓展之旅、

现代高效种养产业５条乡村振兴示范带。２０２０
年，重点集中打造生态循环农业、休闲观光及

户外拓展２条示范带，涉及８个乡 （镇、街道）

３６个行政村。一是规划引领。统筹谋划示范带
村庄发展定位、主导产业选择、用地布局、人居

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建设项目安排等，推动各

类规划在村域层面 “多规合一”，做到先规划、

再建设。示范带内３８个行政村已编制完成 “两

图一表一说明”。二是示范带动。整合资金１０００
万元，为示范带行政村安排公厕、道路、垃圾分

类、污水治理等项目４８个，积极推进示范带创
建工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好头、起好步。

（程春爱）

蚕　业

【概况】　鲁山县蚕业发展服务中心前身是鲁山
县蚕业局，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根据鲁编 〔２０１９〕１１
号文件予以更名，为县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

位，主管全县蚕业生产工作。２０２０年，县蚕业
局设办公室、生产股２个股室，下设鲁山县蚕业
工作站、赵村柞蚕原种场、王庄柞蚕原种场、瓦

屋柞蚕原种场、熊背柞蚕原种场、土门柞蚕原

种场、鸡冢柞蚕原种场７个二级机构。２０２０年
末全系统共有干部职工１１６人，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 ２２人、蚕业技术工人 ６２人、管理人员
３２人。

【蚕种繁育】　２０２０年春季，鲁山县繁育生产的
柞蚕品种主要为３个，即 “贵州一一”“川８”
“吉柞８８２”，引进胶蓝、鲁红、青蚕、浅蓝和白
蚕彩蚕品种５个。全县制种生产遵循 《一化性

柞蚕良种繁育操作规程》 （河南省地方标准）、

《河南省柞蚕良种繁育制度》，落实 “三级繁育

（母种、原种、普通种）、四级制种 （保育母种、

繁育母种、原种、普通种）”的良繁程序和 《关

于对蚕种质量实行全程跟踪检查的方案》，健全

柞蚕良种标准化生产体系和监督制度，良种普

及率达到９５％，种茧合格率达到１００％，基本实
现柞蚕良种化生产。

【柞蚕放养】　２０２０年春，柞蚕放养量 ９５３公
斤，养蚕面积７万亩，涉及赵村、下汤和瓦屋等
７个乡镇，养蚕户６３１户１６００多人，平均单产
３５０公斤，平均每公斤７０元，鲜茧产量３３３５５０
公斤，鲜茧产值２３００万元。

【桑蚕放养】　２０２０年，全县桑园面积５００亩，
涉及张店乡、下汤镇、四棵树乡、董周乡等８个
乡 （镇）。全年养桑蚕种２６３张，产鲜茧７８００公
斤，产值３０多万元。

【蚕业科技】　一是春蚕放养期间，抽派３０多
名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服务小组 ５个，深入蚕

６８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区，实行一站式技术服务，技术指导到村到户

到蚕坡。二是邀请河南省蚕科院专家亲临下汤

柞蚕示范园区，指导老梢育技术要点，解决养

蚕伐坡劳动强度大问题，为大蚕期蚕儿提供充

足优质的饲料来源。三是结合 《柞蚕疫病防治》

《生态蚕茧经济技术开发规范》项目建设，为蚕

农免费发放驱鸟液、防鸟网、甲虫散、灭蚕蝇乳

油等物，预防柞蚕病、虫、鸟害，激发农民养蚕

积极性。

【扶持丝绸家纺企业】　分别给予鲁山县仙女织
工贸有限公司、河南水云间有限公司、河南靖

琨实业有限公司３家企业补贴资金１０万元，给
予河南伟富实业有限公司补贴资金４万元，主要
用于技术交流、产品宣传推介和外出考察学习

等方面的支出。

【示范园区建设】　以柞 （桑）蚕示范园区创建

为亮点，以科技兴蚕为抓手，通过亮点辐射带

动，促进柞 （桑）蚕产业全面、稳健发展。一

是继续建设生态高效柞蚕示范园区。下汤镇松

树庄村石家沟、四棵树张沟村、瓦屋马停村等

园区在原有基础上完善房屋建设，建成中刈高

效树型，引导贫困户在园区放养柞蚕，增强园

区的示范作用。加快河南无公害优质柞蚕茧生

产技术集成与推广、豫大一号等蚕业科技新成

果，柞蚕新品种推广和应用力度，为全县蚕业

树立亮点，示范带动全县蚕业发展。二是巩固

培育张店乡白象店村桑蚕示范园１个。２０２０年，
依托项目建设投资建棚１０座，每座４００平方米，
桑园面积 １００亩。至年底，白象店村桑园面积
１５３亩，养殖大棚１２座。

【蚕业投入】　充分利用县财政切块资金，购进
驱鸟液、甲虫散、灭蚕蝇乳油等蚕药，免费发送

《柞蚕高产丰产技术手册》１２００本、驱鸟液
３１００瓶、灭蚕蝇一号２５００瓶、防鸟网９４００个、
甲虫散等药物若干，有效预防柞蚕病、虫、鸟的

危害。不仅减轻蚕农的负担，而且为柞蚕丰产

奠定基础。

【蚕业奖补】　一是落实蚕茧补贴。即凡是涉蚕
企业收购的蚕茧，单价每公斤未能达到５０元的，
差额部分一律由政府资金进行价格补贴。二是

落实蚕种补贴。蚕农每放养１公斤柞蚕种补贴
１０００元，共发放补贴１３２１万元；桑蚕种每张
补贴４７元，共发放补贴１２３６１元。三是落实新
建桑园面积、土地流转、购买桑苗贴。每亩补贴

１０００元，每棚补贴５０００元，共发放补贴２６６万
元。四是春季为蚕农购买蚕业保险７９万多元，
为蚕业生产提供保障。

【产业扶贫】　一是鼓励鲁山县仙女织工贸有限
公司等涉蚕企业为３１户贫困户免费提供放养基
地和必要的生产工具，协助办理蚕种补贴手续。

二是向贫困户免费提供信息服务，调动蚕农养

蚕的积极性。

【驻村帮扶】　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选派３
名第一书记 （工作队长）、３名驻村队员开展帮
扶工作。选派４７名帮扶责任人对３个分包村的
１４５户贫困户开展结对帮扶。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６月，获得河南省农牧渔业
丰收奖二等奖；１１月，被评为全县平安建设工
作先进单位。２０２０年６月，余付德获得河南省
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第八名、蚕业工作先进

个人；４月，徐鹏飞、范春分别被县委、县政
府评为招商选资先进工作者、平安建设工作先

进个人。

（徐鹏飞）

烟叶生产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根据鲁编 〔２０１９〕１１
号文件要求，鲁山县烟叶生产办公室更名为鲁

山县农业产业服务中心，机构规格仍相当于正

科级，编制５人，实有１０人。内设办公室、生
产股、财务股、信访办等。

【烟叶种植】　２０２０年，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
烟叶生产政策，以发展现代烟草农业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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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技术创新，推行标准化生产。

２０２０年，全县烟叶种植面积 ５００亩，主要
分布在马楼乡、张官营镇、张店乡，其中优质烟

叶示范方１个；修建育苗大棚１个。全年收购烟
叶累计８０４担，投放资金１０５８万元，实现税收
２８万余元。

【疫情防控】　按照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成
立防控领导小组，组织党员参加社区疫情防控。

在防疫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仍尽力对孙街村

“两委”及贫困户进行帮助，捐赠医用口罩３００
余只、８４消毒液 ６０公斤、医用酒精 ２０公斤、
现金３００元。

【驻村帮扶】　派驻办公室主任任第一书记，组
建驻村工作队，吃住在村。单位结合实际，积极

为群众办实事，春节为贫困户送去米、面、油，

价值８０００余元；为改善贫困户的收入情况，在
集体采购孙街村贫困户农副产品 ２次，共计
１９００元，覆盖贫困户１２户。同时，协助村 “两

委”搞好社会治安、人居环境等工作。

（常文姬）

农机监管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根据鲁编 〔２０１９〕１１
号文件要求，鲁山县农业机械管理局更名为鲁

山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机构规格仍相当于正

科级。内设机构有：办公室、农机管理股、科教

股、农机补贴办公室、计划财务股；二级单位有

农业机械推广站、农机监理站、农机公司 （农

机公司已改制，已整体出让给喜临门商业有限

公司）。机构编制 ３９人，现有干部职工 ７２人
（不含农机公司）。

【农机作业】　２０２０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
４２万千瓦，其中柴油发动机动力３２８８万千瓦。
农机化作业情况。实现机耕面积３５６５千公顷，
机播面积 ６２３４千公顷，机电灌溉 ２７１４千公
顷，机械植保面积 １７０８千公顷；小麦机收
３１３５千公顷，玉米机收２１８９千公顷。

【农机装备】　一是拖拉机及配套机械。拖拉机
１０３０３台 （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１９３９台、小型
拖拉机８３６４台），配套机具２０５３０台 （套）。二

是种植业机械。耕整地机械１５７０４台 （套），农

机动力１１７万千瓦；种植施肥机械５１４９台。三
是排灌机械。水泵 ９９８４台，节水灌溉类机械
１０４８台 （套）。四是田间管理机械４４１台，农机
动力００９万千瓦。五是收获机械 ３６６５台，其
中，稻麦联合收割机１０１２台、玉米联合收获机
３８０台、大豆收获机８台、油菜籽收获机４２台、
花生收获机２１０台、马铃薯收获机３台、青饲料
收获机９台、秸秆粉碎还田机１６５９台、打 （压）

捆机３４２台，农机动力合计９３２万千瓦。六是
收获后处理机械１２４３台，农机动力合计０７万
千瓦。七是农产品初加工机械 ９６８２台 （套），

农机动力３０２万千瓦。八是其他机械。畜牧机
械１０３３台 （套），农机动力０３４万千瓦；运输
机械６４１７台；水产机械６３台，农机动力 ０１８
万千瓦；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１２７台，农机动力
０７１万千瓦。九是设施农业设备温室５０５０８７平
方米；农用航空器 （植保无人机）３架。

【农机监理】　２０２０年，共办理入户拖拉机２１７
台、联合收割机５７台，办理驾驶证９个；年检
联合收割机８３台、拖拉机８台。全县没有出现
重特大农机安全事故。

【农机补贴】　２０２０年，中央下达农机补贴资金
５０２万元，省级累加补贴资金２８万元，２０１９年
结余中央补贴资金７１２８０１万元，２０２０年可用
中央补贴资金累计１２１４８０１万元，财政调减补
贴资金４５２万元。２０２０年执行补贴资金７９０８万
元，共补贴发展各类农业机械 １９５３台，其中：
大中型拖拉机９６台、小麦收获机１９台、玉米收
获机１１台、花生收获机５２台、花生摘果机５２
台、果蔬烘干机１３台、免耕播种机９４台、秸秆
粉碎还田机６１台、其他机械１５５５台 （套），受

益农户１８９８户。

【农机推广】　一是小麦机收。 “三夏”期间，

８８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全县共投入各类农业机械总量１６万台 （套）。

设立 “三夏”跨区机收流动服务车，及时解决

“三夏”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县气象部

门紧密协作，及时通过网站以短信的形式，免

费将夏收进度、“三夏”供油、路况等向机手及

社会各界发布，引导机车合理流动，全力保证

全县小麦颗粒归仓。二是 “三秋”农机生产。

共组织各类机械１５３万台 （套）投入 “三秋”

生产。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维修保养机械、培训

农机人员。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在平原乡镇

开展跨区域机收。三是秸秆禁烧。在 “三夏”

“三秋”期间，充分利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

广打捆机、玉米免耕、旋耕播种机、玉米收获

机、免耕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农业机械，奠定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物质基础。

【农机管理】　一是跨区作业证的发放。２０２０
年，“三夏” “三秋”期间发放跨区作业证１７３
张。二是农机专业合作组织。全县经工商部门

登记的农机专业合作社２９家，省级农机示范社
１个。培育农机服务市场，推行农机跨区作业、
订单作业等服务模式，创建农机服务品牌。农

机合作社通过土地承包、流转土地等方式利用

大型机械联合作业降低成本，主要农作物生产

实现全程机械化。２０２０年，农机专业合作社作
业服务面积１７７９千公顷。

【疫情防控】　面对年初突发的新冠疫情，结合
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做到农机防疫情和农机

生产两手抓、两不误。一是建立党员干部值班

制度。二是排查本单位返鲁离鲁人员，及时向

县疫情防控指挥部上报疫情防控数据。三是组

织党员干部自愿为疫情捐款３５９０元。三是做好
春耕生产中农机复工复产。四是为帮扶的４个村
疫情防控捐款４０００元。

【驻村帮扶】　按照县委安排，分包董周乡沈沟
村、蔡庄村、大元庄村、和庄村的驻村帮扶工

作。结合实际，修订帮扶计划，开展 “五个一”

活动、集中帮扶日活动，核对档卡数据信息。

２０２０年，分包的４个村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部脱贫。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荣获全市农机安全生产先
进单位。

（王二辉　张小香）

扶　　贫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１月，根据鲁办 〔２０１９〕１号
文件要求，组建鲁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作为县

政府工作部门。因脱贫攻坚工作需要抽调人员，

成立１０个小组 （宣传教育、群众工作、项目规

划、社会扶贫、行业扶贫、扶贫开发、资金财

务、业务信息、金融光伏、干部培训）、２个办
公室 （指挥部办公室、综合办公室）、６个战区，
统筹协调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扶贫成效】　２０２０年，全县１８４贫困村全部出
列，累计４９３８９户１５３２４５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其中２０２０年退出贫困村５个，脱贫４５１２户８３２１
人，贫困综合发生率由２０１４年的１４７％降至０，
完成减贫任务。

全年先后接受省脱贫成效考核暗访、中国

老促会调研、脱贫攻坚质量大普查、省脱贫成

效实地交叉考核，代表河南省迎接全国脱贫摘

帽县抽查验收、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核查、全国

脱贫攻坚成效年度考核等，受到国家、省督查

检查的肯定和较高评价，中共中央、国务院授

予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扶贫举措】　一是高位推动。定期召开县委常
委会、县政府常务会、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脱

贫攻坚推进会，研究谋划脱贫攻坚工作，引导

全县上下自觉担当使命，抓好 “三落实”。二是

专班落实。１１个专班、１１个专组分别由县级干
部担任组长，专事专做，确保行业政策全落实。

三是战区管理。把全县划分为６个战区，分别由

９８２农业　扶贫　



副县级干部任指挥长，以战区为单位统筹谋划

推进各项工作。四是战令推进。对重点工作以

战令形式下达，共下发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

工作战令４１期，使全县各级各单位明确重点和
任务，做到方向一致、步调一致、号令一致。

【教育扶贫】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育
阶段适龄学生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全

部在校就读，没有因贫辍学现象。２３９万余名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全部享受教育扶贫政策，

发放补助资金１４亿元。

【健康扶贫】　落实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贫困人
口实现签约服务全覆盖，其中贫困慢性病患者

１１０１８名。投入资金０８４亿元完善乡村医疗卫
生场所、医疗器械等，实现贫困村标准化卫生

室全覆盖、村医配备全达标。

【易地扶贫搬迁】　累计实施易地扶贫搬迁３１２８
户１１０２８人，建设集中安置点３２个，配套完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搬迁群众已全部搬

迁入住，全程为搬迁户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拆

旧复垦全面完成。

【危房改造】　２０２０年投入资金４５４万元，实
施危房改造３３户，确保 “危房不住人，住人无

危房”。通过危旧房屋拆除，建成 “一场四园”

２４５６处，改善人居环境。

【安全饮水】　２０２０年投入资金５５６万元，用于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解决因季节性干

旱引起的水源保证率不高问题。

【产业扶贫】　一是 “十百千”工程，形成 １０
大特色产业园区、１５６个特色带贫基地、１２９０个
产业合作社。二是资金投入。累计投入产业扶

贫资金５１６亿元，其中：建设食用菌大棚３６５９
个、果蔬大棚４１６个，发展民宿、农家乐７０家，
支持蓝莓、酥梨等产业打灌溉机井２８６个、建冷
库２７８个，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三是贫困户自主
发展产业。对贫困户发展产业的每户每年最高

奖补８０００元。四是光伏扶贫。投入资金８０７１万
元，建设村级光伏电站６６座，设置光伏扶贫公
益岗位７０４个。

【就业扶贫】　全年全县开发保洁、护林等扶贫
公益性岗位 １０７８６人次，建立扶贫车间 ２９个，
为１０４３９４人次贫困人口发放务工奖补 ６２３０５
万元。

【金融扶贫】　２０２０年，新增贷款 ６９９４户，
１９２５０８６万元；发放边缘户贷款１６３户５４７５万
元；精准扶贫企业贷款４１６９０万元，带动贫困户
９２１１户；发放小额贷款贴息资金１３０２５５万元。

【生态扶贫】　全县共选聘生态护林员４４８１名，
发放护林员补助资金２３８５万元。全县４３２３户贫
困户种植用材林、经济林１４８１７２亩，发放奖补
资金５３２１万元。

【综合保障】　２０２０年，享受低保的建档立卡对
象１１０９６户１６１１９名，享受特困供养的建档立卡
对象５１４６名，实现 “应兜尽兜”。为１２３６户困
难群众家庭发放临时救助资金１０３７万元。

（李鹏涛）

０９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工业与科技

工业经济

【概况】　鲁山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是县政府工作
部门，正科级规格，加挂鲁山县科学技术局牌

子，内设办公室、政策法规股、工业经济运行、

信息化和科技服务股、发展规划股、企业服务

股、高科技发展股、农村科技股、非公有制经济

股、军民融合发展股、信访稳定股、科技特派员

管理办公室。

【主要经济指标】　２０２０年，全县基本形成电
力、化工、建材、轻纺、农副产品加工五大产业

格局。２０２０年末，全县共有各类企业 ３２３６个
（多为微小型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００亿元，
同比增长１２８％；工业增加值２７６亿元，同比
增长８５％。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６８家，实
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９０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９％；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２４９亿元，同比
增长８６％。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主要工业产品分类及所占份额

产品类别
所占比重

（％） 主要生产厂家

电力 （火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２７％ 国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平顶山发电分公司平顶山市军昊电力有限公司、中民新能

（鲁山）电力有限公司

医疗防护、纺织

服装
２５％ 河南奔宝皮件有限公司、河南省迷王制衣有限公司、河南靖实业有限公司、河南洁

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塑胶产业 ９％ 河南万恒塑胶有限公司、平顶山市豫尧塑胶有限公司

装备制造 ８％ 平顶山格林福工贸有限公司、鲁山县华豫万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铭玺机电

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限额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年度 企业个数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工业增加值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利税总额 （万元）

２０２０ ６８ ９０８１２２ ２４９９１０ ９２７８００ ２３６５０

１９２工业与科技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规模以上企业名单 （６８家）

平顶山市北方江河工业有限公司 鲁山县冠华实业有限公司

鲁山县春秋皮具有限公司 河南万恒塑胶有限公司

鲁山县劲酷织造有限公司 鲁山县林蕾林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市乾诚家纺有限公司 鲁山县红太阳新能源炭业有限公司

鲁山尧神织家纺有限公司 河南冠仕达商贸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浪源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炜成实业有限公司

鲁山紫燕家纺有限公司 河南沣瑞食品有限公司

平顶山卓衍晟实业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平顶山发电分公司

永立杆塔有限公司 河南中平鲁阳煤电有限公司

鲁山吉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鲁山县利安商贸有限公司

平顶山小宝羊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同心商贸有限公司

鲁山县雅韵纺织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军昊电力有限公司

河南众旺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鲁山县雪洋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省迷王制衣有限公司 河南尚美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金泽电器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鑫和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瑞慈电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鲁山县聚鑫蝎子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鲁阳公酒业有限公司 鲁山县泰瑞特种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天泽 （平顶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

鲁山县华豫万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亚方商砼有限公司

远中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靖实业有限公司

鲁山亚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平顶山格林福工贸有限公司 河南鲁吉兰实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豫尧塑胶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润鑫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景山塑胶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鲁山亚星炭素材料有限公司

鲁山县绿城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鲁山县永兴磷化有限公司

河南五吉元肥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汇鑫耐热铸造有限公司

鲁山县方圆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鲁山新兴炉衬材料有限公司

中民新能 （鲁山）电力有限公司 鲁山县长城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河南鑫格尔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奔宝皮件有限公司

河南成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鲁山县胜隆皮具有限公司

鲁山天诺炉衬材料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康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宇冠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鲁山县氟石化工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铭玺机电有限公司 鲁山县佛都实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万华物贸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利国源铁矿磁选有限公司鲁山磁选厂

（黄景星　王晶晶　乔豪杰）

２９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非公有制经济

【概况】　２０２０年，全县非公有制经济经济单位
个数３５１２４个，其中中小企业３４６９个，职工人
数５５３７７人，总产值同比增长９％，增加值同比
增长７％。

２０２０年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指标增速

项　目 增　速

总产值 ９％

工业总产值 ８％

增加值 ７％

工业增加值 ９％

营业收入 ９％

实缴税金 ３％

利润总额 ７％

单位个数 ２％

从业人员人数 ３％

固定资产 ５％

２０２０年中小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项　目 增　速

总产值 ９％

工业总产值 ８％

增加值 ６％

工业增加值 ９％

营业收入 ７％

实缴税金 ３％

利润总额 ６％

单位个数 ２％

职工人数 ３％

固定资产 ５％

【企业破产重整】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鲁山县人
民法院裁定亚星公司、方圆公司破产重整成功；

１２月２７日，航星公司、晶鑫公司破产重整成功。

鲁山县特困工业企业破产重整工作始于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日，县委、县政府成立
以县长为组长的鲁山县特困工业企业破产重整

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召开全县特
困工业企业破产重整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

会议。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９日、６月７日、９月１３日，
亚星公司、方圆公司、航星公司、晶鑫公司经鲁

山县人民法院裁定，相继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之后，县破产重整工作领导组管理人团队历时

近３年时间完成债权人申报、清产核资、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止损复产、企

业拯救等多项重整环节和程序，实现破产重整，

达到多方共赢。一是固化债务，最大限度降低

投资风险，不留债务死角，增进投资方的投资

信心；二是最大限度保留企业运营价值，在重

整计划执行中引入投资人，降低公司管理成本

与财务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三是创造就业岗

位，妥善安置职工，减轻全县社会压力；四是开

创通过破产重整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河。尤其是亚

星炭素公司作为鲁山县第一家实施破产重整的企

业，开创鲁山县工业企业破产重整成功的先例，

探索通过破产重整依法拯救企业的新模式，达到

经济效果、司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疫情防控】　一是成立领导小组，组建综合协
调组、驻企服务组、物资采购组、物资保障组、

企业疫情防控管理组、物资管理及配发组、信

息上报组、复工复产组等工作小组７个，每个工
作小组都有一名班子成员负责。二是保障防疫

物资生产，保证洁利康公司充分发挥产能。通

过保原料、保资金、保招工、保管理、保项目、

保后勤、保安全的措施给予洁利康公司生产上

的保障，完成国务院下达的支援武汉防护物资

生产任务，为打赢武汉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贡

献。２０２０年３月，国务院应对新冠疫情联防联
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组长、工信部部长苗圩

致信感谢。三是防疫物资采购、运输及分配。疫

情期间交通管控，企业无法配送物资，工信局

每天派出３～５个运输小组，自己装卸防疫物资。
累计入库防护服１６８７９套、口罩１１４５３９９支、酒

３９２工业与科技　



精２２０８０公斤、消毒液３６４５０公斤、额温枪６９７
个，同时为全县企业协调供应口罩 １０多万只，
酒精、消毒液２０万余斤。全年累计发放主要防
疫物资口罩１０６４８５５支、酒精１８２１０公斤、消毒
液２４３５５公斤、防护服１３７１１套。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４月，被县委、县政府评为
招商引资工作先进单位。５月，被平顶山市工业
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授予全市工业招商先进单位、

百企帮百村工作先进单位。９月，被县委、县政
府评为安全生产优秀单位。１１月，被市委、市
政府授予平顶山市抗击疫情先进集体称号；被

省爱卫会授予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称号。１２月，被县政府评为２０２０年前三季度承
担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银奖。

（尹秋育　黄景星　王晶晶　乔豪杰）

电　　业

【概况】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鲁山县供电公
司，位于鲁山县琴台街道健康路３７号，原名鲁
山县电业局。２０１５年５月，资产由地方政府划
转给河南省电力公司，成为河南省电力公司子

公司，更名为国网河南鲁山县供电公司。２０１７
年７月，通过 “子改分”为河南省电力公司分

公司，更名为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鲁山县供电

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由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委托国网平顶山供电公司代管。

公司设置职能部门７个、业务机构６个、班
组４９个 （其中供电所１４个）。经营产业单位１
个 （平顶山华辰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鲁山县电力

分公司）。公司现有职工７３６人，其中：辖区农
电工３２３人，华辰鲁山分公司职工４７人，主业
在册职工４１３人，公司管理人员５１人；党员１７５
人；研究生２人，本科学历２４８人，大专学历９０
人；高级职称６人，中级职称６３人，初级职称
１６８人；年龄在２９岁以下３７人，３０～３９岁１３９
人，４０～４９岁１５４人，５０岁及以上８３人。

【电力用户】　２０２０年，公司辖区用户 ３４５３６８
户，其中：城镇居民照明５４１６３户、一般工商业
２４２４１户、大工业１５２户、农业生产２４７６户、农
村低压居民照明２６４３３６户。

【电力设施】　２０２０年，公司辖区有２２０千伏变
电站２座，总变容量５１０兆伏安。１１０千伏变电
站１０座，变压器１５台，总变电容量７１４５兆伏
安，其中：公用变电站８座，变压器１２台，变
电容量５２４５兆伏安；电气化铁路专用变电站２
座，变压器３台，变电容量１９０兆伏安。３５千
伏变电站２８座，主变３６台，总容量３１８１兆伏
安，其中：公用３５千伏变电站２４座，主变３０
台，容量３６２６兆伏安；专用３５千伏变电站４
座，主变７台，容量８０７兆伏安。１０千伏配电
变压器４７５４台，总容量１１８０６９兆伏安，其中：
公用变３４０２台，容量７０８７９兆伏安；专变１３５２
台，容量４７１９５兆伏安。

所辖１１０千伏输电线路１６条，全长２０２３１
千米；３５千伏线路３８条，全长３４９７２千米；１０
千伏线路１１９条，全长２５９２１４千米。

【电量经营】　２０２０年，发展质效稳中向好，业
绩考核取得重大突破，实现 “全面提升年”目

标任务。发展总投入４７亿元，售电量１０１２亿
千瓦时，电费 ５９７６亿元，线损率累计完成
４３２％，４００伏台区综合线损率３８４％。电费回
收率１００％。全员劳动生产率 ６３２８万元／人·
年。安全局面保持稳定，实现综合线损大幅下

降、投诉工单同比下降９１５４％、配网故障跳闸
率同比下降５０％、城区１０千伏配网 Ｎ—１通过
率达到９０％目标。

【电网建设】　２０２０年，电网总容量较去年增长
２６３兆伏安，１０千伏线路较去年增长３４条，增
长９２９３千米。公用配变增长１５１台，增长容量
７９６兆伏安。新建成投运丰工变、盐店变及１０
千伏配出线路，１１０千伏瓦屋、３５千伏尧山输变
电工程以及７项３５千伏—１１０千伏新能源线路
的送出工程，开工建设２２０千伏鲁山西输变电工

４９２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程和１０千伏及以下电网工程５个批次。其中董
周乡土楼王行政村工程被省公司评为 “百佳工

程”，团城乡花园沟获得市公司 “千乡万村劳动

竞赛”提名推荐。

【电力服务】　２０２０年，公司全面落实 《鲁山县

复工复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及省电力公司

助推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把疫情防控重点单

位与复工复产企业办电纳入 “火速办电绿色通

道”，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实施容缺办理，最

大限度优化流程、精简手续。一是实施 “三减

四零”新举措，即减办电资料、减流程环节、

减办理时限，办电零证预约、零上门、零审批、

零投资。高压办电环节压减至４个环节，即申请
受理、供电方案答复、工程实施、装表接电，低

压无配套工程压减至２个环节，即申请受理、装
表接电，环节压减 ３３％。二是缩短办电时间。
高压项目公司可控时限不超过２０个工作日，低
压和无电网配套工程项目分别不超过７个和２个
工作日；办电全流程平均时限较国家能源局时

限要求缩减近７３％。三是优化营商环境。修订
《国网鲁山县供电公司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

设立７个攻坚队，成立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
开展 “汽车上的供电所”“三电三进”活动，全

力推进 “阳光业扩”工作和 “网上国网”的推

广。发放供电服务连心卡６万余张、张贴供电服
务明白卡３１万余张。 “网上国网”推广总数

５６４２３万户，完成户号绑定率２０３２％。降低办
电成本，为企业节能减负降低成本近２３０万元。
简化流程受理并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１４６个，
接入容量１９２４８５千瓦。２０２０年度获得县人大
常委会营商环境现场考评第五名。

【电力扶贫】　２０２０年，完成鲁山３个未出列贫
困村电网增容改造升级。累计结算光伏扶贫电

站上网电费 １０７０９４万元。返还低保户 “五保

户”电费８４１６万元。

【协调服务特高压】　成立陕湖特高压协调部，
做好途径鲁山境内的±８００千伏陕湖 （陕北—湖

北）特高压属地化协调服务。落实复工复产政

策，组织协调疫情期间开建首例复工复产特高

压建设工程，受到央视关注和报道。特高压属

地化协调工作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受到国网

公司、省市公司的肯定和表扬。

　　２月２８日， ±８００千伏陕湖特高压在鲁
山县董周乡铁家庄村开工

【疫情防控】　疫情发生时，积极响应政府疫情
防控指挥部工作命令，编制 “一点一案”专项

方案，建立供电服务保障团队和２４小时沟通响
应机制，确保县委县政府、疫情防控指挥机构、

定点医疗单位、医疗物资生产单位，以及重点

场所供电安全有序。疫情防控最严峻时刻，６８
名党员参与城区一个月的防控值班任务。共产

党员服务队紧急为重点医疗单位洁利康公司，

投运５００千伏安变压器，并提供２４小时保电服
务。为重点疫区县传染病医院紧急增容变压器，

并到疫情管控小区免费为用户排除故障点。线

路班班长张献诚带领同志们及时扑灭特高压山

火隐患，受到省委、市委和省、市公司的表扬和

肯定，荣获省委、市委组织部 “优秀共产党员”

和国网公司党组 “抗疫先进个人”称号。落实

疫情期间支持性两部制电价、工商业用户电费

９５折政策，坚决落实电费减免。对鲁山县大工
业用户、一般工商业 （除高耗能用户外）减免

电费１０００余万元。

【驻村帮扶】　２０２０年，捐赠派驻贫困村１５万
元，资助脱贫项目１个。被县委、县政府授予脱

５９２工业与科技　



贫攻坚先进单位，王明被评为平顶山市第二届

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奋进奖”。

【荣誉榜】　被县委、县政府授予脱贫攻坚先进
单位称号。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公司总经理王明被评
为平顶山市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

个人 “奋进奖”。１０月，张献成被中共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党组评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李晓鹏）

信息化建设

【概况】　抽调 １１个行业部门的 ６０名业务骨
干，组成１０个普查小组，围绕 “六通四有”等

贫困村退出主要指标，普查全县１８４个贫困村。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县５５５个行政村光纤通达
率１００％，且均能提供５０Ｍ以上的宽带接入。完
成贫困县退出中宽带通达的指标要求。

【５Ｇ建设】　移动公司按照市公司统一部署，
提前谋划布局，全力以赴推进 ５Ｇ建设。投资
１７５０万元，建成、开通６９座５Ｇ基站，实现县
城主城区连续覆盖和党政军、营业厅网络覆盖。

河南联通平顶山市分公司承担平顶山地区联通、

电信５Ｇ建设任务。截至 １２月，建成、开通基
站４７个。

（黄景星　王晶晶　乔豪杰）

科技技术

科技服务

【概况】　鲁山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是县政府工作
部门，加挂鲁山县科学技术局牌子。

【科技申报】　全年帮助佳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申报市级农业科技园区和星创天地，帮助

河南吉祥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市级工程技

术中心。至１２月，全县市级农业科技园区１家、
高新技术企业１０家、科技型中小企业３０余家、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６家、市级工程技术中心１１
家、科技小巨人１家。

【科技培训】　举办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培训班１１期，共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１４０２人。

【防震减灾宣传】　利用 “５·１２”防灾减灾日、
科技活动周等活动开展宣传１１次，发放宣传手
册２５００余本，展出宣传版面６块，举办培训班３
次。开展防震减灾应急演练２次。

【科技特派员】　整合市、县拔尖人才、青年科
技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乡土人才、其他专业

技术人才等人才资源，选派 ６１名科技特派员，
全年为群众授课、举办培训班４６０期，培训群众
２万余人次；发放各种宣传资料、图书２０５万
余份 （册），重点培训林果业、养殖业、种植

业，现场咨询服务群众约达３万余人次。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被市科技局评为
“中国科创大赛优秀组织单位”；１１月，科技特
派员工作在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等５部委考核
中，位居全省第四，被评为优秀等次。

（黄景星　王晶晶　乔豪杰）

气象服务

【气候概况】　２０２０年全县气候基本特点是气温
显著偏高，降水正常，日照时数异常偏少。年

内，冬季气温显著偏高，降水异常偏多，日照时

数正常；春季气温显著偏高，降水显著偏少，日

照时数正常；夏季气温正常，降水偏多，日照时

数异常偏少；秋季气温正常，降水正常，日照显

著偏少。主要灾害有雾霾、暴雨、大风等。

【预报预警服务】　根据全年各月主要灾害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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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关键农时，制定气象服务周年方案。同时，

按照季节确定主要灾害性天气类型、涉及领域、

影响范围、产品形式服务防灾减灾。根据天气

形势，第一时间发布预报预警，并制作 《重要

天气预报》等相关服务材料，及时为县委县政

府、相关部门和公众服务。适时开展人工增雨

（雪）作业。全年共发送预警１３０次、服务短信
２８１次，服务材料 １５３５期，森林防火、大气污
染防治两项工作得到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和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办的书面表扬。

【气象科普】　３月２０日，受疫情影响，结合世
界气象日主题 “气候与水”，通过 “互联网 ＋气
象科普”模式，花园路小学五年级学生全程利用

“鹰城微天气”微信公众号开展网上 “风云之战”

气象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宣传气象科普知识。

９月２４日全国科普日，在县文化广场宣传
智慧气象、生态气象、生活气象等气象科普知

识，讲解气象文化。

【主要天气事件】　大雾。全年全县共出现大雾
天气１６次，其中 １月 ４次，２月 ２次，３月 ３
次，６月１次，７月１次，８月２次，９月１次，
１１月２次。大雾天气虽给交通运输和人们的日
常生活及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其出现时间较短

且多在凌晨，均未造成灾害。

霾。全年全县共出现霾 ２９天。其中，１月
份出现霾４次，２月份出现霾４次，３月份出现
霾１次，４月份出现霾 １次，１０月份出现霾 ４
次，１１月份出现霾７次，１２月份出现霾８次。

暴雨。全年全县共出现暴雨天气过程５次，
日期出现在６月５—６日、６月１９—２０日、７月
２１—２２日、７月 ３１日—８月 ２日、８月 １９日。
其中７月３１日—８月２日的暴雨主要集中鲁山
西部乡镇。过程降水时段、地点集中、重叠。７
月３１日１１时至２０时，赵村镇白草坪出现７１毫
米暴雨；８月１日１５时５５分至２日５时１０分，
赵村镇白草坪又出现９５１毫米暴雨；８月２日
１４时至 １６时 ５０分，赵村镇白草坪再次出现
１４３４毫米大暴雨。连续三天暴雨造成荡泽河下

孤山河段、沙河中汤河段水位暴涨。

大风。５月１１日出现的大风天气，最大风
速１７９米／秒，风向西北。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１月，县气象局荣获市气象
局２０１９年度 “比拼四季决胜年全年”工作擂台

赛总决赛冠军；３月，荣获市气象局２０１９年度
目标考评特别优秀奖、重大气象服务先进集体；

４月，鲁山气象台被省气象局 “集体嘉奖”；８
月，县气象局荣获市气象局 ２０２０年度上半年
“比拼四季决胜年全年”工作擂台赛冠军；９月，
鲁山国家气象观测站被中国气象局评为 “中国

百年气象站” （五十年站认定）、县气象局被县

　　２０２０年９月，鲁山国家气象观测站被中
国气象局授予 “中国百年气象站” （五十年

站认定）

委、县政府评为 “２０１９年度进位次争上游走前
列工作先进单位”；１０月，县气象局荣获市气象
局第三季度 “比拼四季决胜年全年”工作擂台

赛冠军；１２月，县气象局市级文明单位换届成
功、被县政府评为 “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目标考评垂直管理组优秀单位”。

（曹彩风）

招商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根据鲁编 〔２０１９〕１１
号文件要求，鲁山县招商局更名为鲁山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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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服务中心，机构规格仍相当于正科级。内

设办公室、外资与信息股、财务人事股、招商

股、项目股、全程代办服务中心６个职能股室，
全局有在职人员２５人。

【招商引资】　县政府印发 《鲁山县２０２０年招
商选资工作实施意见》，安排部２０２０年度全县招
商选资工作。全年共签约项目６２个，合同金额
５４５３亿元，实际利用省外资金１４７６７亿元。

先后两次拜访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

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 （简称 “清洛基

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鲁设立科研团队

常驻点，委托编制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规划。

深化与世邦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

司的对接合作。承接齿轮加工项目及产业转移，

将鲁山作为研究所向外转移的首选地之一。

对接中港铁路实业公司，就高端装备产业

园的物流外运达成共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中铁路港鲁山铁路物流产业园完成营业执照注

册，该项目总投资９亿元，一期投资３亿元；指
挥部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项目引进】　与清洛基地达成战略合作，在县
产业集聚区成立清研鲁山先进装备科创中心，

开展装备制造科研和企业孵化工作。与中铁路

港通实业公司达成总投资９亿元的中铁路港鲁山
铁路物流产业园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正在开展

前期工作。与上海千一珠宝有限公司就文旅综

合体开发项目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与国电投

签订７０亿元百万千瓦新能源储能项目。与北京
亿峰达成５亿元智慧温控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
正在进行项目前期工作。

【驻地招商】　２０２０年，在上海、广州、杭州驻
地招商的基础上，新增长沙驻地招商办事处，

围绕主导产业开展招商。上海招商联络处在世

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落地基础上，对接德国

西门子电机制造项目、航空小镇、上海善听实

业有限公司旅游产业园项目。杭州招商联络处

对接浙江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端人才来鲁

考察交流、杭州合力创展投资有限公司鲁山之

窗二期项目。广州招商联络处对接鲁山籍企业

家王保五引进鲁山博物馆、博士专家公寓、返

乡创业示范园、星空民宿、库区康养等项目 ７
个，签约金额１０亿元。长沙联络处按照装备制
造产业四张图谱，拜访中南大学校长中科院院

士田红旗，达成装备制造、教育、医疗卫生等８
个方面的合作意向；拜访国防科技大学罗亚中、

长沙三一重工、上海西门子动力与驱动公司，

就拓展县域装备产业发展及引入配套产业体系

进行交流合作，达成初步意向。

【全程代办服务】　推行招商选资全程代办服
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２０２０年，全程代办服
务中心共办理代办业务１５２件，办结１５２件，办
结率１００％。

（孟祥吉）

产业集聚区

【概况】　鲁山县产业集聚区位于鲁山县城东北
部，规划面积为１６３平方千米，辐射区面积５０
平方千米。分为南北两个区，南区约７４平方千
米，主要发展丝绸家纺产业；北区约８９平方千
米，主要发展装备制造、新型建材产业。

【主要经济指标】　２０２０年，入驻有 “四上企

业”６７家，其中 “规上”工业企业４９家。全年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０９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１０３５亿元，其中主导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５４８亿元，实现税收２８４亿元，从业人员１５５
万人；新入 “四上”企业６家，保持省定一星
级产业集聚区的位次不变。

【招商引资】　２０２０年，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围绕主导产业，全力以赴创新开展招商引

资工作。全年累计外出考察项目２０余个，接待
外地客商３０余批次。签约工业项目９个，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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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２１亿元，其中，投资 １亿元以上项目 ８个、
投资５亿元以上的项目１个。全年利用省外资金
３０１亿元，利用境外资金５５００万美元。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谋划、实施重点项目
１６个，计划投资总额 ５７９１亿元。其中，有世
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丝绸家纺产业园、亿峰

达鲁山冷链物流产业园等投资亿元以上项目１５
个。截至１２月底，建成投产宏冉、洁利康防护服
生产线、首福工贸等项目５个，完成投资１０亿
元；开工建设世邦、家纺产业园等项目１３个。

【项目服务活动】　以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助企
惠企政策、解决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为切入点，深入企业开展项目服务活动。先后

为河南潞锦工贸有限公司等企业协助办理营业

执照、环评等相关手续１５套；印制 《支持企业

发展政策汇编》１０００余份，组织本单位干部职
工学习知晓，走访到厂，座谈宣传，并向企业赠

阅发放；为平顶山豫尧塑胶有限公司、平顶山

联众科技有限公司等９家企业完善相关资料，争
取各类助企惠企政策。协调农信社、建行、平顶

山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洁利康、华豫

万通、格林福门业、天诺炉衬等１５家企业支持
资金１４０５６４万元；协调圣昊公司为洁利康等６
家企业提供担保贷款４２３０万元。

【疫情防控】　疫情期间，全力保障防护服生产
重点企业———河南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满

负荷生产。一是累计为洁利康输送一线工人

２０００余人缓解洁利康企业招工难问题。二是组
织干部职工开掘路面、检修水管、打扫职工宿

舍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保障问题，并为紧急招聘

的职工购买２００套被褥行李。三是协调电业公司
抢修电路，动员爱心企业送餐到企业等，解决

职工的水、电、食宿问题。２０２０年 ３月，洁利
康公司完成防护服国家收储５８４６４０套任务。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医疗物资保障组对该公司致信感谢。产业集聚

区被授予全市抗疫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３月，被县委授予巾帼文明
岗称号。４月，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招商选资先
进单位一等奖、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先进单位一

等奖。８月，被县委、县政府评为信访工作先进
单位。９月，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创建国家卫生
县城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管

理先进单位；被县政府评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

理先进单位。１１月，被市委授予平顶山市先进基
层党组织称号；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平顶山市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党沛被市委、市

政府授予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申英利）

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概况】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 “三

五”期间国家在河南统一布局兴建的骨干企业，

占地面积 ２９０１万平方米。公司地处韍河乡境
内，始建于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９年竣工投产。２０１１
年，重组时整建制划归豫西集团管理。２０１８年，
被评为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技术优势有金属熔铸、冲挤压拉伸、

精密机械加工、表面处理、非金属复合材料缠

绕成型等。２０２０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６３２６０万
元，增幅２０９％。

【产品研发】　公司铜型材按照材质向合金化、
铜排向异型化、导电元件向成品系列化、市场向

军民融合化的发展方向，着力开拓铜材深加工产

品，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新开发ＲＢＡ系列Ｖ排、
６０００伏电机转子用异型导条、折弯件系列等多款
新产品，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全年完成高附

加值深加工产品１２８９吨，同比增加３０％。

【市场开拓】　２０２０年，铜型材立足电力行业市
场，深挖老客户需求潜力，合金材料 （铬青铜

和白铜）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进一步突显，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全年培养大客户１家，即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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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互感器公司；新开发客户４家，即广州白云
电器等。

【质量管理】　一是从检验检测、工艺技术、标
准规范等入手，着力提升质量基础保证能力。

二是强化供应链质量管控等体系短板，加强重

点科研、生产、外贸任务质量监管，结合装备服

务保障构建全寿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三是加

强责任追究，规范对发生事故 （事件）和违规

行为、管理问题的责任追究程序，对质量管控

执行不到位、工作失职的依照规定追责。全年

未发生同类性质、批次性低层次质量问题，质

量管理体系在外部审核中未出现严重不符合项。

质量损失率０１％；无两级新增拉条挂账质量问
题；新增质量问题２项，归零完成率１００％。全
年铜型材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９９％。

【人力资源管理】　制定 《人才引进管理办法》，

建立骨干人才库，制定 《管理带头人、管理专

家、管理能手评选制度》《精益人才育成管理办

法》，完成各类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公司对

科技人员，增加岗位工资 ５０％；对其他人员，
增加岗位工资３０％；对各生产单位，以产品增
加值核算单位工资总额，提高员工收入。

【环境保护】　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
织开展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实施达标排

放治理，整改危废库房。维护生产区生活污水

管道收集系统和生产废水管道系统进行，实现

“雨污分流”，满足环保排放要求。全年未发生

环境污染事故。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完成作业场所
职业危害因素检测，职业健康体检率１００％，无
新增职业病。

【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
生后，认真落实集团公司和豫西集团各项决策

部署，化压力为动力，精准施策、联防联控，在

防控中发展、在发展中防控，做到 “两手抓、

两不误”。对照全年目标任务，倒排进度、精准

落实，全力推进，保进度、保总量、保效益、保

预期，把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实现疫情防控和全年目标任务 “双胜利”。

【安全生产】　一是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制度体
系，确保安全生产制度的齐备性、适用性和有

效性，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

提升。二是落实公司主要领导、各业务主管领

导、各主要业务部门的责任清单，层层签订安

全生产责任书，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是推进安全生产组织体系建设，加强分厂安

全生产领导小组建设，强化重点部位安全生产

管控力量。四是深入开展４大 “歼灭战”，落实

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对综合安全、科研生

产、建设项目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安全生产

大检查，彻查立治安全隐患，堵塞安全漏洞，确

保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

全年没有发生轻伤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２０２０年８月，通过北京赛西认证公司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年度监督审核。

【社会职能移交】　２０２０年，完成 “三供一业”

维修改造工程和资产移交，职能移交与接收方

签订协议，清算报告完成上报。后续补充建设

资金已到位，建设方案已确定。完成离退休管

理分离移交。厂办大集体改革已完成资产评估

工作，完成新公司名称预核准，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对改革、改制方案进行讨论形成决议。

【十届三次职代会】　３月２６日，公司十届三次
职工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为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减少人员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会议

采取分散讨论的方式进行。来自二级单位的８１名
正式代表和６名列席代表分别在６个分会场参加
会议。领导班子成员蔡元京、赵保建、韩爱华、

刘德江、张晨、王长军在各分会场分别全文传达

《提质增效强管理，凝心聚力促发展，以百倍信

心坚决打赢改革脱困攻坚战》的工作报告。

【第七次党代会】　６月９日，中共河南江河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公司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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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蔡元京、赵保建、韩爱华、杨国义、刘德江、

张晨、王长军出席会议。豫西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陈建华，陆装驻西安地区军事代表局驻南

阳地区第一代表室主任马国徽应邀出席会议。

来自公司各党支部的９８名党员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公司党委书记蔡元京作了题为 《坚定发

展信心，决胜脱困攻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报告；公司纪委书记刘德江

作了题为 《履行职责使命，践行 “四种形态”

为决胜脱困攻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

和纪律保障》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河南

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新一届委员会和纪律检

查委员会。在新一届党委会和纪委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上，分别选举蔡元京、刘德江为新一届

党委书记、副书记，选举刘德江、黄志星为纪委

书记、副书记。

（张国勋）

江河新区

【概况】　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

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

通知》等文件要求，２０１９年６月，鲁山县委、县
政府决定成立江河新区管委会筹建工作领导小组

及临时党委，负责江河新区管委会的筹建工作。

江河新区位于鲁山县西约２２千米，东与韍
河乡相邻，南与熊背乡接壤，西北与库区相接，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辖区内，有独立

的公安、消防、市场、医院、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邮政、银行、供水、供暖、供气等。

２０２０年，共有家属委员会 ７个，党支部 ８
个，党员４３８人，社区居民３４６３户９０００多人。
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等５０００多人，周边
村６０００多人，常住人口２万多人。

【社会管理】　一是２０２０年９月，县政府与河南
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国有企业退休人

员社会化管理移交协议》，正式接收退休人员

２２５７人，其中党员４０４名。二是面对年初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组织党员签订 “守初心、

担使命、亮承诺、作表率”疫情防控 “十带头”

承诺书，主干道建立进出检查点２个，社区检查
点７个，组织劝返及检查、登记，定期消杀公共
区域，最大程度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为业主的三供一业改造工程２０２０年８月完
工，涉及供暖、供水、供气等工程改造、新建，

一期覆盖江河新区７个社区９０００余居民。二是
修建库区乡铁沟村至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厂门口道路３０００余米。三是１５个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入库。

【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核定城镇低保 ４２人，
发放低保金１８５０７万元；重残低保５人，发放
补助金３２４万元；８０～８９高龄老人２１４人，发
放高龄补助８１８万元；９０～９９高龄老人１１人，
发放高龄补助１３２万元。

【环境保护】　组织相关单位对辖区 “三乱污”

企业进行排查，拆除危建１６户２１间。

【平安建设】　完善治安防控体系，成立居委会
治安巡逻队。建立健全领导包案、领导接待、责

任追究等制度，开展 “进社区、查民情、解民

忧、送温暖”活动；组织对辖区进行矛盾排查，

提前介入矛盾纠纷处理，做到 “小事不出楼，

大事不出委”，实现县级以上零信访。

【文化教育】　辖区学校３所，其中：高中 （含

初中部）１所，有教职员工 １４５人，学生 ２６４３
人；小学１所，有教职员工６４人，学生９５３人；
幼儿园 １所，有教职员工 １２人，学生 １７０人。
２０２０年发放 “两免一补”补贴６５２５０元。

【荣誉榜】　王更旭荣获疫情防控一线先进典型
称号。

（王更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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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银　　行

人行鲁山县支行

【概况】　中国人民银行鲁山县支行是中国人民
银行的派出机构。２０１９年，县支行内设机构办
公室、货币信贷调统科、金融服务管理科、金融

稳定科。现有工作人员２１人。
２０２０年末，全县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３０５

亿元，总量位居六个县 （市）第二名，较年初增

加３７１９亿元，位居第一名；同比增长２６３２％，
位居第三名。各项贷款余额１０７亿元，总量比较
落后，位居第六名；较年初增加１９５４亿元，位
居第五名；同比增长２２８６％，位居第二名。

【落实货币政策】　为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一是
利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法贯彻落实货币政

策。利用微信、互联网等线上办公形式对金融

安排布置，并跟踪落实。二是组织金融机构召

开工作会、推进会、座谈会等形式推动货币政

策落地。三是深入洁利康、雪洋面粉厂、产业集

聚区鲁山县鲁吉兰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帮助解

决实际问题。同时，会同鲁山县产业集聚区召

开金融支持复工复产会商会议，形成 “一企一

策”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四是开展金融支持稳

企业保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五是开展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现场检查工作。

【发放再贷款】　一是为信用社办理延期支付贷
款金额３４亿元。二是再贷款业务办理和管理。
发放再贷款金额２３亿元。三是开展信贷政策支
持再贷款的使用效果评估和管理工作，发挥信

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的引导作用。四是建立再贷

款支持１０家优秀项目 （企业）库。五是开展对

农信社改革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兑付后续日常监

测管理工作。

【普惠金融】　一是组织辖区金融机构开展 “普

惠金融新春进万家”宣传月活动。对普惠金融

服务站点、助农取款点负责人进行防疫防护知

识培训和金融政策宣传及信贷产品推介、开设

线上申请贷款通道等。二是成立普惠金融工作

领导小组。印发 《普惠金融创建工作推进方

案》，制定 《鲁山普惠金融工作计划》及 《鲁山

普惠授信工作方案》。三是复制推广普惠金融

“兰考模式”。四是召开支持市场主体普惠特别

帮扶计划、“百千万”行动计划及 “８６１”金融
暖春行动工作推进会、协调会，筛选１２９家进入
“８６１”名录库，并实行主办行制度，督导辖区
金融机构主动与企业对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全县
金融机构向 “支持市场主体名录库”企业发放贷

款１７９７家１３６１８０万元，首次贷款家数１０２１家，
首次发放贷款金额５６４５４万元。向１１５家 “百千

万”名录库企业发放贷款８７７０万元，贷款覆盖企
业数量８０个，占比７０％。其中有３７家从未与银
行打过交道的企业，通过 “百千万”行动获得贷

款７１９７万元。向１２９家 “８６１”金融暖春行动名
录库企业发放贷款１１７笔３７３８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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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贫】　一是监测扶贫小额贷款质量。二
是开展金融精准扶贫效果评估，统计金融精准

扶贫贷款，准确反映金融扶贫支持情况。三是

开展金融扶贫政策宣传活动。四是引导金融机

构利用再贷款，围绕产业扶贫、小额扶贫信贷

实施金融精准扶贫。２０２０年末，全县精准金融
扶贫贷款余额６９亿元，带动全县５８５９０户贫困
户脱贫致富。

【人民币管理】　一是做好人民币收付与反假币
工作。２０２０年末，收缴假币２５３８０５元。二是开
展现金服务示范乡镇创建工作，下汤镇为现金

服务示范镇，受到群众好评。三是开展拒收现

金整治工作，维护人民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

地位。

【支付结算】　一是特事特办，开通单位银行账
户防疫绿色通道，优化银行账户业务办理及服

务，确保疫情期间工作无断点。二是在辖区内

开展企业银行结算账户业务轮训工作，每３个月
为一个培训周期，每次培训２个金融机构，提高
全辖区账户经办人员业务水平。三是开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日常工作。截至年末，开立基

本账户 ９０２７户、一般账户 ２２０４户、专用账户
３５２户、临时账户 ３８个、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３１７７７１０户。四是普惠通ＡＰＰ有效用户８６５８个。

【国库会计核算】　疫情期间，全力满足金融供
给，保证专项资金及时拨付，统筹做好个人所

得税汇缴清算退税。２０２０年末，共办理预算收
入 ２５５笔 ３８３亿元；办理预算支出 ３８９６笔
８６６８亿元；办理退库业务３９２５笔２１０７万元。

【征信服务】　一是开展二代征信系统切换上线
与后续完善工作，确保信息安全。二是加强农

村信用体系建设，对全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情

况开展自查，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实现全覆盖，助力全县脱贫攻坚。三是开

展征信网络安全攻防演练培训及自查工作。四

是开展个人征信和企业信息查询工作。全年个

人征信报告查询１９１１７人次，企业征信报告查询
４７５企次。

【驻村帮扶】　派４名同志进驻贫困村１个、非
贫困村１个，共协调帮扶资金４０余万元。

（刘广辉）

农业银行鲁山县支行

【概况】　２０２０年，农业银行鲁山县支行内设部
门４个，分别为综合管理部、运营财会部、个人
金融部、公司业务部。下设支行营业部和金达、

老城、东关、张店、鲁阳、张良、韍河、江河、

下汤、瓦屋分理处１０个，共有员工１１２名。全
辖区配备自动存取款机３６台。

【存款业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各项存款余额
５５３９亿元，较年初净增５１７亿元，完成目标
计划 （２００００万元）的２５８５％。全行共发放借
记卡、贷记卡等２９８９万张。在全县布放自助服
务终端７４８台，设置助农取款点４１３个，离行式
自助银行４个。

【信贷业务】　严格执行信贷政策，精心维护存
量贷款。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各项贷款余额２１４５
亿元，较年初净增 １４８亿元，完成目标计划
（３０００万元）的４９３％。

【金融扶贫】　全年 “三农”业务稳步发展，金

融扶贫成效明显。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３２２１０万
元，较年初增加 ９６８６万元；完成目标任务
（１０００万元）的９６８６％。

【驻村帮扶】　县支行分包观音寺乡竹园村。全
行２３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７２户。驻村干
部坚持每周 “五天四夜”工作制，指导帮助贫

困户发展项目。投资６万余元用于村室设施建
设，筹资５０００余元慰问贫困户等。全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１１０户，贫困人口４３２人，全部脱贫。

【荣誉榜】　２０２１年３月，县支行被中国农业银

３０３金融业　



行授予全国脱贫攻坚金融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陈　海）

工行鲁山县支行

【概况】　２０２０年，工商银行鲁山支行内设营业
部、公司部、个金部、综合保障部４个部门。营
业部开设现金窗口５个、非现金窗口２个、理财
室２个、自动存取款机５台、自助终端服务设备
（智能机）４台，离行式自助银行８个，附行式
自动柜员机５台，员工３０人。连续２８年实现安
全无事故。

【主营业务】　主要开办业务有人民币存、贷款
业务，结算业务、外汇业务、代理保险等业务。

２０２０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１７７８亿元，较
年初上升１５亿元，比上年末增幅９２％。储蓄
存款１１４１亿元，较年初上升１４１亿元，比上
年末增幅１４１４％。对公存款６３７亿元，其中：
公司存款余额１８４亿元，比上年末增加０４亿
元，比上年末增幅 ２７５５％；机构存款 ４５３
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 ７２２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２１５亿元，比上年末增幅４２２６％。其中：公司
贷款３８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６２亿元，比上年
末增幅７４４６％；个人贷款 ３４２亿元较年初上
升０５２亿元。

【内控案防】　一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
“一岗双责”，把从严管党治行和党风廉政建设

要求融入内控案防和业务经营。二是强化教育

学习，增强规矩意识、纪律意识，筑牢思想道德

防线。三是做好谈话提醒和廉洁教育，加强清

廉金融文化建设，分析内控案防薄弱环节，排

查风险隐患，强监督，重落实，严整改。四是加

强员工异常行为的日常监督排查，及时了解员

工思想动态及行为动态。五是加强常态化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人员安全和经营秩序

正常。六是加强防抢、防盗、防骗、防火、防疫

等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对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

落实，确保无风险案件发生。２０２０年度无发生

实质性重大违规事件和风险事件，连续实现２８
个安全年。

【驻村帮扶】　鲁山支行组成驻村工作队，派驻
磙子营乡郭胡桥村、小杜庄村，驻村队员３人，
帮扶责任人１５人。分包的贫困村磙子营乡郭胡
桥村２０１９年实现脱贫摘帽；分包的两个村共有
建档立卡户１３６户，２０２０年全部实现脱贫。

开展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及办实事情况。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开展消费扶贫，向贫困户购
买鸭蛋等物品４７００元；给小杜庄村、郭胡桥村
送棉被价值 ３９５０元，送米、面、食用油合计
２５万元。４月３日，为特困户陈天杰购买种羊
２只，价值２０００元。４月２８日，消费扶贫购物
５０５０元。７月为郭胡桥、小杜庄村贫困户送凉席
和夏凉被价值５０００元。９月２４日，消费扶贫购
物９９００元。１１月１３日为郭胡桥村委及驻村工
作队购买惠普打印机 １台、Ｕ盘 ３个、硒鼓 ５
个、打印纸５箱。

投资２３万元为郭胡桥村安装村道路灯设
备，完善村里公共设施；为小杜庄村购置会议

桌椅、沙发、值班床等办公家具共计 ５９５０元，
改善村委办公条件；为帮扶对象、失依学生提

供慰问金２５００元；向扶贫济困教育基金捐赠书
款１１４０元。

【荣誉榜】　鲁山县支行被工行河南省分行评为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张军民被工行河南省分行

评为２０２０年度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薛新河被工
行河南省分行评为优秀驻村工作队长。

（李文凯）

建行鲁山县支行

【概况】　建行鲁山县支行位于鲁山县城人民路
中段，内设综合业务部、营业部。

２０２０年，营业收入 ３２１３万元，营业支出
７８６万元，实现利润２４２８万元。

【存款业务】　２０２０年末，一般性存款 １３５０９３
万元，比年初新增２１３２０万元。其中：单位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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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８０万元，较年初新增４８３２万元；个人存款
１１３５１３万元，较年初增长１６４８８万元。

【贷款业务】　２０２０年末，各项贷款 ５８１５３万
元，较年初新增１８３４９万元。单位贷款１４３８７万
元，较年初下降５６２６万元 （其中不良处置３６２
万元）。个人贷款 ４３７１４万元，较年初增长
２３３８４万元，其中：住房贷款３３５９８万元，增长
２２６６８万元；消费贷款 １９７６万元，增长 ２５３万
元；信用卡贷款８１４０万元，增长１００３万元。

【普惠金融】　２０２０年，发展云税贷、云电贷、
账户云贷、结算云贷、信用贷、抵押快贷、交易

快贷业务，新支持小微企业 ３６家，投放贷款
１０６６万元，促进小微企业的经营发展。

（张向东）

信用联社

【概况】　鲁山联社内设部门１８个，辖营业部１
个、信用社２０个、分社１５个和储蓄所７个，机
构网点遍布全县城乡，在岗职工 ４０９人。２０２０
年末，全县投入使用自助柜员设备７０台，开通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８５０８８户，布放ＰＯＳ机１２８
台，建立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４８个，个人电子
银行覆盖率增幅 ４８４５％；鲁山联社总资产
１２６７４０８万元，总负债１１８８６３０万元；实现各项
收入４６３７５万元，经营利润９９７６万元。

【存款业务】　采取公关宣传、传统媒体宣传、
微信平台宣传等措施，稳定存量客户，营销优

质客户，拓展潜在客户。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各项
存款余额１１１８１０５万元，较年初上升１３１８５７万
元，增幅１３３７％，存款余额和新增存款额稳居
全县金融机构第一位。

【贷款业务】　改革贷款制度和流程等，解决群
众 “贷款难”、信用社 “难贷款”问题；持续加

大对县域中小企业、新型农业化产业、中小商

户、种养殖大户的贷款支持力度。按照 “小额、

流资、分散”的原则，持续增加支农支小贷款

投放。借助 “金燕快贷通”平台，创新贷款品

牌。２０２０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６６３６０６万元，较
年初上升４４５２８万元，增幅１０７４％，存量贷款
和新增贷款额均居全县金融机构第一位。

【金融扶贫】　围绕县委、县政府脱贫攻坚战令
要求，形成金融服务、信用评价、风险分担、产

业支撑四大板块为一体的金融扶贫新模式，以

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资金专户为依托，在

建档立卡贫困村投放小额扶贫贷款。２０２０年末，
累计投放扶贫贷款５８３７笔６５９８６万元，居全县
金融机构首位。

【服务地方经济】　充分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
不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骨干企业的扶持力度，

支持地方特色经济发展。尤其是年初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联社党委第一时间成立领导小组，

统筹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第一时间向县红十字会

捐款３０万元，组织党员干部捐款３６万元支援抗
疫一线；主动对接一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

生活物资保障企业，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

原则，提供信贷支持１６亿元。开展社区志愿服
务，开通抗疫资金 “绿色通道”，及时划转各类

抗疫资金２９４笔１４１７万元。通过网上银企对接与
辖区内１０家企业授信签约，总金额达１２７亿元。

【联社改制】　２０２０年，围绕改制组建农商行这
一主要任务，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最

大限度争取政府及有关单位的支持，全面完成

不良贷款清收、置换资产变现、固定资产确权

等工作，主要指标全部达标。

（李骁飞）

农发行鲁山县支行

【概况】　农发行鲁山县支行设有办公室、信贷
业务部、会计结算部。２０２０年有员工１０人，中
共党员９人。

【主体业务】　围绕人行安排的重点工作，狠抓
内部管理，强化外部营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５０３金融业　



始终坚持把粮食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作为各项工

作的重中之重，认真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和上

级行的信贷政策，使主体业务得到进一步强化。

一是支持地方储备粮轮换计划。二是发放与管理

最低收购价粮食贷款。及时成立夏粮收购工作领

导小组，早调查、早预测、早发放，及时足额保

证收购资金供应等，全年发放地方储备粮油贷款

１１００万元支持县级储备小麦收购６１８３９９１吨。

【对接政府重点项目】　加强与县政府、涉农部
门、发改委等部门联系和沟通，开展客户营销

活动。２０２０年，向鲁山瑞亚牧业有限公司发放

　　河南省分行、平顶山市分行和鲁山县支
行工作人员到鲁山瑞亚牧业有限公司进行现

场调查　 （刘林云／摄）
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１０００万元，向鲁山县城市
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放棚户区改造中长期

贷款６４８０万元。
（杨长见）

邮储银行鲁山县支行

【概况】　２０２０年，邮储银行鲁山县支行内设部
门５个，分别为综合管理部、风险合规部、零售
金融部、公司金融部、三农金融部，下设支行营

业部老城、鲁平、梁洼３个分理处，全辖区配备
自动存取款机６台。共有员工４７名。

【存款业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个人储蓄存款
余额本年新增３０９７万元，完成比４６％；全区排
名第三，余额规模７８６亿元。信用卡发卡２４３４

张，手机银行加办５０６６户。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公司存款结余８５５０２万元，

年净增３６２７万元；日均８０６２７万元，日均净增
１６３８万元；县域存款规模位居第二位。

【信贷业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小企业贷款结
余 １２户 １８６５万元；个人贷款发放 ３９０３笔
３７３６７４５万元，个人贷款本年净增 １０９３笔
８３６９０８万元，个人贷款年底结余 ５０５８笔
４３０９８２万元，其中扶贫贷全年放款 １４７１笔
５９５０５万元，个人贷款不良率由年初的１９％压
降到１３６％；农信担保贷款 １７８笔 ５４０３万元，
农信担保贷款年底结余１５４笔４５７７０２万元。

【驻村帮扶】　邮储银行鲁山县支行分包贫困村
为韍河乡碱场村、大麦王村。成立领导小组，派

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到帮扶点开展工作。

全行１４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指导帮助
贫困户发展项目，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部脱贫。

（陈文星）

中行鲁山县支行

【概况】　中国银行鲁山支行内设营业部、业务
发展部、综合部３个部门。营业部开设现金窗口
２个、非现金窗口２个，理财室１个，附行式自
助银行１个；花园路设离行式自助银行１个，共
有自动存取款机３台。主要开办业务有人民币存
款业务、贷款业务、结算业务、外汇业务、信用

卡、代理理财、保险业务、手机银行等。人员编

制１４人。

【主营业务】　２０２０年末，鲁山中行各项存款余
额５５８１５万元，较上年增长１０６５８万元；储蓄存
款余额３８７８６万元，较上年增长５９１７万元；公
司存款余额１７０２９万元，较上年增长４７４１万元。
各项贷款余额 ４０８０７万元，较上年增长 １０８２０
万元。

【普惠金融】　近年陆续推出 “税务贷” “结算

贷”“科技贷” “银税贷” “易抵贷”等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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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帮扶县域企业发展。２０２０年，新发展
中小企业普惠金融贷款客户 ４户，贷款金额
２５３０万元。个人客户方面，发放 “烟草贷”“抵

押贷” “创业贷”金额１２５７万元。特别是创业
贷业务，为全县下岗再就业、创业人员及扶贫

工作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对地方经济发展做

出应有贡献。

【特色产品】　中国银行的外汇业务是最为优势
的服务产品之一。具体外汇业务的优势体现在

境外汇款业务、外币现金业务、外汇理财业务、

票据、国际结算业务等。

（李志伟）

平顶山银行鲁山支行

【概况】　平顶山银行是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设
立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注册地在平

顶山市。在郑州、洛阳、南阳、新乡、信阳、商

丘等省辖市设有分行，全行营业网点７４个。
平顶山银行鲁山支行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３日挂

牌营业，内设营业部、综合部、对公信贷业务

部、微贷业务部４个部门，共有员工３１人。下
设鲁山人民路支行、鲁山下汤镇支行２个二级支
行，自助存取款设备７台。

【主营业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鲁山支行各项
存款余额１５０７５６万元，其中，个人存款余额为
８２３６９万元、单位存款余额６８３８７万元。各项贷
款余额１０９４２０万元，其中，个人贷款余额９０５０
万元、单位贷款余额１００３７０万元。

【金融扶贫】　主动对接金融扶贫工作，成立领
导小组，建立绿色通道，制作扶贫贷款明白卡，

推动产业扶贫、跟进阶段性助贫、促进贫困户

收入增加，从而实现稳定脱贫。截至２０２０年末，
累计发放专项扶贫贷款４０６笔１１１０万元。

【服务地方经济】　２０２０年底，鲁山支行企业贷
款余额１００３７０万元，支持一批地方中小型企业
的发展；向个体工商户发放微小贷款９０５０万元，

融通地方实体经济。

２０２０年，着力建设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先后在全县

１６个乡镇开立金融服务网点６９个，惠及人口２０
万人，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便民服务】　开展服务模式创新转型，线上、
线下服务一体化，网点形象靓化治理和服务规

范再提升工作，努力为广大客户提供越来越好

的金融服务体验。网点大厅设有饮水机、便民

服务箱、电子称、雨伞等便民设施；厅堂摆放糖

果、播放宣传片和电影以缓解客户的等待情绪，

让服务成为支行靓丽的名片。

【企业文化】　从精神、物质、行为、制度四个
层面，深化企业文化建设内涵，丰富企业文化

建设载体，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

形成以 “诚信、创新、干净、担当”为核心的

企业价值观体系，为平顶山银行立足中原大地、

助力中原崛起、成为中原新生金融主力军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徐远召）

保　　险

中国人寿保险鲁山支公司

【概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鲁山支公
司位于鲁山县城人民路东段，是鲁山县规模最

大的国有商业寿险企业。主营人寿、健康和意

外伤害保险。公司内设综合部等管理部门７个，
下辖乡镇营销服务部２３个、直属营销团队８个。

【保费收入】　２０２０年，实现保费总收入 ２２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８８１％。其中：首年期保费
４９１０万元，同比增长６３９３％，同比增幅全市第
一；十年期保费 １９４２万元，同比增长 １０３％；
个险标准保费 １６２７万元，同比增长 ４１％；大

７０３金融业　



短险保费２０８０万元，与去年持平，贡献度全市
第一，全省排名第六；中介期保费 １１１６万元，
同比增长１３２％，同比增幅、贡献度均为全市第
一，全省排名第十。

【理赔支出】　２０２０年，共受理各类赔案 ５８８３
件，赔付金额２２９３万元。

【保险服务】　坚持以党建为统领，以业务发展
为重心，以队伍建设为抓手，以内控管理为主

线，把合规经营贯穿公司发展始终，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通过 “９５５１９”客服热线
和短信、微信平台进行咨询、投诉和回访等各

项服务，打造出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同

时，创新销售和服务模式，推进国寿科技运用，

无纸化投保率达到１００％，移动、自助理赔占比
９５％；探索商保直付项目推广，提升客户一站式

理赔服务体验。重视拓宽销售渠道，在传统业

务基础上，狠抓更加贴合客户需求的新产品推

广上市，为社会各界提供更优质的保险保障。

【荣誉榜】　被总公司评为中国人寿助推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公司党支部荣获省公司党委先进

基层党组织称号，客户服务中心被评为省公司

“四星级柜面”，个险渠道被评为省公司 “双领

先”优秀单位，银保渠道获得全省 “千万先锋

单位奖”，团险渠道获得全省 “大短险规模贡献

奖”。

郭春杰被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授予

“２０２０年度国寿百强星级导师”称号，被河南省
保险行业协会授予 “２０２０年河南诚信保险人”
称号。

（乔爱国）

８０３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财政　税务

财　　政

【概况】　县财政局内设机构１４个，即办公室、
综合股、预算股、国库股、行政政法股、教科文

股、经济建设股、农业股、社会保障股、服务贸

易金融股、会计股、财政监督股、税政条法股、

资产管理股。下设二级机构８个，即财政国库支
付中心、政府采购服务中心、农村财务事务服

务中心、财政专项资金服务中心、非税收入管

理股、会计教育管理办公室、债务管理办公室、

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辖乡 （镇、街道）财税所

２４个、财税工作站 １个。全系统有干部职工
２１８人。

根据鲁办文 〔２０１９〕１１号，财政局加挂国
有资产管理局牌子。

【财政共享收入】　国家实行分税制和财政转移
支付制度，省市县财政在落实中央财政体制的

同时，对地方财政体制进行规范。中央与鲁山

县的共享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 （分成比例 ５∶
５）、企业所得税 （分成比例６∶４）、个人所得税
（分成比例６∶４）等。省级与鲁山县共享收入主
要包括水资源税 （分成比例３∶７）和环境保护
税 （分成比例２∶８）等。市级与鲁山县共享收
入主要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 （分成比例２５∶
７５）和土地增值税 （分成比例２５∶７５）等；
同时鲁阳电厂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市县按５５∶
４５比例分成。２０２０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入库１５１１０８万元，其中：中央级 ４７８０２万元、
省级７６５３万元、市级３８６８万元、县级９１７８５万
元。省级财政还通过上解参与县级留成收入部

分的分配。

【财政补助收入】　上级对鲁山县的补助收入主
要包括返还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专

项转移支付收入等；鲁山县对上级的转移支出

主要为上解支出。２０２０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
上级补助收入 ３８８６６０万元 （决算前），其中：

返还性收入 ４５１０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３４４１７５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３９９７５万元；上解
支出１８３９４万元 （决算前）。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０２０年，全县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９１４８５万元，其中：税收
收入累计完成５６９８２万元，占总收入的６２３％；
非税收入完成３４５０３万元，占总收入的３７７％。

２０２０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收入总计 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

２０２０ ９１４８５ ５６９８２ ３４５０３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０２０年，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累计完成４９５７９０万元，同比增支２５４２５
万元，增长 ５４％。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３６７００万元、公共安全支出１４２５５万元、教育支
出１０４９４０万元、科学技术支出９８９１万元、文化
体育与传媒支出４４７４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６８０３０万元、医疗卫生支出７３１８１万元、节能

９０３财政　税务　



环保支出７５００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２８２７３
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１１８７１４万元、其他各项

支出２９８３２万元。各项支出规模增长较快，支持
服务全县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２０２０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

度

支
出
合
计

一
般
公
共
服
务

公
共
安
全

教

育

科
学
技
术

文
化
体
育
与
传
媒

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

医
疗
卫
生

节
能
环
保

城
乡
社
区
事
务

农
林
水
事
务

其
他
各
项
支
出

２０２０ ４９５７９０ ３６７００ １４２５５ １０４９４０ ９８９１ ４４７４ ６８０３０ ７３１８１ ７５００ ２８２７３ １１８７１４ ２９８３２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２０２０年，全县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１４２２８８万元，同比增长
８９５％，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１３６００３万元，同比增长９８７％。全县政府性基
金支出完成２１９６０１万元，同比增长８６５％，其
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１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１１８９７万元、城乡社区支出１５６１３１
万元、农林水支出３４０万元、其他支出３１０１７万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４７９３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２０２０年，全县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２５２１９万元，增长
１７０４％。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２５２１９万元，支出完成 １８２７７万元，支出增
长４２８％。

【行政政法财务管理】　一是行政经费。行政经
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人员经费按编制

内实际在职人数供给。公用经费按财政全供单

位编内实有在职人员，实行分档预算、定额管

理，超编人员一律不安排。会议费、修缮费等采

用编制预算、部门审批，实行专款专用。二是政

法经费。政法经费是指由各级财政安排的用于

政法机关的人员经费、（业务）办案经费和业务

装备经费。

【社会保障财务管理】　２０２０年，全县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进行上调，年满６０周岁符合

待遇领取条件参保人员每人每月发放基础养老

金由 １０５元上调至 １１０元，财政安排 １７０９３２６
万元，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２０２０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由
２０１９年的每人每年 ５２０元提高到每人每年 ５５０
元 （其中：中央补助 ４４０元、省级补助 ６６元、
市级补助１３２元、县级补助３０８元），个人缴
费标准人均同步增加３０元，达到每人每年２８０
元。财政安排４３２８４４１万元，不断完善医疗保
险政策，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落实医疗保

险 “六道保障线”为贫困人员排忧解难。做好

特殊群体的医疗保障工作。

２０２０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
人均经费标准由 ２０１９年的 ６０元提高到 ６５元
（其中：中央补助５２元、省级补助６６元、市级
补助１５６元、县级补助３５４元），新增的５元
全部落实到乡村和城市社区，用于应对疫情防

控工作。财政安排５０７８４６万元用于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落实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政策，全年财政安

排资金 ７１５７７万元，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
开展。

其他社会保障事业投入。财政安排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１２７０３６９万元，专项用于城乡
低保、城乡特困、孤儿、流浪乞讨等困难对象生

活救助；财政安排资金１１６２７万元，保障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财政安

排就业补助资金２７００万元，加大技能培训和创

０１３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业扶持力度，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财政安

排城乡医疗救助资金２３２５３万元，专项用于资
助贫困城乡居民参保及住院门诊救助等。

２０２０年社会保障资金财政补助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　度
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

城乡医疗

救　　助
困难群众

救助补助

国家基本

公卫项目

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
就业补助

２０２０ １７０９３２６ ４３２８４４１ ２３２５３ １２７０３６９ ５０７８４６ １１６２７ ２７００

【商贸金融财务管理】　２０２０年，开展的政策性
农业保险有小麦、花生、大豆、育肥猪、能繁母

猪、奶牛、公益林、商品林等险种，共拨付政策

性农业保险中央保费补贴资金１５１６２６万元，市
级配套资金１６９２４万元。
２０２０年，完成创业担保贷款４８４笔６２７５万

元。全年由中央、省市等各级财政贴息 ４７５８１
万元。

【经济建设财务管理】　２０２０年，全县经济建设
支出总额为２９２１５３９万元，主要用于脱贫攻坚、
大气污染防治及节能减排支出，农村客运、国

有林场及森林抚育、花瓷小镇和振兴路道路加

宽、迎宾大道建设、鲁平大道绿化提标改造、土

地入股分红、房屋不动产登记、丝绸家纺产业

园 “五通一平”资金、中医院新院区建设、人

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沙河文化生态绿廊景

观项目、兴源高中奖励、２０１９年县乡公路及非
贫困村道路改建项目、城市公交车的石油价格

改革补贴，以工代赈及易地扶贫搬迁示范项目、

农村公路建设、公租房建设配套建设项目、城

区污水管网建设、产业集聚区及小城镇建设、

国土资源专项支出，土地收购储备支出等。县

重点工程花瓷小镇、牛郎织女文化产业园、沙

河综合治理、城南新区建设、教育改薄项目、鲁

阳教育产业园、三里河至八里仓道路、尧栾西

高速西延、附属物补偿、棚户区和房屋拆迁安

置事项及土地收购储备、公路绿化、高速口及

城区绿化升级等，支持沙河综合整治及城南新

区建设。

【教科文财务管理】　２０２０年，教科文总支出
１２２７１３万元。一是教育支出１０４９４０万元。全县
教师工资全部纳入县财政预算，按标准及时足

额发放。全县特岗教师与公办教师享受同等的

福利待遇。落实义务教育乡村教师生活补贴、

教师教龄津贴和班主任岗位津贴及乡镇工作补

贴。全年拨付教师工资３９３１６万元，拨付教师三
项津贴５４７１万元、乡镇工作津贴１３６８万元。
２０２０年，继续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

行 “两免一补”（即免学费、教科书费，寄宿生

生活补助费）政策，完善义务教育免学杂费政

策和改进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管理。从春季学

期起，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调整为年生均小

学６５０元、初中８５０元。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资
金支付方式由 “市县分散支付”调整为 “省级

集中支付”。全年共计发放 “两免”资金１６１０６
万元，受益学生３２万人次，发放 “一补”资金

２４００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５３万人次。
２０２０年，安排资助经费４２６５万元，资助项

目主要有学前教育幼儿资助及建档立卡幼儿保

教费、义务教育贫困家庭学生生活补助、义务

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营养改善资金、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高中免学费免住宿费、普通高中助

学金、中职免学费中职助学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经费１０３２３万元。继续做好生源地助学
贷款工作。

投入资金改善办学条件。２０２０年度，拨付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１３６４万元，安排义务教
育阶段校舍维修改造资金３５５２万元，拨付义务
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资金３１１０６万元，
拨付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资金１２０９万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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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免学费政策；拨付职业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１４０万元、职业教育精准脱贫
技能培训资金３０万元。

二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方面。２０２０年，
投入资金６０００万元支持尧山温泉旅游度假区整
改提升；支持农村文化建设，主要项目有文化

馆图书馆和文化站免费开放、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及村级社区活动开展、“三区”文化工

作者补助、公共文化服务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场

次补贴、戏曲进乡村资金、舞台艺术送基层、文

物保护员补助、中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贫困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省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奖励、中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

项 （农家书屋、图书馆智能设备、文化馆礼堂

设备）、省级文物保护专项、广播电视无线覆盖

数字电视、旅游厕所建设、２０２０年省级以上文
明村镇奖补等。

三是其他方面。２０２０年，拨付妇女 “两癌”

救助专项资金４２万元；拨付县科协科普与学会
服务能力提升专项经费２９万元。

【农业财务管理】　２０２０年，全县农林水支出
１１８７１４万元，增长２４９％，为农业生产和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其中：高标准

农田建设资金２２０５３万元、２０２０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及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

７５２８万元，落实各项农业惠民补贴共计 １１２１５
万元 〔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６００５万元，
涉及２５乡 （镇、街道）、５５５个行政村、３７９２个
村民小组、农户１８６２万户，补贴面积４５４５万
亩；发放移民补贴 ４７０８万元，涉及移民人口
７８万人；发放农机购置补贴５０２万元〕，为促
进农民全面增收，农业农村更快更好发展奠定

基础。

２０２０年，全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７４５２３万
元，其中：中央资金 ４６２３０万元、省级资金
１０８８７万元、市级资金 ７８３１万元、县级资金

９５７５万元。使用整合资金支持农业组织化产业
化发展，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等３８８００万元，库
区蓝莓、董周酥梨、辛集葡萄、瓦屋食用菌等区

域特色产业初具规模；使用整合资金支持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等３５７２３万元，持续巩固农村安全
饮水等工程，改善农民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先后出台鲁财字 〔２０２０〕３３号 《鲁山县财

政局、鲁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扶贫项

目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鲁财脱贫组 〔２０２０〕
１号 《鲁山县财政局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强化

财政支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通知》等文件，

继续推动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工作，精准使

用于全县脱贫攻坚。

【国有资产管理】　一是继续加强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配置管理，从严控制行政事业单位购

置固定资产的数量标准。二是继续加强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三是加强对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收益、处置收益、国有资

产有偿使用收益的监督和管理。２０２０年，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益和国有资产有偿使

用收益７３０４万元，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四是清
查全县国有企业资产及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

资产。

【政府采购】　２０２０年，一是政府采购规模继续
保持稳定增长，全年采购预算１７５７９０万元，实
际完成政府采购 １５９３０９万元，节约财政资金
１６４８０万元。二是推进消费扶贫。充分运用
“８３２”工作平台，引导预算单位采购农副产品，
预留采购份额 ５００８６万元，完成采购交易额
５２４２７万元。三是转发 《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

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建立政府采购

“绿色通道”，为疫情防控物资的采购提供便利。

四是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９３０万元，缓解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五是随机抽查

代理机构，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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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鲁山县政府采购汇总表

采购预算额

（万元）

采购额 （万元）

合计 货物 工程 服务

节约额

（万元）

采购节约率

（％）
比去年同期

增速 （％）
公开招标比

（％）
工程比

（％）

１７５７９０ １５９３０９ ２８６６７ １２７４４７ ３１９４ １６４８０ ９３７ ２０２ ８３４ ８０

【财政投资评审】　开展 “阳光评审”。克服人

员少、任务重等诸多困难，确保县扶贫攻坚项

目和重点项目的评审，完成财政涉农统筹整合

资金项目４０６个 （批），评审金额２２６０４０万元。

２０２０年评审项目统计表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送审金额 审减金额 审定金额 核减率 备注

２０２０ ４０６ ２２６０４０ ２６４５３ １９９５８７ １１７％

【财政监督】　根据鲁财字 〔２０２０〕６５号 《关

于印发扶贫资金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精

神，２０２０年８月，开展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排查全县财政扶贫资金使

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财政扶贫资金使用

效益。２０２０年９月，开展２０１９年会计信息质量
检查工作；１０月，检查各乡镇财税所账务。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４月，被县委、县政府评为
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先进单位、劳模助力脱贫攻

坚 “十面红旗”、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位、争创

“五优” “五佳”活动最佳县直单位。８月，被
县政府评为综合治税工作集体三等功；被县委、

县政府评为 “光彩金秋慈善助学”先进单位、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体 （二等奖）。９
月，被县政府评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理优秀

单位、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管理先进单位。１０月，
被评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全国政府采购百强县
（市、区）突出贡献单位。１２月，被市财政局评
为财政总决算工作先进单位、部门决算工作先

进单位、预算公开先进单位、财政分析评价先

进单位、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统计工作先进

单位。

（秦钰博）

税　　务

【概况】　鲁山县税务局主要负责全县各项税
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

内设机关股 （室）１３个，即办公室、法制股、
税政一股、税政二股、风险管理股、社保和非税

收入股、收入核算股、税源管理股、财务股、人

事教育股、征收管理股、机关党委、纪检组；下

设税务分局１１个，即一分局、二分局、汇源分
局、露峰分局、琴台分局、鲁阳分局、张良分

局、张官营分局、库区分局、尧山分局、赵村分

局；直属事业单位２个，即信息中心、票证服务
中心。现有干部职工 ３１１名，其中，在职人员
１８９名、离退休人员１２２名。

【税费收入】　一是面对新冠疫情防控、减税降
费带来的收入下降和地方级收入增长需求之间

的矛盾，县税务局紧盯重点税源、重点地区、重

点企业，充分发挥数据优势、管理优势，加大分

析、评估力度，强化堵漏增收。二是加大对土地

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管理力度，抓好小税种的

堵漏挖潜，综合运用纳税评估、专项整治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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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及时跟进、增收促收。全年累计组织税收收

入１００４７４万元，同比增加０９５％，增收９４８万
元，其中：县本级税收收入５７０１４万元，同比增
长２５２％，增收１４０２万元；征收社保费８５２５７
万元，同比增长４７２％，增收３８４３万元。

【减税降费】　一是运用 “一对一”培训辅导、

电子台账管理、数据核算分析、问题快速反应

等措施，部门协同共治、内外监督检查、全程跟

踪问效。二是聚焦新出台的减税降费措施，实

施分类宣传，确保纳税人缴费人应知尽知；聚

焦纳税人需求和社会关注热点，主动服务，切

实增强纳税人缴费人办税便利度和政策获得感；

聚焦减税降费对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消费升级、

扩大创业就业等方面的作用。２０２０年减税降费
１４６亿，税收政策红利有效释放，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企业和居民获得感不断增强。

　　４月１５日，解读业务骨干疫情期间税收
优惠政策　 （任笑影／摄）

【综合治税】　开展综合治税，规范税收秩序，
围堵税收漏洞。不断加强和完善综合治税工作

体系，建立综合治税信息共享系统，强化与综

合治税成员单位间的沟通联系与协调配合，协

同开展成品油、砂石资源等专项整治；进一步

理顺行业税收秩序，特别加强对重点税源、重

点行业、重点税种的监控和检查，以查促管，以

查促收，堵塞各种 “跑冒滴漏”，杜绝 “人情

税”“关系税”，严禁滥用职权、谋取私利，造

成国家税收流失；协同纪检、公安、检察等部门

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税收

违法行为，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２０２０年共向
相关部门发出税收保障函７８份，协调税款入库
或强制划转税款７６００多万元，综合治税入库税
款 ２５０１０万元，其中：商品房预售领域税收
１６１６６万元、土地挂牌和房地产领域契税 ３４１５
万元、公路修建领域建筑税收７３４万元、风电项
目等耕地占用税５０７万元、水利部门水资源税入
库９３３万元、环保行业环保税入库６４５万元、矿
产品领域资源税入库１２９０万元、棚户区项目增
值税入库 ４４０万元、生态修复项目增值税入库
２８０万元、沙河治理项目建筑税６００万元。

【营商环境】　全面清理税务证明事项，一律取
消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全年累计取

消税务证明事项２５项。扩大税 （费）优惠备查

范围；实行涉税资料清单管理；减少纳税次数，

实行主税、附加税同步征缴；简并资源税征期，

简化代扣代缴申报；简化出口企业退 （免）税

备案信息采集，不再向纳税人采集与工商登记

重复的项目。推进电子税务局建设，依托电子

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拓展网上办税平台业

务功能，实现８０％的发票领用 “网上申请、邮

寄配送”，实现网上办理涉税缴费事项 １９６个，
其中可以 “全程网办”业务１７７项， “全程网

办”业务比例９０％以上，流转业务平均办结时
限压缩５０％。拓展服务方式，依托邮政市、县、
乡三级网点密布、服务高效的优势，与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合作开展代开发票、代征税款 （“双

代”）邮寄发票等业务，实现税邮合作业务 “就

近办、网上办、一次办、马上办”。邮政代开网

点代开发票４０６人次，代开金额１６１２８４９万元，
代开入库税款４０６２６万余元。完成６１５６户纳税
人的纳税信用年度评价工作，向全县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推送１７４户 Ａ级纳税人名单、税收违
法 “黑名单”等税务领域信用信息，营造 “守

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诚信纳税氛

围。深化 “银税互动”合作，通过 “税 ｅ贷”
等金融产品累计向Ｂ级以上纳税人发放贷款１４６
笔６４１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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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帮扶】　县税务局分包１１个村 （磙子营

乡７个：平庄村、大尹庄村、三官庙村、高庄
村、岗薛村、沽沱村、韩南村；仓头乡２个：下
仓头村、薄坪村；赵村镇１个：下寺村；观音寺
乡１个：下孤山村）。其中贫困村２个 （磙子营

乡平庄村、观音寺乡下孤山村）。共派出驻村工

作队１１支，驻村干部１９人。９名党委成员全部
担任联村科级干部，实地指导、参与扶贫工作。

参与结对帮扶干部职工１４７人，共结对帮扶贫困
户４７２户１４３３人。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帮扶村２个
贫困村脱贫出列，帮扶的贫困户全部脱贫。

【荣誉榜】　县税务局先后被授予省级文明单
位、省级卫生单位、省级文明服务示范窗口称

号；被省局评为全省税务系统基层规范化建设

先进单位，被市局评为绩效管理优秀单位、先

进基层党组织、“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先

进集体；被县委、县政府评为鲁山县无烟单位、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体 （三等奖）、平

安建设先进单位、优化营商环境先进单位、光

彩金秋慈善助学先进单位等。

（何　源　任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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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督与管理

发展和改革

【概况】　鲁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简称 “县

发展改革委”），单位内设科室 １５个，即办公
室、国民经济综合股、社会发展股、固定资产投

资股、能源资源股、工业发展股、农村经济股、

国民经济运行股、服务业发展股、体改法规股、

行政审批服务股、营商环境监督股、价格股、收

费股、价格成本调查监审局，另有设在发展改

革委的县以工代赈领导组办公室、县重大项目

领导组办公室、县节能监察监测管理中心、郑

万铁路鲁山段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县易

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县优化营商环境

领导小组办公室、县价格认证中心。

【脱贫攻坚】　一是易地扶贫搬迁。鲁山县 “十

三五”期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３１２８户１１０２８人，
建成集中安置点 ３２个，搬迁群众已全部入住，
拆旧复垦全面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三个覆盖”

规范社区管理、主动服务群众办理房产证等做

法被国家发改委先后在全国推广交流，被河南

省授予 “河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优秀县”。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鲁山县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全国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明显县，县易

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被确定为全国 “十

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担当有为集体。

二是村级光伏电站。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国
家扶贫办、国家能源局明确全县６６个村级光伏

电站纳入国家规模范围，从２０２１年起逐步拨付
国家补贴度数收入从原来的 ０３７７９元提高到
０８５元，电站收益将大幅提高。

【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多措施并举，成效
明显，共确定重点项目 １０４个，总投资 ６００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１６２２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１７１３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０５６％。其
中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１５６４亿元，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１４９６％。

花瓷小镇、迎宾大道、国电投瓦屋风电等

４２个项目实现开工；沙河生态修复与提升、静
脉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亿利生态修复等１３个
续建项目稳步推进；瑞隆公司年产３０万吨预拌
干混砂浆项目、石林路拓宽改造项目、冶铁遗

址环境整治项目等２４个项目实现竣工；鲁山机
场项目前期审批要件除军地协议和气候可行性

报告外，其他前期立项要件均已完成。

【新能源项目】　依托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新能
源产业，基本形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协调

发展的新能源产业格局。一是光伏发电。军昊

电力、中民新能等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已并网

１３０兆瓦；户用光伏扶贫２５６４户，共计１２８２兆
瓦；扶贫电站７０个，共计３５２３兆瓦。鲁山县
一高新校区图书馆屋顶光伏项目并网容量１兆
瓦。储备夏尔新能源和特变电工光伏项目２个，
共计３００兆瓦。二是风力发电。核准银岭风电、
大唐新能源、雅高国华、国家电投等集中式风

力发电项目６个，共计２３８兆瓦。其中鲁山润电
风能有限公司项目已并网２０兆瓦，核准汝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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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平煤北控、鲁山县牛心山等分散式风力

发电项目７个，共计１３６兆瓦；储备有鲁生新能
源、帆昌新能源、鲁风新能源、宛能新能源、特

变电工、祥风新能源、远景能源７个风电项目，
共计３９８４兆瓦。三是抽水蓄能电站。鲁山县抽
水蓄能电站项目确认业主单位为河南豫能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初拟装机容量１３００兆瓦，总投
资８２７５亿元，１２月３０日举行启动仪式。四是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鲁山县静脉产业园规划建

设鲁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热电联产、

餐厨垃圾及市政污泥资源化利用等项目。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及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已开工建

设。其中：鲁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

规模１２兆瓦，垃圾处理能力为６００吨／天，年处
理垃圾２１９万吨，总投资３４亿元；生物质热
电联产项目总规模３０兆瓦，处理规模为１２００吨
／天，一期处理规模 ８００吨／天，总投资 ３３
亿元。

【营商环境】　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提

升政务服务能力。全县３８个部门、１１９４项业务
进大厅，部门进驻率１００％，实现 “一窗通办”

和 “最多跑一次”。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工

程领域审批制度改革、工业载体建设、科技创

新投入等措施，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减税降费２３９
亿元。开展 “一联三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

全面落实首席服务官机制，累计发放各类企业

贷款５３５亿元，有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市场活力得到

激发。

２０２０年，建成包含数据采集、信用报告、
联合奖惩、信用评级、信用预警、大数据分析等

社会信用信息平台，整合区域法人、其他组织

和自然人在政务、司法、公用事业、金融、商业

交易等领域的公共信用信息，建立完善的社会

信用主体信用信息数据库，为政府、个人、企业

提供信用信息采集、信用查询、信用评估等服

务，为辅助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并依法依

规在 “信用鲁山”网站进行公示。同时，社会

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与市级系统互联互通，及时

进行数据定期交换，保证数据对接通畅。建成

全县３８家信源单位的信用信息归集目录，全年
累计入库信用信息数据３７５７５万条。

【金融服务】　一是疫情期间，开展金融补短板
稳投资应急专项项目谋划储备活动，在新型城

镇化、低碳高效能源、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九

个领域，与农发行对接，谋划储备鲁山县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等１７个项目，总投资３１８９
亿元，融资需求１７７３亿元；在乡村振兴、社会
民生等三个领域，与国开行对接，谋划储备沙

河治理景观提升改造项目、梁洼镇土地综合整

治项目、大唐新能源河南公司风电场三个项目，

总投资２６３７亿元，融资需求２０７９亿元。二是
支持疫情期间重点企业。对在疫情期间做出突

出贡献的洁利康公司，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至３
月１０日共购置设备２２８台，总投资１０１６７２万
元，向上级申请购置设备中央补助资金７９８０８
万元，解决该企业在扩建防护服生产线的资金

问题。三是支持中小微企业。开展 “８６１”金融
暖春行动，推送６０家中小微企业入库，各中小
微企业通过河南信豫融资平台上直接申请贷款。

各金融机构在河南省 “８６１”金融暖春行动中发
放贷款共计４６３８余万元。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６月，河南省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鲁山县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成效明显县称号。１１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授予鲁山县 “十三五”搬迁工作成效明显县称

号；授予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十三五”搬迁工作担当有为集体称号。１２月，
平顶山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授予县发改委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集体称号。

（李玉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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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调查

统　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县统计局内设９个股 （室）

队，即办公室、行政和执法监督股、综合统计核

算股、农业农村统计股、工业能源和生态统计

股、投资贸易外经社会人口就业统计股、普查

中心、统计执法队、城市经济调查队。核定编制

２７人，其中，行政编制 １３人 （含工勤人员 １
人）、事业编制１４人 （含城市经济调查队、普

查中心、统计执法队，均为股级）。局领导班子

成员５名 （局长１名、副局长２名、主任科员１
名、党组成员１名）。

【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２０２０年，全县 ＧＤＰ增
长３３％，增速全市第四位；固定资产投资入库
投资项目９９个，其中５０００万元以上４５个，增
长８６％，增速全市第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８６％，增速全市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９１４８５亿元，增长１２１％，增速全市第三；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１１５３元，增长 ７１％，
增速全市第一，高于全省０９个百分点；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２１５３元，增长１７％，增速
全市第二。

【工业经济统计】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８６％，增速全市第一，增速高于全市３８个
百分点。

分轻重工业来看，轻工业占比、增速均有

增加。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１３６２％，占比
３１３％ （去年１２６％）；重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１３％，占比６８７％ （去年８７４％）。

分企业规模来看，中小型企业增长较快。

中小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１３２％，高于规上
工业增速４６３个百分点，拉动全县１２６６个百
分点，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为９９７％，中小

型企业一直发挥强力支撑作用。

分行业类别来看，全县涉及的２３个行业大
类中半数以上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１０个行
业大类增速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对全县工业增

长拉动最大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纺织业，橡

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其中：纺织业同比增长 ３６３％，贡献率为
２１４４％，拉动全县工业增长１８４个百分点；橡
胶和塑料制品业同比增长１５％，贡献率为９％，
拉动全县工业增长０８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同比增长１０３％，贡献率为６７％，拉动全
县工业增长０６个百分点；皮革、毛皮、羽毛及
其制品和制鞋业同比增长 １５６％，贡献率为
４４％，拉动全县工业增长０４个百分点；农副
食品加工业同比增长５９７％，贡献率为２９％，
拉动全县工业增长０３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全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不含农户）１５１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６％，比全市 ５６％的速度高出 ３个百分点，
居全市六县 （市）第二。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１６９％，工
业投资增长２３４％。上年受疫情影响，部分房
地产楼盘投资进展缓慢，同时也没大的楼盘开

工建设，房地产业投资形式略差，房地产开发

投资 １６１亿元，同比下降 ２８５％；销售面积
５３６万平方米，增长１２７％。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５４１％，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 ２３４％，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４８％。民间投资全县投资比重５８６％，同比下
降５１个百分点，居六县 （市）第三。工业企

业技术改造投资全县投资比重１４％，同比下降
１２个百分点，居六县 （市）第二。

【市场销售统计】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０６４亿元，比上年下降４３％，增速全市第三，
五县市第三。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１０７６亿元，增长９８％。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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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９１亿元，下降 ４８％；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２３７３亿元，下降３４％。

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１７５亿元，下降
１０４％；商品零售５３１５亿元，下降２２％。

按行业分，批发业零售额５９８亿，同比增
长０７％；零售业零售额 ４７１２亿，同比下降
２５％；住宿业零售额 ５８１亿，同比下降
１２４％；餐 饮 业 零 售 额 １１７４亿，同 比 下
降９４％。

【居民收入统计】　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１８１３２元，同比增长４９％，其中：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３２１５３元，同比增长１７％；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１１１５３元，同比增长７１％。
２０２０年，全县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疫情影响

下仍能稳定增长，主要得益于疫情过后，全县

上下团结一心，多措并举，加快劳动力外出转

移就业，促使劳动力尽快就业；同时，加大脱贫

攻坚力度，政策支持，资金到位，项目落地，加

快发展本地经济，家庭经营蓬勃发展，拓宽老

百姓就业渠道，有力推动居民增收。

【农业生产统计】　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３３９９亿元，增长 ２７％，增速位居全市第六。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９４０１万亩，比上年增长
０１０％；粮食总产量２４４５万吨，增长１９２％；
单产２６００３公斤，与去年同比增１８２％。夏粮
播种面积 ４６１１万亩，同比略降 ０１７％；总产
量１２１６万吨，同比增长 ０５０％；单产 ２６４公
斤，同比增长 ０６７％。秋粮播种面积 ４７９万
亩，较去年增长３７％；总产量１２２９万吨，比
上年增长 ３４％；单产 ２５６公斤，比上年增长
３０％。畜产品产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全年肉类
产量 ２３４６６１吨，同比增长 ９７％；禽蛋产量
２９２１５吨，同比增长 ２８８％。牛奶产量 １１７７０
吨，同比增长２３６％。

【服务业统计】　全县服务业在库企业 ５１家，
其中：重点服务业３４家、部分行业重点单位１３
家、规下服务业 ４家。涉及旅游服务、大气污

染、教育、卫生、租赁、道路运输、娱乐业、文

化传媒等行业。全县重点服务业营业收入２２７
亿元，增长１４％。２０２０年服务业共入库企业 ２
家 （规下转规上企业）。

【脱贫攻坚普查】　一是完成综合试点普查。４
月１４日—１６日，全力配合舞阳县普查组２６人
对团城乡应山村、辣菜沟村进行脱贫攻坚 （综

合试点）普查。同时鲁山县普查组到卢氏县开

展综合试点普查工作，探索总结出现场登记

“一问、二看、三查、四核、五审、六报”六步

工作法，作为河南经验在全国推广。

二是全面开展普查。通过普查，全县３４００５
贫困户在 “两不愁三保障”方面，安全住房、

义务教育、饮水安全等政策享受方面全部零问

题；在满意度方面，普查对象反映 “明显改善”

率１０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成立鲁山县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按时完成户口整顿、普

查区区域划分、普查小区地图绘制和宣传工作。

选聘 “两员”３４１７名，分４期对全县近８００名
普查指导员和乡 （镇）业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完成清查摸底、现场登记、比对复查工作、行职

业编码工作。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１７日，国务
院第七次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组到鲁山开展

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工作。抽查结果不漏一

户、不漏一人，得到国家抽查组的赞扬。

【常规统计】　按照统计报表制度要求，及时、
准确、全面、保质保量地完成农业、工业、建筑

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

业、服务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以及投资、对外

经济贸易、文化产业、社会科技、能源环境等领

域统计报表的年定报任务；完善主要统计数据

质量评估机制，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及时加强

与相关部门和上级统计部门的沟通、衔接，掌

握第一手资料，加强数据监测分析，确保经济

健康平稳运行；同时开展农村贫困监测、农村

劳动力和妇女儿童监测等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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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制度改革】　一是数据质量。培训指导乡
（镇、街道）及有关单位、企业基层统计人员的

“企业一套表”，配合相关牵头部门指导、协调

和服务 “四上”联网直报单位或企业，联网直

报率１００％。二是管理基本调查单位名录库。现
场核实投资额达到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从项
目备案、合同签订、施工现场等方面严格把关，

做到项目不重不漏，确保投资数据源头质量。

全年共入库投资项目 （含法人单位）９９个，其
中：５０００万元以上４５个、其他法人单位２５个
（房地产６个、工业１０个、建筑业４个、商业３
个、服务业２个）。

【统计基础建设】　强化组织领导，完善规范基
层基础，加强业务培训、队伍建设，建立激励机

制，改善办公条件。同时定期开展经济运行分

析例会活动，评选优秀的经济运行分析材料，

给予奖励，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统计服务】　一是及时向县委、政府上报统计
信息，分析运行态势，查找经济运行中存在的

问题，出谋划策，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二是加强

对经济运行的监测预警，强化统计监督职能。

定期开展投资、消费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分析，

强化对旅游业、农业、工业、房地产、建筑业、

服务业等主要产业指标数据的监测分析，做好

与市统计局的沟通汇报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数

据衔接，变事后统计数据为事前预测预警。三

是坚持定期通过 《统计公报》《统计年鉴》等及

时向全社会发布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

经济指标信息，强化统计信息职能。四是利用

掌握的大量统计信息资源，提高服务意识，强

化统计咨询职能。

（李社芳）

调　查

【概况】　鲁山地调队，全称为 “河南省鲁山地

方经济社会调查队”，正科级规格，属省地调队

垂直管理机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行政事业单

位。内设办公室、农产品产量调查股、贫困监测

调查股、农村经济调查股。在职职工７人。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１１日，根据工作需要，经县

编委批准增挂鲁山县社会经济调查局牌子，领

导职数一正一副，正职由地调队队长兼任，与

地调队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统计调查】　一是乡卡、村卡填报。２月下旬
启动，适逢新冠疫情爆发，地调队创新工作思

路，将乡卡、村卡线下集中培训，转变为线上视

频培训、线上视频指导、微信电话答疑及个别

实地指导等，保证乡卡、村卡数据填报质量，实

现按时填报。二是产量调查、滚动调查、成本调

查按月进行记账。长期坚持深入田间地头一线，

掌握大量活材料，撰写 《鲁山麦田墒情充足，

小麦长势良好》 《鲁山县小麦已搭好丰产架子》

《鲁山县小麦本周基本收割完毕》 《鲁山夏粮收

益有待提高，生产成本仍需关注》等 “短平快”

的信息分析。三是农村住户、贫困监测调查。结

合脱贫攻坚，局队合作，重点在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等关键指标上下功夫，２０２０年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１１５２７元元，较去年同期
增幅７１％，实现高质量脱贫。四是配合完成脱
贫攻坚普查工作。

【统计服务】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创新工作方
法，在全省地调系统首次提出采用网络问卷开

展调查，并先后围绕 “疫情对农民生产生活的

影响”“贫困户复工复产及收入影响”“风灾小

麦倒伏情况”“夏播夏种意向”等热点难点开展

专题调查研究，撰写 《疫情期间农民生活有所

不便，农业生产不受影响》《贫困户外出务工有

所减少，村扶贫车间增收成效明显》《鲁山县小

麦轻微倒伏，产量影响甚微》《鲁山县芒种灌溉

不违农时，夏播夏种意向不减》等调研报告，

第一时间给上级领导提供决策依据，提升统计

服务能力。

【课题招标】　２０２０年省课题招标中，鲁山地调
队申报的 “鲁山县乡村振兴路径选择研究”“鲁

山县特色农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２项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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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分获二等奖、三等奖，在省属地调队系统

位列第七名，在省属县级地调队中位列第二名。

【驻村帮扶】　一是疫情期间先后为驻村工作队
及结对帮扶户协调酒精、消毒液、口罩等一系

列紧缺防疫物资，同时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

关注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及时掌握外出务工意

愿，帮助联系外出车辆，帮助贫困户及早就业。

二是帮扶人６人结对帮扶３０户，入村开展帮扶
工作，鼓励从事种植、养殖、自主创业、务工

等，３０户如期脱贫。三是协助申报产业奖补１０７
户２７６人，申报务工工资８６０多万元，发放交通
费、工资奖补共计２５９６３０元。

（王鸿斌）

审　　计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审计局内设股室 ９
个，即办公室、法制股、财政审计股、行政事业

审计股、固定资产投资审计股、社会保障审计

股、大数据审计股、政策跟踪审计股、经贸和外

资运用审计股，下设二级机构经济责任审计事

务中心 （副科级）。共有干部职工４１人，其中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３１人，中级职称１４人。

全年完成审计项目 ４２个，审计资金总额
３１５４亿元，其中查出违规违纪资金６４２亿元，
通过审计整改资金 ９９０４２１万元，审减工程额
１３８１６万元，上缴各类财政资金 ２５８０７万元。
撰写审计要情、信息１２余篇，被县级党政主要
领导批示２篇。建章立制１４个，提出审计建议
２３条。

【预算执行审计】　聚焦重点工作落实，聚焦财
政资金提质增效，围绕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加

强对各项改革政策的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围绕

建设和谐社会加强对重点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

围绕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加强对资金使用绩效的

监督检查。同时，按照省审计厅一级预算单位

全覆盖同步审计工作要求，对７４个一级预算单
位及１３５个二级机构相继开展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和闲置资产情况审计、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审计、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审计、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

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专项审计调查等 １０个审计项
目，涉及教育、医疗、社保、农业、就业、基础

设施建设等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审计资金总额

３４６７亿元。通过审计查出存量资金未及时盘
活、资产处置不及时等１９类２９项问题，并就县
级预算执行情况及整改情况分别于９月、１２月
专题报告县人大常委会，提出相关建议。县人

大常委会对２０１９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
政财务收支审计工作给予肯定。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２０２０年，完成政府投资
建设工程决算审计项目 ５个，审计资金
５２３９３５４万元，查出问题资金１２６０５２万元，审
减工程款 １３８１６万元。通过审计整改资金
４５８８９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１２条，促进投资项
目的规范管理，确保国有资金的安全和有效

使用。

【行政事业单位审计】　以促进被审计单位加强
财务管理、规范财务收支行为，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为目标，２０２０年完成县住建局、自然
资源局、卫健委、粮食局、交通局等１１个行政
事业单位和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同时开展马楼

乡、背孜乡、露峰街道等 ５个乡 （镇、街道）

的决算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　以促进领导干部守法、守
规、守纪、尽责为目标，根据组织、纪检部门的

委托，完成四棵树乡原乡长段雪枫等６位领导干
部的离任审计；按照省审计厅的统一审计实施

方案对辛集乡原乡长于海琴开展自然资源审计，

同步开展离任审计。

【专项审计】　一是开展疫情防控专项审计。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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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期间，主动担当，成立疫情防控政策跟踪审

计组，前移监督关口，对疫情防控政策落实和

资金分配使用、社会捐赠款物管理等情况进行

审计监督。通过对各单位报送的资料进行审计

分析，发现疫情防控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问

题和不足，及时提出审计建议。撰写的审计要

情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管

理亟待规范》受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高

度重视，并分别作出批示。同时，做好审计工作

“后半篇”文章，聚焦问题整改落实，建立问题

台账，逐一整改销号。促进资金及时分配下拨

或使用８５３２万元，促进物资及时分配调拨使用
２７６１万件，推动县工信局、县卫健委及５个乡
（镇、街道）建立１１项内部管理制度规范管理
捐赠款物。二是完成异地交叉审计项目。２０２０
年５月，选派２０人组建审计组赴新乡延津县完
成县域经济专项调查审计任务。

【其他审计】　一是扶贫资金审计工作。结合实
际，制定 《鲁山县审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

审计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落实的意见》，

规范扶贫资金和项目的管理使用。年初在制定

审计项目时，将涉及扶贫资金项目作为重点审

计项目。全年审计监督和督察扶贫资金项目３０
余个，通过审计整改资金４０００多万元，确保扶
贫资金在实施中安全有效。二是组建工作专班，

配合县委政府开展村级换届审计工作。根据省

市统一工作安排，对磙子营乡关西村和土门办

事处武家庄村两个村直接审计，依据有关规定

出具审计报告。三是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审计

督导全县党费收缴情况、环保资金使用情况等。

四是选派业务骨干１６人次配合市县纪检部门开
展八项规定检查、巡视巡察等工作，协助县委、

县政府清理存量资金等。

【队伍建设】　一是招才引智，为审计队伍注入
新活力。２０２０年，经县政府批准，通过县人才
交流中心招聘计算机、法律等本科以上专业人

才７人。二是强化培训，增强审计队伍整体素
质。选派１名业务骨干于 ２０２０年 ４月 １２日至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参加河南省审计厅关于２０２０年
度导师制培养锻炼工作。全年参加上级业务部

门组织业务培训４人次、时长３００余天；组织收
视审计署、审计厅实时在线业务政治学习１０余
场；网络学习培训２批，结合重点工作自行组织
学习考试１０余次。

【驻村帮扶】　一是每月听取一次驻村工作汇
报，做好第一书记的坚强后盾。二是每周五组

织帮扶人按时入村开展扶贫，为贫困户送温暖、

送爱心，为村 “两委”想办法、理思路，开展

全方位帮扶工作。三是开展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活动，因户制宜确定帮扶内容、帮扶措施。

【荣誉榜】　获得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位、招商
选资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第二届中国·河南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平顶山招聘活动先进单位

等称号。继续保持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卫生先

进单位称号。

（谢娜娜）

市场监督管理

【概况】　鲁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设股室 ２４
个，派出机构 （副科级监督所）２５个，直属机
构５个，下属事业单位 ４个。局领导班子成员
１３人，全局在职科级干部５６名。２０２０年４月，
选举产生机关党委第一届委员会，机关党委辖

党支部１１个。

【“放管服”改革】　按照 “简政放权、优化服

务”的原则，进一步简化企业办事程序，更新

材料规范及登记操作指南；优化审批流程，将

三级审核模式简化为窗口直接审批；推行 “互

联网＋政务服务”全程电子化登记模式；实现企
业开办一日制，办结时限最短化；推行注册申请

材料提前预审机制，让招商引资企业 “只跑一

趟”，确保签约项目及时落地投产。全年，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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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程电子化企业５５４９家，占新设企业的９５％；
网上办理变更登记１４４７家，占变更企业的９０％。

【食品安全整治】　一是严格食品生产许可制
度，备案管理生产小作坊，督促食品生产企业

推进电子追溯体系和 “互联网 ＋透明车间”建
设。２０２０年底，全县有２２家生产企业建立透明
车间，１６家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２９家
生产企业、１１家小作坊建立食品安全 “６Ｓ”管
理体系。二是加大对食品流通领域食用农产品

和散装食品的抽检力度。全年共抽检食用农产

品１４２３批次，餐饮及其他食品７７４批次，对抽
检结果不合格的６３批次经营单位进行立案处罚。
保持对大型超市、农贸市场、校园周边食品经

营户的高频次检查，督促食品经营者落实进货

查验、食品储存、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食品安

全制度。推动大型超市开展 “６Ｓ”标准化管理。
２０２０年底，全县有２７家超市实现 “６Ｓ”标准化
提升。三是强化餐饮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和隐患

排查，采取网格化监管模式。全年共检查学校

食堂５５１家、养老机构食堂３２家、农家乐５１４
家。四是推进餐饮单位 “６Ｓ” “４Ｄ”等规范化
管理和 “互联网 ＋明厨亮灶”建设，实施餐饮
业整体提升。有２３２家社会餐饮单位、１４５家农
村聚餐点实现食品安全６Ｓ管理，３２０家学校食
堂完成整改提升，４０７家学校食堂加入舌尖网。
五是全年共查办食品类案件２５３起，移送司法部
门追究刑事责任案件２６件。

【药械化安全监管】　全年实现对辖区内所有药
品经营使用单位进行监督检查的全覆盖，与２１０
个化妆品经营单位签订使用安全质量保证书。

开展药械化整治百日行动，累计检查药械化经

营单位６７２家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２９起；专
项检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１家、医疗器械经营企
业２８０家、医疗器械使用单位７００余家次，当场
给予行政处罚２１起，立案查处５６起。

【消费维权】　做好消费者申诉举报、消费警示
提示发布，探索新的 “１２３１５”消费者维权模

式。对接辖区各个业务口，做到及时分转投诉。

“３·１５”及重大节假日值班期间，严明值班纪
律，及时解决消费纠纷矛盾。共接到咨询投诉

举报案件９０１起，其中，咨询类１８７起、投诉举
报类７１４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４２万余元。

【产品质量监管】　开展毛巾、浴巾等纤维及纤
维制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及消

防和电器产品专项检查，出动执法人员９８人次，
执法车辆１２辆次，发放使用家电防火灾安全宣
传页２０００余份。开展消费品质量安全 “进社区、

进校园、进乡镇”消费者教育活动，出动执法

人员１８０人次，发放宣传材料３０００余份，以防
疫用品、家用电器、一次性餐具和儿童玩具等

消费品为重点，采取电话、问卷等多种形式开

展质量安全用户满意度调查。开展 “质量月”

宣传系列活动，共接受各类咨询５０余人次，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８００份，宣传版面８块。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２０２０年，现场监察使用
单位１２０多家，节日期间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２３家，检查学校、商场、浴室、宾馆等其他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４５家。全年开展２次电梯使用
单位专项隐患排查整治，检查电梯使用单位４２
家。开展气瓶充装追溯体系建设工作，全县１３
家气瓶充装单位均购买相应的气瓶条码、软件

硬件设施，气瓶检验站对已打条码的气瓶信息

录入系统。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咨询日活动，共

制作宣传展板 ２个，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８００余
份，让广大群众意识到特种设备尤其是电梯、

液化石油气瓶与生活息息相关，特种设备安全

重于泰山。

【计量检定】　全年度共检定各类计量器具２７４７
台 （件），其中：用于贸易结算的 １６１９台
（件）、安全防护的 ５２３台 （件）、医疗卫生的

４６１台 （件）、环境监测的１３台 （件）；非强制

检定计量器具１３１台 （件），周期强制检定计量

器具覆盖率９８％以上。开展 “５·２０”世界计量
日宣传活动，设立宣传版面２块，发放宣传资料

３２３经济监督与管理　



２００余份，检定电子秤１５台、血压计２０台，接
受咨询服务５０余起。举办 “计量服务中小企业

行”公益课以及能效标识、水效标识检查人员

培训课。

【知识产权保护】　全年专利申请量２７６件，授
权量２３１件，现有有效发明专利２５件。培育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３家，联系县域科技型企业２０
家，每家企业设置联络员１名。推动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服务对接工作，遴选８家有融资需求的企
业参加全市知识产权营商环境建设推进会暨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培训会。开展 “铁拳”等知识

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深入商超、药店等商品集

散地开展执法工作，办理商标侵权案件１２起。

【价格执法检查】　开展药品价格和医疗收费专
项检查，拉网式检查辖区内城乡医疗机构２９个。
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重点查处学校自立项

目、自定标准收费，以及违反自愿原则收取服

务性费用和代收费等问题。加强日常市场价格

巡查，对有违法行为的城乡大药房、幼儿园、停

车场等进行处理。发放价格执法普法宣传页

５０００余张，督促景区重新制作不合格的门票公
示牌，杜绝未公示减免优惠的具体政策、减免

优惠范围没有明确标示、执行票价政策依据公

示不全的情况出现。强化价格举报，共受理价

格举报、转办各类案件共２２０余件。

【抽检监测】　全年共抽检食品２３２６批次、药
品４６批次、成品油１３１批次、民用液化气１０批
次、化肥６３批次、车用压缩天然气４批次、洁
净煤１批次。

【网络交易平台监管】　核对网络经营企业信息
２６３家，删除未经营和信息有误的企业。排查辖
区内网络交易平台非法销售彩票情况，排查

“饿了么”平台内经营者２５６家次、“天猫”平
台内经营者２家次、“京东”平台内经营者５家
次。定期在线检查网络市场主体，重点检查纳

入建库的网站和网店的网上亮照、规范经营、

广告宣传、野生动物交易等情况。

【疫情防控】　全局２００余名党员干部，全部投
身到社区防控一线，构筑起全流程、全闭环的

人民防线。全面排查全县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餐馆等场所内经营的生鲜、冷冻畜禽肉类、

水产品及其制品，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经营和餐

饮环节三文鱼产品全部下架。疫情发生以来，

共查处各类涉疫价格违法案件７７起，发放疫情
期间价格行为告诫书１４０２份。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阶段后，注重督促全县所有药店落实感冒

药、发烧药等药品实名登记和平台上传工作，

重点开展多频次的拉网式排查全县进口冷链食

品，全年检查冷链食品经营户 ２５６家次，冷库
１２５个次，督促２３７家药品零售企业安装大数据
筛选系统，３０５家食品经营单位注册 “豫冷链”

系统。配合卫健和疾控部门采样检测从业人员

咽拭子样本２１０份、货物样本２６２份、环境样本
１１８份，累计检测５８４份。

【驻村帮扶】　及时调整和增派第一书记４名，
工作队长１名，工作队员２名。开展 “扶贫产品

进商超”活动，先后在八一百汇超市、荟集里

超市、金盛美盛世华城店、正安生活超市设立

消费扶贫专区１４个，累计销售扶贫产品６０余万
元。鼓励单位员工购买贫困户滞销农产品１５８４０
元。开展 “万商扶万家”活动，动员爱心企业

助力脱贫攻坚，累计走访个体工商户 ６３００户、
企业 ２０００余家，为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 １１３２
个，提供技能培训１１５人；企业为贫困户捐助衣
物、食品、眼镜、护肤品、净水设备、书包等各

类用品价值４０余万元。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被评为全市市场监管系统
２０２０年度先进单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单位。

（武　丹）

４２３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文化　旅游

文　　化

文化管理与服务

【文化旅游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第一
时间关闭全县 Ａ级景区、网吧、ＫＴＶ等场所，
取消各类文化活动。动员行业捐款捐物折合人

民币５０多万元。出台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支持旅游业稳定发展十项措施》，从强化资金支

持、金融扶持等１０个方面进行安排部署，加大
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开展 “清源２０２０”“净网
２０２０” “护苗２０２０” “秋风２０２０”四大专项行
动，组织检查文化经营单位２５００家次，确保文
化市场安全经营，助力 “六稳六保”工作。

【文化惠民】　采取线下活动、线上直播等形
式，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３０场次。２０２０年 “老

家河南·春满乡村”楼子河 “乡村春晚”获河

南省优秀乡村春晚优秀组织奖。开展 “送戏下

乡”“舞台艺术送基层”“戏曲进校园”等惠民演

出２００余场，惠及群众１０万人次。公益放映农村
电影、校园爱国主义电影１０００多场次，观影群众
近２万人次。图书馆接待读者１３万余人次，借
还图书１１万余册次，读者队伍６０００余人。

【文化传承】　鲁山县仙女织工贸有限公司入选
河南省第八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创立王忠富

泥塑、李福才剪纸、德秀野生葡萄酒酿造技艺

和麦秆画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品牌。

【鲁山花瓷烧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文化和旅游部公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公示期２０个
工作日 （２０２０１２２２—２０２１０１１９）。鲁山窑烧
制技艺 （鲁山花瓷烧制技艺）入选推荐名单。

花釉瓷器是河南地区唐代瓷器中一个创新品种，

古玩界称 “唐钧”，文博界把河南鲁山段店窑、

郏县黄道窑、禹县下白峪容、内乡邓窑及山西

交城窑、陕西黄堡窑等处发现的花瓷产品，通

称为 “鲁山花瓷”。鲁山花瓷创造了二液分相釉

的新技巧，为黑釉瓷系的美化装饰开辟了新境

界，代表着唐代中国北方烧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２００６年，鲁山段店古瓷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六批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鲁山花瓷烧制技

艺至晚清之后一度失传，以鲁山花瓷烧制技艺

省级传承人梅国建，市级传承人袁留福、张伟、

王群成、张东晓为代表的工匠长期致力于恢复

鲁山花瓷烧制技艺，为鲁山花瓷的复原、传承

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文

博会上获奖。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鲁山境内有花瓷
生产企业４家，花瓷产业年产值超过１０亿元。

【鲁山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　２０２０年，
考古人员在鲁山县发现旧石器地点４０余处、洞
穴６０处，采集石制品２００余件。专家称，此次
发现，为研究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交流及与

环境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鲁山县地处

豫西山地和淮河平原的过渡地带，气候温暖湿

润，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是古人类生活居住的

５２３文化　旅游　



理想场所，与我省已发现的栾川人、卢氏人、南

召人、许昌人等周边的旧石器遗址人类生存环

境非常相似。此次考古发现的２００余件石制品包
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等类型，原料主

要为脉石英、石英岩、石英砂岩等。专家初步判

断，鲁山县境内的旧石器地点以旧石器时代早、

中期为主，这些石制品对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

化对比研究及现代人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荣获全省优秀文化志愿者
服务优秀组织奖、河南省寻找村宝先进单位、

美丽鹰城第五届文艺展演优秀组织奖、平顶山

市非遗微视频大赛优秀组织奖、“我的黄河·我

的家”微视频大赛中优秀组织单位奖。

（丁艳兵）

融媒体建设

【概况】　鲁山县融媒体中心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７
日挂牌成立，为鲁山县委直属事业单位，机构

规格为正科级，加挂鲁山县广播电视台牌子，

归口鲁山县委宣传部管理。县融媒体中心整合

广播、电视、报纸新闻媒体的工作职责，内设科

室１３个，核定事业编制１８７名，科级领导职数４
名，其中，主任 １名、副主任 ３名、总编辑 １
名，经费实行财政预算管理。

融媒体中心建设项目投资预算３１３３万元，
设立指挥调度中心、采编中心、制作中心、新闻

发布厅、虚拟演播室和中心机房。

【新闻宣传】　２０２０年，开辟 《攻坚十大任务专

栏》，专访县领导，在广播电台、 “云上鲁山”

平台同时播发，给县委、县政府提供舆论支撑，

确保县委、县政府的政策及时传递到千家万户。

全年本级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发新闻２０００余条
次，在市广播电视台发稿８４９条，在省广播电台
发稿１４５条，发稿量位居全市第一。

【返乡创业服务中心】　为宣传全县返乡创业人
员事迹，带动更多天南地北鲁山人返乡创业，

县委县政府成立 “天南地北鲁山人工作领导小

组”，广电局及时开设 《返乡创业鲁山人》专题

栏目，已播出２６期。同时，县广电局联合县人
社局、县招商局、县工商联等相关职能部门成

立 “天南地北鲁山人返乡创业服务中心”，接待

返乡创业人员５００多人次，项目落地的返乡创业
优秀企业家１００多人，落地项目２８个。２０２０年，
全县返乡创业人员达到２６万人，返乡创业人员
创办的经济实体２７万多家，累计带动２６８４万
人就业。其中，带动贫困人口就业１３万人，每
户年均增收５０００余元。

【“云上鲁山”ＡＰＰ】　 “云上鲁山”ＡＰＰ客户
端以新闻发布、政企号维护、便民服务为主要

内容，实现本地主要新闻每日更新，县委书记、

县长动态及时发布。开设新闻、专题、专栏、教

育、快视界等模块，开通广播、电视同步直播。

“云上鲁山”ＡＰＰ客户端，２０２０年下载量２万余
人次。

【农村公益电影】　按照每个行政村每年免费放
映公益电影１２场的要求，挑选优秀电影，组织
２５个电影放映队及时下乡放映。２０２０年，为全
县农村放映公益电影５６８１场。

（何红旗）

党史研究

【概况】　中共鲁山县委党史研究室是县委办公
室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征集中国共产党

在全县内的各种活动资料；组织并指导全县各

基层党组织党史资料的整理、编撰工作；搞好

党史研究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开展党

史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以史育人的功能。

【党史资料征编】　２０２０年，征集改革开放以来
全县的党史资料。

筹备出版 《中国共产党鲁山历史 （第三

卷）》以及市党史研究室下达的党史专题的前期

准备工作。

【党史宣教活动】　一是以豫西革命纪念馆为阵

６２３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地，开展党史宣教活动。豫西革命纪念馆是被

３２家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等命名为各类教育
基地。２０２０年，共接待参观学习者 ９６万人
（次），其中青少年学生约３２万人 （次）。２０２０
年７月，豫西革命纪念馆被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命名为 “河南省第一批红色教育基地”。二是借

助祭奠活动，开展党史宣教活动。清明节前夕，

联合县老促会、县关工委、县民政局、县教体

局、团县委、县妇联等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和青

年学生１０００余人，在县烈士陵园，开展清明节
扫墓活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场馆建设】　一是在豫西革命纪念馆室内及广
场安装全套消防设施。二是进一步征集史料，

展出内容更加完善、丰富；改陈创新，提升纪念

馆布展档次。三是结合县老促会，谋划纪念馆

中远期规划，保护和提档升级纪念馆本体建筑，

筹建大型综合性展馆，打造豫西地区党性教育

示范基地。

【驻村帮扶】　派驻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驻
村土门办事处虎盘河村，一把手亲自担任驻村

工作队长，带领党员干部８人结对帮扶虎盘河村
贫困户４０户。每周定时入村，开展村研判、户
研判及档卡校准等工作，因户制宜引导贫困户

转思路、谋产业、上项目，落实产业扶贫政策。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７月，豫西革命纪念馆被中
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命名为 “河南省第一批红色

教育基地”。被市委党史研究室评为２０２０年度红
色资源开发利用突出单位。

（郝慧雅）

史志事业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根据鲁编 〔２０１９〕１１
号文件规定，鲁山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更名为鲁

山县地方史志编纂室。曾多次荣获省、市史志

工作先进单位。

【年鉴编辑】　强化服务意识和业务指导，紧扣

时间节点，按照省史志办提前完成 “两全目标”

的要求，完成征编文稿１６０多份。７月，由中州
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设２２个类目，７６万余
字，卷首设置彩页２０页，收录图片４９幅。

【民国大事记编印】　整理出版 《鲁山县民国时

期大事记 （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全书３０多万字，收
录地图１幅、图片２０多幅。

【三轮县志资料征编】　印发 《〈鲁山县志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资料收集整理编纂工作实施方
案》（鲁政办 〔２０２０〕２３号），正式启动第三轮县
志资料征编工作。 《鲁山县志·大事记 （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三校定稿，全卷６１万余字，卷首设置彩
页５４页，收录地图２幅、图片２００多幅。《鲁山
县志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篇目设置正在编设。

【乡镇志编纂】　印发 《关于加强乡镇 （村）志

编纂、村史馆建设工作的通知》 （鲁政办

〔２０２０〕２２号），推进全县乡镇 （村）志编修和

村史馆建设工作，打造传承乡镇 （村）文脉，

抢救和保存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促

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助推全县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鲁山县首部乡镇志 《鲁山县张店乡志》

于年初出版，全书共２３章６２万字。

【大事月报编印】　编印 《鲁山大事月报》１２
期，创新栏目，及时记录全县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

【驻村帮扶】　派驻工作队入驻赵村镇小尔城村
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定期召开驻村帮扶和脱贫

攻坚工作会议，压实责任；创造条件支持驻村

工作，改善驻村条件，解决驻村队员生活补助

费、交通费以及保险、体检等。结对帮扶贫困户

２２户如期脱贫，一是核实家庭信息，核算家庭
收入，完善档卡资料；二是落实贫困户应享受

的行业政策，申请务工和产业奖补３万余元；三
是开展 “送温暖”“文化下乡”等活动。

（岳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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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事业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１月，按照鲁山县机构改革方
案，县档案局的行政职能划入县委办公室，县

委办公室加挂县档案局牌子。县档案局现有在

职职工１０人，其中：本科３人、大专７人；中
级职称１人，初级职称３人。

【档案法治建设】　一是联合县普法办印发 《关

于宣传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通知》

（鲁档 〔２０２０〕８号），通过制作展板、召开座
谈会，利用微信群、电子屏等多种形式宣传

《档案法》。二是按要求参加专业法律知识和档

案法律知识培训、考试，参加行政执法 “三项

制度”知识竞赛，完成执法证换领。三是印发

《关于开展２０２０年度档案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通
知》（鲁档 〔２０２０〕５号），成立档案执法小组，
深入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开展档案执法检查工

作。共检查４０余个乡镇、县直单位，下达反馈
意见，促进档案管理工作扎实推进。

【机关事业档案】　创新服务理念，无偿提供场
所和设备，集中开展档案年度归档及移交进馆

工作，变指导为服务，提升档案年度归档及进

馆的效率和质量。全年完成８０余个单位２０１９年
档案年度电子、纸质双归档工作，２０余个单位
２００９年前需移交进馆档案资料的整理、录入、
扫描、移交进馆工作。

【档案法制宣传】　一是召开全县档案员档案宣
传工作座谈会。二是开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宣

传栏、宣传窗、设置展板、开展主题讲座、ＬＥＤ
屏滚动播放等形式集中开展宣传活动。三是通

过短信平台、微信群等媒体，发送档案宣传标

语，提高全县市民档案意识。四是组织参加国

家档案局举办的以 “档案见证小康路、聚焦扶

贫决胜期”为主题的征文活动。

【档案安全建设】　一是健全档案工作管理制
度、责任追究制度、重要灾备机制、档案安全应

急管理制度，制定安全应急预案，使档案馆安

全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落实责任到人、措

施到位。全年召开２次档案安全保密工作会议，
半年组织１次档案安全保密大检查和１次安全保
密工作自查自评，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二是按

照档案库房 “十防”要求，做好档案库房清洁

卫生、通风除湿、药物施放等，最大限度地解决

虫害侵袭、霉变等档案损坏事件发生。三是联

合消防维保单位开展档案馆安全大排查，开展

消防安全大培训。四是加强数字档案安全情况

检查，确保档案数字化加工过程中、数据保管

中安全无事故、切实消除档案信息泄密隐患；

同时，安装档案信息防火墙，配备相应的防病

毒系统和软件，确保泄密事故零发生。

【档案资源建设】　全年共接收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退役军人档案１４５９９卷，县委组织部死亡干部
档案７３卷，县广电局声像档案１１１本，中央企
业人事档案２６０２卷，省属企业人事档案６３卷，
市属企业人事档案５卷。

【档案查阅服务】　制定出台首问负责制、责任
追究制等一系列制度，进一步提升档案公共服务

效能。率先数字化扫描利用率较高的婚姻档案、

人事档案，为群众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全年共

接待群众来访４０００余人次，查阅档案５０００余份。

【疫情防控档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县
档案局主动融入全县防控工作大局，多措并举

做好疫情防控档案管理工作。一是县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县档案局联合下发 《关于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档案工作的通知》 （〔２０２０〕
１４１号），对做好疫情防控档案的收集归档工作
明确责任、明确范围、明确归属。二是成立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档案收集整理指导组，督促指导

疫情防控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２０２０年接收全
县４９个单位疫情防控照片、影像等资料３９２０张
２９８Ｇ，收集整理文书档案５３盒４２００件，照片
档案 ４１２０张，录音录像档案 ２８００分钟 １４０Ｇ。
三是利用电话、微信等途径开展档案提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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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疫情防控期间共接受电话查档１５８人次，
出具证明８３份。四是开展志愿服务、捐款活动，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先后捐款１０００余元。

【驻村帮扶】　帮扶马楼乡官庄村，局帮扶责任
人１０人，结对帮扶贫困户３０户。２０１９年底整
村脱贫。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村４１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赵章程）

图　书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内
设综合办公室、教育服务部、仓储中心、连锁业

务部、电商物流部等部门。主要经营高中教材教

辅、中小学教材教辅、音像制品、一般图书、家

用电器、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烟酒礼品、日化

用品、文化用品、预包装食品等。现有在职职工

５６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９０％以上。

【教材教辅发行】　配合教育部门，强化服务意
识，召开教材教辅征订发行专题会议，大家全

力以赴做好全县教材教辅的征订、汇总和发行

工作，保障教材教辅收、配、发各环节安全畅

通，完成 “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政治任务。

【一般图书发行】　一是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
者。按照 “以重点书、文教书和读书活动用书

带动一般书销售”的发行战略，合理调整图书

品种结构，规范门市服务，门市销售与店外推

销相结合，开展预订图书服务等。二是发行

《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三卷。专门成立领导小

组，动员全体人员进单位、进厂矿、进乡镇、进

社区、进学校，按时完成征订发行任务。

【电商物流】　一是着力把新华超市商品上架到
云书网鲁山特色馆平台上，承诺客户当天下单，

当天发货，确保及时收到下单商品。二是新华

超市借助省店大中盘优势商品开通乡镇服务站５
家，采取线上宣传推广，线上线下销售模式，提

高电商销售额。三是云书网鲁山特色馆助推当

地企业春雨坊，线上销售银耳、茶树菇、椴木秋

耳、红蘑菇等产品，销售收入达到 １０万余元。
四是与学校签订供货协议，把新华超市销售的

米面油等商品配送学校餐厅。五是 ２０２０年 １２
月，与菜鸟驿站签订协议并投入运营。

【百姓文化云建设】　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在
省店推出 “最美读书声”活动，在全县中小学

校开展 “最美读书声”比赛。２０２０年，百姓文
化云平台直播活动十几场，注册用户得到持续

攀升，全年新增用户注册人数２万多人。
（赵亚丽）

旅　　游

旅游管理与服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行业复
工复产，文旅产业新模式、新业态逆势出现，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尧山温泉旅游度假区提档

升级等工作多次受到 《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

《河南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全年接待

游客１２３５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３７２亿元。

【鲁山县被认定为 “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豫文
旅资源 〔２０２０〕３８号文公布鲁山县被认定为
“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为推动乡村旅游与

脱贫攻坚有机融合，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

河南省扶贫办开展２０２０年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
县创建工作。经申报推荐、专家评审、实地验

收、省文化和旅游厅与省扶贫办研究、网上公

示等程序，最终认定鲁山县为 “河南省旅游扶

贫示范县”。近年来，鲁山县以创建旅游扶贫示

范县为抓手，立足优势禀赋资源，充分发挥旅

游业综合带动作用和部门职能优势，多措并举

推动旅游扶贫工作，积极打造生态观光、休闲

度假、沐浴疗养、寻根拜祖等旅游项目，年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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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游客１７２３万人次，旅游收入５３亿多元，旅游
从业人员２万余人，受益群众近１０万人。天瑞
旅游公司、墨子古街、尧山大峡谷漂流集团、画

眉谷等２２家旅游企业与当地结对发展。其中墨
子古街被授予 “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

区”称号，尧山大峡谷漂流集团被市旅游局定

为 “旅游扶贫基地”。

【旅游精品打造】　谋划实施总投资５０００多万
元的尧山温泉旅游度假区整改提升工程，并通

过文化旅游部的检查验收。推进乡村旅游发展，

新评定星级农家乐１２６家，打造赵村镇桑盘、四
棵树乡黄沟、团城乡清水河民宿集群３处。

【旅游节庆活动】　先后举办 “首届鲁山杜鹃花

节”“首届网红音乐节”“农民丰收节”等大型

节庆活动２０余场；承办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第五届第七次理事会”“河南省第三届温泉旅游

文化节”“品牌民宿走进鲁山”等国家级、省级

重大文旅活动，进一步叫响 “老家河南·玩美

鲁山”旅游品牌知名度。

【旅游扶贫】　持续深化 “百企帮百村”等活

动，通过结对帮扶、就业安置、提供公益摊位、

宣传推广、设立扶贫专柜等方式，鼓励企业吸

纳附近群众到景区就业或者带动群众土地流转、

入股分红等方式增加收入，尧山、墨子古街、画

眉谷、林丰庄园、玉京、皇姑浴等景区及星级饭

店，按照标准设立旅游扶贫商品专柜，为贫困

户销售商品、经济创收提供平台，直接创收万

余元。开展结对帮扶，天瑞旅游公司、墨子古

街、尧山大峡谷漂流集团、画眉谷、阿婆寨等

２２家旅游景区企业与贫困村、贫困户结对发展，
带动１３５９名群众实现脱贫。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团城乡、四棵树乡被批准
为 “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观音寺乡太

平堡村、团城乡寺沟村、四棵树乡黄沟村、董周

乡石峡沟村被批准为 “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丁艳兵）

尧山景区管理

【概况】　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原名
为河南省尧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２０１９年升格
为正县级规格，并更名为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内设办公室、宣传宗教科、林业环

境卫生科、管理科、规划建设科、保卫科、市场

开发科、经营科、财务科８科１室。负责尧山风
景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和统一管理工作。

尧山风景名胜区原名石人山风景名胜区，

地处伏牛山东麓，鲁山县西部，因尧孙刘累为

祭祖立尧祠而得名，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国家地
质公园、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首批旅游

度假区。２０２０年，被授予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

２０２０年，尧山景区全年接待游客人数８４４７
万人次，门票收入 ３２１８３万元，综合收入
７５０５３２万元。

【中国景区协会五届七次理事会在尧山召开】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７日至１０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五届七次理事会在尧山风景名胜区召开。这是

　　１１月７—１０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五
届第七次理事会在尧山召开　 （张钧权／摄）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理事会首次在河南省召开，

黄山、泰山、华山、庐山、五台山、武夷山、峨

眉山、九寨沟、桂林漓江、杭州西湖等近２００家
国内景区负责人及行业代表４００余人参加会议，
为历届理事会规模最大，在尧山风景名胜区发

０３３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景区整改提升】　协调县财政投入资金 ６５００
万元，整修、绿化尧山高速出口至尧山山门道

路３０千米，打造立体化景观道路。协调天瑞集
团投入资金１２００万元，提档升级景区内旅游服
务设施。聘请专业设计公司，统一设计景区内

宾馆商铺外立面，指导督促景区内１２家宾馆商
铺投入资金３００万元改造外立面，提升景区硬件
设施和服务质量。完善景区综合执法队管理机

制，规范执法行为，常态化、规范化监管景区旅

游环境、道路交通、经营秩序。

【农家乐星级评定】　修订完善农家乐评定方案
和评分细则，充实县农家乐星级评定委员会，

组织业务骨干入村入户宣传讲解评定标准，从

规划设计、软硬件建设、文化氛围营造等方面

开展跟踪指导。组织相关部门深入乡镇集中办

理营业证照。协调金融部门降低门槛、简化程

序，户贷款额度由过去的每户最高１０万元提升
到５０万元。２０２０年，为３６９户农家乐发放贷款
４１６７万元。强化学习培训，邀请信阳农林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专家，为全县重点旅游乡镇主管

副职、农家乐专业村党支部书记和全县农家乐

经营户４００多人，进行农家乐经营管理专业培
训，进一步开阔视野，提升理念。全年指导农家

乐整改３４１家，评定星级农家乐１２６家。

【景区管理与服务】　牵头编制全县自然保护地
整合优化预案，并逐级上报。加大对景区景观

资源、山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水资源等风

景名胜资源保护力度，完成古树名木保护项目，

悬挂标示牌１３８块，采取措施保护古树名木２０
余棵。景区安全工作，坚持日常巡查，强化

“五一”、暑假、“十一”等重点时段和旅游旺季

安全监管，协同相关部门定期排查并整改安全

隐患。落实各项制度措施，强化护林防火、防汛

宣传及队伍建设、物资储备、安全值班等工作，

确保景区安全。

【景区违建整治】　配合相关部门，整治尧山风
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的违建别墅。共排查、认

定尧山景区山门内建筑物２３处，规划范围内 Ａ
类图斑５０处、Ｂ类图斑２３处，配合拆除尧山风
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违建别墅３５处５２栋，拆除
建筑物总面积２８公顷。

【疫情防控】　建立和完善疫情排查、监测、预
警、防控等各项工作机制，及时分析研判疫情

走势，督促指导尧山景区落实游客流量限制、

实名登记、体温监测、保持社交距离等常态化

防控措施。组织党员志愿者９００余人次，参与社
会防控；全局干部职工踊跃捐款１万多元，支持
全县疫情防控。

【驻村帮扶】　开展春节慰问活动，为６个帮扶
村３３７户贫困群众送去春联和米、面、油等物
品。为驻村工作队配备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

疫物资，支持帮扶村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消费扶贫，单位及帮扶人购买消费扶贫产品１１
万元。开展集中帮扶活动１００多次，落实县里脱
贫攻坚战令和工作安排。全年共有６２户８８人脱
贫，实现所包村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目标。开

展帮扶工作以来，帮助 ６个村争取项目资金
１８０９万元，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及公
益项目３４个，受益群众７０００多人，实现贫困村
出列，４５８户１６２１人脱贫。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尧管局在全市文化旅游大
会上就农家乐星级评定工作作典型发言，成功

创建市级文明单位、市级卫生先进单位，被评

定为全县平安建设先进单位，荣获全县首届

“学习强国”电视知识竞赛三等奖、全县工会知

识竞赛二等奖。

（王慧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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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

民政事务

【概述】　县民政局是县政府的主要职能部门之
一，主管社会救助、社会组织登记和管理、基层

政权建设、区划地名、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婚姻

登记、殡葬服务管理、养老服务、儿童福利等工

作。现有股室和二级机构１８个，分别是办公室、
财务股、社会救助股、养老服务股、儿童福利

股、特困救助股、社会组织管理股、行政审批服

务股、基层政权和区划地名股、安全信访股、社

会事务股、殡管所、救助站、殡仪馆、党建办、

婚姻登记处、社会福利中心、扶贫办。全局实有

干部职工８６人。

【最低生活保障】　开展复核认定工作，实行城
乡低保对象动态管理，全年新增低保对象４１８５
户５２７１人。自２０２０年１月起，全县农村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年４２６０元，其中，
Ａ、Ｂ、Ｃ类标准分别提高到 ３４０元、１８０元、
１４０元／人·月；人均月补差水平提高到１８５元，
高于省定标准。城镇低保对象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提高到 ５７０元／人·月，人均补差标准达到
３０５元／人·月，其中，Ａ、Ｂ、Ｃ类标准分别达
到４３０元、３２０元、２６０元／人·月，完成省、市
下达的提标任务。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县城乡
低保对象１９０５３户２６０５１人，累计发放城乡低保
资金６２４２８万元，其中含临时价格补贴 ６２７３
万元。

【兜底保障】　及时印发 《鲁山县民政系统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方案》 （鲁民字

〔２０２０〕１１号），符合条件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兜
底保障。重点对边缘户、监测户等五类对象享

受民政政策情况进行摸排，及时将１４７８户１７２４
名符合条件的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对象纳入救

助范围。每季度会同扶贫部门开展一次扶贫信

息数据比对，加大动态管理力度，提高对象精

准。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享受农村低保的建档立
卡对象 １１０９６户 １６１１９人，占低保总户数的
６３％、总人数的６８２％；享受特困供养的建档
立卡对象为５１４６人，确保 “应保尽保、应兜尽

兜”。

【特困供养】　加强特困供养对象动态管理，及
时将３４１名符合特困供养条件的对象按照程序和
规定纳入保障范围，做到 “应救尽救，应养尽

养”。自２０２０年１月起，全县集中、分散供养的
特困对象基本生活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

８３００元、５５４０元，年人均补助水平提高到
５８２４８元，确保不低于全县城乡低保标准的１３
倍。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县共有特困人员６６９０
人，累计发放特困供养资金４８６１７万元。印发
《鲁山县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代养人照料护理职

责》，加大对分散供养特困对象监护人的监管力

度，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全面落实。

【临时救助】　完善和规范临时救助工作，全年
共救助各类困难群众家庭１６５４户６００７人，累计
发放临时救助现金及物资２５８１万元，发挥临时

２３３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救助在兜底保障中的 “救急难”作用。

【慈善救助】　依法依规募集慈善资金，助力扶
贫济困、赈灾救孤、扶老助残、助医助学及弘扬

慈善文化等。全年共接收捐赠１８６７７万元，其
中，资金捐赠 ２７２０６万元、物资捐赠折价
１５９５６５万元。捐赠支出总额１９５０４９万元，共
计救助２１２９人，受益６８万人。

疫情防控期间，共接收捐赠现金和物资２８
批次，合计 １１０６５万元；捐赠支出 １１０６５万
元。全县联动参与腾讯 “９９公益日”活动，上
线 “善行鲁山助脱贫攻坚”项目，筹款１０３４８
万元；中华慈善总会援助鲁山人民医院价值

１５００万元国际先进的罗氏检验医疗设备一套；
湖北劲牌公益基金会援助鲁山一高每年６０万的
“劲牌慈善阳光班”项目，每年资助鲁山一高贫

困学生１５０人，每人每月资助生活费４００元，全
年６０万元；北京东润基金会为鲁山县１５３所３００
人以下学校 （学点）援建图书角、对１５００名贫
困学生每人资助５００元助学金、对２００名优秀贫
困教师救助２０００元的综合助学助教项目；全年
救助困难家庭大学新生 ５４５名，发放助学金
１６３５万元，帮助贫困大学新生圆梦校园；协调
联系河南恒海集团捐资１１万元，用于救助全县
３６名大病重病学生；为韍河乡患罕见病———戈
谢病的姐弟俩人协调专项救助资金２０万元；实
施 “能量中国”爱心课桌椅项目，为７所农村
中小学校发放爱心桌椅１０００套；东莞市华福公
益基金会为鲁山县硕旭学校留守儿童捐赠爱心

棉被３０２条，价值 ３万元；举行 “助力脱贫攻

坚”等捐赠活动，募集扶贫善款１５０万元、总价
值１８万元的壹基金 “温暖包”５００个，联合救
助５０名特困学生，共发放助学金２５万元、发
放棉被１５４条；春节前开展 “送温暖、献爱心”

活动，为全县孤寡老人发放５８０个温暖包及食用
油。为背孜乡残疾老人王立捐赠价值２６００元的
电动轮椅一辆及电饭锅等生活物资；为韍河乡

敬老院 ４６名院民及两户贫困户发放羽绒服 ４８
件，后续配套羽绒服１５０件、慰问资金５万元；
开展慈善助孤活动，为下汤镇文智留守儿童学

校 ３０名孤儿、困境留守儿童每人发放助学金
１０００元。持续做好４０名孤儿、困境留守儿童每
人每月２００元常态资助。开展慈善助残活动，帮
助４名听障儿童完成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协助爱
的分贝完成发放 “３６５认知包”活动。

【特殊群体救助】　依法开展特种病人生活救
助，全县享受生活救助的特种病患者７０人，因
特种病导致单亲家庭儿童２０人，累计发放生活
救助资金３６８万元。

【孤儿救助】　严格落实孤儿保障标准，至２０２０
年底，全县共有散居孤儿１８６名，累计发放救助
资金２０８７万元。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宣
传、排查、审定工作，全县共审定符合条件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１２１名，累计发放救助资金７３９
万元。全年对６名在校大学生孤儿发放助学金６
万元。开展辖区孤儿家庭走访，对新增的１６名
孤儿进行入户走访、建档，依法对５名超龄儿童
取消孤儿待遇。全年依法为１７名儿童办理收养
登记，发放收养证。

【困境、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健全完善儿童福

　　７月２日，下汤镇十亩地洼村开展 “儿童

福利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　 （黄松阳／摄）

利关爱体系，全县录入系统困境儿童共有１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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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按照分类保障原则，分别给予孤儿基本生

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多种救助措施。完善

留守儿童动态管理，更新完善县级留守儿童信

息库，全县共有留守儿童５１０８人。印发儿童福
利宣讲读本２０００余册，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 “政策宣讲进村 （居）”网络培训，集中

开展防溺水专项治理。全县规范建设 “儿童之

家”１６个，对留守、困境儿童给予生活上的救
助和亲情关爱。

【残疾人补贴】　全面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政
策，严格落实月发放制度。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全县共有残疾人两项补贴对象２４７７６人次，累计
发放资金 １９１０２万元。开展残疾人 “福康工

程”，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对象，低保、特困供

养对象中的１～３级残疾对象发放轮椅２５８辆。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开展 “夏季送清凉”

“寒冬送温暖”活动，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引

导、劝导和救助，全年累计救助１１８人次，为长
期滞站的１９名精神障碍患者办理集体存疑户口，
主动接收３名因长期在外流浪乞讨而户口被注销
的无家可归人员，按照相关政策予以妥善安置，

切实保障流浪乞讨救助对象的基本权益。

【养老服务】　印发 《鲁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审批、

发放高龄老人生活补贴。２０２０年全县共有８０岁
以上的高龄老人１９６９７名，其中含４３名１００岁
以上老人，累计发放高龄补贴资金１２９７４万元。
推行养老机构备案制管理，备案登记民办养老

机构３家。全县２３所敬老院共入住集中供养特
困对象６５４人，入住率达７４５％。参与 “搭鹊

桥促脱贫奔小康”活动，排查摸底全县建档立

卡贫困户中４０～５０岁单身男女情况，组织相亲
会、联谊会等形式牵线搭桥，促成８０余对单身
贫困户脱单。

【福利机构建设】　县社会福利中心共接收入住
儿童１９名，其中，弃婴１３名，孤儿６名，集中

养育、联系送学孤儿７名。同时推进县社会福利
中心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项目建设。

　　４月２８日，县社会福利中心工作人员带
领孤残弃儿 （童）到城望顶公园参观游玩　
（张洪涛／摄）

【婚姻登记】　强化婚姻登记业务培训，树立窗
口形象。全年共办理婚姻登记 ９０３１件，其中，
结婚登记４３５２件、离婚登记２４５０件、补发结婚
登记２０４５件、补发离婚登记１８４件。出具婚姻
登记证明 ２１５０份，婚姻登记合格率、满意
率１００％。

【基层政权建设】　开展乡镇服务能力提升试点
工作，组织对全县上一届村 （居）委会成员任

职资格进行再次审查，对空缺的职位组织补选。

配合政法部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涉及

黑恶势力村干部的案件线索和信访事项进行调

查、核实。推进社区协商，全县共有３２个社区，
均设立有党群服务站，方便社区居民。落实村

（社区）疫情防控相关工作部署，参与全县疫情

社会防控。做好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

信息系统填报，确认社区工作者信息 ６１５９条。
压茬推进村 （居）委会换届选举。

【区划地名】　开展 “二普”资料审核，为编纂

发行 《地名录》做准备。为 《国家地名志·豫

湘鄂卷·鲁山部分》提供相关词条６００余条，参
与完成平顶山市政区图校对，提供自然村地名

词条３２００条，行政村词条５５６条。加强区划地
名和界线管理，深化平安边界建设，更换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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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６个界桩；在市局组织下，联合宝丰对鲁宝边
界观音寺岳村段、仓头段等进行联合勘定。

【殡葬管理】　利用清明节、“民政法制宣传周”
“殡葬改革宣传月”等重点时期，集中开展殡葬

改革政策巡回宣传活动，共制作发放倡仪书

１０００余份，推进移风易俗。出台 《鲁山县推进

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联合开

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规范经营

性公墓管理，组织清明祭扫；开展经营性公墓

年检，推进节地安葬、生态安葬。执行国家惠民

殡葬政策，继续实施基本服务项目免费服务，

健全完善殡仪服务体系。全年火化遗体５２７具。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依法对２３５家社会组织
开展２０１９年度年检工作。２０２０年新增社会组织
１３家，全县共有依法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２５９
家，其中，社会团体 ５１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２０８家。及时同社会组织签订 《防范非法集资承

诺书》 《党建承诺书》，教育引导社会组织在社

会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动员广大社会组织、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参与到脱贫攻坚、疫情防

控及复工复产，助力消费扶贫，彰显社会组织

的责任和担当。

【福利彩票发行】　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及时组
织全县各福彩站点复产销售，创新方式对３９个
站点进行电子年检，累计发放补助金６５万元。
加大福彩销售宣传力度，发放宣传页 ８５６０份、
彩图２５２张，悬挂横幅４２条，实现宣传区域全
覆盖。全年组织福彩销售业务知识、疫情防控

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４场，开展 “１２亿大派送”
“购彩送礼品”活动，派送各类礼品为 ２５０余
份。全年共完成销售额度１２２４４９万元。

【安全管理】　全县民政服务机构均已建立双重
预防体系。全年开展消防安全知识集中培训３次
２３７人次。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服务标准，
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采取百分制办法每季

度对养老机构进行一次考评，实施精细化管理。

印发 《关于印发鲁山县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监管

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联合相关

部门开展４次隐患排查。持续开展养老机构消防
设施提升改造工程，投资５１６８万元，８所敬老
院消防设施改造项目完成并投入使用。９月，迎
接国务院 “５·２５”事故回头看评估组的督察考
评。全年共受理来信、来访及网上信访５件，均
依据相关规定按时回复于信访当事人，办结率

达１００％。

【疫情防控】　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
发 《鲁山县民政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鲁山县民政

局关于全面做好民政领域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

群众救助工作的通知》等；严格落实封闭式管

理，加强卫生消毒防疫，强化疫情排查和服务

对象日常健康监测，开展常态化督导检查，并

派专人蹲点驻守养老机构，确保养老机构疫情

防控扎实有效。采用简化审批程序、网上办理等

方式，将直接因患新冠肺炎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

境的１７户家庭及时纳入临时救助，发放救助资金
１２７万元。疫情期间，为全县养老院购置发放消
毒液２６５０余公斤、消毒粉２０余公斤、口罩１１２
万余个、一次性手套 ３５００余只、体温检测仪
（计）３６０余个、其他防疫物资１５０余件。

【驻村帮扶】　向分包张店乡张窑村、崔沟村等
５个村派出工作队成员９名，落实每周不少于两
次的集中入户走访，全局共５５名帮扶党员干部
分包帮扶５个村２７５户贫困户，累计开展５０余
次入户走访、办实事 ９０余件。参与消费扶贫，
购买贫困户农副产品，折合资金１５万余元。逐
户制定脱贫增收计划，帮助５个结对帮扶村贫困
户４７０户１５４０人实现脱贫。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１月，被县委、县政府授予
“县级文明单位”称号；４月，被团县委授予
“鲁山县青年文明号”称号；１１月，被县爱卫会
评为 “鲁山县无烟单位”；１２月，被县政法委评

５３３社会事业　



为 “平安建设先进单位”。

（郑伟伟）

退役军人事务

【概况】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６
日挂牌成立，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规格，

设行政股室６个，即办公室、优抚和褒扬股、移
交安置股、就业创业股、军休服务管理股、思想

政治和权益维护股。２０１９年５月，挂牌成立鲁
山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科级建制，归口鲁

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管理。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２０２０年，成立创建 “示

范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活动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 《鲁山县开展创建 “示范型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 （站）”活动实施方案》，建立分包联

系机制，对全县乡镇服务站开展多轮督导。１０
月，开展全县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站成果展评会，

１２月２９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检查验收服务站
建设情况，背孜乡退役军人服务站被评定为省

级 “枫桥杯”先进服务站。

【优抚褒扬】　２０２０年，全县发放优抚对象补助
金４０６３６０万元，发放合规的优抚对象门诊补
助、参合补助等医疗救助费 ２６９１万元。受理
２００余名农村籍 ６０周岁退役士兵、带病回乡、
残疾评定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申请，并按照有

关规定落实抚恤、医疗等待遇，落实医疗补助

“一站式”服务。

春节、 “八一”期间，走访慰问优抚对象

２００名。“八一”期间慰问洛阳荣康医院、新乡
荣军医院；配合洛阳荣康医院、新乡荣军医院

到鲁山县的巡诊活动，免费向１００余名优抚对象
送医送药。向６５名抗美援朝老战士颁发抗美援
朝七十周年纪念章。申请１８万元专项资金整修
烈士陵园１３座。

【接收安置】　２０２０年，接收２０１９年度退役士
兵２２６人，其中，自主就业２０５人、安置就业２１
人；接收２０２０年度退役士兵２２５人。按照阳光
安置政策，公开选岗２０２０年度符合政府安置工
作的退役士兵。发放２０１９年度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一次性经济补助２０５人、２３０２５万元。

【档案数字化管理】　２０２０年，数字化整理归档
退役士兵档案２万份，开创退役士兵档案数字化
管理。整理规范的档案移交县档案局，实现档

案科学管理。

【补缴社会保险】　两金接续是指在２０１９年１
月２１日前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
士兵，存在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未参保或

断缴问题而不能享受相应待遇的，由责任单位

依申请进行补缴。全年审核１８４２人，应缴费人
员３６９人，累计缴费１０４８４万元。

【就业创业】　２０２０年，发放完成技能培训的退
役军人补助７１人３１８７万元，接收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参加职业技能培训４２人，学历提升教育
２０人，就业３０人。

推送就业创业信息、举办专场招聘，选树

先进典型、彰显示范引领作用，提高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能力。组织全县２０２０年退役士兵就业
专场招聘会，参加企业１５家、退役士兵１２０多
名；组织推介退役军人参与鲁山县 “金秋招聘

月”活动，推送１０次５６家企业用工信息。退役
军人王东海被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

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双拥办、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联合授予 “十佳就业创业标兵”，退役军人

张延辉创办的天健农业有限公司获得 “建行杯”

首届河南退役军人创业大赛二等奖以及退役军

人事务部举办的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

赛精准扶贫组三等奖。

２０２０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联合本地退役军人企业家发起组建鲁山县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已注册会员５８人，常务
理事１５人，并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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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休服务管理】　及时落实政策待遇，为９名
军休干部增加年度定期增资退休费，为６名军工
退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标准并补发差额补助

０９万元，为军休遗属和军工遗属调整生活补助
费标准，完成军休干部 （含退休士官）水电费

补贴调整。为军休干部安装报刊杂志箱１０余个，
定期组织军休对象开展座谈、讨论和政治学习

活动，鼓励老干部退役不退志，继续为社会发

光发热；建立军休干部健康状况档案，为军休

干部及军工缴纳医疗保险６９３万元，并安排年
度体检；看望生病住院军休干部２０余人次；走
访慰问军休干部６３人次，使用慰问资金３５９万
元；举行重阳节军休干部座谈会；及时发放军

休干部、军工及遗属退休费、生活补助费；举办

“鲁山县军休干部迎国庆文体活动”，展现军休

干部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风采。

【权益维护】　定期走访调查，建立健全常态化
联系退役军人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长效机

制，及时化解问题纠纷。２０２０年接待人访 ９８０
余人次，处理上级批转信访案件４５起，排查信
访隐患２７起；办理县委巡察交办案件２２件。

【双拥工作】　开展驻军及优抚对象走访慰问活
动。人武部看望现役军人家庭和烈士遗属 ２０２
户，送去８万余元慰问品；走访慰问驻鲁部队，
驻平部队，来鲁集训部队，执行任务官兵１２人，
二等功２个。为三等功以上官兵家庭送去喜报，
优秀士官、优秀士兵发放奖励。全年共发放义

务兵优待金８３４９万元。发放随军家属３９人生
活补助２８万元。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宣传活动，
举行 《退役军人保障法》专题宣传。

【驻村帮扶】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对口帮扶张店
乡袁家沟村，全局３４名帮扶人结对帮扶６８户贫
困户，定期入村落实政策和帮扶措施。与驻鲁

部队入村开展人居环境治理等活动；举办献爱

心活动４次；开展消费扶贫，采购农产品３０００
余元。协调争取财政资金３００多万余元，开通道
路７条，整修村内主干道路。袁家沟村从省定党

建 “软弱涣散村”转变为党建先进村，从后进

村提升为张店乡脱贫攻坚示范村。２０２０年被县
委县政府评为平安建设工作先进村 （社区），被

张店乡党委政府评为党建红旗村、脱贫攻坚红

旗村、美丽乡村红旗村、信访稳定红旗村。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４月，被团县委授予 “青年

文明号”称号；８月，被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 “平顶山市第二届 ‘尊崇

杯’文化娱乐活动比赛优秀组织奖”；１１月，被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评为 “服务保障体系先进单

位”“军休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退役士兵

社保补缴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２１年１月，被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评为河南省 “走进新时代退役军

人———不忘兵之初模范 ‘兵支书’”微视频大赛

优秀奖。

（陈晓丽）

教　　育

教育督导

【概况】　县政府教育督导室是隶属于县政府的
正科级单位，内设办公室、督政科、督学科、教

育质量监测中心。

【迎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２０２０年，研究印发
《鲁山县推进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工作

实施方案》，成立专班，明确任务。全年召开推

进会４次，展开三轮实地检查，检查学校近３００
所。１２月，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实地
评估验收组宣布河南省所有县 （含鲁山县）达

到国家规定的评估认定标准，

２０２０年，县政府投资２亿元为学校购置的
桌凳、仪器、图书和计算机设备等，投资０８亿
元的薄弱学校小项目建设基本完工，新招聘的

１５４９名教师全部分配到缺编学校任教。全县新
建学校 １所，改扩建学校 ５３所，新增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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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０个。

鲁阳六小新购置的音乐器材　 （赵旭东／摄）

露峰四小新建的运动场　 （赵旭东／摄）

【专项督导幼儿园办学行为】　成立督导评估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 《鲁山县幼儿园办园行为督

导评估方案》，明确督导评估对象、原则、内

容、方式和结果运用。经过现场观察、问卷调

查、座谈访谈、资料查阅和数据统计等综合评

估全县本年度的７１所评估对象，均为 “合格”。

（赵旭东）

教育综合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教体局机关内设办
公室、计财科、人事科、监察室、师训科、老干

部科、体育科、职成教科、招生办公室、普通教

育科、卫生保健科、安全科、幼教科、信访室、

行政审批科、审计科、教育教研室、电化教育仪

器站、勤工俭学办公室、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

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资助中心。

全县高中５所，中职学校２所，初中４０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６所，中心小学２３６所，小学教
学点２０２所，特殊教育学校１所。至２０２０年底，
教职工１３０８３人，中小学生 （含幼儿园）２０８７１５
人。

【教育教学】　组织教学视导，狠抓课堂教学和
常规管理，督促补齐短板，提升办学质量。组织

选聘县级教研员７名、外出学习听课９６０人次；
举办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研讨会１６场、同课异
构观摩活动２８场，通过公开课、试题分析、经
验介绍、题型解析等形式，解决学科教学存在

的共性问题。成立区域连片流动中心教研组开

展乡级教研，举行学科赛课活动，对优胜学科

教师进行奖励并颁发证书。

建立县乡校三级评价体系评估教学质量。

２０２０年，表彰６个先进中心校、１２所先进中学、
３０所先进小学、８４个中学先进学科组、１１７名
先进个人，发放奖金２９５万元。

　　教研室持续开展教学视导活动，促进教
育质量提升　 （尹红岩／摄）

【中高招成绩】　２０２０年，中招实现平均分与优
秀人数双第一，综合评估继续稳居全市第一。

高招成绩新突破，３名同学被北大、清华录取，
一本理科上线９３５人、文科上线２０１人，分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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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第二名。县教体局连续１０年被评为全
市教育教学质量先进单位。

【师资队伍】　一是师资补充。全年共招聘特岗
教师３００人，招聘在编高中教师２６０人，引进外
县教师４７人，安排全科教师毕业生４８人。二是
发放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补助。２０２０年全县
乡村教师 ５８３９人，共发放生活补助 ２１７４９４４３
元；享受班主任津贴３４２２人，发放补助１６３４７６
万元；享受地方教龄津贴教师８７４７人，发放补
助１６６１４１６万元。三是教师培训。２０２０年，参
与 “国培”４４２４人、省级培训２８０人、市级培
训５６人、县级各类培训３１００人。四是师德师风
建设。组织参加以 “牢记历史使命，志做 ‘四

有’教师”为主题的全省师德师风有奖征文活

动，陈理国的作品获得省级一等奖。在平顶山

市举办的 “出彩河南人”系列评选活动中，瓦

屋一小李书红被评为２０２０“鹰城最美教师”，库
区一中王启航被评为平顶山市教育系统 “最美

教师”。

　　８月２７日，２０２０年中小学新入职教师岗
前培训　 （尹红岩／摄）

【全面改薄】　２０２０年，新建、改扩建幼儿园３
所，其中，鲁阳幼儿园 ２０２０年秋季实现招生，
辛集幼儿园、背孜幼儿园１１月完工，２０２１年春
季实现招生。新建、改扩建项目学校２３所，其
中，改扩建项目学校完成２１所，新建长兴路小
学秋季投入使用，新建向阳中学１２月举行开工

奠基仪式。

　　８月２３日，鲁阳中心幼儿园揭牌　 （尹

红岩／摄）

【教育扶贫】　２０２０年，全县各学段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２６万名 （含外县户籍在鲁山县就

读），全部享受教育扶贫政策，教育保障全覆

盖，受助５１万人次，受助资金２８４０万元。高
等教育阶段，签订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９１８５份，
发放助学贷款６１５８万元。投资１８万元为贫困村
安装体育器材６套，投资６８０万元为农村学校更
新体育设施６０套。

【营养改善计划】　２０２０年，建成４座占地５０００
多平方米营养餐食材配送中心，营养餐食材全

部实行净菜配送。对接县内扶贫车间和种养殖

基地，实现鸡蛋、豆腐、香菇等食材采购本地

化，带动畜牧、种植、运输、加工等行业发展，

助推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全面推行学校食堂

“６Ｓ”安全管理模式，“互联网 ＋明厨亮灶”全
覆盖，全县 ８０％中小学食堂进入 “互联网 ＋”
监管模式，实现学校食堂的储存、加工、供餐等

各个环节全方位监控。２０２０年全县享受营养餐
学生１０６２４３５人，受益资金６９４９８５０元。

【校园安全】　全年共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２８９
起。结合预防学生溺水工作形势，制定 《鲁山

县教育体育局２０２０年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
理工作实施方案》；开展专题教育活动，推行消

防标准化管理；完善联动工作机制，加强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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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开展 “法制教育进校园”讲座 ３０期、
“防校园欺凌”讲座１０余期。

防溺水安全宣传　 （尹红岩／摄）

【社会办学】　通过宣传引导、严格审批、坚持
年检、加强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争取资金扶

持等，规范民办学校运营，扩大民办学校规模，

大量吸纳留守儿童就学，有效缓解公办教育的

压力。至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全县民办教育总投资
６８４８５万元，学校占地 ５２８亩；初中、小学 １２
所，高中１所，其中 “十三五”期间新增８所。
２０２０年，在校学生２８万多人，教职工１２１３人。

【体育健身】　２０２０年，全县建成社会足球场
１８块，安装行政村农民健身器材４５套，实现行
政村全覆盖；新增城区健身路径５套，建成１５
分钟健身圈。举办青少年乒乓球赛、篮球赛、健

身操比赛、职工篮球赛等赛事活动。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疫情防控期间，举行线上线下各类

健身交流展示活动 ３６场次；１１月，启动创建
“全国老年太极拳之乡”，承办 “重走长征路，

重温红色心”中国长征汽车拉力赛 （鲁山站）

活动。全县社会体育指导员２８１６人，经常性参
与体育锻炼３５８万人。

【疫情防控】　制定教体系统疫情防控 “三方案

十制度”，成立 ７个督导组开展督导督查确保
“九到位”，即防控措施部署及责任落实到位、

防控人员组织到位、师生信息准确排查到位、

防控制度及措施落实到位、防控物资储备到位、

防控设施设备完善到位、应急预案完备到位、

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到位、宣传培训落实到位。

（贾海峰）

学校教育

·鲁山一高

【概况】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是一所有着 ８０
多年历史积淀的省级示范性高中、全国文明校

园。五四著名爱国诗人徐玉诺先生曾任校长，

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 （哈军工、国防科技大学

的前身）在这里成立，陈赓大将任首任校长。

现有新老两个校区，占地面积６００余亩，教职工
５６６名，在校学生８０００余名。老校区有元次山
碑、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旧址两处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新校区是 “五七”大学旧址，环

境优雅，融古贯今，集校园、花园、文明园为

一体。

自恢复高考以来，升学率连年位居全市前

茅，为国家和各类高校输送合格人才１０余万名。
其中：５３名学生直接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４０余名学生被海空、陆空飞行学院录取，６０多
名学生先后获市、县高考状元；１９９７年培育出
省理科状元，２０１６年培养出自主招生考试河南
省第一名。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２０年，鲁山一高考上清华、北
大的学生４０人；一本上线人数由１８４人增长至
１４９１人，提升８倍多，实现 “十连增”，本科升

学率保持在９７％以上。

【高招成绩】　２０２０年高考，鲁山一高再创历史
新高，实现 “十连增”。普通类一本上线 １４９１
人，比上年净增９４人；４名同学被清华大学录
取；２名同学被海军航空大学 （飞行员）录取；

１０００余名同学被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
学、中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 ９８５、
２１１、“双一流”院校录取，３０００余名同学被各
级各类本科院校录取。

【教师队伍建设】　构建教师发展性评价制度，
建立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实行教师试教竞聘

录用制度，落实职称聘任、评先评优、量化考核

等机制。实施 “教坛新秀、骨干教师、学科带

头人和功勋教师”四大名师工程，发挥名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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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实行导师制和培养目标责任制，以老

促新，以老带新，坚持先听课，后上课，加强对

青年教师上课情况的督导，定期对教师进行教

学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考试考核，采取措施为青

年教师成长创造条件。

【教学管理】　在落实常规教学 “备、讲、批、

辅、考、评、思”七个环节的基础上，创新

“展、探、练”高效课堂模式，把激情、竞争、

创新和协作带入课堂，体现 “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欲”的教学理念，

让学生自为良师，悟道提取，努力提高学习能

力、实践能力、自悟能力和创新意识。 “‘展、

探、练’高效课堂模式”荣获国家 “十二五”

科研规划课题子课题一等奖。

【德育管理】　落实 “爱、严、细、实、近、

小、亲”七字方针，以 “学、悟、行”励志成

才教育模式和感恩心、自信心、责任心、抗挫力

“三心一力”教育为抓手，教育学生从体能、情

感、思维、意志四个方面管理精力，争做 “身

体好、心态好、成绩好”的鲁山一高 “三好学

生”，引导学生树立 “状元思想、名人思想、领

袖思想、伟人思想、圣人思想”五大思想，实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化、有形化。

“‘学、悟、行’励志成才教育模式”荣获国家

“十三五”科学规划课题子课题二等奖。

【合作办学】　举办中俄国际班合作项目，引进
日语教育，让英语成绩存在短板的学生打破外

语提分 “瓶颈”。引进中国·白罗斯国际人才培

育计划项目，６名同学被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
等世界知名高校录取。设立育才计划联合培养

基地，６０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到鲁山一高
进修，成绩合格后可直通白俄罗斯知名高校留

学深造。同时还先后与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院、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国际学院等合作办学，创新

人才培育模式。

逐步研发文化类、科技类、体育类、美育

类、劳动技术类五大类校本课程，面向全体学

生，进行选项教学，采取社团活动、兴趣小组或

与体育类高等院校、社会体育俱乐部进行联合

办学等形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进一步丰富学

校教育内涵。

【平安建设】　以构建平安、和谐校园为目标，
落实三级安全领导责任制、一岗双责，坚持人

防、技防、物防相结合，加强安全知识教育，狠

抓人身安全、财物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卫生安

全、交通安全，加强与消防、食药、安监、疾

控、公安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定期邀请行业专

家到学校进行消防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并进行消

防演练；定期不定期排查校园安全隐患，建立

台账，加强整改，防范于未然，努力构建平安、

和谐校园。

【校园建设】　加大新老校区建设力度，改善办
学条件。教师餐厅 （富才楼）、女教工宿舍 （含

芳楼）建成投用，东南角运动场建设完工，一、

二、三号教学楼阶梯教室、教导处、德育室完成

升级装修；老校区备课组、教室、宿舍焕然一新，

老校区颜碑亭复制项目正在进行，实现新老校区

文化传承。学校综合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更新、

完备体育设施、健身设施，施工校园亮化工程，

校园文化日益丰富，校园环境更加优美。

【疫情防控】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建立学校、年级、班级三级防控联

系网络，实行 “网格化”管理，责任到人。同

时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对每个重点区

域责任到人，严格控制人员出入，定期进行病

毒消杀。持续开展 “健康鲁高”活动，倡导健

康、积极的学习和生活方式。落实 “六个一工

程”（每个学生每天一杯牛奶、一颗鸡蛋、一盘

青菜、一些肉类、一些水果、早晚一杯水），强

化体育锻炼，增强学生的免疫力。开展励志教

育活动，帮助学生心理调适，培育积极向上的

健康心态。

【驻村帮扶】　共派驻３２名党员干部到８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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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坚持每周集中帮扶活

动，帮扶责任人进村入户宣传各项扶贫政策，

制定脱贫措施，解决实际困难等。建成岳庄村

休闲游园项目，完成红义岭村村部改建项目；

为下汤镇林楼村、岳庄村、松树庄村建设鸭蛋

生产基地、蔬菜大棚基地、柞蚕养殖基地等村

集体经济，持续稳定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为贫

困村巩固脱贫提供产业保障。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学校再次被清华大学确定
为优质生源学校，荣获全国文明校园、河南省

五四红旗团委、市长基础教育质量高中教育管

理奖、市长基础教育质量高中突出贡献奖、平

顶山市教育科研先进学校、平顶山市科普教育

基地、平顶山市国家教育统一考试优秀考点、

鲁山县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十面红旗单位、平安

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光彩金秋慈善助学”先进

单位、鲁山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体、

鲁山县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单位、 “慈善一日捐”

先进单位等称号。

　　４月３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路益嘉教
授为鲁山一高颁发 “清华大学优质生源基地”

奖牌　 （张钰桐／摄）
（张伟彬　秦军良）

·鲁山二高

【概况】　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简称鲁山二

高）创建于１９５４年，为平顶山市市级示范性高
中、市级文明单位、河南省爱国卫生先进单位、

河南省传统体育项目 （篮球）学校，２０１７年 ４

月被 “中国好教育”联盟联合体批准为 “中原

联盟校”成员单位。

鲁山二高位于鲁山县城琴台街４号院，占地
５４亩，其中校园占地４６亩，家属区占地８亩。
校园建筑面积 ３４万多平方米，主要包括教学
楼、学生公寓楼、餐厅综合楼、教学实验综合楼

等五幢教育教学用房，学校还拥有比较齐备的

现代化办公设施和教育教学条件。

２０２０年，学校有４２个教学班，３７８８余名在
读学生；有教职工２５８人，其中在岗教职工２１４
人、离退休教职工 ４４人；具有专业技术职称
２０９人，其中中级以上１４６人、高级５７人；研
究生学历 （含在职农村教育硕士）１１人。

【高考成绩】　２０２０年高考，一本上线 ３１人，
比去年净增１９人；本科上线４７１人，比去年净
增７０人。教学质量完成 “双提升”任务，理科

有２位同学分别取得 ６３１分、６１２分的优异成
绩，实现学年初学校确定的 “突破６００分”奋
斗目标。

【教学改革】　一是推行以赛课为抓手，“以赛促
研、以赛促改”的教研理念，持续举行 “韶华

杯”青年教师同课异构大赛，推荐优秀青年教师

参加 “中国好教育”中原联盟和许平汝漯联盟两

个层级同课异构大赛，获得２个冠军奖、６个特
等奖和３个一等奖。二是常规教学。加强早读晚
诵、上课辅导、作业检查与通报；坚持开展 “一

课一研”，强化集体备课，提高课堂教学成效。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持续推进 “一改一

建三提升”工程，强化具有二高特点的办学特

色。一是推进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提出 “忠心

教育、安心教书、全心育人”教师培养目标，

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二是推进 “教研组主

建、年级组主战”的教师队伍双轨建设思路，

开展 “青蓝工程”，派教师外出参加高考备考及

其他教学研讨活动，聘请知名专家到校做主题

报告，设立多所市名师工作室，指点年轻教师，

提升业务能力；开展 “三星”教师评选，“百日

２４３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攻坚”“提质攻坚”“强基增优”活动，先进个

人、先进集体评选及 “功勋教师”评选活动，

为日常教学注入活力。

【办学条件】　２０２０年，争取改善普通高中学校
办学条件中央补助资金４００多万元完成对办公楼
墙壁粉刷、录播室等功能性教室装修、卫生间

及供水系统改造工程，为教室、男女生宿舍分

别安装６０台定频风管送风式空调机组和３８９台
定频热泵型壁挂空调。争取香港志媚基金４０多
万元改造餐厅四楼千人会议室，安装风道式中

央空调。同时，完成教学楼后及校园生活区地

面硬化、下水道清理整修工程、餐厅屋顶和公

寓楼屋顶防水处理等工程项目。

【学校管理】　强化协同管理，实现 “全员协同

管理”目标。政教处进一步细化班主任管理制

度和学生管理制度，坚持开展优秀班级月评比

活动；妇委会举办多期女生青春期心理健康教

育报告会；办公室牵头开展文明单位、文明学

校、卫生先进单位创建工作；教务处牵头举办

传统节日诗歌朗诵会，团委牵头组织进行各种

形式的演讲比赛。

【校园文化建设】　组织学生每天早晚两次开展
励志宣誓和唱国歌活动；利用班会、年级周会

开展常态化纪律、学习教育；利用传统节日开

展 “我们的节日”朗诵比赛；以年级组为单位，

开展班班对抗赛、生生对抗赛，高三年级和宝

丰二高开展精英挑战擂台赛活动。通过班级文

化建设、走廊文化建设、餐厅文化建设、琴台文

化和传统文化长廊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育人环

境，“激情课间操”凝聚团队协作意识，体育文

化艺术节活动、社团活动挖掘学生特长，培养

学生兴趣，家长会加强家校合力；励志报告会、

高考冲刺动员会强化励志教育。

【平安校园】　坚持对学校安全教育管理工作进
行定期检查、考核评估，经常性开展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活动。全年无一例违法行为和安全事

故发生。

【驻村帮扶】　２０２０年，鲁山二高帮扶尧山镇马
公店村 （贫困村）、木庙村 （深度贫困村）、下

坪村 （非贫困村）、下河村 （非贫困村）、四道

河村 （非贫困村），汇源街道申庄村。２０２０年，
共落实集中帮扶日计划８６个、县市级战令３０多
个，组织下乡９０多次１５００多人次，组织培训帮
扶责任人５次，访谈、调度７次。市级交叉考核
时，四道河村、申庄村取得较好成绩，得到县扶

贫办的肯定。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１月，被省爱卫会授予省级
卫生先进单位称号，１１月被平顶山教体局评为
高中教育管理奖。闫培丽、王冬冬、林清风、董

向红、蔡丽丽、张艳萍、张林、贾大强、蔡鲜、

林广超、师冬凌、郭朝增、王璐璐、金强被评为

县级优秀教师，时亚玲、鲁小利、张滟宽被评为

县级先进工作者。

（宋军阳）

·鲁山三高

【学校概况】　鲁山三高位于露峰山北麓，依山
傍水，环境幽雅，与鲁宝路、郑尧高速鲁山收费

站毗邻，交通便利。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００５
年６月被市教育局命名为 “市级示范性高中”。

学校占地２２３亩，建筑面积２５６３４平方米，拥有
教学楼、办公楼、实训楼、教师公寓楼、学生公

寓、学生餐厅等建筑。有中专种植、养殖实验

室、多媒体教室、电化教室、微机室、美术专业

教室、高标准的钢琴房和形体舞蹈专业教室。

２０２０年建成运动场、学生餐厅，综合楼、办公
楼和宿舍楼正在施工，学校主校区与东校区的

过街天桥及其附属项目等即完工。

２０２０年，学校有教学班４４个，在校学生３６００
人，教职工２８８人，其中：在编教师２６６人，高级
教师１９人、中级教师６３人；骨干教师５８人。除普
通高中班外，还开设有旅游、种植、数控模具、计

算机、幼师、学前教育专业成人大专班。

【教学研修】　推进深度学习课堂，坚持 “走出

３４３社会事业　



去、引进来”的理念，创新办学思路，多次组织

骨干教师远赴河北衡水十三中、汝州实验高中和

安徽毛坦厂中学等，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

方法；多次邀请教育专家莅临把脉问诊。

开展市县优质课评选、青年教师基本功大

赛、评教评学、科研教改、学科竞赛等活动，提

高教师的教学能力、艺术和专业素养。

实施国家课程的校本化，整合加工现有教

材，制定符合校情的教学方案，采取分层教学

策略：高一重在夯实基础，高二重在构建知识

体系，高三重在查漏补缺。

【教学成绩】　２０２０年高考一本上线１２人、二
本５４人，专科上线率１００％。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学年，获得省优质课二等奖 １

名，市优质课二等奖 ３名，市级社团一等奖 ３
名，市级教育技能大赛和文明风采大赛一等奖

１３名、二等奖２０名、三等奖４４名，县优质课
一等奖１名、三等奖 ４名，学生省赛一等奖 １
名、二等奖４名。

【德育与文化】　围绕 “培养学生健康的思想感

情、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行为习惯”三个

主题，按照降重心、立规矩、抓主动、促发展的

总要求，表彰先进，目标激励，鼓励竞争，构建

校园文化。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每日唱班歌，

开展 “红歌一起唱”“中华魂”演讲，校园文化

周等文体活动，受到学生的欢迎。

【校园安全】　加强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健全
各项安全工作制度，即 《鲁山三高门卫制度》

《进出人员登记制度》《夜间巡逻值班制度》《宿

舍管理规定》《校领导值班制度》等。落实日巡

查、周排查制度。加强消防安全宣传，组织开展

意外紧急避险、自救自护演练活动等。加强食堂

管理，成立膳食科，设立专职管理人员，定期组

织卫生知识培训学习和体检，确保师生饮食安全。

【中职教育】　疫情期间开展停课不停学，网上
辅导活动；组织教师参加省市县优质课大赛、

省骨干教师网上培训，相继组织开展市级、校

级教育技能大赛和文明风采大赛等活动，“男做

钟南山，女学李兰娟”学习周活动；开展主持

人大赛初赛及决赛事宜；举行纪念 “一二·九”

运动朗诵比赛，做好２０２０年精准脱贫培训等。

【驻村帮扶】　鲁山三高分包帮扶村 ５个，其
中，贫困村２个 （四棵树乡平沟村、辛集乡肖

老庄村）、非贫困村 ３个 （辛集乡盆郭村、黄

村、石庙王村），结对帮扶责任人３１人，结对帮
扶贫困户１５１户。高度重视扶贫工作，落实上级
部署的各项扶贫任务，关爱驻村人员，调动驻

村热情，认真贯彻落实，扎实稳步推进，保质保

量落实各项任务。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６月，鲁山县中等专业学校
在平顶山市语言文字工作达标校和第二批语言

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活动中，被平顶山市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及平顶山市教育体育局授予 “达

标暨示范学校”称号；１２月，被市委、市政府授
予 “（市级）文明校园”称号。２０２１年１月，被
省爱卫会授予 “２０２０年度卫生先进单位”称号。

（雷琼艳）

·江河高中

【学校概况】　鲁山县江河高级中学位于鲁山县
城西部，昭平湖畔。始建于１９６９年，原名江河
子弟学校。１９８８年更名为江河子弟中学，设初
中部、高中部，隶属河南省江河机械厂。２００６
年移交地方政府管理，学校更名为鲁山县江河

高级中学，２００８年确定为市级示范性高中。
２０２０年江河高中有３８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２６００余人。学校占地面积 １００亩，建筑面积
１９２万平方米，其中：有办公楼、实验楼各 １
栋，教学楼４栋，多功能综合楼１栋，教学办公
综合楼１栋，宿舍楼３栋，餐厅楼１栋。现有教
职工１４６人，其中：高级教师２８人、中级教师
４０人；具有研究生学历６人；省级骨干教师３
人、市级骨干教师１０人；市级优秀教师１５人、
县级优秀教师４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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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人才强
校的理念，建设一支适应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

需要，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二是坚

持把师德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多渠道、多层次

开展形式多样的师德教育。三是建立完善的教

师培养培训制度。坚持走出去、请进来，一方面

组织教师外出学习、培训，另一方面邀请优秀

教师、专家到校授课。

【教学改革】　一是教学常规。加强集体备课，
发扬备课组协作精神；推行高效课堂，狠抓教

学反思，提高教学艺术；立足本校，开展校际交

流；夯实高考、中招备考，力求新的跨越。二是

教学过程。以高考、中招为方向，将 “背、讲、

批、考、辅”教学理念贯彻始终，精选试题，

及时评讲，认真辅导。搞好培优辅差工作，促强

补弱分层教学，抓实教学过程。

２０２０年高考超额完成市教育局制定的目标，
高一、高二年级在市统考中成绩优异。中招教

学质量评估中初中部数学、政治、物理、化学、

历史５个学科被评为先进学科组称号，物理、历
史、政治荣获平顶山市市长基础教育质量奖。

　　１０月１日，江河高中在五彩操场上欢度
国庆　 （侯佳丽／摄）

【驻村帮扶】　２０２０年帮扶１个贫困村 （库区乡

桐树庄村）、４个非贫困村 （库区乡金沟村、江河
村、曹楼村、东许庄村），选派帮扶责任人３０人，
其中，驻村书记第一书记３人，驻村工作队员５
人，结对帮扶贫困户１９６人。针对不同贫困户精
准扶贫。一是帮助贫困户从事农林、养殖、电商

等产业发展；二是组织所包贫困户参加职业培训

促进转移就业；三是深入贫困学生家庭宣传教育

扶贫政策等，所包１９６户全部脱贫。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获得全市教体系统安全生产
月先进单位、鲁山县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单位、鲁

山县 “感谢、感恩、感动”青少年书信文化活动

优秀组织单位、鲁山县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学年中招质量评估物理、数学、道德
与法治、化学、历史先进学科组，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学
年中招质量评估先进中学称号，鲁山县中学生篮

球赛 （高中组）季军。

（李书勋）

·实验中学

【概况】　鲁山县实验中学是鲁山县教体局直属的
一所寄宿式初级中学，１９５５年筹建，１９５６年招生，
校名曾为鲁山县第六高级中学、鲁山县县直中学，

２００３年改为实验中学。学校位于钢厂路宗庄西１００
米，全校有３０个教学班，２４００多名学生，１４２位教
师，其中，省名师１人、省市骨干教师２３人、省
市学术技术带头人４人、市名师６人。

【德育教育】　推行班级文化建设，对学生进行
感恩教育；定期谈心谈话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实施 “三全”德育，教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影响学生。

　　３月３１日，河南城建学院与鲁山县教育
体育局联合在鲁山县实验中学挂牌 “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研究实践基地”

【学校安全】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打破惯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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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严格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二是开

展爱国卫生活动；三是坚持校园全封闭式管理，

加强 “两特”学生管理；四是加强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五是落实门卫制度职

责，整治周边环境。疫情期间师生没有出现一

起感染病例，全年安全事故零发生，疫情防控

零失误。

【疫情教学】　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
半年全面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

活动，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实现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下半年全面

恢复线下教学，创新教改实践和课堂教学，效

果良好。

【教育科研】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规范
教师行为，提升教师队伍；二是落实教学常规，

严把课程关、课时关，促进教师成长；三是鼓励

教师参加各种教研及理论学习活动，提供外出

学习机会，搭建教师理论和技能交流平台，促

进专业化成长；四是鼓励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研

究并应用于实际教学，省市教研课题结题３项，
市级课题立项１项。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荣获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平顶山市市长基础教育质量初中道德与法治学

科教育成果奖、鲁山县中招先进单位等。

（雷德昌）

·育英学校

【概况】　鲁山县育英学校是一所集幼儿教育、
小学教育、初中教育为一体的全日制寄宿式民

办学校。２０２０年拥有两个校区 （东、西），１４６
个教学班，在校师生员工９６００余人，其中，留
守儿童５０００余人，教师４００余人。学校占地面
积８０多亩，建筑面积１０万余平方米。

建校２２年来，学校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的跨越式发展，教学楼、实验室、仪器室、

微机室、图书室、书法室、舞蹈室、音乐室、学

生公寓楼、餐厅、洗浴中心、报告厅、会议厅、

心理咨询室等一应俱全。学校硬件设施先进，

教学设备一流，师资力量雄厚，管理科学规范，

服务精细周到，教学成绩优异。多年来，中招考

试升入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学生达到 ８０％以上，
被誉为鲁山一高和二高的 “优质生源基地”。

２０２０年中招考试，又以综合评估第一名的成绩
荣登全县榜首，被鲁山一高确定为 “双一流大

学”优秀生源校。

２０２０年，被河南省教育厅授予 “优秀民办

学校”称号，连续三年获得 “平顶山市市长基

础教育质量初中教育管理奖”，初中七个学科全

部荣获平顶山市市长基础教育质量教育成果奖，

还荣获鲁山县中招质量评估先进学校、小学教

学质量先进学校、中招质量评估 “语文、数学、

英语、道德与法治、物理、化学、历史”先进

学科组奖等，三年累计获得奖金８０万元。

【课堂改革】　２０２０年推行 “育英学校高效课堂

五环教学模式”，向课堂四十五分钟要质量。

“五环教学模式”即课前导入，设疑自学 （提出

问题），合作探究，分享点评 （解决问题），归

纳提升。同时，聘请骨干教师和教育名人，培训

指导教师进行教学改革，促进教师面向全体学

生，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教学研究】　２０２０年，包级领导、备课组长及
科任教师以 “三同课”为抓手，开展 “同研、

同备、同用”活动，边教边研边整改，推动教

育教学质量上台阶。

【特色教育】　学校开设有美术班、舞蹈班、书
法班、钢琴班培养学生的多元智能。２０２０年，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和形式多样的社团活

动，多角度培养学生良好的艺术素养。开展军

训、艺术节、经典诵读比赛等活动，发挥学生特

长，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教学成绩】　２０２０年中招考试参加考生９３４人
（含宝丰２１人、平顶山３人、其他学校４人），
其中一高录取２９１人、二高录取８９人、三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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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１２６人、江河录取４７人、兴源高中录取１９２
人，共７４５人，录取率 ７９７％，实现中招成绩
三连增，有１４名学生被鲁山一高清北班录取。
全县中招考试总评中第一名，荣获平顶山市市

长基础教育质量初中教育管理奖、平顶山市市

长基础教育质量初中 “语文、数学、英语、道

德与法治、物理、化学、历史”先进学科组奖。

２０２０年小升初考试，全县 ２００多所小学总
成绩跃居全县第六名，与 ２０１９年上升 １６个位
次，稳居露峰中心校榜首，被评为 “小学教学

质量先进学校”。

【校园文化】　２０２０年，投资３０万余元，加大
校园党建文化氛围的创设和党建活动室建设。

以党的十九大五中全会精神为主题，重新制作

铁艺党旗、宣传栏及国学文化长廊等，使校园

面貌焕然一新。

【扶贫资助】　２０２０年春节，校董事会带领校班
子成员到贫困家庭学生家中送钱送物送温暖，

关爱家庭贫困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全年减免贫

困生学杂费５７万多元。疫情期间为贫困学生买
手机解决他们网上学习问题。

【学校管理】　学校遵循 “育人为本，以爱育

爱”的办学理念，“志存高远，求真务实”的校

训，“团结进取，开拓创新”的校风，“敬业垂

范，爱生乐教”的教风， “勤学奋进，敢为人

先”的学风；严格管理，先后完善 《鲁山县育

英学校校委会会议制度》《鲁山县育英学校教师

会议制度》《鲁山县育英学校教职工考勤方案》

《鲁山县育英学校教职工量化考核细则》 《鲁山

县育英学校班主任常规工作要求》《鲁山县育英

学校中小学班主任量化考核细则》《鲁山县育英

学校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等各项规章制度。

实施线条管理与板块管理模式，使学校管理从

点到面更加科学规范，线条管理即包级领导、

年级主任、班主任、科任老师纵向管理；板块管

理即校委会、办公室、教导处、政教处、后勤处

横向管理。

【疫情防控】　一是成立领导小组，制定 《鲁山

县育英学校校园疫情防控突发事件处置预案》，

建立健全责任制并强化责任追究，实行网格化

管理。二是先后向学生家长发送通知、紧急通

知、告学生家长书等２０余次。线上学习前，学
校想方设法把教材送到每位学生家中。线上学

习开始后，制定鲁山县育英学校学生线上学习、

辅导、作业批改、考试及停课不停学等计划，通

过钉钉群、ＱＱ群、微信群及家校通，完成线上
教学工作。同时帮助２３名特殊学生完成网上学
习任务。三是疫情期间筹资１２万余元，购买防
控物资，设置相对独立的隔离室和观察室，保

障师生的安全健康。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度，被河南省教育厅授予
“优秀民办学校”称号，先后荣获平顶山市市长

基础教育质量初中教育管理奖、平顶山市市长

基础教育质量初中 “语文、数学、外语、物理、

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教育成果奖及鲁山

县中招质量评估先进学校、中招质量评估 “语

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物理、化学、历

史”先进学科组奖、小学教学质量评估先进学

校等。

（郑书欣）

卫生与健康

工作综述

【概况】　鲁山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内设股室 １５
个：办公室 （信访安全办公室）、人事股 （离退

休干部工作股）、财务审计股、规划发展与信息

化股、疾病预防控制股 （艾滋病防治工作办公

室）、医政药政股 （行业作风建设办公室）、中

医管理与保健股、基层卫生健康股、行政审批

服务股、综合监督与法规股、妇幼保健股、体制

改革与卫生应急办公室、宣传股、人口监测与

家庭发展股 （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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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安全办、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在编

在岗职工５３人，其中科级干部２３人。
全县公立机构３１家，其中二级甲等综合医

院１所 （鲁山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中医院１
所 （鲁山县中医院），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１所
（鲁山县妇幼保健院），一级医院２４家 （２２所乡
镇卫生院、鲁山县江河医院、鲁山县第二人民

医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１所，卫生计生监督
机构１所，卫生职业高中１所，人口和计划生育
药具管理站１所。县直属机构３家：鲁山县红十
字会、鲁山县计划生育协会、鲁山县１２０急救指
挥中心。新增民生项目：成立琴台、汇源、露峰

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民营医院１０家：鲁山
仁爱医院、鲁山华康中医医院、鲁山健民医院、

鲁山爱心医院、燕氏骨科医院、鲁山振兴中医

医院、鲁山福泽医院、鲁山厚德医院、鲁山光明

医院，２０２０年６月新增注册李轶峰医院。全县
村级卫生室 ５５５所，个体诊所 １６１个，门诊部
４个。

卫生健康系统在职职工３３１５人 （其中人事

代理１４９０人）。全县执业 （助理）医师 １６４９
人，注册护士１５４１人。

【疫情防控】　１月２１日—２月６日，全县共报
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９例，治愈 ８例，死亡 １
例，无境外输入病例；追踪密切接触者１９９人，
集中医学观察点累计进行医学观察６５６人。２月
６日—１２月３１日，全县无新增病例。全年发热
门诊累计接诊发热病人１５０２７人。

一是健全完善十大疫情防控体系，即防控

组织体系、挂图作战体系、三层管控体系、秋冬

季传染病防控体系、发热病人管理体系、重点

地区返鲁来鲁人员管控体系、医疗系统师资人

员培训体系、常态化卫生救援应急演练体系、

应急防控物资储备体系、常态化督导检查责任

落实体系。修订完善各类应急方案、预案３９种。
二是组建队伍。抽调医务工作人员１２００余

人次组建县级卫生应急队伍５类１１支，形成疾
病控制、卫生监督、医疗救治三大专业联动工

作机制。落实预检分诊及发热门诊 （哨点诊室）

建设，安排人员２４小时值班。每天及时统计上
报本医疗机构发热病人数量，严格监管环境卫

生整治及消毒、医疗废物处置情况。

三是硬件建设。开工建设县传染病医院项

目，建成县医院、中医院 Ｐ２实验室、疾控中心
实验室，组建并完成培训１０６支５３０人的采样队
伍，日检测能力２万人，具备快速大规模核酸监
测能力。

四是物资保障。各医疗机构累计储备各类

防护物资４５万余件，检测设备５０００余件，消杀
用品２万余件。全年共投入抗疫资金７８８０余万
元，其中县财政投资２８００余万元用于卫生健康
系统疫情防控工作，采购配备医疗设备、装备、

耗材、器械、药品等防控物资８０余类，全力保
障全县医疗服务供给。

五是培训演练。组织各医疗机构业务技术

骨干进行秋冬季传染病防控师资培训１００余场，
培训人员１５万余人。截至１２月，累计进行核
酸检测５３８０７人次。组织各医疗机构举办１８次
常态化演练。

为外出务工人员办理新冠肺炎健康申报证明

六是助力复工复学。对各专项工作组、各

单位、各行业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常态化督查检

查。同时，县乡医疗机构实现智能视频监控系

统全覆盖，从根本上改变督导检查人员必须到

现场查看督导的传统模式，提升工作效率，加

强监管能力，便于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偏

差，及时上报。制定 《复工复学期间新冠肺炎

防控工作指导意见》，成立复工企业与学校新冠

肺炎防控技术指导组，对复工复产企业进行技术

指导，进一步完善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三方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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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派驻５所高中指导督导
１４天 “封闭式”复学疫情防控、分包４所中学指
导督导复学疫情防控。２月２１日至５月１６日，办
理新冠肺炎健康申报证明１２２４２６人份。

七是宣传氛围。在媒体刊发全县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复学等方面新闻稿件１４２篇，利用微信
公众号、手机报等方式推送疫情防控知识９７余
篇，在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发相关新闻１６００余
条，播发通知、公告、防疫知识信息４０余万条；
印发宣传彩页４５余万份，指导各乡镇充分利用
电子屏、大屏幕、宣传标语、横幅、宣传页、大

喇叭等宣传防疫知识；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

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养成勤洗手、多通风、戴口

罩、少聚集等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群防

群控氛围。

【健康扶贫】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因病致贫的
１３９６４户３７８８７人全部脱贫，完成健康扶贫减贫
任务。

一是实现 “三个１００％、两个９０％”目标。
即贫困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和合格乡村医生覆盖

率１００％，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１００％，
大病专项救治率１００％；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
报销比例 ９０％以上，贫困人口县域内就诊
率９５％。

二是贫困人口就医环境。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１２
月，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中医院新院区、保健院

二期业务用房和疾控中心实验大楼建成并投入

使用，县妇幼保健院创建二级甲等医院，琴台、

汇源、露峰三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牌运营；

鲁山县县域紧密型医疗健康共同体于２０２０年１０
月揭牌。各医疗卫生机构设置贫困人口爱心病

房１８８间、爱心病床５３３张。
三是贫困人口就医负担。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１０

月，全县累计实施先诊疗后付费５９３４６人次，累
计免收住院押金１１０２２６３３万元。“光明扶贫工
程”实施白内障患者免费治疗２３１名，累计补偿
费用２０８万元。

四是 “三个一批”计划。大病分类专项救

治一批。２０２０年，大病专项救治病种由２５种提

升至３０种，救治管理 ６８０４人，救治率 １００％。
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对全县符合条件患者

纳入慢性病管理，建立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对

农村贫困家庭实行签约服务，分类管理。全县

抽调１１７２名医务人员组建家庭医生团队５５４个，
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服务全覆盖，签

约服务履约率１００％；为每个贫困家庭制作 “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联系卡”，每年为符合条件的贫

困人员进行一次免费体检。重病兜底保障一批：

按照 “四集中”兜底保障要求，对重病康复期

的特困群体及重性精神病人集中在乡镇卫生院

进行康复治疗。

五是配置医疗设备。东方关爱基金中国初

级保健会，为全县２２家乡镇卫生院配备８６台价
值１２亿元的品牌 ＤＲ、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心电监护仪等医疗设备，为实现分级诊疗，

减轻贫困患者就医负担提供坚强保障。１０月２０
日，人民网专版介绍 《鲁山县：为乡镇卫生院

配齐 “四大件”》，并被各大媒体转载。

【基层医疗服务】　一是开展三级医院与县级医
院、县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 “等额对调式”对

口帮扶工作。４家县级医院派出２２名医务人员
对２２个乡镇卫生院进行对口支援。４家市级医
院１６名专家对３家县级医院，辛集、库区、马
楼３个卫生院进行对口支援。其中市第一人民医
院支援县人民医院累计１１人，累计诊疗门、急
诊患者５８０人次，住院患者诊疗７９８人次，参与
抢救危重病人１３人次、手术指导９４次、教学查
房９１次、疑难病历讨论１５０次、规范病历 ７１０
份、开展培训及讲座４２场次。二是实施等额对调
的１４名技术人员，截至１２月，累计诊治门诊病
人９６１人次，收住院病人５４人次，开展手术１７５
台次，开展病案讨论４８次，开展讲座培训３８次。

【公共卫生服务】　一是居民健康管理。截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建立和更新居民纸质健康档案
９２９６３份，建档率 ９９％；电子档案建立 ９１９８５９
份，建档率９８％。０～６岁儿童健康管理７６３８２
人，管理率 ８９５％；孕产妇健康管理 ６５５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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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率９０１７％；老年人健康管理７４８９９人，管
理率 ７９９７％；高血压患者 ６７９６３人，管理率
９５％；糖尿病患者２３８３８人，管理率９３％。全县
精神病患者４０９１人，在管患者３９２５人，规范管
理率 ９６％；结核病患者建档 ２０６名，管理率
９９％；接受中医药健康管理的老年人有 ６４９８８
人，管理率６４％。

二是非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投资

６２９０万元，对全县２６５所非贫困村卫生室进行
标准化建设，已投入使用１７３个，正在进行验收
９２所。截至１２月，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已达４８０
个，提前完成省四部门下发的三年行动计划中

２０２２年公有产权村卫生室比例达到８０％的目标。
三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２０２０年，全县家

庭医生网上签约人数 ８５５６万人，签约率
９２６５％。其中：高血压患者签约数６４７万人，
糖尿病患者签约数２２１万人，肺结核患者签约
数２５５人，精神障碍签约数３９２５人；老年人签
约数１０１１万人，孕产妇签约数１８７８人，０～６
岁儿童签约数６５４万人，贫困户、计生家庭和
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重点人

群签约服务率 １００％。为签约居民累计服务
４４２７６万人次，其中：建立健康档案 ８１５３万
人，２０２０年开展随访３５２７万人次，检验监测
９５７７万人次，健康体检１１３４万人次。

【计划生育服务】　落实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
策，确认各类奖扶对象１４４４９人，发放奖扶资金
１０６７８９万元。开展 “医养结合”试点工作。除

观音寺乡为县级医养结合试点外，实施老年病

医院建设项目。

【妇幼健康服务】　一是免费民生实事。全县共
完成免费产前超生筛查 ４８０２人，筛查率
５５６１％；免费血清学产前筛查４９７６人，筛查率
５７６３％；免费新生儿 “两病”筛查８５６４人，筛
查率９９１８％；免费新生儿听力筛查 ８４９７人，
筛查率 ９８４％。宫颈癌筛查 １４１７９人，筛查率
１０１２８％；乳 腺 癌 筛 查 １４９０３人，筛 查 率
１０６４５％。二是开展妇幼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婚

前检查５３４３对，婚检率９７９％；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４６３１对，免费婚检５７００对；孕前和孕早期
服用叶酸６１６６人，发放营养包１０８８２４盒。

【中医药服务】　开展中医执业医师 （含助理）

报名考试工作，通过审核报名１８７人。开展中医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６２人参加规培考试。
全县各中医医疗机构及医师信息全部录入中医

电子化系统。２０２０年申请中医诊所备案 ８家，
全部验收通过并发放备案证。

【卫生应急】　严格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２小时
网络直报，加强对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进行监测，及时发现预警病例，并按

时上报。

【院前急救】　争取资金新购置负压救护车 ７
辆，提高急救转运能力。全年共指挥调度各医

疗机构接诊急救病人９１２８人次，指挥调度救护
车１３２３０车次，处理电话流水９１７７１人次。处置
突发较大事故４起。

疫情期间共受理咨询电话２８００余人次，接诊
外地返鲁发热病人１４３人次，转运确诊病人８人
次。专车接诊转运回国及其他返鲁人员３７０人次。

开展全员急救知识培训。采取不定期、实

战化方式，分别于４月２３日、５月２０日、７月９
日组织３次卫生应急救援演练，覆盖全县１５个
医疗卫生单位。

【疾病防控】　一是重视疫情防控流调工作，将
确诊疑似病例的密接者排查至二代三代，按属

地化管理原则分配到辖区，确保不漏一户、不

漏一人。截至１２月，累计管理疑似及确诊患者
一代密接者共计２０７人，二代密接者１１６人。累
计对确诊病例１０例、疑似病例３例、留观病例
２４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完成３７份流调报告。
二是全年接种疫苗１７０７２４人次，国家免疫规划
“九苗”接种率达到９０％以上；完成 “十三五”

地方病防治监测工作，如期消除碘缺乏病危害，

有效控制地方性饮水型氟中毒。三是全县孕产

０５３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妇７００９人全部进行艾滋病、梅毒、乙肝检测；
开展ＨＥＡＲＴＳ高血压防治项目、脑卒中高危人
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完成１０４４例。选取１６家医
疗机构为试点，开展基层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

查和干预能力提升项目。四是精神卫生管理。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县在册精神病患者４０３４
人，在管患者３８５０人，签订精神障碍患者包保
责任书３８２９人；随访面访患者３６１０人％；服药
患者３８５０人。

【医政药政管理】　一是持续做好处方审核工
作，全年审核处方８８０８张，其中合格处方８６０９
张，合格率９７％。二是实行备药目录公示制度、
备药目录动态调整制度，备药目录对社会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出台 《关于公布２０种重点监控
药品目录的通知》，对全县用量排前２０位的药
物进行重点监控。

【卫生行政许可】　２０２０年，共完成各类业务审
验１５７３项，其中：村卫生室及诊所年度校验
６７４项，乡镇卫生院、县直一级医疗机构、一级
民营医院校验３４项，公共场所卫生许可１８６项，
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执业登记现场验收１项，执
业 （助理）医师首次注册８３项，医师变更１５５
项，护士变更７０项、护士延续９８人，母婴保健
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５项，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人员合格证 ２４３项，乡村医生变更执业机构 ８
项，三孩生育证发放１６份。

【药具改革】　一是检查各乡 （镇）药具管理责

任目标落实情况。二是加强免费避孕节育药具

的宣传力度和药具发放业务培训。疫情期间，

通过微信平台线上培训全县５９０名药具工作者；
节假日在城乡主要街道、公园、党政机关门口

设立避孕药具服务台，发放宣传单 ２４００余份，
发放避孕节育药具７２６０余份。三是创新药具发
放服务渠道，把免费提供避孕药具服务融入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育龄人群避孕节育生殖

健康需求。

【卫生监督执法】　全年共监督检查医疗机构
１６００余户次，美容场所１３０余户次，没收非法
医疗美容器械９５台。下发监督意见书７００余份，
限期整改医疗机构１８家，取缔无证牙科诊所７
家，捣毁违规门头１１９个，清除非法医疗标识、
违规医疗美容广告１６０余个。

加强疫情防控督查整治。累计出动监督执法

人员１４２７人次，执法车辆３５０台次，监督检查医
疗机构６３６户次，监督检查商场、影剧院、网吧、
ＫＴＶ、浴池、游泳场馆等公共场所１４５７户次。

【计生协会】　一是投资５万多元，为４５０户计
生领证户、政策内双女绝育户家庭，办理计划

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发放生育关怀慰问金

６０００元。二是开展中国家庭健康 “鲁山行”活

动，卫健委、协会全体人员及社会志愿者参加

２００多人。三是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计生协会
员风采摄影作品征集筛选活动，上报优秀作品７
幅。四是举办中国计生协会成立４０周年纪念日
宣传活动，制作宣传版面５块，横幅５条，发放
宣传页８００份。

【红十字协会】　一是疫情防控期间，共接收捐
赠物资１７批次，价值约２０６万元；接收捐赠资
金２４２７８５２５９元。二是开展面向受疫情影响需
要帮助的孤寡老人、困难儿童、特困人员、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开展生活帮扶与人道救助，通过

心理援助、健康义诊、志愿服务等活动，减少疫

情防控对社区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并慰问重

点人群，赠送米、面、Ｔ恤等生活用品。

【国家卫生县城创建】　７月２９日，国家爱卫会
正式命名鲁山县为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度国家卫生县
城。以 “防疫有我，爱卫同行”为主题，开展

第三十二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累计发放海报

２０００余份，倡议书５０００余份，出动宣传车１０余
辆，在城区进行持续宣传。全面开展病媒防制

和 “四害”消杀。共投放灭鼠药５００公斤，灭
蚊蝇药３００公斤，使县城的蚊蝇鼠蟑密度控制在
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病媒生物防制达到国家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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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标准。县委办公室、鲁山一中、妇幼保健院等

全县１１６个单位获得无烟单位的称号。

【卫生先进单位创建】　１０月２８日，张良镇杨
李沟村通过省级健康村验收。１１月５日至７日，
市级病媒防制年度复验通过。１１月２６日至 １２
月２日，新申报的２２个省、市卫生单位通过专
家评审。全县有１４个单位被省爱卫会命名为省
级先进单位，２８个村被命名为省级卫生村。

２０２０年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县医疗保障局　　瓦屋镇卫生院
县中医院　　　　县移民工作服务中心
县委党校　　　　县妇女联合会
县委政法委员会　县自然资源局
观音寺乡卫生院　县委统战部 （含工商联）

县人民检察院　　县公安局
鲁山县三高　　　鲁山县实验中学

２０２０年省级卫生村

董周乡土楼王村　　董周乡沈沟村
董周乡十里头村　　董周乡闫河村
董周乡西高村　　　库区乡王村村
库区乡搬走岭村　　尧山镇下沟村
尧山镇四道河村　　张店乡界板沟村
张店乡刘湾村　　　张店乡邢沟村
张店乡张窑村　　　张店乡雷叭村
张店乡白象店村　　熊背乡熊背村
熊背乡大年沟村　　熊背乡黄土岭村
鲁阳街道前进社区　鲁阳街道大同社区
露峰街道曙光社区　露峰街道后营社区
琴台街道八里社区　下汤镇西许庄村
下汤镇西张庄村　　下汤镇社楼村
尧山镇尧山村　　　尧山镇马公店村

【驻村帮扶】　２０２０年共派驻２５名驻村工作队
人员，帮扶７个乡镇的１２个村。抽调８７名干部
结对帮扶 １２个村 ３８６户 １０４３人，确保精准施

策，对口扶贫。

（李永鹏）

医疗保障

【概况】　县医疗保障局是根据鲁办 〔２０１９〕１
号文件要求，于２０１９年１月组建的县政府工作
部门，内设股室４个，即办公室、基金监管股、
待遇保障股、医药服务管理股。下属二级机构１
个，鲁山县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副科级编制。

【健康扶贫】　一是完善困难群众就医报销 “一

站式”结算。２０２０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一站式”报销１１９７万人次１４７亿元。二是贫

　　行政服务大厅困难群众就医报销 “一站

式结算”

　　４月１０日，慢性病工作人员同专家在张
官营镇卫生院开展门诊重症慢性病鉴定工作

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应保尽保。２０２０年，全
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参保。三是门诊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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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鉴定。２０２０年，鉴定符合门诊重症慢性
病标准的农村贫困群众门诊患者１２０９人。全县
符合门诊重症慢性病标准的农村贫困群众门诊

患者累计１３９９６人。四是医疗救助。２０２０年全
县救助１２７万人次１６１３万元。

【城镇职工医保】　２０２０年，全县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单位６１０家，参保总人数４４６９３人
（其中在职３３１３８人，退休１１５５５人），基金收入
１４２５３万元；基金支出１０７７７万元。

【城乡居民医保】　２０２０年，全县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８３８５３８人，支付居民医疗费
６１８３４万元。

【意外伤害保险】　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意外伤害部分率先在全省公开招标，确定３家保
险公司承办。年节约基金约１３００万元。

【医用耗材管理】　２０２０年，公开招标确定全县
医用耗材和试剂供应企业８家，解决耗材采购混
乱的问题。

（刘耀东）

疾病预防与控制

【概况】　鲁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位于鲁平大
道东段，占地面积４１５４７５平方米，办公楼２２９９
平方米，结核病门诊 ６５３平方米，实验楼
２６７４３７平方米。中心内部设置有办公室、纪检
监察室、财务科、职业病防治科、慢病科、流病

信息科、免疫规划科、消控科、地病科、检验

科、宣教科、公共卫生监测一科、公共卫生监测

二科、结防科、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驾驶员体

检中心、综治办等１８个科室。拥有中型以上医
疗监测设备６３台，洁净度达到万级无菌实验室、
局部百级无菌实验室和 ＰＣＲ实验室各１个。单
位现有职工１２４人，专业技术人员３０人，其中：
副主任医师２人，主管 （技）医师７人，师级９
人、士 （技术员）级１２人。

【免疫规划】　一是开展查漏补种，４—６月份补
种１４５６人次２５４６针次，实现接种率９０％的目
标。二是利用线上线下开展业务培训，全年举

办各类培训４次，培训人员４００余人次，其中综
合培训 １次，培训 １６２人、产科接种点 ３８人。
三是每月对各接种门诊用冷链运输车冷链运转１
次，对运转全过程实施温度监测，建立冷链监

控全覆盖信息网络系统，开展实时监测与告知。

四是实现全县２６个预防接种门诊、５个产科接
种点疫苗追根溯源。接种宫颈癌疫苗１９８２针次，
流感疫苗４１５９针次，其他二类疫苗５００余针次。
五是开展相关监测。提高 ＡＦＰ监测质量、巩固
消灭脊灰成果，全年共报告 ＡＦＰ病例４例，排
除４例，异地报告１例；排除发病率４６／１０万。
全年共报告疑似麻疹 ８例，排除 ８例，排除率
０８４／１０万。建立县、乡、村三级新生儿破伤风
监测，全年无新生儿破伤风、１４岁以下乙肝病
例发生、无甲肝病例发生。全年共收集报告

ＡＥＦＩ共１３８例，４例异常反应，１３４例均为一般
反应。六是在全县范围内落实新生入托、入学

接种证查验制度。２０２０年共查验学校 ３３８所、
幼儿园 ２１６所，应查验学生 ３７２０９人，实查验
３７２０８人，应补证４１人，实补证４１人；应补种
疫苗１１９６人次，实补种１１８９针次。

【传染病疫情】　２０２０年，全县共报告传染病疫
情２３６１例，同比报告数下降２９６１％ （去年同

期报告３３５４例），其中：甲类传染病无报告；乙
类传染病报告１１种８６１例，乙类传染病报告发
病率为８７７５／１０万；丙类传染病报告５种１５００
例，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１５２８８／１０万。
２０２０年共接到传染病预警信息 １９６条，其

中疑似事件５０条，核实５０条，现场处置５０条
（麻疹单病例８起、新冠肺炎单病例２３起、肺结
核１９起），最终确定事件１起。核实率１００％，
处置率１００％。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一是成立领导组，下设
９个分组，制定 《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消毒技

术方案》《复工复学指导意见》等文件，确保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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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响应、全面流调、高效处置、精准管控。

二是应急保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

自部署，调配防护物资，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

开展。县疾控中心不仅储备日常应急物资用量，

还储备满足一个月的应急物资，专人负责管理。

三是流调排查。成立鲁山县流调指挥部、

流调专家组，重点调查确诊及疑似病例密接者

的二代、三代，同时不定期对流调报告进行分

析研判。

四是警情处置。专人２４小时在岗进行网络
监测，负责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坚持日报告

和零报告制度；严格落实重点地区返鲁人员登

记。全年累计登记、管控返鲁人员２３７０３人，其
中重点地区４２９９人。

五是消毒消杀和体温筛查。全年共累计开

展疫点消杀１２次，消毒面积２９１８平方米，消毒
体积８３１０立方米；预防性消杀１０３次，消毒面
积１１０１５０平方米，消毒体积３８５６２３立方米。同
时安排专职人员为县级会议做好体温筛查及消

杀服务２００余次。
六是采样监测。按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要求，对疑似病人密接

者、高中风险返鲁人员、境外返鲁人员应采尽

采，为市、县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提供精准

数据支撑。

七是应急演练。举行新冠肺炎业务培训会

１０余次，各小组业务培训５０余次。在昭平湖库
区开展以新冠肺炎防控为主的应急现场演练，

提高疫情处置能力。

八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一是坚持 “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落实 “人” “物”同防，强化

重点人群排查管理，重点检测农贸海鲜市场、

进口商品、冷链物流等。做好疫苗紧急接种工

作。二是助力复工复学。制定 《复工复学期间

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导意见》，成立复工企业与

学校新冠肺炎防控技术指导组，分片包干、责

任到人。同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分别派驻５所高
中进行 １４天 “封闭式”复学疫情防控指导督

导、分包４所中学复学疫情防控指导督导，确保
做到 “六个到位”。三是开展复学前培训。四是

实行２４小时 “无缝隙”值班制度，发现疫情及

时开展流调、采样和消杀等工作。

【手足口病防控】　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影
响，上半年手足口病疫情处于较低水平，随着

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状态，下半年手

足口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全年累计报告手足

口病２８１例，同比下降２２４％ （去年同期报告

３６２例）。采集轻症散发病例样本５份送市疾控
中心进行病原学监测。

【布病防控】　２０２０年报告布病疫情１５４例，同
比上升５２４８％ （去年同期报告１０１例）。布病
门诊接待可疑病例 ９８０例；虎红平板凝集实验
９７０例、阳性３８１例；试管凝集实验３８１例、阳
性１５４例，确定布病病人１１５例；血培养疑似病
人布鲁氏菌３５例、阳性６例；确定布病病人６
例。流调病人 １５４例、建档 １５４例，随访 １５４
例，调查率 １００％、建档率 １００％、随访率
９７８３％。８月 １０—２５日对马楼乡、滚子营乡、
尧山镇、琴台街道共计４４３例重点人群开展布病
调查与采血检测工作，发现阳性６例，确定新发
病人１例。

【碘缺乏病防治】　２０２０年，对辖区东、南、
西、北、中方位分别抽取５个乡镇，采集居民食
用盐３００份，８～１０岁学生尿样２００份，孕妇尿
样１００份进行检测。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９２５５％，居民合格碘盐覆盖率为 ９０５％；８～
１０岁儿童尿碘中位数为 １８３５μｇ／Ｌ，孕妇尿碘
中位数为１９５μｇ／Ｌ。抽取５个乡镇５０个孕妇开
展调查，４７人调查问卷合格，知晓率９４％。对
２００名８～１０岁儿童进行甲状腺Ｂ超检查，发现
甲状腺肿大儿童１人，肿大率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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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碘盐监测情况统计表

抽样乡镇 盐检份数 合格份数 非碘盐 合格率 （％）

张良镇 ６０ ５５ ５ ９１７

下汤镇 ６０ ５５ ５ ９１７

董周乡 ６０ ５８ ２ ９６７

瓦屋镇 ６０ ５９ １ ９８３

露峰街道 ６０ ５４ ６ ９０

【地氟病防治】　２０２０年，检测全县改水工程
２２１处 （覆盖２６９个病区自然村），水氟全部合
格。１２处氟超标工程由水利部门牵头，安装降
氟设备７处，重新打井４处，改用地表水１处。

【艾滋病宣教】　发放宣传资料３５万余份、宣
传手提袋１５００个、宣传笔记本２０００本、安全套
１８００盒，受益群众３７万余人。接受自愿咨询
２０００余人次，咨询后检测 ６０５人次。组织 ＣＤ４
检查２次，完成全部艾滋病人每３个月、ＨＩＶ感
染者每６个月的随访工作，随访率９８％以上。

【结核病防治】　２０２０年，接诊疑似肺结核病人
５１５例，确诊２２１例。网络报告疑似肺结核病人
３５８例，剔除重报４２例，住院患者１例，到位
３０５例，到位率为９６８％，追踪率１００％。

全年涂片２６４５张，其中初诊４８０张，随访
２１６５张。痰培养４８例，培阳１１例。开展室间
室内质量控制，记录完整，并接受上级复核，质

控合格率１００％。
全年发现活动性结核学生病人１４例，本辖

区学生管理１０例。筛查密切接触师生３６０余人，
未发现疫情传播和扩散。全年未出现聚集性

疫情。

【职业病防治】　全县完成１３５名职业性尘肺病
人的随访调查及上报工作，随访９９人，失访３６
人，死亡 ２１人。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企业 ３１
家，其中采矿及制造业２７家、门窗制造４家。

【病媒生物监测】　一是蚊密度监测。成蚊密度
监测采取诱蚊灯法，幼蚊密度监测采用路径法。

成蚊密度监测全年设监测点１０个，完成监测９
次，扑捉雌蚊１８９只，密度指数为２３６只／（灯
·夜）；幼蚊密度监测全年监测６次，发现阳性容
器及小型水体１处，路径指数为００４处／千米。

二是蝇密度监测。采用笼诱法与目测法进

行监测。笼诱法蝇密度监测设８处监测点，全年
监测５次，放置诱蝇笼４０个，诱捕实蝇１６只，
蝇密度为０４只／笼；目测法蝇密度监测设４０处
监测点，全年监测２次。

三是鼠密度监测。采用夹夜法与鼠迹法进

行监测。夹夜法鼠密度监测设３处监测点，每个
监测点每月室内外一次性布放至少２００有效夹
夜，全年监测 ４次，布放有效鼠夹 ２３２４夹次，
捕鼠４只，平均密度０１７％；鼠迹法鼠密度监
测设８处监测点，全年总调查路径 １２万米以
上，鼠迹１６处，路径指数１３３处／千米。

四是蟑螂密度监测。采用粘捕法与目测法

进行监测。粘捕法蟑螂密度监测设１０处监测点，
全年监测４次，放蟑螂粘板４１０张，阳性房间数
１０间，捕捉蟑螂 １０只，蟑螂密度 ００２只／张；
目测法蟑螂密度监测设１０处监测点，全年监测
２次，蟑螂侵害率０４９％。

【生活饮用水监测】　２０２０年，枯水期国家监测
点２９处检测水样 ５１份，其中：出厂水 ２２份、
末梢水２８份、二次供水１份，合格率１００％。丰
水期国家监测点２９处检测水样５１份，其中：出
厂水２２份、末梢水２８份、二次供水１份，合格
率１００％。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检测水样完成１６４５
份，合格率１００％。

【食源性疾病监测】　全县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
医院２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２５
所。全年上报审核病例２２５３例。

【狂犬病处置】　全年接诊暴露患者４５３９人次，接
种狂苗２０６９０针次，狂犬免疫球蛋白６５７４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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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统计】　全年共报告居民死亡病例 ５５３１
例，死亡率为 ５６３７１／１０万，其中：男性死亡
３３１４例、死亡率 ６４５４９／１０万；女性死亡 ２２１７
例、死亡率为４７３９５／１０万。按照死因构成进行
分析，前５位的死因分别是脑血管病死亡１６８４
（占死亡总数的 ３０４４％），死亡率 １７１６３／１０
万，居死亡顺位之首；其次是是心脏病死亡

１６０１人 （占死亡总数的 ２８９４％），死亡率
１６３１７／１０万；第三位是恶性肿瘤死亡 １２７２人
（占死亡总数的 ２２９９％），死亡率 １１２９６４／１０
万；第四位是损伤及中毒死亡３５８人 （占死亡总

数的６４７％），死亡率 ３６４８／１０万；第五位是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 ２８１人 （占死亡总数的

５０８％），死亡率２８６３／１０万。
２０２０年，被中国疾控中心授予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死因登记报告工作先进集体奖。

【肿瘤统计】　被国家癌症中心授予 “肿瘤登记

工作优秀奖”。全年报告新发病例２０４３例，报告
发病率为２０９３９／１０万。报告肿瘤死亡病例１２１６
例，报告肿瘤死亡率１３０３６／１０万；男性肿瘤死
亡７７０例，死亡率为１５４４６／１０万，其中，肺癌
２２７例、胃癌１８０例、肝癌１１７例、食管癌１１１
例、结 （直）肠癌２７例；女性肿瘤死亡４４６例，
死亡率为１０９１８／１０万，其中，肺癌１１２例、胃
癌６６例、食管癌４７例、肝癌６８例、宫颈癌２９
例、乳腺癌２３例、结 （直）肠癌２１例。具体死
因分类，恶性肿瘤死亡中肺癌位居第一，报告

死亡３３９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 ２７８７％；
胃癌报告死亡 ２４６例 （２０２３％）、肝癌报告死
亡１８５例 （１５２１％）、食管癌报告死亡 １５８例
（１２９９％）、结 （直）肠癌报告死亡 ４８例
（３９５％）。宫颈癌报告死亡２９例，占女性肿瘤
死亡６５％；乳腺癌报告死亡２３例，占女性肿
瘤死亡５１６％。

【健康教育】　一是普及防控知识。制定 《鲁山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教育宣传工作方案》，印发 《新型冠状

病毒核心信息》６８万份，制作 《预防新冠肺炎

家庭预防常识》《预防新冠肺炎 “五注意”“四

做到”》《预防新冠肺炎四十八字守则》《返岗复

工费做好自我防护》等海报贴画８０００张。印发
《致全县父老乡亲的一封信》，为电视、电子屏

幕等流动播发提炼信息２７条，为县卫健委、气
象局提供国家预警信息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

识１３１篇 （次），协调移动公司等信息平台向大

众发送新冠肺炎的预防知识和温馨提示。及时

向各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发省疾

控中心预防新冠肺炎宣传核心信息电子模版，

宣传册 ２套，展板和宣传海报及视频 ４９８个
（幅），音频科普４０余个，快手视频１０余条，宣
传动画视频 ４部，科普动漫 ４部，科普歌曲 ２
首，公益广告２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预防手册》５３本。下载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健
康教育中心分别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场所 《预

防新冠请您注意》等海报２５张。转发市疾控中
心设计的健康教育宣传栏、海报、小册子、贴画

以及官方网站或公众号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科普文章，普及新冠肺炎防治的核心知识，

增强全县人民防治新冠肺炎的决心和信心。二

是宣传防控成效。及时收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典型材料，累计投送新闻稿件２９条，被刊
发、转发２２篇次。

（王典鹏）

医　院

·人民医院

【概况】　２０２０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院
职工同心协力，抗击疫情，启用新院，鲁医人交

出一份满意的历史答卷。

【主要业务指标】　２０２０年，医院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业务回升，全年医院总收入５９５亿
元，其中医疗业务总收入４６５０９万元，比２０１９
年减少３７３万元。服务门诊５２２１４５人次，住院
５８４７８人次，开展手术例 １３０４８例。药占比
３１４％，上升 ０２％。医务性收入 １０８３５万元，
占比２３３％。平均住院日 ７３天，床位周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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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４１５６，均符合国家要求。２０２０年门诊次均费
用１９４３８元，住院次均费用 ６１１１７元，符合
预期。

【疫情防控】　１月２１日，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２３日，县医院收治首例确诊病例，从此打
响了４０天的抗击疫情阻击战。面对史无前例的
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压力，全院职工众志成城，

逆行出征，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３月２日
全部清零，３月１１日全面复诊，抗疫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果。被省委、省政府授予 “河南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

【启用新院区】　新院区项目占地１８５亩，建筑
面积１４万平方米，２０１６年３月动工，２０２０年８
月２９日投入使用，就医环境、就医条件、服务
能力得到提升，综合实力得到增强。

　　８月２９日，鲁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正式
启用　 （张凯／摄）

【健康扶贫】　落实脱贫攻坚政治责任。免救护
车接诊费 ６１２人次，合计免费资金 １１７２６４元。
“先诊疗后付费”３９１７４人次。免费白内障手术
３３２例。慢病鉴定 １万多人，残疾鉴定 ６０００
余人。

【医疗服务】　落实医疗安全指标，完善医疗质
量管理组织，建立临床科室住院总选拔管理制

度，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核心制度的执行及监管。

推进临床路径管理，落实护士责任制排班，深

化分层级管理。坚持临床用药督导和查房，推

进药品、耗材合理使用以及药护协作机制。加

强院感监测，现患率调查实现四连降，Ｉ类切口
手术感染率０４３％ （保持较低水平），医疗质量

与安全管理持续改进。

【医疗改革】　落实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完成全
年三批药品集采工作，全年采购１１０万元。挂牌
成立鲁山县医疗健康集团，绩效方案持续优化，

成本意识明显增强，完成二级医院绩效考核、

“十大指标”、病案首页信息采集、县域医疗中

心建设等上报工作。

　　１０月２３日，鲁山县医疗健康集团揭牌仪
式在鲁山县人民医院举行　 （张凯／摄）

【五大中心建设】　一是胸痛中心完成冠脉介入
手术量１２８０台，其中急诊 ＰＣＩ８２例。平均首份
心电图时间４５分钟，ＤＴＮ（平均溶栓时间）平
均时间 ４７分钟，其中最短 ２９８３分钟，ＤＴＢ
（平均急诊手术时间）平均６９６４分钟。其中最
短１９分钟。二是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及危重新
生儿救治中心２０１７年挂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７５３社会事业　



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通过省级评审验收。三是卒中中
心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通过市卫健委评审验收。静脉
溶栓患者１０８人，平均ＤＮＴ时间由１月的５３４２
分钟缩短到１２月末的３９６分钟，最短ＤＮＴ时间
仅１２分钟。四是创伤中心建设于２０２０年３月启
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通过市卫健委评审验收。

【学科专科建设】　通过硬件建设、引进专业人
才、开展适宜技术、与上级医院合作等，补齐薄

弱专科，增设中医儿科、骨科三病区、神经内科

五病区等。进一步加强病理科、医学检验科、医

学影像等学科建设，逐年提高三、四级手术病

例。完善麻醉科、重症医学科等科室配套设施，

为重大疾病、急危重症患者救治及术后康复提

供支撑。持续开展适宜新技术、新项目 １４项，
提高介入诊疗等微创技术使用比例，提升肿瘤、

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诊疗能力。８月９日，
通过省卫健委基因扩增实验室验收，独立开展

核算监测工作。骨科成功申报为河南省县级临

床重点专科。

【医研融合与人才引培】　注重与科研协同发
展，人才引进和培养、学科发展、科研创新等领

域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融合，与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达成合作框架协议，利用湘雅医院优

质医疗资源，开展人才培养、远程医学、定点指

导、科研合作等。参与国家科研项目２项，分别
是心房颤动患者强化降压与标准降压治疗的随

机对照实验和心力衰竭患者预防流感降压死亡

和再住院的可行性研究。２０２０年公开招聘 １４９
人，引进３人，派出进修轮训１６人。全年共发
表论文３９篇。

【智慧医院建设】　提升智慧医疗、智慧服务、
智慧管理等建设水平，实现医疗业务、管理流

程的数字化，建立覆盖全业务全流程的智慧化

闭环管理系统，微信、支付宝、自助机等线上线

下自助就医比例不断提高，有效解决就诊 “三

长一短”现象。上线门诊综合自动化发药系统、

数字化病案。开通病案通服务，率先在全市启

用电子发票，与省人民医院、郑大一附院、郑州

市中心医院、市一院开通远程会诊２２７例、远程
病理会诊 ３７２例，为基层医院远程心电会诊
３６６４１例、远程影像会诊１１６８例。

【社会公益】　一是落实民生实事。完成产前免
费筛查血清学筛查 １０５３例，超声学筛查 １１０９
例，新生儿 “两病”筛查１９３７例，新生儿听力
筛查１９２３例。二是做好 “城支农”“等额对调”

工作，提升基层医院医疗水平。三是完成政府

指令性任务２１次，组织义诊１０次，参加市、县
组织的应急演练３次，接收无主病人１２例，道
路救助１２人次。

【驻村帮扶】　全院驻村干部１１名、帮扶责任
人５４名，定期深入７个村开展帮扶工作，迎接
省检、市检，完成县委交给的脱贫攻坚任务。

【荣誉榜】　任凯荣获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称号；温玉珍荣获平顶山市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刘海军荣获平顶山市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王萌萌）

·第二人民医院

【概况】　鲁山县第二人民医院 （原公疗医院）

始建于１９８４年，占地面积３４０９平方米，是集医
疗、保健、预防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也是全县

交通事故、居民医疗保险、职工医保、商业保

险、健康体检的定点性医院。

２０２０年，设置临床和医技科室２２个，开放
床位１５０张，在岗职工２１５人，其中主任医师３
人、主治医师１５人。医院拥有西门子螺旋 ＣＴ、
大型Ｘ光机、ＤＲ数字成像仪、Ｃ型臂、四维彩
超、三氧疼痛数码治疗仪、电子胃镜、红外乳腺

诊断仪、心电工作站、动态心电图、动态血压、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五分类血球计数仪、激光

治疗仪、电脑肛肠治疗机、碎石机、腹腔镜、麻

醉机等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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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指标】　２０２０年，全年业务总收入
２２３３万余元。共收治住院病人４６１８人次 （其中

新农合 ３６５２人次、医保 ３４１人次）；门、急诊
４２０３０人次，完成手术９１６台次，病床使用率达
８４％；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１０天，平均住院费
用３４３０元；共完成体检１６１万人次，其中，高
招体检４５９０人、中小生体检１５１万人，职工和
招工体检５６００人。

【疫情防控】　疫情期间，累计转送高危区返鲁
人员６０余人，派往一线执勤人员９０余人。一是
成立领导小组，设置发热门诊、预检分诊，落实

进院带口罩、一人一诊室、排队间隔一米线距

离、禁止扎堆闲聊等防控措施，严格早发现、早

报告、早处置的诊疗程序。二是采买储备物资，

及时订购防护用品，包括乳胶手套、口罩、防护

服、护目镜、一次性帽子和头套、消毒药水等防

疫物资，并按照需求统一调配。三是按照疫情

指挥部的部署，成立高速口、火车站、隔离点执

勤小组，２４小时轮班值守，确保一方平安。

【医护管理】　一是成立医疗质量领导小组，完
善院、科两级工作制度。二是强化服务意识，制

定医疗质量考评方案，完善病历管理制度、住

院工作制度、查房制度、处方管理制度、患者知

情同意告知制度、急诊工作制度、医疗纠纷处

理预案等。三是加强核心制度的落实。定期开

展法律、法规与业务学习，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分析归档病历书写质量，点评处方，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持续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健康扶贫】　落实健康扶贫政策，实施贫困户
先住院后付费，执行合作医疗报销后自费部分

再减免３０％的优惠政策。１２月底，享受该优惠
贫困患者７９１名。实行先住院后付费、 “一站

式”就医结算７９１人次，累计费用３５５万余元。
开展贫困人口签约服务，签约贫困户１７４户４３８
人，贫困人口签约率１００％。全年累计服务次数
达１７２９次。１２月底，累计免费为贫困户６个月
～２岁儿童发放营养包３６人次，贫困家庭新生

儿疾病免费筛查２０５人次，免费为贫困家庭妇女
“两癌”筛查６０３人次。慢病报销１１９１人次。

【医疗设备】　２０２０年，协调调拨价值２０万元
的救护车１辆，筹资购置４３万元的听力筛查机
１台、２６万元的动态血压分析仪１台、３９万
元的动态心电图机１台。筹资７４万元改造内一
科病房、２５万元改造全院老化用电线路。

【社会公益】　２０２０年，共组织免费义诊５次，
受益群众５００余人。１２月，派专家组携带设备
与步长药业合作送医下乡 “弘扬中医·惠泽民

众”暨同心·共铸中国心脑心同治走基层活动，

免费发放价值约１８万余元药品，接受药品群众
３００余人。参与腾讯 “９９”公益日活动爱心捐款
６８００元，向县教育基金会爱心捐款２７２５元。

【社区服务】　２０２０年，共更新健康教育知识讲
座１０次，印发各种宣传材料５６万余份 （册），

更换健康教育版面１２次。登记管理辖区６５岁以
上老人３０２６名，免费体检２２０７人；为孕产妇早
孕建册２１６人，产后访视３９４人；登记管理０～６
岁儿童４２２６人。截至１２月３１日，管理健康档
案３５９０１份，其中，家庭医生签约２３３９８人，签
约服务１１６６５９人次。全年新建预防接种证５０２
人，免费接种疫苗１２２４９针次。

【卫生创建】　 “三城联创”工作实行院长负责

制，组织专人到分管路段维持公共秩序，打扫

街道卫生，清理积存垃圾等。全年共清扫路段

２８次，清理垃圾约１２吨。制作健康教育宣传
版面１２块，发放传染病防治彩页、健康教育处
方等资料３０００余份。２０２０年９月，被县委、县
政府评为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体三

等奖。

（薛振坤）

·妇幼保健院

【概况】　鲁山县妇幼保健院始建于１９７８年１０
月，位于县城花园路南段，是一所集预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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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医疗、康复、技术指导五位一体的妇幼保健

中心，承担着全县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重

任，肩负着汇源街道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是

县、乡、村 “三级妇幼保健网络”枢纽。

保健院占地面积１８１３６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１９９３６平方米。设置床位２８０张，设置孕产保健
部、妇女保健部、儿童保健部、计划生育服务部

及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免费产前筛查中心。

开设妇科、产科、儿科、儿童康复科、乳腺科、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科、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科、医技等科室３０余个。

【主要业务指标】　２０２０年，门诊２７３万人次，
住院７２７１人次，医疗总收入５２３０万元，同比增
长１２８９％，其中：医疗收入３４８７万元，同比增
长 １３７１％ （门诊收入 １５６６万元，同比增长
２９８７％；住 院 收 入 １９２１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３２３％）。药占比 ２０９５％。卫生材料收入占比
３４６％，同比下降１５６％。

【二甲创建】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二级甲等妇幼保
健院通过专家组评审，“二甲”创建的成功标志

着本院在整体管理能力、医疗技术、服务质量

等各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

　　１０月２８日，省、市专家组对妇幼保健院创
建二级甲等医院现场评审反馈　 （李光鑫／摄）

【疫情防控】　一是设置预检分诊处，２４小时对
出入医院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及登记。二是推广

应用 “健康码”扫码，所有人员均扫码进出。

三是发热门诊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异常病人按
流程及时转诊至定点医疗机构。四是各病区进

出执行 《探视及陪护管理制度》，并设置病区临

时发热病房，单人单间，预防交叉感染。五是住

院患者及家属全部进行核酸检测。六是严格一

人一诊室，一米线规定。

【学科建设】　２０２０年，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通
过省级验收，相继设置儿科病区、病理科、儿童

康复科。

【孕产妇健康管理】　２０２０年，全县活产数
８６４３人，早孕建册数 ７６７６人，早孕建册率
８９５％；孕产妇系统管理数７６７４人，住院分娩
率１００％，产后访视７７９６人，访视率９０２％。

【儿童健康管理】　２０２０年，全县０～６岁儿童
７９４５９人，健康管理人数７２５１３人，健康管理率
９１２６％。儿童视力筛查 ７６４１９人，筛查率
９６１７％。检出视力不良人数 ３８２人，检出
率３２４％。

【妇幼卫生服务】　一是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
项目。全年共发放营养包１０８８２４瓶，受益儿童
１９６０１人，其中贫困儿童８２１人；营养包基线调
查贫血率１７２％，其中轻度贫血率１５３％、中
度贫血率１９％。二是母子健康发展综合项目。
受疫情影响，母子健康综合发展项目进行养育

照护小组活动２０余次，微信群定期发送儿童新
冠肺炎防护知识及相关育儿知识，电话或微信

家访、咨询３００余次，受益儿童达１５０人；正在
康复治疗２０余人次，转诊６人。三是增补叶酸
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发放叶酸 ５７３９人次
２０８３４瓶，累计培训人次２３５余人，培训率９５％
以上。四是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全年结婚登记人数 ５５１９对，检出疾病率
４９６％；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人数４６３１对，检出
疾病８９５人，异常率１０％。

【免费筛查】　一是 “两癌”筛查。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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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筛查１４１７９人，其中贫困户９６１人，筛出
宫颈低级别病变７９人、宫颈高级别病变１０２人、
宫颈微小浸润癌７人、宫颈浸润癌８人。乳腺癌
筛查１４９０２人，其中贫困户１０１０人，筛出乳腺
癌 １３人。二是产前筛查。产前超声筛查 ４２４８
人，筛查率５５５１％；免费血清学筛查４４６２人，
筛查率５８３％。三是免费新生儿听力及 “两病”

筛查。听力筛查７３９１人，筛查率９７１９％；“两
病”筛查７４３８人，筛查率９６５８％。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有职工２９３人，其
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２４４人，含医师 ６８人、
护理１３１人、医技２２人；中级以上职称４１人。
新招录专业技术人员２９人，选派临床、护理及
其他学科业务骨干到省市级医疗机构进修学习

１８人。全年举行妇幼例会培训４次，参与人数
４４８人；邀请国家、省、市级专家授课３次，参
与授课１２０人。

【社区服务】　２０２０年，汇源街道总人口２２６８７
人，贫困户 ２１３户 ５５１人，基本医保参保率
１００％。 “两免五优先”服务 ８５８人次，减免
１０８３元； “一站式结算”服务 ７６８人，垫付
２３７９万元，额外补助６６７万元；贫困人口慢
病门诊费用全部补偿受益 ８２６人，累计报销
３１２万元，补偿金额５５万元；５０％门诊报销
５３人，报销金额０３８万元；落实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５５１人；２５种重大疾病救治１０８人。辖区
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登记在册 ９７人，管理 ９３
人，管理率９５％。

建立电子档案 ２１５８１份，合格率 ９５％。印
发教育印刷资料１２种，开办健康教育宣传栏１２
期，开展健康咨询活动９次。０～６岁儿童系统
管理１８９５人，系统管理率９２％；６５岁以上老人
健康管理１６７９人，健康管理率７７％；新建接种
卡３６９人，应种 １１４８５剂次，实种 ９９２２剂次，
报告预防接种疑似异常反应４例；查验接种证小
学和幼儿园２２家，查验率１００％。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１月，被省爱卫委会授予省

级卫生先进单位称号；３月，被市妇联会授予巾
帼文明岗称号；５月，被市卫委授予疫情防控预
检分诊优秀护理团队；９月，被县委、县政府评
为先进集体；１１月，被省卫健委授予新生儿危
重症救治中心称号；１２月，被市卫健委授予二
级甲等妇幼保健院称号。

（谭先义）

·中医院

【概况】　鲁山县中医院始建于１９８６年，是一
所集中西医医疗、教学、预防、保健及康复理疗

为一体的二级甲等中医医院，是市卫生健康委

批准设立的鲁山县老年病医院，是全县居民医

保、职工医保、商业保险、健康体检和驾驶员体

检定点医疗机构。

２０２０年，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医院
改建预检分诊、发热门诊，组建 ＰＣＲ实验室并
取得相应的资质。

【主要业务指标】　２０２０年门急诊患者 ２５６４９０
人次，收治住院患者 １７４３６人次；药品收入
２８６６７９万元，同比增长３１％，药占比为３０％；
医院总收入１４８８６万元，比上年增加３４４０２万
元，同比增长 ３０％；其中医疗总收入 ６６６０万
元，同比增长８％。

【疫情防控】　成立领导小组，开展常态化疫情
防控。实行二级督导机制督导４７次，开展疫情
防控三级培训及健康教育宣传活动２２次，不定
时抽查疫情防控相关的操作流程４７项。在新院
区筹建核酸扩增实验室，至年底累计检测７２５１
人次。筹建县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站，抽调医务

人员１９３９人次，接收隔离人员５６８人次。抽调
医护人员４２４６人次在医院预检、发热门诊２４小
时值班，筛查发热患者１４９０人次；组成医务团
队支援县内各卡点值班２０３人次；抽调医务人员
到郑州接待国外返乡人员２４人次。

【健康扶贫】　一是落实健康扶贫惠民政策。全
年累计实施 “一站式”就医结算４９４２人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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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诊疗后付费５０１６人次，累计免收住院押金
９４３７７万元；累计 “两免五优先”７４人次，免
费资金２９４５元。二是辖区贫困人口慢病服务。
辖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１２７户３４９人，其中：因
病致贫１７７人，患有３０种大病总人数５１人、５４
种病种，办理慢性病 ８８人，累计慢性病报销
２９４人次９９２２７元。

【医保控费】　２０２０年，医保住院病人７４０２人
次，总费用３２８５９７余万元，报销２２２２５３余万
元；城镇居民门诊慢病 ４９９２人次，总费用
１９６０８余万元，报销费用１２５５５余万元。透析
患者总费用４４２余万元，报销３７２余万元；职工
医保门诊５５８６人次，费用９３３４万元；慢性病
门诊患者７９９人次，总费用３５６５万元，报销费
用２５７８万元；职工医保住院３６８人次，总费用
１７６２５万元，报销费用１２７７３万元。

【医疗质量管理】　健全院、科室两级医疗质量
控制体系，纳入绩效考核；采取科室自查、科室

间交叉检查、医务科抽查、医疗质量管理委员

会定期督查的方式，促进医疗质量的整改提高；

加强临床路径、病案首页管理和增加优势病种。

全年临床路径管理１２４３例。按时上传２２１９４份
病案首页，合格率９０％以上。开展的优势病种
１２种１０１８人次。

【中医服务】　２０２０年临床科室中医特色护理技
术开展服务 ３２项 ２４９１８５人次，总收入 ４６６
万元。

【公共卫生服务】　落实露峰辖区居民健康档案
管理，建档率９２％，举办健康教育讲座２３次；
辖区内０～６岁儿童５３５５人，儿童建档立卡６５５
人次，接种疫苗１３５８２人次。辖区重点人群家庭

医生签约率１００％。落实贫困人口体检、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慢病报销、一站式结算等政策。

【设备购置】　２０２０年购置１５Ｔ核磁共振１台、
１２８层ＣＴ１台、四维彩超１台以及组建二级微生
物实验室所需要的生物检测仪、快速检测仪等

设备，购置专用救护车１辆、负压救护车１辆。

【新院区建设】　２０２０年底，新院区病房楼及急
救中心施工完成 ９５％，门诊医技综合楼完成
９０％，地下车库完成９０％，康复病房楼筏板施
工５０％，管网工程完成３０％，院内景观道路工
程完成３０％，新建停车场工程完成８０％，围墙
工程完成７０％，预计２０２１年３月搬迁启用。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引进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１２０人，其他辅助人员６人。先后派出进修
人员４５人次。

【社会公益】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期
间，熬制方便饮用的中药汤剂１万余袋，分送各
乡镇敬老院、值班卡点及洁利康公司。二是参

加应急演练４次。三是组织党员医务工作者进社
区义诊活动，免费测血压、血糖、针灸、拔罐

等，共服务１００余人次。四是完成创建国家卫生
县城、省级文明城市等全局性工作以及无偿献

血等。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５月，被平顶山市卫生健康
委授予全市卫生健康工作先进集体称号；８月，
被平顶山市卫健委评为 “优秀医师团队”；１１
月，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１２月，李
洪文、张磊被市委授予疫情防控先进个人称号。

（王召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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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概况

张官营镇

【概况】　张官营镇位于鲁山县东南部，政府所
在地距县城３２千米，东和南与叶县交界，西与
磙子营乡相邻，北和平顶山市湛河区接壤，镇

域面积７９５５平方千米，耕地面积８万亩，素有
“鲁山粮仓”之称。辖４５个行政村，８６个自然
村，２４３个村民组，６５万人。基层党支部 ５１
个，其中，农村党支部４５个，党员１８１９人。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全镇累计完成工业
总产值５５００万元，乡镇财税收入３９１万元，固
定资产投资 ５０１１７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４００万元；引进重点项目２个，利用招商引资
资金２３７亿元。

【脱贫攻坚】　一是就业创业情况。利用扶贫车
间、镇域内带贫企业等开发就业岗位，全镇就

业人员从 ２０１９年的 １７７７人提高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１８０２人。开发公益岗位７５４人，其中就近就业
５１７人。二是产业扶贫情况。全年全镇６６个带
贫企业共吸纳务工 １２５０人，其中贫困户务工
３６４人，４个扶贫车间就业１３５人，其中贫困户
务工４０人，人均年增收不低于８０００元。全年新
建食用菌、蔬菜产业大棚９２座。三是消费扶贫
情况。组织５个带贫企业参加全市扶贫产品展销
会，销售产品１万余元。鲁山县联皓农业种植合
作社的蒲公英产品在全省农产品产销会上得到

一致好评。２０２０年９月在镇中心文化广场举行
扶贫产品展销会，销售产品３５万元。疫情期间
为贫困户代销扶贫产品５５万元。四是教育扶贫
情况。全年建档立卡学前教育资助２７８人１３９
万元，义务教育资助１２７２人５１８１万元，高中
教育资助１００人２１７５万元，中职中专资助４人
７６００元，合计 ８８２３万元。全镇无失学辍学
学生。

【招商引资】　引进河南面子面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人从众箱包有限公司、平顶山市瑞隆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鲁山县丰源和普农牧有限公

司、河南食为鲜农牧有限公司５家企业，共引进
项目资金２３７亿元。

投资入库目标５０００万元以下７个，５０００万
元以上３个，分别是鲁山县非贫困村公路和县乡
道路建设项目、鲁山县丰源和普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食为鲜农牧有限公司麦青产业园项目。规

上企业３家，分别是河南铭玺机电有限公司、平
顶山市瑞隆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河南宇冠机

电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　投资７６万元，修建黄庵村李山
庄组交通桥及村内道路；投资５３万元，修建韭
菜里村道路５８９米；投资３１３万元，修建南王庄
—肖营—朱庄道路１７４１５米，维修加宽交通桥
１座，拆除重建交通桥１座，排水渠１５０米；投
资２１万元，修建南王庄村安全饮水深井 １眼；
投资６７万元，建成南王庄村食用菌大棚 ９个；
投资３２万元，建成肖营生产厂房２座及配套设
施；投资４２万元，建成后城村蔬菜大棚１０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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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路配套设施；投资１４９万元，建成大贾庄村
大棚２３个，姜窖１个及水电路配套设施；投资
１３８万元，建成坡寺村蔬菜大棚１８个；投资１１６
万元，建成棠树村蔬菜大棚１０个；投资１１０万
元，建成临河村蔬菜大棚１０个；投资５７万元，
建成小常村蔬菜大棚６个；投资２７万元，建成
惠堂村蔬菜大棚３个；投资３４万元，建成东土
楼村蔬菜大棚３个；投资１８０万元，修建韭菜里
—李柴庄—白杜孙村通村道路１７１８米。

【农业生产】　一是落实产业奖补政策。全年发
放种植奖补３５０户２６４３７６元，养殖奖补１９４户
２８３６０５元，林业奖补２０７户６９６６０元；开发公益
岗位１８个，发放工资９３万元；发放农业 “三

项补贴”１４３５８户７８１７７８０９９元。二是完成４５
个行政村的土地确权办证扫尾工作，完成小麦

飞防任务４万亩。三是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全镇存栏的生猪１２５万头，牛１１５０头，羊
８０００只，鸡１４万只全部进行免疫。四是完成１５
个行政村５９８户退耕还林的自查验收，新增植树
造林面积１５００亩，植树１１万株。 “三纵三横”
路网进行廊道绿化，栽植风景树、果树 ２万
余棵。

【文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为惠堂、小常村、营东
等８个村补充配备健身器材７２套；在营中、朱
庄、营东村各建成足球场１个。向４５个行政村
发放图书９０套。举办以文化助力脱贫攻坚为主
题的 “营东村２０２０年村晚”文艺汇演活动。在
杨孙庄村举办 “我们的节日—２０２０年中国 （鲁

山）端午节”活动。肖营村洪河石桥、梁官营

村韜河石桥及韜河石桥浮雕双龙碑，经专家考

察确定为明代古桥，已申报省级文物保护。集

中整顿网吧及校园周边市场５次，开展宣传活动
４次，建成试点村２个。

【医疗卫生】　２０２０年，全镇住院８２７人次，医
药费报销 １２９４７万元。就诊 ３３９９人次，报销
１１６７６万元。落实贫困户门诊费用报一半政策，
全年就诊９８９１人次，报销３４８８３万元。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全部参加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享受健康扶贫政策，无因病返贫

致贫现象。

【社会保障】　全镇农村低保对象１１３０户１５８６
人，城市低保对象２７户３８人，其中２０２０年新
增低保对象１５８户２０１人、人保转户保３０户８１
人、低保提标１９户２８人；全年共发放生活补助
金３３１３９４０元。分散五保户４４８人、集中供养五
保户３０人，其中２０２０年新办五保户１３人；全
年发放生活补助金２２３８７８５元。全年申报临时救
助６５户，发放医疗救助金３５万余元。高龄老
人１５６０人，发放高龄补贴 ７７３１５０元。孤儿 ７
名，发放孤儿补助５９８５０元；新办理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１０人，发放补助３８８８０元。全年办理残
疾人证３７９人，无障碍改造６０人，为１０７７名残
疾人发放 “两项补贴”９７万余元，发放残疾人
辅助器具５０余台。全年发放抚恤金５８９名３４１
万余元。

【人居环境】　全年核准燃煤双替代３５０户，淘
汰落后锅炉３个，重污染天气管控工作完成市、
县下达指标，有效规范辖区内餐饮服务、浴池

场所等小散乱污企业生产秩序。实施 “日保洁、

周评比、季观摩”等督查奖惩机制，加强农村

保洁员管理。建成游园 ８处，推进户改厕 ３９７
户。市级卫生村２个，县级示范村３个，评选美
丽农户２２户，全镇人居环境面貌大幅提升。

【村镇建设】　一是实施 “四类人员”危房改造

４８户。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厨房６６户６６处，
根据实际情况和农户意愿分别进行拆除或修缮

处理。投资２０万元完成镇区广场提档升级。开
展农村传统建筑、村落的排查和保护工作，成

功申报张兰英古宅、前城屈原庙等古建筑 １０
余处。

【双违整治】　卫星遥感检测图斑６个，整改验
收合格。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整治活动，共

核查图斑１６１４个，其中２０２０年７月以后新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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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１１个，已拆除整改。开展扶贫领域以案促改
工作，集中拆除彩钢瓦棚１９座，拆除违建面积
３１００平方米，复垦土地６亩。

【安全生产】　推进安全生产网格化、机制化，
注重安全生产日常教育。开展对成品油加油站、

液化气配送站、ＫＴＶ、超市、中小学、卫生院、
敬老院、饭店、集贸市场等人口聚集区及劳动

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整顿。全年排查安全

隐患５３处，全部下发安全整改通知书并整改完
毕。其中，查处镇区零星液化气配送点３处，消
防设施不达标网吧２家，用电线路不规范镇直单
位２个，存在安全隐患个体工商户３２家，排查
河道险工险段２处，其他安全隐患场所４处。全
年无重大事故发生。

【平安建设】　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
共化解各类矛盾１２０余起。坚持依法行政，新办
执法证１３人，依法公开镇政府服务事项２２项。
开展土地、环保等行政执法２０余次，利用行政
复议程序解决疑难信访问题２次。发放 “七五”

普法宣传品５００余份，提供法律咨询１４０次；组
织中小学普法宣传２次，举办法制橱窗宣传栏
４期。

【疫情防控】　坚持挂图作战，落实 “十个到

位”，坚守 “三条底线”。建立动态排查机制、

“四包一”责任制。投资７万余元购置８４消毒
液、酒精、口罩、防护服等重点防疫物资。成立

农民工就业工作专班，协调解决农民工离鲁、

返岗、就业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农

民工返岗、入厂、上岗。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被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评为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

被县宣传思想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评为全县意识形态工作先进集体，被县

信访工作联席会评为全县信访工作量化考核先

进单位，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全县平安建设先

进乡镇、招商选资工作先进单位、新冠病毒疫

情期间招商选资先进单位、全县安全生产优秀

单位，被县委评为县级文明村镇、招商选资三

等奖单位，被县政府评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

理先进单位，被市委宣传部评为第二批全市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示范点，被市爱卫会授

予 “市级卫生先进单位”称号。张镭瀚、魏磊

被评为全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先

进个人，张镭瀚、刘环分别被平顶山市脱贫攻

坚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平顶山市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创新奖”“奋进奖”。

（朱　召）

张良镇

【概况】　张良镇是 “中州名镇”，全镇辖４１个
行政村，２４８个村民组，１４万户，６７万人。
镇域面积９０３平方千米，耕地面积２６９万亩。
有 “中国腰带第一镇”之称，是 “省级万亩无

公害蔬菜基地”、全省环境优美小城镇、河南省

生态镇、平顶山地区商贸大镇，是河南省经济

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

【脱贫攻坚】　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提高带贫能
力。全镇确定 ３个产业园区、１１个产业基地、
６５个带贫经营主体，带动１０００多名贫困人口就
近务工。落实各种奖补１９４４户２０２１８万元。到
户增收项目发放３３２户１３０８６万元。完善综合
保障，共发放救助金２６１９８４万元。开发公益岗
位８５７人次，发放工资６３７１４万元。落实教育
保障，资助学生４８５７人次２３７万元，适龄儿童
入学率１００％。落实医疗保障，为贫困户先住院
后付费 １１３０人次 １６５０７万元，门诊统筹受益
１０７人；办理慢性病证 １２６人，医保参保率
１００％。落实住房保障，实施 “四类重点”对象

及贫困户危改改造４０６户，拨付资金６６６１２４万
元。投资１７７２５９万元，实施安全饮水项目５０
处，实现安全饮水全覆盖。

２０２０年，７个贫困村全部出列，１４５７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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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在全市第二届脱贫攻

坚 “鹰城榜样”评选活动中，获得先进集体

称号。

【经济建设】　挖掘税源，完成财政收入９５２万
元，超目标任务７２２万元的３２％；农民人均纯
收入实现１２９５２元，增长９％。共签约招商选资
项目４个，引进意向资金２２４亿元。“四上”企
业１２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４家，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１０８亿元，超目标２０％；限额
及批发零售业８家，限额及批发零售总额１１６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入库６个，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８５亿元。

重点项目３个，总投资１０３２７亿元。从山
东寿光、南阳等地引进特色蔬菜种植技术，在

平顶山大西环两侧建设高效蔬菜种植 “长廊”，

余庄村盈福商贸有限公司、湾张村鸿鑫来蔬菜

种植合作社、闫洼圣农种植合作社等８家合作社
落户该区域，建成日光温室、阳光温室、连体大

棚等５０多座，推动蔬菜产业转型升级。４１个行
政村实现特色产业全覆盖，形成各具特色、亮

点纷呈的 “一村一品”产业品牌，经济效益

显著。

【项目建设】　一是投资２８６０万元，实施２５个
村高效农田建设配套项目。打机井１４４眼，铺设
输水管道３３万米，架设高压线３３万米，硬化
田间生产道路１５６７９米，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二是投资 １８００万元，在盆窑、范庄、
袁寨等１４个行政村建设水系连通工程。整修渠
道２００７千米，整治大塘８处，配套重修建筑物
１４１座。三是利用美丽乡村项目资金３０５万元，
拓宽硬化子房路张东大街；投资５２０万元升级改
造张北农贸综合市场，商户进店经营，改变多

年来农贸市场脏乱差的局面。四是筹资７５２万元
新建非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 ３２个。五是筹资
１１７９万元，建成一中、二中等九所学校综合楼、
地坪、足球场等项目。

【全市重点项目】　一是完成平顶山大西环张良

段征地拆迁补偿任务。二是完成南水北调平顶

山市城区南水北调供水配套工程线路征地、拆

迁工作。两项工作按时完成任务，受到上级

肯定。

【人居环境】　按照 “三清一净一规范一机制”

的要求，科学整治村部所在地村、组，突出亮

点，留住乡愁记忆。打造东刘庄、周楼、余庄等

示范村 １３个，获得全市卫生乡镇称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杨李沟村获得全县第一批美丽乡村、全
市 “美丽庭院”创建示范村。市委书记周斌同

志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４月１６日两次到杨李沟
村进行调研，对该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给予高

度肯定。人民网、《河南日报·农村版》、《平顶

山日报》等新闻媒体对全镇人居环境多次进行

宣传报道。

【生态保护】　一是建立健全 “河长制”组织体

系，确保境内澎河、冷水河水质安全。二是整治

南部花岗岩矿山，投入人力７００余人次，机械车
辆８００余台次，平整土地３５０余亩，整理出耕地
８０亩，挖排洪沟 ９条总长约 ４０００余米，植树
１２万棵，撒播草籽种、油菜籽３００亩，达到整
治修复标准。三是整治国道３２９线６千米沿线路
域环境，清除垃圾杂物、拆除乱建摊棚、切割掉

大型广告牌。四是完成植树造林２３００亩，森林
增长率１３％；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获得全
市先进乡镇称号。

【社会保障】　持续扩大养老、医疗保险和低保
覆盖面，做到应保尽保。２０２０年，低保户１４３３
户１８２０人，发放低保金４０１万元；分散五保２７４
人，发放五保金 １４１１２万元；享受高龄津贴
１１１９２人，发放金额 ７７８２万元。促进就业创
业，全镇新增就业５０００人；农民工返乡创业工
作成绩突出，代表鲁山县在全市现场会作典型

发言。

【精神文明建设】　投资 １０多万元，在镇区 ５
条街道线杆上安装宣传党的建设、乡村振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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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道旗 ３００多幅；各村新增党建宣传版面
２００余处，建成党员活动室、宣传栏、 “农家书
屋”，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正气。杨李沟村

设立 “说理堂”，化解邻里矛盾纠纷； “悠悠岁

月”舞蹈队表演的 《歌唱鲁山》获得全省第四

届广场舞展演豫西片区金奖。全镇获得县级文

明村１０个，全县第一批美丽农户２３户，县级榜
样人物４７人。杨李沟村获得市级文明村、省级
健康村。

【安全稳定】　一是加强安全生产整治活动，无
安全事故发生，安全生产工作连续七年获得县

先进。二是落实领导信访包案制，化解矛盾纠

纷４５件，结案率１００％。零上访村１２个，正在
申报 “四无乡镇”。三是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立刑事案件６１起，刑事拘留２１人；受理行
政案件９４起，行政拘留１９人，强制戒毒２人，
抓获网上逃犯１８人。四是强化社会治安技能防
控，智能化建设实现全覆盖。人民调解工作，获

得全县精品调解案例２件。

【疫情防控】　成立防控指挥部，第一时间打响
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镇设置卡点２３２个，密织镇
村防护网。成立党员先锋突击队４２支，设立党
员先锋岗１４３个。严格隔离管控重点地区返乡人
员７９６人和密切接触者２１９０人，实行 “四包一”

责任制，未发生一例感染者。主动纾困解难，推

进复工复产、复学复课。被评为全县抗疫先进

党组织。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４月，被县委、县政府评为
全县五优乡镇、招商选资三等奖。５月，市爱卫
会授予市级卫生乡镇称号；被平顶山市禁烧领

导小组评为全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先进乡镇。９
月，县委、县政府评为全县安全生产优秀单位，

被县政府评为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目标先进单位。

１２月，被平顶山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评为
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集体。

（于吉良　郜　幸）

梁洼镇

【概况】　梁洼镇位于鲁山县北部，东南与辛集
乡交界，东北和宝丰县为邻，西南与张店乡接

壤，北连平顶山市石龙区。全镇总面积５２８平
方千米。辖东街村、西街村、南街村、北街村、

南郎店村、八里坪村、郎坟村、段店村、张相公

村、半坡阳村、连沟村、鹁鸽吴村、保障村共

１３个行政村，７３个村民组，总人口３２０７６人。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税收任务完成
１０１８万元，非公有制经济总产值实现２４７亿元；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９２亿元、招商选资４９８
亿元。

【脱贫攻坚】　２０２０年，全镇１２８０户４８７５人贫
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其中，稳定脱贫户２１户
１０１人，边缘户、易致贫户５１户１９４人，脱贫
不稳定户 ６０户 １９８人，两类人群共 １１１户
３９２人。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应源社区建成配套

的幼儿园、卫生室。文化广场配备娱乐健身器

材，丰富搬迁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危房改造。实施危房改造４６户，验收合格
率１００％，实现 “危房不住人，住人不危房”的

总体目标。

安全饮水。投资１８５万元，在连沟村、半坡
羊村、张相公村、郎坟村新打饮水井８眼，铺设
管网２８万米。投资１８８万元，改造鹁鸽吴村、
保障村、八里坪村饮水管网，维修南街村、郎坟

村、段店村饮水工程。

产业奖补。全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２０７２
人，转移就业１９９２人，其中，县外就业９８７人、
县内就业１００５人，全年务工收入５５００余万元，
发放务工奖补２７４３人１６６余万元。选聘贫困户
为生态保洁护林员２６人，人均月工资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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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　２０２０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３１５４７４亩。夏粮 （小麦）播种面积 １２６９０亩，
总产量１６２７３吨；秋粮播种面积１４１１７亩，总
产量３６６５吨。谷物播种面积２５１３０亩，总产量
４７５９３吨；玉米播种面积 １２４４０亩，总产量
３１３２吨；红薯播种面积 １２４６亩，产量 ４８３吨。
油料作物播种面积３３５９４亩，总产量６１６３吨，
其中：花生２８５３４亩，产量５８５５吨；油菜籽
７８０亩，产量９３吨；芝麻５０６亩，产量３０８吨。

【造林绿化】　２０２０年，在张相公、郎坟、段
店、南郎店等村完成荒山造林１６００亩。

【畜牧养殖】　２０２０年，依法关闭和搬迁禁养区
内养猪场３家。全年无禽流感、口啼疫等重大动
物疫情发生。全镇生猪存栏 １９８３８头，出栏
１５７４０头，肉产量１１７９吨；牛存栏３８８头，出栏
１７３头，肉产量 ２７吨；羊存栏 ３０６７只，出栏
３３５４只，肉产量５３吨；家禽存栏４３５２１只，出
栏１８９０９只，肉产量２８５吨。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全年新上重点项目 ５
个，累计投资金额１３１３亿元，其中：鲁山县生
态修复综合治理开发及利用项目投资８７５亿元，
鲁山县红花山建材有限公司年产３００万吨建筑用
石料生产线项目投资４９００万元，平顶山永康佳
实业有限公司年产３０万吨预拌干混砂浆工程项
目投资１０００万元，河南首福工贸有限公司年产
１５万平米隔热断桥铝及不锈钢门窗项目投资
４９００万元，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国
电投河南鲁阳风电场项目投资３３亿元。

【文化活动】　全年送电影下乡演出１５６场，送
文化下乡活动５场。投资６万元更换、维修健身
器材。

【学校教育】　２０２０年，全镇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 １４所，其中，初中 ２所、中心小学 ７所、
学点５所。公办幼儿园２所，私立幼儿园７所。
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１００％，初中入学率达到

１００％；小学巩固率达到１００％。教职工２２５人，
中小学在职教师达标率１００％，市县级骨干教师
１８名。

２０２０年，春季在校生中享受 “两免一补”

政策３５１２人，发放资金１４４７７４０元；秋季在校
生中享受 “两免一补”政策３４９８人，发放资金
１４７６５１５元。

【卫生保健】　２０２０年，全镇个体诊所５个，村
级卫生室１３个，村级防疫员１７人。镇卫生院主
治医师２名、执业医师４名、助理医师２人、药
师２名、护士５名；病房１２间，病床３６张。卫
生院占地面积３４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２００平方
米。全年总收入５８５万元，其中医疗收入４６１６
万元。全年接诊 ２９６６５人次， “两免五优先”

４１１０人次，门诊重症慢性病补偿３４０９人次，门
诊重症慢性病再报销１５％的２８１５人次，享受先
住院后付费４３６人次。全年免疫接种４９６７人。
２０２０年底，全镇已婚育龄妇女５３１１人，全

年出生婴儿２７３人，其中男孩１４０人、女孩１３３
人，人口出生率 ８５５‰，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１０５。全年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２０４对。

【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底，全镇农村低保户５１７
户７３２人，发放低保金１５９１２２０元；城镇低保３０
户５５人，发放低保金４４１８７０元。临时救助１１８
户，发放救助金８１３００元；持证残疾人享受生活
补贴３２４人，享受护理补贴５４１人，共发放补贴
５６４８２０元，

【人居环境】　２０２０年，共投资４１０万元，建设
“四园”６５个，打造高标准游园６个，建成示范
路１４条 ２６千米，种植石楠、女贞、雪松、樱
花、百日红等绿化树３２万余棵。投资１００多万
元，专项整治东街村、西街村、南街村、北街

村，与沿街商户签订 《门前四包协议书》２３５
份，整治店外经营３５处、占道经营６处，拆除
私搭乱建２６处，清除乱贴乱画１２０处，清理废
旧广告招牌４８个，更换破旧招牌２６个；修建道
路２００米，铺设彩砖２５０米，美白墙体５００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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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主街道放置花箱２００个，划设标线４２００米，
规划车位１７８个，铺设路沿石９００米。

【污染治理】　以整治 “散乱污”企业为重点，

强化大气环境污染治理。全年投入各项治理资

金３０万元，取缔 “散、乱、污”企业１８家。

【安全生产】　全年组织行业大检查４次，各类
检查５８次；发现安全隐患１７６条，已全部整改。
坚持每周不少于２次的土地矿山动态执法巡查，
发现违法案件５起，全部制止查处到位。

【信访稳定】　坚持领导接待日制度。全年接
待、劝返群众１９８起１３０９人次。立案４６件，上
级交办３６件，已全部办结。

【疫情防控】　疫情期间共排查管控国外重点疫
区返乡人员１０人，劝返１５人；国内重点疫区返
乡人员２０６人，劝返３００余人次；国内非重点疫
区返乡人员３９０人，劝返２００余人次；大数据比
对排查管控重点关注人员７００余名。全镇无疑似
和确诊病例。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４月，被县委、县政府授予
招商投资先进单位、“最优”乡镇、重点项目建

设管理先进单位称号。８月，被县委、县政府评
为 “慈善一日捐”先进乡镇、“光彩金秋慈善助

学”先进乡镇。９月，被县政府评为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先进

单位；被平顶山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授

予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先进乡镇称号。

（周晗幽）

下汤镇

【概况】　下汤镇因位于鲁山县上、中、下三处
温泉最下泉而得名，是集休闲、度假、疗养为一

体的旅游胜地。镇政府驻新街社区十字街１号

院，距离县城２２千米，东邻昭平台水库和库区
乡，西连赵村镇，北接瓦屋镇，南靠团城乡。国

道２０７、３１１穿境而过，二广、郑尧高速公路均
在境内设有出入口，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

全镇总面积 １２１８６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７８００
亩，山林面积１２万余亩，辖２０个行政村、２个
居委会，１５５个村民组，总户数 ８９９８户、总人
口３７７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７２０７户３０９８３人。
３０个党支部，１０４６名党员。

【主要责任目标】　全镇完成财税收入 ５９２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２７２亿元；招商选资项目１１
个，投资６７亿元。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实现３３４５万元，同比增长２７５％。完成非公
有制企业总产值 ３１７７６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２７３４４万元，实现增加值１４４８５万元。

【脱贫攻坚】　全镇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１５个，
其中，深度贫困村 ７个 （杨家庄、松垛沟、尹

和庄、王画庄、红义岭、岳庄、竹园沟），非贫

困村 ５个 （王庄、红石寺、林楼、社楼、袁

庄）；建档立卡贫困户２２０１户７８４６人。２０１９年
底所有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退出，２０２０年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２０年，整合财政扶贫资金
５１９１６万元，修建村组道路８条：和尚岭村竹
园组道路１５１３米，龙潭村石峡组村内道路１４０
米、平板桥１座，杨家庄村大洼沟组道路２５３０
米，杨家庄村李家庄至火神庙组道路 １４２０米，
岳庄村黄家组村内道路８５０米，岳庄村卜地岭组
村内道路 １０００米，西许庄村果园生产路 １０００
米，龙潭村孙家组道路８５０米１０８５米。

整合资金４３７０３万元，建设产业配套项目
１１个：西许庄深水井项目、社楼食用菌大棚水
电配套项目、竹园沟村扶贫车间配套设施项目、

叶庄村庙上组无刺花椒基地灌溉项目、乱石盘

村食用菌基地冷库项目、龙潭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项目、叶庄村养牛场项目、十亩地洼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红义岭村蛋鸭养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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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项目、竹园沟村小香梨基地灌溉项目、龙潭

村朱家组、黄家组河堤堰项目，这些项目为农

民群众的增收致富和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温泉小镇建设】　一是恢复汤谷温泉遗址。围
绕拆违造地、修建道路、筑文化墙、砌温泉池，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传统文化。二是留住

美丽乡愁。广泛收集民间织布机、纺花机、缫丝

机、造纸机和粮票布票等，筹建具有下汤特色

的文史展厅，发掘镇区农耕、丝绸、温泉、剪

纸、造纸等传统技艺，书写墙体漫画 ２０余处，
内容包含有李福才剪纸、丝绵加工、程门立雪、

孔融让梨、粮满归仓等百姓喜闻乐见的章节，

合计２０００余平方米，唤起群众心灵深处的乡愁
记忆。三是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定期开

展培训交流和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各村移

风易俗。先后评选出扶贫标兵、五好党员、星级

文明户、“三八红旗手”、“好婆婆、好媳妇”等

风采人物２００余人。

【小城镇建设】　一是基本建成 “五纵两横两环

路”的道路格局，“五纵”即五道环街路，“两

横”即迎宾大道、文化路，“两环路”即环镇北

路、环镇南路 （老君坪桥至西许庄国道 ２０７）。
二是镇区绿化面积超过４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３７％；安装路灯５５０盏，亮化率１００％。三是投
资１８００万元建成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日处理
２０００吨，与省在线监测系统联网。四是投资５００
余万元在镇区建成自来水厂２座，居民安全供水
率１００％。五是聘请物业公司，长效保洁镇区。
建有垃圾中转站２处，设置垃圾分类设施２０处，
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治理率１００％。

【种植业】　下汤镇耕地面积７８００亩，农作物
以小麦、玉米、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以花生、油

菜、芝麻为主，林果有桃子、梨、柿子、板栗、

核桃等。２０２０年，有效灌溉面积５１６０亩。
全年粮食总播种面积 １０２５公顷，总产量

３９８８吨，其中：夏粮播种面积 ４６６公顷，产量
１６８０吨；秋粮播种面积５５９公顷，产量２３０８吨。

２０２０年，发放农业补贴 ６３４１户 ６９９６０４亩
９２４３１６８元。

【林业发展】　下汤镇山林面积１７万亩，大部
分为人工林。２０２０年，各村主干道及游园植树
１２万余株，荒山造林１０６８７亩。完成杨家庄、
十亩地洼、和尚岭等村中幼林抚育 ６０００余亩。
实施林业扶贫奖补９个村２３户贫困户１２５９亩，
发放奖补资金３５４９０元。符合条件的１０１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被选聘为生态护林员，月工资

５００元。

【畜牧养殖】　２０２０年，规模以上养殖户３５户，
防疫密度达到９９％。存栏猪４０４６头、牛５９２头、
羊３４９８只、家禽１０６３５８只，

【科技服务】　２０２０年，新建科技示范基地 １
个，创建科技示范村 １个、科技示范户 ３３户。
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８０余次，培训人员１１００
余人次。

【学校教育】　全镇有学校１０所，其中，初中２
所、中心小学７所、民办寄宿小学１所。幼儿园
７所，其中，公办２所、民办５所。全镇教职工
２５７人，学生４６８０人；图书室１０个，藏书１２２
万余册。全镇义务教育入学率达９９８％，学前
教育入学率达１００％。

【文化体育】　利用下汤文化传统和文化设施及
文艺人才，组织戏曲文艺团体深入各村巡回演

出３０余场，观看群众达１万余人。为袁庄、王
村争取体育器材１０余件价值３万余元；为和尚
岭村购买体育器材７件８０００余元；为各村购买
各种科普、文化、文艺类图书５００余册。

【卫生保健】　２０２０年，镇卫生院医务人员５９
人，病床６０个；村级卫生室２２个，医务人员３２
人，病床位４４个；个体诊所４个，医务人员６
人。全年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３５８８５份，建档率
９８５％。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行家庭医生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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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严格执行先住院后付费、 “两免五优先”

相关政策。先住院后付费４４２人次，累计垫付资
金６７５万元； “两免五优先”６９７０人次，共计
减免资金６９７０元。

全年通过扫描二维码发放避孕药具 ３１６８３
支。发放计划生育家庭享受扶助资金１１０６４０元，
其中：享受城镇奖扶资金６人５７６０元、农村计
生奖扶６０人５７６万元、农村计生家庭特别补助
４８人２８８万元、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５７人１３６８万元。

【社会保障】　一是低保人员。进一步完善低保
申请、审核、审批等工作环节和程序。按照规定

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城乡居民全部纳入保障范围，

及时准确，足额发放补助资金。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
农村低保５１１户７２０人，城市低保７６户１３５人。
全年发放资金 ２３０万元左右。二是特困人员。
２０２０年，分散特困人员的补助标准由年４７００元
提高到５５４０元，集中供养标准８３００元，照料人
补助全自理７５元、半自理１５０元、全护理３００
元。三是残疾、高龄补贴。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

３９０人，享受护理补贴 ５５９人，享受 “两项补

贴”２８２人。享受高龄补贴７１７人。四是全镇参
加居民合作医疗 ３０６７９人，征缴参合资金
８５９０１２万元；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１３１９５
人，征缴参保资金 １８８５２万元，综合参保率
９６％以上。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６５０３人。

【人居环境】　一是加大力度。研究制定镇区环
境秩序整治提升工作方案，成立五个工作专班

（温泉主题广场建设专班、违章建筑拆除专班、

街道治理提升专班、环境绿化专班、文化植入

专班），明确班子成员为专班责任人，迁移玉京

大道坟茔５棺，拆除皇姑浴酒店前违建铁匠炉和
简易房等，平整土地２０００余平方米，解决久拖
未决的老大难问题。二是更新设施。更换破旧

门头２３０余户１４００平方米，更换、刷新商户门
窗２３０户，更新垃圾桶６００余个，更换栏杆、路
沿石１２００米，更新大型宣传牌３３块２５００余平
方米，新划道路标线２５千米，规划停车位５００

余个，铺设污水管网５０００余米，实施绿化５５００
平方米，安装自动抓拍摄像头３处。三是全面绿
化。全镇打造６条景观示范路，其中王庄—松垛
沟７６千米自然风景示范路，桃花园—社楼—西
张庄４５千米观赏桃花示范路，叶庄—龙潭玻璃
栈道５５千米示范路。同时全面实施绿化，栽植
行道树１３万余棵，四旁植树８００余亩，清理河
道５５千米，河堤绿化１１千米，平整河道３０余
处。清理农田４００余亩，清理灌溉渠６条１１千
米。累计绿化树种１１类１７万余株，其中本地
树种８种。四是筹资酬劳。全镇共收缴卫生费
４３万元，接受捐款４４万元、捐物１８０余宗，争
取各类社会资金３６余万元。五是落实机制。及
时调整城建监察大队工作人员，镇区重要路段、

重要区域划片分区，制作公示牌，明确责任人。

落实商户门前 “五包”责任。实施 “大物业 ＋
小物业”无缝对接，延伸至背街小巷，确保生

活垃圾定点投放、定时清运。通过国家卫生镇

复审，连续８年获得五优乡镇称号；在全县乡镇
政府所在地环境整治评比中，获得二等奖。

【危房改造】　完成全镇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住
房安全等级评定工作。实施危房改造５４户，拨
付补助资金５７８万元。全镇范围内基本实现危
房清零目标。

【违建整治】　开展农村乱占耕地整治及卫片执
法。全镇农村乱占耕地图斑 ８６７处，涉及农户
７８８户，历时７０余天逐个核实，排查上报。对
１３个卫片图斑 （扶贫项目４个、农业设施３个、
农户住宅３个、伪变化图斑３个）全部排查上
报。全年共拆除违建５处，其中，农村乱占耕地
２处、私搭乱建 ３处。巡查发现地质灾害点 ２
处，严格按照巡查制度要求进行排险。

【安全生产】　成立安全生产大检查领导小组，
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对镇区宾馆、酒店、网吧等排查出的大小安全

隐患及消防隐患共１０９处，整改到位１０９处。对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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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进行专

项整治。集中行动３次，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
书１３份，现场整改９起，督促整改３起。结合
“６·２５”安全生产月及 “１１·９”消防宣传月发
放宣传彩页６０００余份，制作宣传版面１６余块，
宣传横幅５０余条，提高全民安全及消防意识。

【荣誉榜】　下汤镇先后被评为 “全国重点镇”

“国家级卫生镇”，全省 “中州名镇”“双十佳名

镇”“旅游名镇” “河南省卫生城镇” “省级生

态镇”、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等称号，连续８
年被县委评为 “五优乡镇”。

（韦永强）

尧山镇

【概况】　尧山镇位于鲁山县西部边陲，地处平
顶山、洛阳、南阳三市接合部。北临洛阳市汝阳

县、西接嵩县，南靠南阳市南召县，东临赵村

镇、四棵树乡。境内植被丰茂，旅游资源丰富，

已开发的景区 （景点）有５Ａ级尧山风景区，４Ａ
级画眉谷、墨子文化游览区、大峡谷漂流等，

３Ａ级以下景区有龙潭峡、好运谷等７处。
辖区总面积３０４９平方千米，辖２２个行政

村，１４６个村民小组，４８９个自然村，１９２６０口人；
耕地面积４６００亩，镇区面积１５２平方千米。

全镇现有初中 １所，小学 ６所，小学学点
１７个，在校中小学生３０００人，教职工１５０人。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完成税收 ８９８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４８４７２万元、全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３６１２１４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４８４７２万元；新入库投资项目完成３个，分别是
下坪３５千伏电站项目、下沟绿韵巢养民宿项目、
想马河村民宿项目；

【脱贫攻坚】　全镇２０１９年底剩余未脱贫户１４２
户１８６人。２０２０年全部实现高质量脱贫。为防

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对边缘易致贫户９６户
３１６人 （风险消除８３户２７２人），脱贫不稳定户
７３户２０６人 （风险消除２４户６８人）实施动态
监管，产业政策、就业政策、金融政策、参与扶

贫项目４类政策全覆盖。

【人居环境】　一是投资６００余万元改造镇区新
街、老街、沿河路等路段６０００米，路面重新铺
设沥青；镇区道路两侧划设停车位１００余个，安
装违章停车抓拍设备５个，有效消除机动车乱停
乱放堵塞道路现象。二是投资１０万元在镇区东
建设旅游公厕１座，解决旅游高峰期游客如厕难
问题；投资 ４００万元在镇区建立污水处理厂 １
座，日处理污水能力１００吨。三是投资１５０万元
更换镇区老旧路灯２００盏；投资１００多万元在老
街和背街小巷建设文化墙，转变背街小巷脏乱

差现象；投资 ４０余万元在镇区新建游园 １处，
小型停车场３处，提升镇区整体形象。四是投资
３０余万元在墨子广场安装 ６０平方米电子屏 １
块，循环播放党建、旅游和人居环境等宣传内

容，引导群众树立健康文明新风尚。

【植树造林】　２０２０年完成新造林任务６００亩，
其中，特色经济林１００亩、山区生态林２００亩、
廊道绿化林１００亩、乡村绿化林１００亩；发展优
质林果、３００亩；建成森林乡村２个 （下沟村、

东竹园村）；义务植树完成５万余株；抚育林完
成８０００亩。

【环境保护】　一是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
辖区内建筑、道路、拆迁、堆场等各类工地监

管，对施工扬尘源实行 “一票停工制”，对所有

黑加油站一律关闭取缔。二是水污染防治攻坚

战。以河长制为平台，加强网格化管理，集中力

量剿灭劣Ⅴ类水体。三是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２０２０年全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
到根本保障，土壤环境质量得到全面改善。

【普法宣传】　一是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月活动。
二是建成 “法律书屋”２２个。三是举办各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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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班２０期，培训人数１０００余人次，培养法律明
白人６６人。四是开展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及
时化解矛盾纠纷。

【平安建设】　信访稳定措施主要有定期排查、
重点排查、热点和难点排查、分级负责及时调、

消除隐患回访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组织

排查１３次，累计检查单位、个体户、农家乐等
１３７家，举办消防安全培训班２期，累计参训人
员１２０余人次。

【疫情防控】　一是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镇村
两级干部全员上阵，利用大喇叭、宣传车、微信

群、户外宣传栏等，将宣传上级政策、疫情防控

知识。疫情期间尧山爱心人士参与捐款活动７５４
人，累计捐款３０余万元。二是全面排查，管控
到位。疫情防控关键期，在各个重要地域设置

卡口，对来往车辆及人员进行排查登记，紧盯

重点地区返乡人员，逐人登记建立台账，实行

“四包一”包包责任制，落实属地责任，确保不

出疏漏。三是疫情防控工作趋于稳定后，做好

农民工返岗就业及春耕生产工作。

（张　豪）

赵村镇

【概况】　赵村镇总面积２２０平方千米，辖２９个
行政村，１９１个村民组，３１８个自然村，６５１５
户，３万余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９１９人。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赵村镇完成财政收入
６３０万元，完成率１５２２％；一般预算支出１７２７
万元。完成工业生产总值８１５６万元。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１２６１１１亿元，新入库项目２个，其中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１个，５０００万元以下１个。社会
销售品零售总额完成５９２７５万元，重点服务业
收入４５２４万元。

【脱贫攻坚】　镇党委、政府把动态调整作为精
准扶贫重要的基础工作，信息准确率１００％。同
时健全动态监管机制，摸排评议边缘易致贫户

６３户，脱贫不稳定户 ７８户，建立帮扶工作台
账，逐户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措施，确保实现

贫困户全部脱贫。加强扶贫干部培训和先进典

型选树工作，表彰 “优秀帮扶人” “脱贫标兵”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外出务工先进典型”２４０
多名，向县委推荐 “扶贫标兵”９名、提拔
“扶贫标兵”２名。２０１９年底贫困村１个，贫困
户１９０户２６８人，贫困发生率０９％。２０２０年全
部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为０。

产业扶贫。采取 “短项目稳脱贫、长项目

稳发展”的方式，统筹发展旅游、种植、养殖、

丝绵加工、转移就业 “五大”特色支柱产业。

引进国贝石玫瑰、佳田美禾、鸿润种植等涉农

企业，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基地，带动３００余户贫
困群众人均年增收３０００元以上。围绕文化和旅
游产业，在上汤村打造 “温泉度假村”，带动周

边２００余户群众人均年增收５０００元以上；引进４
家客商在桑盘村投资兴建民宿项目，打造民宿

集群，带动周边５００余户群众实现脱贫致富。围
绕传统丝绵加工，利用绗缝机、开茧机在全国

各地从事丝绵加工销售，带动全镇２２６１户７３２５
人年增收１２亿元。选聘生态护林员１５０名，累
计发放工资８６万元；发放林业奖补３５２户５０万
元。落实产业奖补 １１００余户，发放补助 ４００
万元。

全年开展技能培训４５期，培训４３５０人次；
转移就业９８４５人，其中贫困劳动力３５７７人，贫
困劳动力外出务工２１４９人。第一季度发放贫困
户交通费、务工奖补２５６户３５２人８６３００元；第
二季度发放６４１户８８３人９３５４２１１７元；第三季
度发放５５３户７６４人６９０２２８元。

全年使用统筹整合资金２０００多万元，实施
基础建设类项目１０个、产业类项目１０个。

社会保障。一是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开展 “金秋光彩慈善”

活动，为全镇４０余名贫困大学生累计捐资２０万
余元。二是落实医疗保障政策，推行一站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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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全覆盖、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

健康扶贫政策全覆盖。为２６０户贫困户购买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转移贫困户生产生活中存在的

风险。三是落实社会保障政策。享受低保人员

６９０人、特困供养人员３８６人、残疾人 “两项补

贴”６８７人。四是争取社会各界捐助财物折合人
民币２００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等建设和送温暖、送致富树等活动。企业帮扶

２３６２户次补助１４３万元。五是鼓励有种养殖条
件的１８０户贫困户申请贷款，扩大种养殖规模。
２０２０年，扶贫资金项目 ２０个，累计投资

１４８０６５万元。其中产业项目１０个９３６６１万元，
基建项目 １０个 ５４４０４万元。完成项目 １７个
１１８０６５万元。先后开展 “放心村”打造、“查

弱项、补短板、促提升”以及 “危房清零”和

“安全饮水”等专项行动。

危房改造。坚持开展住房安全等级评定、

危旧房屋拆除、危房改造工作。一是完成全镇

７９２６户农户的住房安全等级评定工作，逐户建
立评定档案，悬挂住房安全等级明白卡。二是

拆除无人居住危旧房屋 ３６处，打造 “一场四

园”１１处。三是实施 “四类对象”危房改造５９
户、厨房改造９２户。

【项目建设】　一是桑盘民宿项目。元居·如是
项目占地１５０亩，一期投入２８００万元，规划民
宿房间 ６０间。合智远方·龙潭隐居项目占地
２００亩，一期规划投资２０００万元，规划民宿房
间１５套，３栋民宿主体已完工。一鸣书居尧山
浣溪沙店项目占地８０亩，计划投资２０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主要以读书 （公益）、茶食为主。二是

百果山森林养生谷建设项目占地约３８平方千米，
涉及白草坪、南阴、关岈、寨子沟４个村，已投
资１亿元，种植果树１０万余棵，建设小型水库
１座，护堰３处。三是龙台山项目占地面积３０００
亩，主要建设项目有阿米生态木屋、温泉康养

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特色小镇饮食街、自驾车

营地、山林游客观光栈道。一期计划投资４５００
万元。四是画居二道河项目占地６０００亩，其中
建设用地７００亩，另外３０００亩保持原生态地貌

和植被。计划投资３亿，项目包括各种特色民宿
酒店，配套有景区公园、柞蚕山蚕养殖、武林风

户外训练基地、儿童平衡车比赛场地等。五是

汝风源风力发电项目计划投资１６亿，项目涉及
寨子沟、关岈、南阴３个村，包括安装１０台单
机容量２０００千瓦、总容量为２０光瓦的风力发电
机组及配套设施、开关站等。六是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位于李子峪村，计划投资８８亿元。该项
目属一等大 （１）型工程，电站装机容量 １３００
兆瓦，安装４台单机容量为３２５兆瓦的单级混流
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

　　１２月３０日，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启动仪式
在赵村镇李子峪村举行　 （马松昭／摄）

【双违整治】　一是建立健全预防 “两违”工作

制度，组建巡查执法队伍，开展日常动态巡查

工作。二是建立案件查处的快速反应机制。发

现 “两违”行为，依法按照从严从快的原则及时

立案查处。三是坚持预防为主、教育前置的处置

方式。在上汤温泉度假区开展双违集中拆除时，

累计参与人员２００余人次，车辆５０辆次，工程车
８台次，拆除上汤温泉度假区违建４４处５１８５平方
米，其中简易结构２９处４３２０平方米、砖混结构
１５处８６５平方米，拆除违规广告牌５７处。

【林业发展】　全年新造林面积７８０多亩，其中
贫困群众造林绿化９４亩，补助４万余元。森林
抚育完成３８万亩。森林防火方面。一抓重点人
员，重点管理镇村两级扑火队伍、痴呆傻和学

生等。二抓重点时段，在春节、二月二、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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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月一等时段，开展宣传巡逻预防森林火灾

发生。三抓重点区域，对中原大佛景区、入山检

查站、重点林区、易发生森林火灾地区安排专

门人员进行重点检查，确保人民群众及林区安

全。四抓宣传教育，在全镇范围内刷写标语２００
余幅，张贴告示３００余幅，印发 《致群众的一封

信》１０００余份，每天早中晚各村利用大喇叭进行
护林防火宣传。五抓资金投入，筹资森林防火经

费２０万元储备防火物资，新配备风力灭火机３
台、对讲机５台、灭火耙３５把以及油锯２台等。

【信访稳定】　全年共接待上访群众４００多人，
化解各种矛盾纠纷９５件。办理信访案件２４起，
办结率１００％，群众满意率１００％。

【安全生产】　一是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组，
一级抓一级，形成上下贯通，配套联动的运行

机制。二是宣传演练。制定 《赵村镇 “安全生

产月”活动实施方案》，召开动员大会，开展丰

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利用６月１６日宣传日设咨
询台１处，摆放宣传版面１３块，发放宣传彩页
８００张，悬挂横幅６０余幅。开展安全自救及技
能演练活动。５月２３日在镇敬老院组织消防灭
火逃生演练，让敬老院人员熟练掌握灭火技术

及逃生常识。７月８日联合自然资源局在三道庵
村黄楝沟村组滑坡隐患地质灾害点组织当地群

众开展实地应急演练。６月份组织中小学师生
１２００余参加消防逃生演练。利用１１月９日消防
日制作消防安全知识宣传版面 ２３块，在村庄、
学校、企业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传。三是排查

整治。２０２０年，依法对非煤矿山、学校、敬老
院、网吧、ＫＴＶ、旅游景点等场所开展３次安全
生产集中大检查，同时，不定时对安全生产经

营单位进行安全事故隐患排查、督查１８次。共
查处隐患８处，整改８处。

【疫情防控】　一是实行包保责任制，村组干部
或党员群众代表、村医为村级包保责任人，包

村干部为镇级包保责任人，包片领导为包保责

任领导。共关停饭店、洗浴等场所３２个，劝阻

举办婚丧嫁娶事宜 ２７户，设置镇级卡点 ７个、
村级卡点２９个，２４小时轮流值班。二是组织劳
务输出外出、对接企业、鼓励创业等形式，转移

就业９８４５人，其中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２２００余
人，并落实务工奖补１５００余人。指导全镇所有带
贫经营主体全部复工复产。三是常态化防控期间，

通过宣传车、村级大喇叭、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常

态化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提高群众防范意识，酒

店、旅馆等场所继续落实测温、登记制度。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３月，被授予２０１９年度全
市信访工作 “四无”乡 （镇、街道）称号、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市级卫生村称号；４月，被评为全
县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先进单位、外资工作先进

单位；７月，被评为鲁山县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老年
人体育工作先进单位；９月，被评为全县安全生
产优秀单位、鲁山县首届 “学习强国”电视知

识竞赛优秀组织奖；１０月，被评为全省城乡居
民两险集中征收工作优秀单位、全县２０２０年第
三季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考评生态功能

乡镇组银奖，获得 “聚力脱贫攻坚助力消费扶

贫”第七个全国扶贫日鲁山县成果展文艺演出

二等奖、三等奖各１个。
（张文朋）

瓦屋镇

【概况】　瓦屋镇位于鲁山县西北部，东邻观音
寺乡、董周乡，西北接背孜乡，西至土门办事

处，南连下汤镇，北界汝州市。省道２４２线自东
向西贯穿境内，县道瓦土路、楼中路、瓦明路纵

横穿行，二广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并在瓦屋镇

楼子河村设有出入口，在土桥村设有服务区，

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境内

有３５千伏变电站１座。
全镇总面积 １３０３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１８６万亩。辖 １９个行政村，２２３个村民组，
９８９３户３６７０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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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完成财政收入
４０１３３万元、招商引资７６５亿元、固定资产投
资３７亿元，完成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１１２４５万
元，同比增长２４５％。
２０２０年全镇８个贫困村全部实现出列，其

中红石崖村２０２０年脱贫出列，贫困户全部脱贫，
贫困发生率降为０。

【脱贫攻坚】　全镇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
收入均达到５０００元以上且吃穿不愁，实现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全覆盖，住房安全、

饮水安全均得到保障。２０１９年尚未脱贫的 １６０
户，除享受往年所有扶贫措施外，新设公益性

岗位、代种代养入股分红、产业资金扶持、政府

兜底保障、购买防贫保险等方式实现年增收

７０００元以上，实现 “一退两保两防”工作目标。

产业扶贫。大力发展种植、养殖项目，落实

产业奖补政策，发放产业奖补资金４１４３４９５万
元，其中：种植业１７２３户１９８７００５万元、养殖
业６７７户７２２９０５万元、务工交通费及工资奖补
２４９９人次 １４３３５８５万元。实现外出务工 ３２８７
人、就近就业岗位２６１个。

行业扶贫。落实健康扶贫签约服务，镇卫

生院与１９４２户建档立卡户签订服务协议，落实
“先住院后付费”１２５４人２０７６８１０３万元， “两
免五优先”１３３４人次０１２３万元；落实 “雨露

计划”政策，发放短期技能培训补贴资金８４万
元、职业教育补贴资金１４５５万元；发放学前教
育补助 １０７５万元、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补助
４９４８１２５万元；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全年发放
农村低保资金２２６６９２万元、分散特困供养资金
１７２９３８万元。办 理 贫 困 户 贷 款 ７８０户 次
３０３６９５万元；购买１９３８户６２７７人中原农业保
险公司人身意外伤害及医疗补充救助保险，每人

１８０元，共计１１２９８６万元。全镇设置公益岗４７８
人，其中：保洁员７６人、护林员７０人、保险协
保员１９人、河道巡逻员５个、护路员２５人、就
近就业岗２６３个。

【香菇小镇建设】　组建鲁山县西北山食用菌产

业党总支，下辖瓦屋、观音寺、背孜、土门４个
食用菌党支部、党员１０８名，引领带动周边乡镇
２１个产业基地发展食用菌种植。全镇统筹整合
财政扶持资金２０００万元，撬动企业和社会资金
２５００万元，共流转荒山沟岔１０００余亩，先后建
成 “红鹰创业工程”孵化中心１个、食用菌产
业基地１１个、食用菌大棚１５００余座，采取 “公

司＋基地 ＋农户”的发展模式，吸纳１５６０余人
就近务工，带动周边农户１０００余人参与食用菌
种植。２０２０年种植香菇１０３７万袋，产量１０３７０
吨，产值近１亿元。 “尧荣菌业” “九九乡情”
两家食用菌龙头企业相互参股，强强联合，共

同组建营销团队，已招募７个省级经销商，在全
国３０余个大中城市组建物流中心，产品不仅配
送周边大型超市，还远销西北５省和北上广深等
一线城市，销售额突破亿元大关。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全镇共计批复２０个项目，
其中产业项目１０个；基础设施项目１０个，涉及
项目资金１６２７８４万元，其中产业项目１１６６６２
万元，占项目总资金的 ７１７％；基建项目
４６１２２万元，占项目总资金的２８３％。国电投
河南新能源鲁山瓦屋４０兆瓦风电项目完成投资
９０００万元；尧荣菌业有限公司香菇种植园项目
完成投资９００万元，建成烘干车间、冷库、食用
菌大棚、菌种厂；金汤山温泉滑雪旅游度假景

区项目缓冲区滑道建成；鲁山县华奥石墨有限

公司改扩建项目开工；平顶山鲁山瓦屋１１０千伏
变电站建设项目完工；完成上竹园寺村中杏园

组等５条村组道路建设项目、西八线楼子河高速
口至耐庄村１１千米长、６米宽快速通道路基扩
宽任务。

【文化旅游】　全镇１９个行政村均建成 “农家书

屋”，共有图书２５８４０册，全年累计送戏下乡活动
４０余场。成立楼子河村乡村文化合作社，举办
２０２０年 “老家河南·春满乡村”楼子河 “乡村春

节晚会”，并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网络电视直播。

全镇建成４星级农家院１个、３星级农家院
１２个。建设红石崖村、李老庄村传统古村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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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项目，建成土桥食用菌、草莓、晚秋黄梨和大

潺寺山珍花海黄花菜、上竹园寺村蒲公英观光

旅游基地。

【人居环境】　开展清河行动，对辖区河道组织
３次大规模集中清理活动，共清理河道１０００余
米，消除镇域内黑臭水体。投资６万元，安装抓
拍探头３个，划设交通标线４５千米２０００余平
方米，划设停车位１９０个，更换老旧招牌５０余
个。投资２５０余万元，新建生态游园９个，廊道
绿化近１０千米，种植风景树７５００余棵，植树造
林１８００亩。完成小三格户厕改造２０３户、大三
格户厕改造６５４户。累计拆除违建５０余处、广
告牌８０余处；取缔 “散乱污”企业７家和无证
烟花爆竹销售点 １２个，集中整治养鸡场 １个、
养猪场４个。

【平安建设】　开展风险防范工作，先后组织安
全生产大检查活动４次，消防检查３００余家次，
排查消除安全隐患７处；接访６０起２００余人次，
办结转交信访件３５起，化解疑难信访案件３起，
实现国家 “两会”期间零非访。开展普法宣传５
次，发放宣传资料５００余份，接受法律咨询１７０
余次，调解矛盾纠纷６０起。处理各类刑事案件
２４起，治安案件５７起，起诉７人、行政处罚２９
人、强制戒毒２人。

【疫情防控】　在１９个村和６个 “三无”小区

成立２５个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开展２４小时轮
流值守，排查相关人员６００余人，居家隔离１００
余人、集中隔离１２人，未出现疑似病例，实现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防控目标。进入常态

化后帮助企业解决疫情防控、用工等难题，指

导辖区内九九乡情农业有限公司、平顶山菇力

香商贸有限公司、丰润新能源有限公司雅高风

电二期项目等重点企业和工程项目率先开展复

工复产。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为贫困户外出务

工提供 “点对点”服务，全镇贫困劳动力外出

就业３２００余人，就近就业８４９人。

【荣誉榜】　省爱卫会授予大潺寺村省级卫生村
称号；团省委授予田汶朋２０２０年度 “河南省优

秀第一团支部书记”称号；平顶山市脱贫攻坚

工作领导小组授予瓦屋镇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

城榜样”先进集体称号，授予雷根宪、匡长军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奋进奖”；县委、县政

府授予瓦屋镇２０２０年度国土绿化工作先进单位、
“省级以上表彰或新闻媒体报道先进经验单位”

称号，授予红石崖村、大潺寺村 “脱贫攻坚红

旗村”以及大潺寺村、土桥村 “产业发展红旗

村”称号。

（赵许许）

磙子营乡

【概况】　磙子营乡位于鲁山县东南部，政府所
在地距县城２５千米，东、西分邻张官营镇和张
良镇，南依东尧山，北靠白龟山水库，与平顶山

新城区隔水相望，交通便利，自然风光独特、环

境清幽、民风淳朴，传统文化厚重。全乡行政区

划面积１０５３４平方千米，南部为丘陵、浅山区，
中部为平原区，北部为白龟山水库淹没区，辖

４８个行政村，１１５个自然村，２７６个村民组，总
人口７４８万人，耕地面积约１０万亩，种植农作
物以小麦、玉米为主，为传统农业大乡。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全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９４７亿元，占目标任务的 １２６％；实现工
业总产值 ５１０５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００％；
完成税收３８０万元，同比增长３０％。

【脱贫攻坚】　２０２０年，全乡建档立卡户 ２２０４
户７４１３人。２０２０年脱贫３０４户５０４人，９个贫
困村全部脱贫退出。贫困村实现 “六通四有”，

所有行政村广播、通信、宽带全覆盖。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创新招商方式，引进项
目８个，实际完成投资９１６９８亿元，引进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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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分别为：总投资１０８６亿元的中原云裳旅游开
发项目，总投资１７亿元的鲁山县２０２０年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资１７９８万元的南沙线磙
子营至白炼堂道路建设项目，总投资３亿元的润
海牧业肉牛养殖项目，总投资２６亿元的鲁山县
润电风能建设项目，总投资６３８８５亿元的平顶
山城区南水北调供水配套工程，总投资５０００万
元的蛋鸽养殖项目，总投资９０００万元的平顶山
市富兴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项目。

中原云裳牧场项目施工现场　 （李东旭／摄）

【精神文明建设】　以 “孝善文化”为立足点，

推进孝廉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将废

弃坑塘、空白场地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孝廉

文化主题公园。已建成孝道亭，家教长廊、廉政

长廊、乡愁长廊，核心价值观文化墙、法治文化

墙、文明新风墙，孝道文化园、家风文化园、强

身健体园 “一亭三廊三墙三园”１５处，营造以
孝为美、以廉为荣、孝廉并举的社会新风尚。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获得市级卫生乡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市级文明村镇、信访工作 “四无”乡

镇、招商选资外资工作先进单位、平安建设工

作先进乡镇、全市农作物秸杆禁烧及综合利用

工作成绩突出的乡镇、食品安全工作先进单位、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党风廉政建

设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乡镇综合实力评价

全县第四名。

（徐亚洲）

马楼乡

【概况】　马楼乡位于鲁山县城东南，政府所在
地距离县城 １３千米。总面积 １５０９平方千米，
耕地面积７１万亩。

全乡辖５８个行政村，１３４个自然村，３４６个
居民组，２４万户，总人口 ９７万人。全乡 １２
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３０５５户 １０２４９人，
贫困村全部实现摘帽，贫困人口脱贫。

２０２０年５月，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建设
名单。

【主要责任目标】　全年完成乡级税收收入６０５
万元；完成工业企业总产值９０００万元，实现利
润８５０万元；完成投资５０００万以上入库项目６
个，固定资产投资７１７亿元；完成限额以上消
费品零售额６０００万元；招商选资新引进招商项
目１２个，全年到位资金７０７亿元。

【脱贫攻坚】　全乡贫困村１２个，建档立卡贫
困户３０５５户１０２４９人，全部脱贫。

产业扶贫。发放种植奖补１１５７户１４６５万
元、养殖奖补６３０户６８６万元，加工奖补１８户
３７４万元。

医疗报销。建档立卡贫困户县域内住院

１７７１人次，基本医保报销６７７万元；大病保险
报销９２４人次５６万元；大病补充保险报销１６７４
人次２５万元；医疗救助报销 ５５８人次 ８万元；
中原农险报销１３７８人次１０８万元。

教育扶贫。全乡贫困家庭适龄儿童义务教

育入学率１００％，无因贫辍学现象。资助贫困学
生３３９２人次１５９４万元。

金融扶贫。２０２０年新增金融扶贫贷款 ６４２
户 （其中发展户用光伏３８１户），发放贷款１０５９
万元。累计办理小额贴息３６４户，发放贴息资金
６１６万元。

转移就业扶贫。开办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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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班次，培训 １４０７人次，涉及有家政、烹调、
厨师、种养殖、养老护理等，全年新增转移就业

２０９人，办理创业证１８６人次。全乡贫困劳动力
４８５０人，全部实现就业，其中就近就业公益岗
位１１７９人。发放务工奖补２５５９人次２１８万元。

住房保障。实施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 “四

类重点”对象 ３８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２５
户。共补贴资金７５２万元。

安全饮水。１２个贫困村的安全饮水工程全
部完工，投入使用。

生态扶贫。落实林业奖补１４９户，发放奖补
资金２２３万元。

【农业生产】　主要农作物以小麦、玉米、红
薯、花生、芝麻、油菜籽等为主，兼种蔬菜、瓜

果。办理小麦保险４３９２０亩。全年实现粮食总产
量４２１３４万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５８
个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全年发放农民负

担监督卡２４万份，发放种粮三项补贴５５５３１０５
亩７３３６７６２３３元。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落实
农机补贴２００多套 （台）。

特色农产品种植以菜心、猕猴桃、香菇、葡

萄、芋头为主，特色养殖业产品以鸡蛋、蝎子

为主。

全年发放动物防疫疫苗２２００瓶，免费服务
养殖户注射抗病疫苗１８０万余次。

【农田项目】　２０２０年，投资５５００万元，在释
寺村、梁庄村、商峪口村、庹村、尧场村、彭泉

马楼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村、丁楼村、吴洼村、宋口村、麦庄村、大程庄

村、高岸头村、苏庄村、仓房庄村、绰楼村、孙

庄村、湖泉店村、娘娘庙村、沙渚汪村、马楼

村、贾集村、双柳树村、杨庄村、冢留村共 ２４
个行政村建设高标准农田 ２９７９４亩，受益农户
８２０９户３５０２６人。建设田间道路１９７２９米，新打
机井１７９眼，洗井６１眼，管涵３４座，农桥 １３
座，防护林５４８８株，地埋管６５６２３５米，低压
地埋线路５５１５９６５米。

【水利建设】　２０２０年，全乡５８个行政村实施
安全饮水工程４６个。饮水工程完成整村推进全
覆盖的村２个，涉及３个居民组。新安装雨量计
４个 （宋口村、马楼村、山岔口村、牛兰庄村），

总数达到４０台套。开展重点水域安全巡逻７０余
次，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６６处。

全年乡级河长巡河 ５１次，村级日常巡河
２６００余次。开展河湖 “清四乱”行动，拆除河

道内外违法建筑１处４０平方米，清理河道内外
垃圾堆积物１０００余立方米。

开展淝河河段治理。董庄村河段历时２３天，
动用大型挖掘机和铲车各１台，出动人工１８人
次，整修河道１６００米，平整河床２８万平方米，
加固护堤３２００米，挖填土方近２０００立方米。董
庄河段治理现场会后，淝河全线１３个村先后出
动大型挖掘机 １３台、铲车 ６台、各型车辆 １４
辆，组织人工３６人２００余工次，整修河道１２千
米，平整河床约２６万平方米，挖填土石方３２
万立方米，整修加固护堤约１６千米。

【产业项目】　２０２０年，全年完成重点项目 ３
个，均为新上项目。一是万顺公司高效农业种

植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地点尧场村，总投资

３２００万元，占地 ６００亩，主要种植菜薹、葡萄
等果蔬，发展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已竣工。二是

正隆牧业第一分厂建设项目。项目地点何寨村，

总投资５５００万元，占地３７亩，建鸡舍６栋，年
存栏蛋鸡４２万只，项目已竣工。三是食用菌种
植基地项目。项目地点虎营村，总投资２７００万
元，项目占地 ２３０亩，建成香菇出菇大棚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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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养菌大棚８０座、原料加工车间１座、菌棒
生产车间１座、消毒灭菌车间１座、接种培养车
间１座、研发中心１座、食用菌展厅２座、农家
乐１处及办公大楼１座。

完成新入库５０００万以上４个。一是鲁山县
沙河基业常青农业有限公司鲁山县周庄淡水鱼

养殖产业园项目，项目地点周庄村，总投资

６０００万元。二是鲁山县２０１９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项目地点涉及全乡２４个村，总投资７８００
万元。三是鲁山县正隆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正隆

牧业年饲养１４万只蛋鸡项目，项目地点何寨村，
总投资５５００万元。四是鲁山县瑞达农业有限公
司瑞达母猪养殖繁育基地项目，项目地点董庄

村，总投资１６０００万元。
完成５０００万元以下新入库项目４个。一是

平顶山市德美工贸有限公司年加工５００万件西装
非医用手术衣项目，项目地点沙渚汪村，总投

资２７００万元。二是平顶山万顺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马楼乡虎营食用菌种植基地项目，项目

地点虎营村，总投资２７００万元。三是鲁山县裕
丰养殖场年出栏４８００头生猪项目项目，项目地
点薛寨村，总投资２５００万元。四是鲁山县瑞达
农业有限公司瑞达农业生猪育肥项目，项目地

点燕楼村，总投资４５００万元。

　　平顶山万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马楼
乡虎营食用菌种植基地　 （李东旭／摄）

【道路建设】　２０２０年，辖区内的平顶山大西环
建成通车，惠东路续建工程完工；里王庄、董庄、

关庙杜、庄留等２７个村新建、改建道路４７千米。

【金融服务】　马楼乡信用社２０２０年底各项存
款余额５５６８７万元，比年初上升７５６４万元。各
项贷款余额１１１万元，较年初下降１６０万元。收
回不良贷款１１９２３万元，其中，收回账面不良
贷款 ６９４２万元，收回表外不良贷款 ４９８１万
元。实现贷款利息收入１３２９万元。

【文化服务】　２０２０年，整合资金建成山岔口村
广场舞台。为湖泉店村、山岔口村、宋庄村、官

店、转山新佳园社区等村配备文化体育器材。

开展送文化下乡２６场次。组织可人青春舞蹈队
在２０２０年平顶山市第五届 “美丽鹰城”文艺展

演、街舞展演中荣获成人组铜奖。

【学校教育】　２０２０年，全乡中学３所，小学２０
所，学点 １２个，民办学校 ２所，幼儿园 １１所
（公办幼儿园２所）。落实学生资助政策，注重
“控辍保学”，助力脱贫攻坚。

【卫生保健】　２０２０年，马楼卫生院全年门诊
６２５６２人次，住院９２５人次，住院总费用１４６万
元，住院医保报销１１５万元。全乡办理门诊重症
慢性病２８９５人，其中贫困户１１７０人。

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居民规范化建档９４５９４
人，各类疫苗接种率９６％以上。孕产妇健康管
理１０２３人，高危孕产妇管理２１６人；新生儿访
视６２７人次，访视率 ８３％；孕前健康检查 ４９３
对。０～６岁儿童保健管理 ６７０３人，管理率
９６％。高血压患者与Ⅱ型糖尿病患者管理８９１０
人，管理率 １００％。精神病患者规范管理 ４４９
人，管理率９５％。

享受计划生育家庭奖励２６９３人，其中６０岁以
上奖励扶助人员４２６人，５０～５９岁奖励补助人员
７５９人，１８岁以下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３８８人，
城镇６０岁以上奖励扶助１０人，特别扶助７人，并
发症１９人，困难家庭１人，４５～５９岁养老保险补
贴７９８人，６０岁以上养老保险补贴２８５人。

【社会保障】　一是全年发放优抚资金 ４６８万
元。发放抗美援朝纪念章１１枚，救助困难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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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人次。二是全乡城镇居民享受低保１０户 ２４
人，农村低保１３２户１６２人；重度残疾低保１２
户１２人。全年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５５１１４８０元。
三是动态认定农村特困人员２２人，全年发放特
困供养款 ３６２１０６万元，特困供养人护理补贴
７２４９５万元。四是发放孤儿救助金５９人６５２６５
万元。发放高龄８０～８９岁１７７９人，每人每月补
助５０元；９０～９９岁２１７人，每人每月补助１００
元；１００岁以上有７人，每人每月补助３００元。
持证残疾人享受生活补贴１０５７人，享受护理补
贴１６８９人，发放残疾人 “两项补贴”２０万元；
发放轮椅１２９辆，无障碍改造７０户，阳光家园
居家服务６０户６００人次；为视力障碍残疾人发
放电饭堡４２个、电磁炉２８个。五是全年征缴农
村居民养老保险２５３１７人５０７１７万元，收缴医
疗保险８３万人２３２４万元。新增养老金领取５４０
人终止退费４４０余人次，新增参保登记２５００余
人次。办理新社保卡和补卡８００余张。

【违建拆除】　全年共拆除违建４０余处，总面
积１９万平方米。卫片私搭乱建图斑９处，制止
土地违法行为８起；拆除别墅４栋４套。

【人居环境】　开展全域环境大清理行动，共出
动人力３８００多人次，机械５５０多台次，清除杂
物及陈旧性垃圾２６５余处１２００余吨，治理臭水
沟、水坑４５个。开展路域环境大整治活动，对
国道３２９（原国道３１１）、鲁艾路、白沙路、惠东
路、澎河路等主要道路沿线，占道经营、私拉乱

建、乱贴乱画进行清理，拆除广告牌１００余处，
规范商户１８７家。投资３００多万元，以杨庄、山
岔口、贾集、马楼、沙渚汪、尧场等１２个村为
示范点，修建广场、游园、凉亭，美化墙体，安

设路灯，栽种风景树，改善村容村貌，推动全乡

“美丽乡村”创建活动有序开展。

【安全生产】　全年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 １４
次，发放法律法规的宣传资料８００多余份，接待
群众咨询４０余人次。全方位开展安全检查，下
发责令整改通知书５０余份，关闭关停企业６家。

【平安建设】　全年公安派出所共接受１１０指令
１３４４起，其他警情３００余起；受理各类刑事案
件９４起、治安案件１２９起、民间纠纷５５０余起，
报警求助４００余起。

坚持进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信息录入。

全年受理群众网信、来访８６件次，上 “四级”

交办信访事项５５件次，办结７９件，接待来访群
众５６０余人次。

【疫情防控】　成立指挥部，组建群防群治队伍
１１６０人，合理设置卡口，开展联防联控。统一
购置配备口罩５０００余个、消毒液１０００公斤、体
温计１００支、其他消毒器材１００件。日出动宣传
车１２辆、督查车６辆，印发宣传单３万份，张
贴宣传标语３０００条，悬挂宣传横幅２６０幅，开
放广播、喇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从武汉及

湖北省境内返乡的１６１名人员和南阳、信阳等其
他地区返乡人员及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共４３４名采
取隔离措施。利用数字化防控平台，共标示１７
万余名务工返乡人员，其中重点地区返乡人员

１０１户１６１名重点隔离。捐款捐物２０万元，共
购置方便面、面包各７１０份，慰问７１０户鳏寡孤
独 （散养五保户）人员。

　　２月２０日，马楼乡举行外出务工人员返
岗复工发车仪式

制定 “点对点无缝衔接”方案，先后 ２次
组织大巴助力农民工返岗复产复工。全国人大

代表、河南省远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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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党永富联合河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河南省

老区建设基金会向马楼乡捐赠价值１００万元的高
分子有机水溶肥料，助力春耕生产。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３月，平顶山市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授予马楼乡全市信访工作 “四无”乡镇

称号；４月，县委、县政府授予招商选资先进单
位称号；５月，被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列入２０２０
年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单。

（王昆宁　倪见良）

辛集乡

【概况】　辛集乡位于鲁山县东部，政府所在地
距县城１０千米，西接露峰街道，东临宝丰杨庄。
全乡总面积９２２平方千米，耕地面积５２万亩，
辖３６个行政村，５８万口人，以汉族为主。国
道３３１和省道２４２贯穿全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辛集段１１３千米。

辛集乡地势北高南低，系半平原半丘陵地

区。境内有露峰山 （又名鲁峰山）、釜山、三峰

山、峙山、叶营山等。主要河流有沙河、大浪

河、连沟河、金鸭河和黑石河等。主要矿藏有石

膏、磷石、木纹石、硅石、紫砂陶等。主要农作

物有大豆、玉米、小麦、花生、油菜、烟叶及各

种瓜果和蔬菜等。

【脱贫攻坚】　组建扶贫攻坚专业队进驻全乡３６
个行政村，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传统农业】　辛集是全县农业大乡之一，耕地
面积８１８万亩，非耕地面积为２３７万亩。２０２０
年粮食总产量３９５７５４吨，油料总产量１０８０吨
（花 生、菜 籽、芝 麻），肉 蛋 类 总 产 量 为

６５８５吨。

【特色农业】　以葡萄、三粉加工、蛋鸭养殖为
主的特色农业已创出品牌。２０２０年产值７０８４５６

万元，人均年收入１２７５万元。

【造林绿化】　２０２０年完成绿化面积 ２１００亩，
通道绿化３０００亩。建成林业示范园２个，总面
积２７６０亩。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０２０年，非公有制企业
８１个。

【文化建设】　辛集是牛郎织女文化之乡，有文
物保护单位 １０个，其中省级 ２个、县级 ９个。
２０２０年，新建文化大院 ８个、文化活动广场 ３
个。累计有 “农家书屋”３６个、规范性文化大
院２０个、一般性文化活动广场１３个。

【教育卫生】　辛集乡现有中学 ２所，小学 １５
所，教学点３个，学区４个，中心幼儿园１个。
２０２０年，教职工３９０名，其中，中高级教师２３
名、中级教师１９１名。在校中学生１９３０名，在
校小学生７２７０名。
２０２０年，辛集卫生院内设科室１２个、床位

５０张，共有医护人员３９名，其中：主治医师２
名，执业医师５名，助理医师５名；主管护士１
名，护士１０名；其他人员２０名。村级卫生室３６
个，个体诊所９个。

【科技服务】　２０２０年，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３
期，培训人员８６０人，科技示范村６个，科技示
范户３２５户。

【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全乡共有五保老人２９７
人，其中，院内供养 １２人、院外供养 ２８５人。
收缴新农合资金１４０６万元，新农保资金３６９９９
万元，职工养老金 ６１１５万元。劳务输出
３６８３人。

【荣誉榜】　先后被授予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集体、平顶山第二届脱贫攻坚鹰城榜

样先进集体、平顶山市农村新型墙材推广应用

突出贡献单位。 （石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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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乡

【概况】　张店乡地处鲁山县城北部，东邻梁洼
镇，北与仓头乡、平顶山市石龙区接壤，西与董

周乡相连，南抵昭平湖水库北干渠。全乡总面

积６３２平方千米，耕地面积２７２１６亩，辖１６个
行政村，８７个自然村，１４６个村民组，全乡总人
口４２万人。其中贫困村 ６个 （张窑村、邢沟

村、雷叭村、界板沟村、刘湾村、袁家沟村）。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产值完成１３０８３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２９３４１
万元，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５６０万
元，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１１５３５元，乡级财税收
入收入完成５１５万元。

【脱贫攻坚】　一是抓党建促产业发展。成立产
业党支部３个，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
在产业链上。发展苗木花卉种植、速冻食品加

工、循环畜牧养殖、高端装备制造四大特色产

业，推进带贫基地、龙头企业、家庭农场、村级

光伏、扶贫车间等多元叠加产业扶贫模式。二

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效。２０２０年脱贫 ２１６户 ４０４
人，累计脱贫２０５２户７１３５人，６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三是强化 “三业”增收入防返贫。发展

９月２７日，在张店村举办农产品展销会

特色农业产业，落实种植、养殖产业帮扶政策，

奖补贫困户２９３７户１７１３６万元。引导群众务工
就业，设置公益性岗位及就近就业岗位３７６个，
２０２０年发放务工、交通奖补１５０万元。开展技
能培训７５８人次，落实职业教育补贴资金４３５
万元。新增贷款户４８６户１０１３６万元，新增户
贷率２５５％。

【招商引资】　全年完成招商选资 ６３３２７８万
元，引进平顶山世邦机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项目、惠之农农业生态园项目、鲁山县腾春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张店乡腾春月季花种植基地

项目、鲁山县丰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猪

标准化养殖项目、河南沣瑞食品有限公司水果

及其他农作物储存、保鲜冷库及分拣分装车间

等二期建设项目等项目７个。其中，鲁山县腾春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张店乡腾春月季花种植基

地项目、鲁山县丰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

猪标准化养殖项目、河南沣瑞食品有限公司水

果及其他农作物储存、保鲜冷库及分拣分装车

间等二期建设项目等５个项目当年竣工、投产。

【项目建设】　一是平顶山世邦机器有限公司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该项目是省、市、县确

定的重点项目，位于张店乡林王村，总投资１２
亿元，占地面积４００亩，总建筑面积约１７７万
平方米。拟建设联合工房３栋、产品研发中心１
栋、生产管理中心１栋、智能库房１栋。主要生
产绿色矿山用破碎装备、有色金属矿用ＬＭ系列
立式磨粉机、环保型智能装车系统。该项目用

地手续已经办结，正在做开工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

二是鲁山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年出栏

４０万头生猪生态循环农业项目 （二期）。该项目

建设地点在张店乡雷叭村，计划投资１亿元，规
划占用荒坡地１６０亩，新建保育育肥场２个，新
建规模化标准养殖用房５栋３万平方米，配套建
设办公及管理用房。项目于 ７月上旬开工，１１
月下旬完工，设备已安装到位，育肥猪已进场。

三是河南沣瑞食品有限公司水果及其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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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储存、保鲜冷库及分拣分装车间等二期建

设项目。该项目建设地点在张店乡袁家沟村，

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规划占地１０７亩，计划建设
２７００平方米现代化厂房、２０００平方米冷库、
１８００平方米的辅料仓库及周边配套约７００平方
米的标准化实验室、研发中心、污水处理站等，

同时引进符合行业标准的全自动化生产线等。

该项目已竣工投产。

四是鲁山县丰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

猪标准化养殖项目。该项目建设地点在张店乡

界板沟村，计划总投资６８００万元，规划占用荒
坡３００亩，新建标准化养殖舍 ２８栋 ６５００平方
米，配套建设管理用房、饲料用房、化验室等设

施６００平方米。该项目已完工，引进能繁后备母
猪１０００余头。

【乡村环境】　一是环境污染防治。强化辖区内
建筑、道路、拆迁、堆场等各类工地和河库水域

的监管，对违法行为 “零容忍”，发现一处清零

一处。夏秋两季实现秸杆零焚烧。二是厕所革

命。以白象店村、界板沟村为试点，采用 “五

级沉淀”法，集中处理粪便污水，解决农村旱

厕污染问题。三是乡村绿化亮化。２０２０年廊道
绿化２０千米，在乡村道路两侧绿化栽植风景树
５万余棵，修建花池８０００米，美化墙体２０万平
方米，马村、邢沟、刘湾等９个村达到市级卫生
村标准，全乡基本达到 “净、齐、绿、美、亮”

的目标。四是人居环境。以标杆村创建为抓手，

按照 “抓点、促线、扩面”的思路，打造示范

路１０条、小游园６个。统筹整合全乡３７４名就
近就业和公益性岗位人员，对重点区域、路段

高标准进行整治，有效衔接主干道与背街小巷，

实现全域无死角。

【安全生产】　一是消防安全。对敬老院、中小
学、幼儿园、商超、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筑工地

等人员密集场所，累计消防安全大检查 １２次，
组织中小学、敬老院等特殊群体开展消防演练４
次，提高其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二是食品安

全。对辖区内２０余家中小学、幼儿园及沿街饭

店、食品店累计监督检查１２次，发出限期整改
通知书 １２份，组织部分餐饮经营者外出参观
（整改）学习２次，提高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
三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依法成立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测站，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定

期对辖区内生产的果蔬进行采样，及时送检，

督促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

意识。

【疫情防控】　一是精心部署，压实防控责任。
成立领导小组，制定方案，建立机制，责任到

人，联防联控，密织防控网格。二是强化宣传，

科学引导疫情防控。通过党建大喇叭，３００余条
宣传横幅，１万余份倡议书、告知书，引导广大
人民群众从自身做起，落实好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及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疫情

防控措施，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全民防

控局面。三是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３月，被平顶山市信访工作
联席会议授予 “四无”乡镇称号，被市爱卫会

授予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卫生先进单位称号；１２月，
李发强被平顶山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授予

平顶山市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个

人 “奉献奖”称号。

（李　一）

董周乡

【概况】　董周乡位于鲁山县城西，乡政府所在
地距离县城８千米，总面积９９平方千米，耕地
面积５３万亩，属浅山丘陵区。下辖３４个行政
村，２３９个村民组，农业人口 １２８４０户、５６１２２
人，其中贫困人口 ２３８０户 ８４００人，贫困发生
率９４％。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２６４１０万元；全年财政税收任务４１４５万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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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税收５４０万元，超额３０％；完成招商引资６亿
元，荣获全县第三季度高质量发展金奖。

【脱贫攻坚】　坚持产业引领，脱贫基础得到夯
实；创新工作机制，扶贫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注重智志双扶，群众内生动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２３７５户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一是继续从 “两不

愁三保障”方面为群众提供服务和保障。二是

发展 “一村一品”产业，做优做强梨树、桃树、

杏树、石榴、香菇等林果和食用菌产业，扶持种

植专业合作社发展，助力农户增收。三是完善

基础设施，继续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水利

建设扶贫工程，保障贫困群众安全饮水；农村

电力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提升农网供电能力和

质量；村级信息化建设，实现宽带网络全覆盖。

四是改善人居环境，落实环境卫生制度，农户

集中居住点适当增加垃圾箱、垃圾桶，增强农

户环境保护意识。

【特色产业】　按照 “十百千万”产业发展思

路，构建 “南有小集香菇、北有沈沟红薯、东

有尹庄苗木、西有富硒酥梨、中有乡村旅游”

发展模式，不断壮大酥梨、食用菌两大龙头产

业，培育带贫经营主体 ２６个，认定小集香菇、
沈沟红薯、闫河粉条等扶贫产品６２个。香菇种
植产业辐射带动１５个村，种植６０００万袋，产值
２７亿元；苗木花卉产业带动 １２个村，面积 １
万余亩，年产值８０００万元；红薯种植产业种植
面积４０００余亩，年产值８００万元，带动３５６户
贫困户；林丰庄园 （３Ａ农业观光旅游区）集现
代农业观光、休闲采摘、历史文化体验等乡村

旅游业，带动２３０余户贫困户稳定增收。初步建
成酥梨产业园，五里岭酥梨通过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识认证评审，种植面积超过１０万亩，年产
量２００万吨，年产值４亿多元。
２０２０年，统筹扶贫资金 ８５０余万元，实施

项目２０个。全乡累计建成确权基础类项目１４１
个、产业类项目４５个、到户类项目８个。

【林业畜牧】　落实新造林奖补政策，发放新造

林奖补金１８个村９６户３３６亩１４６３２８元，做好
春冬两季森林防火工作，境内未发生一起重大

火灾事故。全乡发放养殖奖补３７９户５２７３０５元。

【基础设施】　投资３９０万元，新建饮水工程７
处，铺设管道８９万米，新打吃水井１１眼，新
建管理房１１间，共解决２３５０户９８３６人的吃水
困难问题。发放移民资金４８０万元。在武庄、石
峡沟、土楼王、南张庄、盆窑等１０个行政村铺
设道路６８００米，建设排污渠２８０米，安装路灯
１８０盏。

【文化教育】　疫情期间，安排部署疫情防控及
复学后勤保障工作，成立线上教学工作领导小

组，密切关注线上教学实效，有效衔接居家线

上教学与学校课堂教学。持续开展教育扶贫工

作，建档立卡学生应享尽享政府资助，开展

“控辍保学”大走访活动，确保所辖区内无辍学

学生。

【社会保障】　按照国家有关低保政策，做到动
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全乡共有农村低保户６１５
户８７３人，重残低保户１６２户１６２人，城镇低保
户８户１３人，累计发放低保资金 ４２６万余元、
残疾人 “两项补贴”１９５万元。争取资金８５万
元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３４户。发放高龄补贴
７５万元。

【人居环境】　一是压实常态、长效村容村貌治
理责任。完善农村保洁员管理办法，实行保洁

员动态管理。建立长效机制，村村制定村规民

约、“门前三包”责任制，卫生评比制度、卫生

管理公约等各项规章制度。农村生活垃圾和污

水有效治理率９０％以上。二是投资１００余万元
打造石峡沟至闫河村环境整治示范路，沿线种

植各类绿植１０万余株；打造乡土乡情劳动广场
和红薯窖游园 ２处，新建游园 ２处，菜园、花
园、果园７处，文化活动广场１处，修砌花栏、
围栏、护坡 １５００多米，平整七里河上游河道
４００余米，修整护河堤 ７００米。十里村、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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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闫河村、沈沟村、土楼王村 ５个村荣获
“２０２０年省级文明村”称号。三是路域环境治
理，成３个专项工作组，拆除国道 ３１１、省道
２４２两侧 “双违”建筑、私搭乱建２４４处３万余
平方米，其中，砖混结构５０００余平方米，临时
性建筑物２５７３０平方米。

【信访稳定】　健全乡村两级矛盾调处机制，发
挥人民调解作用。全年研判解决问题７７起，没
有发生重大恶性和集体信访事件。民事调解工

作获得全县金牌调解室称号。

【疫情防控】　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一办
七组”专班化开展工作，全力以赴开展社会防

控、疫情监测、患者救治、舆论引导、督办检

查、医药物资和生活物资保障，构建 “查、防、

控、治、保、导”六位一体防控体系。率先对

“五类重点人员”开展核酸检测，通过大数据技

术手段织密监测预警网，迅速阻断传播链条。

精准排查返乡人员２７９人，居家隔离７８１人，无
确诊、疑似人员。及时为隔离户、弱势特困群体

提供精准帮扶３２万余次。推进复工复产，新增
就业 １０９人，就近就业 ３１５人，发放务工补助
８４４９６９０９元。获得全县 “疫情防控先进基层党

组织”称号。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被评为鲁山县第三季度高
质量发展目标考评金奖、平顶山市脱贫攻坚问

题整改工作先进乡、平顶山市第二届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先进集体、市级文明村镇、全市信

访 “四无”乡镇、省级卫生乡镇；土楼王等 ５
个村被省爱卫会评为省级卫生村，孔庄等７个村
被评为市级卫生村，石峡沟村被评为河南省乡

村旅游特色村；五里岭酥梨获得农产品国家地

理标志认证。全市脱贫攻坚问题整改现场会在

董周乡杨树沟村召开。

（张梦丹）

河乡

【概况】　韍河乡位于鲁山县城西南部。东临马
楼乡，西连昭平台库区乡，北靠大沙河，南与方

城县接界，西南与熊背乡接壤。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底，全乡面积８５９１平方千米，耕地２１万亩，
山地 ３２万亩，林地 １８２万亩。辖 ２６个行政
村，１１５个自然村，１７８个村民组，５４０７９人。
鲁南公路 （省道２３１）、鲁艾公路 （省道２３９）、
军航路穿境而过，交通便利。

全乡地势南高北低，著名的山峰有风筝山、

老虎岭、方山 （天印山）、西牛心山、买家寨

山、东牛心山、跑马岭等。矿藏有金、银、蛭

石、花岗岩。农业主产小麦、玉米。境内有碱场

温泉。

【脱贫攻坚】　全乡原有建档立卡村６个，贫困
人口１８２２户６０４０人。２０２０年，落实畜牧业奖补
４２４人次 ４４３６５万元，林业奖补 １６３人次
２４８１２万元，种植业奖补７０１人次８１３１２万元；
享受务工奖补人次１４９５人次１２６４２１８元。社保
公益岗２８人，发放工资１８１７万元。贫困劳动
力就近就业人员２２５人，发放工资４７８８万元。

全年减贫 １９８户 ３３０人，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贫困发生率降至０。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共实施项目８个，总投
资８２６３７０８万元。

一是基础设施项目３个，总投资４７９７６万
元。赵楼村村内道路建设项目，投资 １８７８万
元，建设道路３９５８米；头道庙村村内道路建设
项目，投资１６０４万元，建设道路２５０５米；赊
沟村至江河村道路建设项目，投资１３１５６万元，
建设道路１７００米。

二是产业项目５个，总投资３４６６１０８万元。
黑石头村香菇深加工项目，投资４９９９５８万元，
建设８０平方米冷库１座、避雨棚１座，安装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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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设备 ２台；平高城村食用菌大棚项目，投资
１４６２３万元，建设食用菌大棚２１座；赊沟村赊沟
村蓝莓基地二期机井配套项目，投资３０２７万元，
打机井１眼及配套设施；航空、神泉社区产业大
棚建设项目，投资６７７６５万元，建设食用菌大棚
１１座；邓东村冷库及果园灌溉配套项目，投资
５２３５万元，打机井２眼及配套，建设冷库１座。

【农业生产】　全乡耕地面积２１万余亩，农作
物主要有玉米、小麦，零星种植红薯、花生、油

菜、芝麻等，粮食总产量在１７９万吨以上，人
均占有粮食３００公斤。全乡建有云飞金源实业林
果和菜心基地２０００亩，天泽牧业肉牛养殖场存
栏６００余头，果然实业青年鸡繁育基地年出栏
８０万只，绿兴食用菌种植年栽培食用菌 ８０万
袋，葡萄、红梨、板栗、猕猴桃、樱桃、软籽石

榴等种植基地３３００余亩以及总存栏５０万只的养
鸡场３６家。

【特色产业】　立足资源和传统优势，因地制宜
发展葡萄、蓝莓、板栗、香菇、红梨种植等特色

农业产业，重点扶持发展绿色无公害果品、无

公害蔬菜、规模养猪、养鸡大户，形成 “一村

一品”的新格局。赊沟村蓝莓种植，稻谷田村、

江河村、北沟村、红岗村板栗种植，方山村、陈

楼村红梨、黄金梨种植，邓西村猕猴桃种植，黑

石头村、尹村、江寨村、余流村香菇种植，陈圪

!

村的８４２４西瓜、草莓种植，陈楼村、石佛寺

位于陈圪
#

村的８４２４西瓜基地 （王永安／摄）

村葡萄种植，赵楼村对虾养殖，老东村、老西村

活鸡养殖，碱场村罗非鱼养殖等。２０２０年，“一
村一品”特色产业实现产值３０００万元，占农业
总产值达９５％。

【旅游开发】　一是建设孝道公司碱场温泉开发
和养老项目，把碱场建成集 “洗疗结合 （洗浴、

疗养）、度住结合 （度假、住宿）、双养并行

（休养、养老）”为一体的乡村温泉特色小镇。

二是申报三星级农家乐２家。主要经营特色炖土
鸡，菜肴以本地的葛花、栎蛾、红薯梗、栗茸等

山野菜、食用菌为主。

【文化服务】　一是建成石佛寺、余流村文化活
动广场２０００平方米。二是为石佛寺、余流等２１
个村和２个易地搬迁小区 （航空小区、温泉小

区）配发各类图书２５３万余册，为赵楼、头道
庙、陈圪

!

、赊沟、北沟 ５个村再次配备储量
大、使用方便的电子 “农家书屋”。三是为石佛

寺、余流、平高城、稻谷田４个村配备篮球架和
体育活动器材４０余套。

【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底全乡低保户８９８户１３４７
人，特困供养人员３１５人，其中集中供养４０人、
分散供养 ２７５人；享受残疾人 “两项补贴”

１２３９人，每月发放补贴８２１万元，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无障碍改造７０户；享受高龄津贴９６２
人，其中８０～８９岁 ８４９人、９０～９９岁 １０９人、
１００岁以上４人。

【环境整治】　一是开展清洁行动。持续推进村
庄 “三洁一改”，保洁工作纳入规范化、常态化

的轨道，解决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污染问题，保

持村庄干净、整洁、有序。二是打造 “四美乡

镇”。发挥 “红装”队伍作用，全面清扫环境卫

生，治理污水３６处，清理河道垃圾１３８千米，
清运河道垃圾１３吨，强力拆除韍东、韍西沿街
商铺违章建筑、私搭乱建、占道经营１４０家２８０
余间，路肩培土７千米，公路两旁栽种行道树４
千米，全部涂白、成活。全乡共栽植各类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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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万棵，５亩以上连片种植９块。三是示范带
动。完成韍东村、陈圪

!

村示范点建设，赵楼

村、头道庙村平整土地９０余平方米，共计投资
５０余万元新建游园４处、古式凉亭４座。

【信访稳定】　２０２０年，建立和完善信访案件督
查督办制度，落实包案领导和办案人员的责任，

限期办结上报。全年共收阅上级转办信访案件７８
件，全部办结，信访部门和责任单位评价率

１００％。接待群众来访、来信、来电、网访、信访
３５０余人 （件）次，走访信访户５０余户。

（盛北辰　李云峰）

昭平台库区乡

【概况】　昭平台库区乡位于鲁山县城西，环昭
平台水库而设，乡政府驻地距离县城 １２千米，
东临韍河乡，西界下汤镇，北接董周乡、南与团

城乡接壤，国道３１１、２０７、郑尧高速穿境而过，
交通便利。

全乡总面积 １０１４２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４７００亩，水库正常水域面积１０２平方千米，最
大储水量 ７２亿立方米。全乡辖 １８个行政村，
１２２个 村 民 小 组，１０１个 自 然 村，总 人 口
２８６７９人。

【脱贫攻坚】　一是产业扶贫。２０２０年，发放种
植奖补４７７户８８８５万元，养殖奖补２２３户２１９
万元，自主经营３８户３３４万元。培育发展新型
带贫经营主体，引进、培育发展新型经营主体

（企业、合作社）１８个，通过 “公司 ＋贫困户”
“合作社 ＋贫困户”的带贫模式，通过土地流
转、务工、入社带动发展等方式，与贫困户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

二是就业扶贫。设置治安巡逻员１７人，每
月每人５００元；保洁员５８人，每月每人工资７００
元；中原农险协保员 １８名，每季度每人工资
５４９元；护林员８０人，每月每人５００元；社保

协办员１８人 （其中，贫困村每人７１０元／月，非
贫困村５００元／月）。全年发放务工交通费奖补
７１４ 人 １６４３ 万 元， 工 资 奖 补 ８０８ 人
６００８２６９３元。

三是金融扶贫。成立乡级金融扶贫站、村

级金融扶贫部，为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提供１～５万元免担保、免抵押扶贫小额贷款，
解决贫困群众因资金无法发展的困境。２０２０年
发放６８户１３６９万元。

【农业发展】　一是及时发放农业 “三项补贴”、

退耕还林、公益林、产业奖补等惠农资金。完成

全乡土地确权和 “两区”划定５８１０亩。二是畜
牧养殖。指导养殖场 （户）做好厂区环境清洁、

消毒灭源工作，并向辖区内散养户和农家乐散

发 《非洲猪瘟防控明白卡》《关于禁止向生猪养

殖户提供泔水的通知书》。三是开展技术培训和

现场指导，为贫困村建设冷库项目８座。

【产业发展】　一是蓝莓产业。独特的土壤和气
候特别适合种植蓝莓。２０１３年试种成功后，已
发展蓝莓种植园区 １９个 ４８００亩，其中盛果期
２８００亩。全乡蓝莓种植土地流转涉及１４００户，
其中：贫困户３１０户，年增加收入２４５余万元；
贫困户在园区务工２３０户５００余人，年人均增收
１４８０元。成立蓝莓产业党总支，共有党员３０余
名，分设蓝莓产业党支部４个，分别东许庄村蓝
莓产业党支部、婆娑村蓝莓产业党支部、栗村

村蓝莓产业党支部、搬走岭村蓝莓产业党支部。

二是食用菌种植业。创办河南吉尔木食品

有限公司，专一销售香菇、木耳，带动全乡１１０
余户从事该行业。２０２０年在曹楼村建设分厂，
主体已完成，预计投入生产后年产值可达１亿
元，可吸纳２００余名劳动力就业。

三是乡村旅游业。全国知名文旅企业 “奥

伦达部落”昭平湖小镇与县政府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项目合作范围为库区乡白沟村、纸

坊村等１１个行政村。昭平湖小镇项目已流转土
地１３００亩，涉及１８５户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３６户），带动周边务工２００余人，安置建档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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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６５人，人均月增２５００元。

【招商引资】　２０２０年，新增招商引资项目 ４
个，总投资５８８２６亿元，已完成投资１７０３亿
元。一是奥伦达昭平湖小镇项目。该项目总投

资５０亿元，为旅游度假住宅项目。二是盛世丰
泽养老项目，该项目为医疗结合项目，总占地

１８６亩。三是河南省预硕广农业有限公司项目，
总投资２７３亿元，占地面积１００亩，该项目为
林果、农作物种植、水产品养殖，农副产品加

工。四是平顶山市沃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总投资 ９６０万元，占地 ３００亩，主要从事蓝莓
种植。

【环境治理】　一是拆除违建。成立库区乡综合
执法大队，先后集中力量拆除婆娑街两侧、环

库路两侧违建。共下达自拆通知书６００余份，出
动钩机、铲车、三轮车４００余台次，拆除私搭乱
建６００余处。二是美化亮化。先后投资２００余万
元，在婆娑村打造２０００平方米的游园１处；铺
设道路彩砖２８００平方米、路沿石７８６米，粉刷
墙体９８００多平方米，铺设沥青路面３６０米，更
新街面商铺门头８６户；新装路灯１００盏，栽种
各类绿化树种 ５０００余棵；建设生态停车位 ３０
个，浆砌石 ６８０米 ３０００立方米，新建排污渠
１５３０余米。三是重点绿化。环库路西沟—张湾
线２５２千米种植各类风景树１９万棵，集中绿
化沿线两侧３０米以内，总面积７００亩。四是激
励机制。逐村观摩人居环境，逐个打分评比，前

三名分别给予２万元、１万元和５０００元的资金
奖励，落后村作表态发言。

【平安建设】　２０２０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加强治安队伍建设，在贫困户中选聘１５名
治安巡逻员，扩大治安巡逻覆盖面。发挥乡矛

盾纠纷调处中心作用，进一步完善信访听证、

集中处访和矛盾处理机制，开展 “大走访”活

动，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共排查矛盾纠纷１５起，
成功调解１５起，调解成功率１００％。接收各级
各类信访案件 １９起，已全部办结，办结

率１００％。
重视食品药品、消防、建筑、非煤矿山、道

路交通等八大重点领域的安生生产工作。开展

各类安全检查 １２次，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 １７
处。开展山洪灾害、森林防火、公共应急演练，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疫情防控】　一是党建引领。在全乡成立疫情
防控临时党支部１个、临时党小组３８个，党员
群众齐上阵。二是联防联控。乡村两级党员干

部充实到各村一线，２４小时值班，封闭管理，
落实体温监测、登记。常态化管理后，突出重点

地区返乡人员登记及信息核实。全年累计排摸

近２万人、重点地区返乡人员１３８２人次。三是
返乡隔离。核酸检测阴性前提下，返乡人员自

行居家隔离，村医每天上门进行体温测量登记。

无异常情况出现。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被授予２０２０年度河南省
级文明乡镇称号。

（党　凯）

熊背乡

【概况】　熊背乡位于鲁山县西南部，乡政府所
在地距县城２０千米。南连南阳市南召县，西接
团城乡，东南邻南阳市方城县，东与北接韍河

乡。总面积 １３００７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８２４６
亩，辖２０个行政村，１２７个村民组，１７８个自然
村，６４６２户２４２０９人 （回族１７６人），人口以汉
族为主，回族聚居在晒衣山村。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 ２３３０７万元，限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２３００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０２６８万元，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１０７０５万元，实现工业增加值
２６７５万元，利润总额８８８万元。２０２０年，脱贫
出列贫困村１个 （茶庵村），剩余脱贫退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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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１１４户２４６人，贫困发生率降至０。

【脱贫攻坚】　一是巩固脱贫成果。对已退出的
９个贫困村村、已脱贫的７０３４贫困人口，坚持
“四个不摘”，推进脱贫巩固计划，落实产业、

就业、金融扶贫、“雨露计划”等扶贫政策，保

证贫困户稳定、持续增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

力外出务工，全年劳动力转移就业９８６３人，发
放家庭增收项目奖补资金３７户４４３３０元、就近
就业岗位工资１５６６人次６６６７７５元、务工及交通
奖补１８６６人次１２２３２３０元。

二是实施扶贫项目１４个，总资金９３０万元，
项目拨款进度９０％。

三是衔接乡村振兴。围绕产业发展、集体

经济、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基层组织建设等，

建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机制。

【农业生产】　２０２０年，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
策，共发放四项补贴资金１０８７７８３２３元。共有
中型拖拉机、农用三轮车１７２５辆，农业机械总
动力１８２万千瓦，农用水泵１０７台。农产品加
工机械２９台，其中，脱粒机９台、磨面机９台、
榨油机１１台。

完成营林造林４７００亩、森林抚育８１５８亩。
全面实施护林防火网格化管理，全年未发生较

大火情。

养殖业以猪、牛、羊、鸡为主，规模养殖户

３６户。其中猪存栏７０００头，牛羊存栏１７５２万
头 （只），家 禽 饲 养 ２５万 只，防 疫 密
度９９９％。

【特色产业】　２０２０年，全乡成立血桃种植专业
合作社４个，辐射带动１０个村１０００余户，种植
面积８８００亩 （其中已挂果１５００亩），年产值突
破５００万元。成立油栗种植合作社，发展油栗种
植３２万亩，年产值２２０万元。成立老庙庄村花
卉、苗木种植合作社，整合土地６００余亩，种植
玉兰约４万株、五角枫近 ３万株、女贞近 ２万
株、月季种植大棚 ２６座 ３万余株，其他花卉、
树种１多余株，年产值５００余万元，生态效益、

规模效益、经济效益日益显现。发展辛夷 ４００
亩，年产值１５０万元；发展薄皮核桃种植 ２２００
亩，年产值２３００万元；发展食用菌种植６５０万
节 （袋），年产值２６００万元。

【乡村旅游】　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理优
势，形成以晒衣山、老庙庄、熊背、宝山草店为

中心的红色爱国教育游，以桃园沟为中心的牛

皋故里爱国教育游，以大年沟、大麦王为中心

的林果采摘游，以茶庵、葛庄为中心的楚长城

遗址游，以茶庵、雁鸣庄、宝山为中心的民宿乡

村游，以葛庄、宿王店、晒衣山为中心的历史传

说游。

【文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吸纳社会志愿者队伍，引领群众参与各类

赛事节庆活动。对 １个乡级文化服务中心、２０
个村级文化服务站完善配套设施，落实人员管

理、资金配套、队伍建设、活动开展、资料完善

等措施，实现９个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
覆盖。

【卫生保健】　２０２０年，完成医保收缴 ２００７８
人，占任务９６％。登记、纠错医保信息 ６００余
人。疫情期间发放各种物资５０００余件，登记外出
人员 （临时）、车辆４０００余 （台）人次，大数据

比对排查、上报６００余人，核酸检测１９人。全乡
出生婴儿２１１人，其中一孩１２９人、二孩８２人。

【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办理待遇领取、死亡退
费、待遇终止、信息变更、资格认证等各项业务

１０００余次，１６～５９岁参加养老保险 １２７５９人，
６０周岁以上享受养老保险待遇３２８３人。

【村镇建设】　２０２０年，完成危房改造两批１７
户，发放资金 ３０６万元。完成 ２０１６年至 ２０１９
年１６１３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信息录机工
作，申请奖补资金９３万元补贴特困户的自筹不
足部分；发放２０１９年度第二批拆除房屋５８户的
补助经费１１６万元；发放４个村 “六改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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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户的补助资金５５６３万元。

【人居环境】　规范环境治理实施方案、卫生保
洁制度、村规民约，开展家校共建活动，完成户

用厕所改造 ３１２户。２０２０年新聘用保洁员 ５６
名，安排公益性岗位保洁员１４０人，统一购置服
装、工具，划分具体的责任区域，明确具体的责

任人。

推进达标村、示范村标准建设，建成熊背、

宿王店、大年沟、大麦王、草店、孤山、黄土

岭、雁鸣庄 ８个村示范村。茶庵、横梁河、葛
庄、桃园沟、月明石、老庙庄、李沟、宝山、南

子营、交口、晒衣山、寺前１２个村达到达标村
标准。

【平安建设】　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建立
完善分析研判、定期排查、工作台账等制度，全

年调解各种矛盾纠纷８９件，调解成功８７件，调
解成功率９７７％以上。草店村人民调解委员会
主任郝欣欣，被县司法局推荐为市级人民调解

“金牌调解员”。

２０２０年，全乡无重大刑事、治安案件，项
目工程建设领域无违法犯罪行为，未引发矛盾

纠纷、群体上访或其他恶性事件。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荣获２０２０年度河南
省卫生乡镇、市级 “文明乡镇”、第二届脱贫攻

坚 “鹰城榜样”先进集体；５月，荣获全市信访
工作 “四无”乡镇；６月，荣获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先进基层党组织；９月，荣获全县安全生产优
秀单位。

（李嵩巍）

团城乡

【概况】　团城乡位于鲁山县城西南部，乡政府
驻地距离县城 ３５千米，东邻熊背乡、库区乡，
西邻四棵树乡，北邻下汤镇，南与南召县接壤，

总面积１０１４平方千米。２０２０年全乡辖１１个行
政村，３２６个自然村，９２个村民组，总人口
１５４７６人，其中，农业人口１５１５２人、非农业人
口３２４人。

【脱贫攻坚】　全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１０６３
户３４７７人，２０１９年底脱贫９６６户３３３６人，２０２０
年脱贫９７户 １４１人，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申请和利用上级资金３亿多元，一是完成交通投
资项目 ８０００多万元，修建农村公路 １３２千米、
桥涵２３座；修建清水河至牛王庙村省级示范性
“四好农村公路”。二是投资近亿元实施农村电

网改造，保障农村农业的生产发展。三是投资

８００余万元新建和修缮农村安全饮水工程１３０余
处，解决群众安全饮水问题。四是实现户户通

广播电视、村村通宽带。五是投资建设和改建

标准化村卫生室１１个，实现所有行政村有标准
化卫生室和合格乡村医师。六是新建标准化村

室４个、文化大舞台和文化广场，配套文化器
材、体育器材等。

【农业生产】　２０２０年，粮食播种面积８９２０亩，
粮食总产量２２０７吨，其中：夏粮播种面积４０１５
亩，产量１１５３吨；秋粮播种面积４９０５亩，产量
１０５４吨。农业总产值１１８０７万元。

２０２０年，板栗、辛夷、萸肉、杜仲、桐油
为主的经济林６４０万株，引进新品种４个，新技
术２项，改良品种２个。

【食用菌种植】　２０２０年，全乡食用菌种植专业
村１１个，种植袋料香菇、木耳共计５６０万袋以
及赤松茸、羊肚菌等。枣庄村、辣菜沟村形成食

用菌产业基地，建成食用菌大棚１００余座。

【畜牧养殖】　２０２０年，各类规模养殖场１４个，
各类专业户２３６户，大牲畜存栏１８６２头，生猪
存栏８９６６头，家禽存栏６８万只，羊存栏１２３４２
只，防疫密度１００％。
２０２０年底，投资８０００万元，租地６００余亩，

建成梅花鹿散养区、盆景和花卉种植观赏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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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映山红培育区，存栏梅花鹿２００余只。

【乡村旅游】　２０２０年，打造出清水河多彩田
园、花园沟村自助农家小院等特色旅游景点，

新增农家乐宾馆 １０家。全年接待游客 ２０万人
次，旅游直接收入４７５万元。其中，花园沟村半
山有客农家乐被授予 “鲁山县四星级农家乐”、

三琴农家菜等６家农家乐被授予 “鲁山县二星

级农家乐”称号。

　　游客在团城乡花园沟村体验农家生活　
（王永安／摄）

【学校教育】　２０２０年，全乡有学校７所，教学
点５个，在校生１３５０人，教职工１０５人。其中：
小学５所、教学点５个，在校生６９２人，教职工
６３人；初中１所，在校生４３５人，教职工３０人；
幼儿园１所，在校生２２３人，教职工９人。１１２７
名中小学在校生全部免交课本费、学杂费。

【卫生保健】　２０２０年，团城乡卫生院职工１６
人。开设有内科、外科、妇科、预防保健科、接

种门诊科等临床科室和手术室、化验室、检查

室、治疗室等重点科室，开放床位２０张，拥有
化验机、Ｂ超、心电图机、半自动分析仪、
２００Ｗ光机等先进设备，可开展血脂、肝功、肾
功等检查。全乡有个体诊所１７个，村级防疫员
１１人，免疫接种６８０人次，全面推行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参合率１００％。

【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实有特困人员 ２２４户

２２４人，低保户４７５户６０５人。全年共发放低保
资金１２０余万元、特困人员补助资金 １１０余万
元、特困人员代养人资金 ３０余万元、残疾人
“两项补贴”资金３１余万元、孤儿救助款１万
余元、高龄老人补贴资金１９９８万元、优抚对象
抚恤金３２余万元。

【文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有 “农家书屋”１１处，
文化资源共享点１２处，秧歌队１１支，老年文艺
活动团体１２个。依靠１１个村建立的文明传习站
和志愿服务站，开展文明传习１００余次，开展以
清洁家园、健康服务为主题的志愿服务 １５０余
次，社会反映良好。２０２０年团城被授予 “全国

文明乡镇”称号，鸡冢村 “全国文明村”复验

通过。

团城乡寺沟村文化大舞台　 （陈涛／摄）

【人居环境】　２０２０年，投资５００多万元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累计发放

宣传告知书１５００余封，出动宣传车３０余次，制
作宣传条幅６０余幅，出动整治机械５０多台次，
清运垃圾３５０余吨。实行生态护林员、交通护路
员、卫生保洁员等 “多员合一”，人居环境改善

成效明显。

【安全生产】　一是开展安全宣传活动，张贴宣
传标语４３０余幅，悬挂横幅５６幅；设咨询台１
个，解答疑难问题３２０余条。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工作先后被凤凰网、《河南经济报》等媒体进行

报道，受到平顶山市安委会的肯定。二是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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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乡政府为大网格，行政村为中网

格，村民组、自然村为小网格。

【疫情防控】　一是利用小团城村护林检查站，
改建成疫情防控检查站，严把团城乡出入口；

动员护林员，将护林防火和疫情防控相结合。

二是实行 “四包一”责任制，对中高风险地区

返乡人员，一律安置在乡集中隔离点进行不低

于１４天的隔离观察；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全
部居家隔离。无一例疑似和确诊病例。

（杜军坡）

四棵树乡

【概况】　四棵树乡位于县境西南部，乡政府所
在地距县城 ３６千米。１９５８年，建立四棵树公
社，１９８３年社改乡。全乡总面积１２７８４平方千
米，辖车场、合庄、代坪、平沟、柴沟、土楼、

街西、彭庄、沃沟、南营、张沟、黄沟１２个行
政村，８５个村民组，１１５个自然村，人口 １６
万人。

辖区内环境优美，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文

殊寺景区的银杏古树２５８０年，是已知树龄最大
的古树群之一。特色 “农家乐” “自主小木屋”

遍布乡间。牛腿山羊，体大、肉鲜、毛佳，闻名

全国。盛产中药材、桃核、木耳、桐油、板栗、

柿子。矿藏有花岗岩、萤石、石英、钾长石、

金、铁等。农业主产小麦、玉米、水稻、豆

类等。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４８８亿元，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５７４％。开工千万元
以上建设项目５个，投资总额３３７４亿元。实现
税收收入２３５２６万元，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０９２％。

【脱贫攻坚】　一是健康扶贫。组建家庭签约服
务团队４个，分片包村，签约贫困人员４１３１名。
落实先住院后付费政策，受益６６３人，共垫付押

金７９７３７１万元。设置扶贫病房２间，享受住院
“一站式”结算５６０人，协助办理门诊重症慢性
病４７１人，大病专项救治２５１人。

二是教育扶贫。全乡共举办 “雨露计划”

实用技术培训班４期，培训贫困群众４８０余人。
通过 “雨露计划”为贫困户补贴驾驶证４０人８
万元，高职高专在校学生８人次补贴８０００元。

三是金融扶贫。成立乡级金融扶贫服务站

和村级金融扶贫服务部。全乡共发放小额贷款

３３７笔 １２００万元，户贷率 ３１％，贴息 ２５８笔
４６４万元，到期还款率１００％。

四是林业扶贫。以平沟、土楼特色中草药

种植为依托，发展猪苓、天麻、辛夷等林下中草

药种植，仅辛夷一项年产量 ９００余吨，总收入
１２００余万元。发展张沟生态猪养殖、柞蚕养殖、
牛腿山羊养殖等。依托车场野生葡萄酒厂，发

展野果采摘和野生葡萄移栽。 “十三五”期间，

共为贫困户发放林业奖补 ３１２４０万元，累计为
１５０名护林员发放工资２９０万元。

五是扶贫基地建设。重点扶持车场村坤泰

农业葡萄酒厂、合庄村标准化羊场、张沟村生

态猪养殖３个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其中车场村坤
泰葡萄酒厂辐射周边１０００人上山采摘野山葡萄，
仅一个采摘季节两个月时间，即可人均增加收

入４５００元以上。张沟村草猪养殖基地流转林地
５０００亩，养殖野猪５０００头，带动８０户贫困户种
植蔬菜和务工就业，年均增收万元以上。土楼

辛夷扶贫基地，仅辛夷采摘一项，直接带动贫

困群众１０００余户，户年均增收４０００元以上；设
置贫困群众专项岗位１２个，吸纳土楼村及周边
村庄贫困群众进场务工，年均增收６０００元以上。

【乡村旅游】　一是节庆活动。２０２０年，承办鲁
山首届杜鹃花节，吸引游客近１０万人次。二是
农家自助游。构建以黄沟自助农家 “十二园”

和沃沟４处自助农家院为代表的农家游新模式。
覆盖平沟、代坪的云栖谷景区规划设计已近尾

声，正在进行手续报批。开展农家乐星级评定，

累计创建三星级以上农家乐５家，升级改造４０
余家，新增高品质农家乐９家。三是旅游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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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完成石林路全线升级改造工程，修建

黄沟村内旅游线路１２千米、彭庄至街西村内道
路１５千米、平沟至珍珠谭观光线路２７千米，
升级改造张沟至柴沟旅游专线２５千米，柴沟至
平沟４８千米旅游环线已完成路基铺设。绿化旅
游廊道２１千米，建成文殊寺及杜鹃岭景区停车
场４处，修建杜鹃岭景区旅游步道１７千米、步
梯１９００个，新建旅游观景台、旅游公厕各４处。

四棵树乡被评定为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

范乡镇，黄沟村、张沟村分别授予 “河南省乡

村旅游特色村” “河南省乡村旅游创客基地”

称号。

【项目建设】　全乡累计落地重点项目 １５个，
总投资１９８２亿元。其中，张沟生态猪养殖基地
一期、一化柞蚕一期、寸草春晖康养中心一期、

石林路升级改造工程４个重点项目已经竣工，完
成投资８６２亿元；云栖谷景区、汝风源风力发
电、代坪民宿等１１个重点项目正在建设。

【双违整治】　一是开展卫片执法、矿山治理、
砂资源治理等行动。二是集中开展违建别墅整

治、耕地建房整治行动，累计拆除违建别墅１３
处２５万平方米；耕地建房５处，已拆除４处。
全乡耕地保有量４７５８５公顷，全乡耕地总量保
持平衡。

【人居环境】　一是清除店外经营、违章建筑、
乱堆乱放情况８５处，残垣断壁改为游园、停车
场、党建宣传阵地６处。新建柴沟、黄沟、街西
游园３处，累计美化墙体５１００平方米，涂刷宣
传画４５０余幅，美化篱笆、围栏 ７０００平方米。
二是街区外墙面统一色调，统一更换商户门头

２８５户，铺设街区人行道１２千米。街区路灯全
覆盖，安装电子抓拍摄像头，规范街区停车。三

是 “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实施户厕改造４个村
１５００户，新配备垃圾桶６００个，累计清除陈旧
性垃圾堆５２处４００余吨。

【政务服务】　２０２０年，推行 “互联网＋政务服

务”体系建设，推进 “一站式”便民服务，实

现１个乡级服务中心、１２个村级服务站 （中心）

政务服务全覆盖。乡村两级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站）共接待群众３６００余人次，提供延时服务
３００余人次，累计延时服务超过 ２０００分钟，办
理各种便民事项１３００余件。

【食品安全】　全年召开食品安全联席会议 ７
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６次，共发现食品安
全隐患３７处，现场整改１０处，限期整改２７处，
没收过期食品１６公斤。全年未发生一起食品安
全事故。

【消防安全】　２０２０年，设立消防安全网格长、
协管员、监督员、联络员６０名，网格员１４５名；
开展消防知识培训２次，参与学习１２０余人；开
展消防安全宣讲活动６场；开展消防演练５次，
发放宣传页２０００余份；累计转发消防宣传公益
广告、警示信息１０００余条；全年开展消防专项
检查７次，共排查安全隐患３２条，整改３２条。

【信访稳定】　全年交办受理案件１０起，结案９
起，正在调查处理１起，全乡信访形势总体稳定。

【疫情防控】　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抽调专人
组成疫情防控办公室具体负责疫情防控。全乡

累计发放口罩５０００余只，消毒用品１吨，消杀
面积超过 １万平方米，跟踪监测返乡人员 ５３５
名，核酸监测２４人，未出现１例疑似或确诊感
染病例。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四棵树乡被评为河南省特
色生态旅游示范乡镇，黄沟村被评为河南省乡

村旅游特色村，张沟村被评为河南省乡村旅游

创客基地。

（张铭铭）

４９３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背孜乡

【概况】　背孜乡地处鲁山县城西北边陲的三县
（鲁山、汝阳、汝州）交界地带，北与汝州市寄

料镇接壤，西邻汝阳县王坪乡，东南临瓦屋镇。

乡政府驻地背孜村，距离县城４６千米。全乡总
面积９２９４平方千米，海拔最高９１６米 （九峰山

主峰大寨山）。全乡辖１０个行政村，１２６个村民
组，４８８４户，１８６８８人。自生林地 ８５６万亩。
全乡主导产业以种植业、养殖业和劳务输出

为主。

【脱贫攻坚】　一是产业扶持。引导辖区农民专
业合作社、能人大户、家庭农场，带动贫困户发

展产业、就业务工、土地流转、入股分红，打造

食用菌种植、生态林果种植加工、循环畜牧养

殖 “三大特色产业”。指导有种植、养殖需求的

贫困户发展香菇大棚、种驴养殖、生态林果等

“一村一品”特色产业，１０个村发展 “村集体

经济产业”项目１２个，集体经济收益 ８０余万
元。带贫产业带动农户流转土地３０００余亩，吸
纳务工１２６人，其中贫困户７８人。

二是就业创业扶持。全年全乡贫困劳动力

就业２０１５人，其中，县外务工 １６８４人、县内
３３１人。全乡具备就业能力和就业条件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基本实现１人以上就业，贫困家庭就业
率９２５％。申报交通、务工奖补１０４９人，发放
奖补资金７０８９１４元。设置公益性岗位及就近就
业岗位２５６个，实现贫困户就近务工，每人每月
３００～５００元。

三是金融政策扶持。建立乡村两级金融扶

贫服务体系，为贫困群众提供 “一站式”服务，

实现有信贷需求且符合信贷条件的贫困户应贷

尽贷。全年累计发放户贷户用扶贫小额信贷

３９８户。
四是搬迁后期扶持。为使７６户２７１名搬迁

群众真正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在安置

点新建香菇大棚 ２０座，提供公益岗位安置 １１
个，带动２０个劳动力就业。

五是实施教育保障。２０２０年秋季资助中小
学贫困学生８９１人６０００８２５元；资助学前儿童
１２１人６０５００元。义教受助学生６７７人３２７０８７５
元。高中及中职受助学生９３人１９８５万元。通
过逐户逐人排查，教育扶贫政策全面落实到户

到人。全乡８９１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全部享
受相关扶贫政策，没有因贫辍学现象。

六是医疗保健。全乡为贫困户鉴定慢性病

３０５人，发放慢性病证２６１人，可享受门诊慢性
费用报销政策。开展家庭医生服务签约贫困户

１５８６户，组织 “三癌”筛查１８６人次，城乡居
民合作医疗保险覆盖率１００％。贫困村实现标准
化村卫生室全覆盖，村医配备全达标。

七是社会救助。全乡农村低保对象 ３１８户
３７０人，发放低保金６５４万元；１９７名特困人员
领取供养金８２９万元；６０１名残疾人领取 “两

项补贴”５５６万元。

【农业经济】　优化产业布局，重点突出粮食、
林果、中药材、畜牧养殖等主导产业。以专业合

作社为龙头，种植冬桃１０００亩、核桃２２００亩，种
植食用菌１６０万袋，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
３９１７亩，种植花生、芝麻、大豆等油料作物２１５６
亩，种植中药材２５７亩，牲畜存栏２５万多头。

【食用菌种植】　一是确保菌种供应，二是抓好
技术培训，三是推广优良珍稀品种。逐步形成

以盐店村食用菌种植基地为中心，向周边村庄

辐射的格局，全乡种植２万袋以上的５户。

【人居环境】　全年投资１１０余万元，以乡村建
设为重点，多措并举，着力创建环境整洁的新

背孜。一是廊道绿化。沿省道２４２栽种塔松、冬
青等１５００余棵，刷白１５００余棵。二是美化墙体
８０００余平方米，修砌挡墙２０００余平方米。三是
修建游园２个，总面积６亩；设观景石１块；设
置停车位２５０个，划交通标线６００余平方米，安
装违停抓拍探头２个。四是培护路肩６千米，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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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点种观赏花草４００斤。五是拆除违建４０余间；
更换政府所在地商户门头１５８户。

【退役军人服务】　创新服务退役军人，推进军
民融合、和谐发展，尝试探索把退役军人服务与

基层武装工作融合、整合，效果明显。全乡有退

役军人２３９人、优抚对象６８人。背孜乡退役军人
服务站先后荣获平顶山市十佳退役军人服务站、

鲁山县 “枫桥式服务站”示范站、探索退役军人

服务与武装部共建共享试点服务站等称号。

【疫情防控】　一是成立乡村两级疫情防控组
织，形成网格化防控网络。党员干部全部进村

入组，宣传防疫知识，讲解防护措施，开展地毯

式排查，对外出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进行登

记造册，严格落实重点人员日报告制度。二是

落实联防联控。落实２４小时值班，落实封闭管
理，突出重点地区返乡人员登记及信息核实，

全年累计排摸近１８万人，摸排重点地区返乡人
员２６４２人。

（岳阳）

观音寺乡

【概况】　观音寺乡位于鲁山县西北部，乡政府
所在地距县城２４千米，北与汝州市蟒川乡相接，
东北与宝丰县观音堂乡搭界，东与仓头乡、南

与董周乡、西与瓦屋镇为邻。全乡总面积５８１３
平方千米，辖１１个行政村，２４１个自然村，１３３
个村民组，２８万口人。耕地面积９５００亩。
２０２０年全年税收任务完成 ５０２万元，占全

年总任务的１０８％。

【脱贫攻坚】　全乡原有贫困村７个、非贫困村
４个，２０１９年底全部出列；原有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１６４６户６２５８人，２０２０年底全部脱贫，贫困发
生率降为０。
２０２０年，认定脱贫不稳定户 ５５户 １４６人，

边缘易致贫户４６户１２７人；开展贫困户技能教
育培训，职业教育补贴２０３人３０４５万元，“雨
露计划”驾照补贴４６人９２万元；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通过就近岗位就业３８６人；落实养殖类
奖补２０３户 ４２４５４５元、种植奖补 １００４户 ３７００
人１４２９１２０元、林业奖补２５户８１人４１５２０元、
务工交通奖补８６５人次９７３２７７７８元；发放粮食
补贴５９９６户９０５４２９亩１１９６２５２７９元。新落实
小额贷款 ４２９户 １７６４万元，小额贴息 １７２户
２５８６５７７７元。

实施 “四类对象”危房改造３２户；人居环
境投入２３０万余，打造游园３处、亮点６处。

【农业经济】　２０２０年，全乡共种植西瓜红红薯
２６００余亩，优质水稻８０亩，优质花生１５００余亩，
传统花生１３万亩，中药材种植６００余亩，实现
产值３２００余万元。发展集体果园６处１００余亩。

完成土地确权办证遗留问题纠错，新办证

７５户，全乡确权率９９％以上。初步完成村级集
体经济产权改革，成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１１
个，登记股民２７万人；清理集体资产４０００余
万元，折股量化经营性资产３００余万元。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争取项目资金１１７９万
元，新上基建、产业项目１５个。全乡１１个行政
村村集体经济达到全覆盖，其中：２０万元以上
村２个、１０万元以上村 ７个、５万元以上村 ２
个。２０２０年，新上产业项目 １０个，观音寺村、
下孤山村、太平保村、石坡头村、竹园村、西桐

树庄村成规模建设香菇大棚，提升带贫能力。

【饮水工程】　２０２０年，总投资 ７７５５８万元，
继续巩固提升观音寺、鲁窑、北三间房、岳村农

村安全饮水工程，解决２８７７户１１４３１人饮水问
题，其中贫困户３２５户９３３人。

【户厕改革】　采取规划引领、试点先行，因地
制宜选择改厕模式，推进农村厕所改造。２０２０
年完成户厕改造１１个村７０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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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场所】　全乡共有文化活动场所 ４处、
“农家书屋”１１个、民间艺术团队４支、广场舞
团队３支。乡文化站由二层楼组成，一楼是多功
能活动室、接待室，二楼是电子阅览室、乒乓球

室、培训室、图书室、娱乐室，总面积３５０平方
米。文化站有桌椅４０多套、电脑４台、投影设
施１套、乒乓球桌１张。

　　太平保村文化广场　 （王永安／摄）

【教育卫生】　２０２０年，全乡共有２３８０名学生
享受资助，资助金额１１２０２６２５元。其中：贫困
家庭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学生４６０人，高中阶段
学生 ２５８人，中职教育 ７人，资助金额 ５５９５
万元。

２０２０年，乡卫生院医疗服务环境大幅改善，
年门诊８２万人次，住院病人５７００人次，业务收
入１３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５５万元。其中收治贫困
户住院１９７２人次，累计垫支３５３７５５４元；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２４７２９人，其中重点人群８２４３人，签
约率１００％，累计服务２０８５８２人次；救护车免费
接贫困户病人３０人次，减免接诊费１６５０元；门
诊诊疗费免２１５３人次，诊疗费免２２９４元。

【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低保救助７０２人次，发
放救助金１７２７３６万元；五保救助２４０人次，发
放救助金１６７４８５万元；残疾人救助７３０人次，
发放救助金５７５５２万元；无障碍改造３４户，投
资 ８５８８９元；社会帮扶 ３８４户，发放救助金
３４５６万元。

【平安建设】　全年制作大型宣传牌６块，刷写
固定性标语１００余条，悬挂横幅１４０幅，出动宣
传车３台，发放宣传彩页１００００余份，设立举报
箱１７个，并利用微信工作群进行政策宣传，营
造氛围。

２０２０年，派出所共接处警 ４０８起，其中刑
事案件立案２６起、盗窃７起、诈骗案件１２起、
危险驾驶１５起、故意伤害１起、敲诈勒索１起；
共受理治安案件３９起。

【疫情防控】　采取多项举措、动员各方力量进
行疫情防控阻击战。１１个村开通党员快递直通
车，设立党员快递岗，成立 “三农”服务队、联

防联控组、志愿服务队，４００余名党员奋战在一
线，实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群众生活三不误，

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被中央、省、市等多家媒体

报道。

（赵　明）

仓头乡

【概况】　仓头乡位于县境北部，东邻平顶山市
石龙区和鲁山县张店乡，西邻观音寺乡，南靠

董周乡，北面与宝丰县观音堂相接。乡政府在

上仓头村。相传仓颉在此造字而得名。全乡南

北长约１４００米，东西宽约１１００米，总面积 ７９
平方千米，辖 １９个行政村，１５４个村民组，
７３６５户，２８０５８人。有彝族１人、回族６人。

仓头乡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址遗存众多，

有仓颉陵、古造字台、古祠堂、古墓、古三坟、

古楹联、２００多块古碑、带窑字的古村名、大悟
山、仓颉洞、仓颉山、仓颉岭、娘娘山、铜洞

沟、金灯窑、金蟾石、地上井、古灵泉、奇石纹

理等文化遗址；其他遗址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址、西周古墓群遗址、汉代冶铁遗址等。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新入库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１个，实现总产值２２７２万元；完成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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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投资３６０９５亿元，民间投资、技术改造占
比１００％；完成社会消费品总额 ２８７１９万元，
同比增长２２９％；完成服务业营业收入２８７１９
万元；引进域外资金 ３３亿元，完成目标任务
１１０％；全 年 税 收 ３８０万 元，完 成 目 标 任
务２７９％。

【脱贫攻坚】　围绕市委 “一保两防”目标、县

委 “４５２１”工作思路，聚焦成效巩固，着力补
齐短板，剩余１８９户３０１名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
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０，完成年度减贫目标任
务，顺利通过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验收。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２０年，新建硬化村组道路
８４０３米，涉及军王、赵窑、赵竹园、刘河等村，
便利群众出行；新建饮水工程１处，新购置供水
车１辆，安全饮水保障能力得到提升；新建深水
井４眼，食用菌大棚３０座，小型冷库１座、养
殖场１座，助推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千万元以上建设项目开
工６个，总投资９９２亿元。其中河南雅高新能
源有限公司鲁山风电场项目，投资３５亿元；仓
颉古城开发项目，投资５０６亿元；仓头乡品种
梨种植项目，投资３０００万元；仓头乡小康社区
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投资３０００万元；仓头乡
年出栏５０００头生猪养殖及农业生态观光园项目，
投资４６００万元；仓头乡花生等农副产业深加工
项目，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产业发展】　制定 “乡主导、村特色”的发展

规划，确定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目标，

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打造以红薯、花生、食

用菌、特色林果为主导的种植产业。全乡种植花

生、红薯等优质经济作物２万余亩，香酥梨、大
红袍花椒等特色林果５０００余亩，艾草、油用牡丹
和芍药等中草药３０００余亩，特色经济年产值达到
６０００余万元。争取资金５８２９６万元，新建香菇蔬
菜大棚１０３个，覆盖农户６５０户３２８９人。

【农业发展】　全乡耕地面积２９０６６７７亩，２０２０
年新增农业机械８５台，全年发放农业 “三项补

贴”５５５２户１０７２７７３万元；接待群众来访种粮
补贴事项２２３起，解决９起。全乡无一例增加农
民负担事件发生。秸秆禁烧工作实现零登记。

种植业产业奖补全年累计发放 １６０１户 ２３９７７
万元。

【林业生产】　全年完成新增山区生态林 １８００
亩、农田防护林５５亩、廊道绿化２２８４亩、乡
村绿化美化１２０亩、特色经济林４００亩，打造森
林乡村１个。健全护林员管理制度，全乡设护林
员３０名，开展生态护林员集中培训２４次、森林
防火演练２次。在军王、黄楝树、刘河３个重点
村设立森林防火检查站，在二月二、清明节等

重点节日、敏感节点集中开展护林防火行动，

全年未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畜牧养殖】　全年发放养殖产业奖补 ６４７户
１９８１人７００２９５万元。全乡４个规模养殖场签订
《重大动物疫情防控责任状》 《重大动物疫情防

控及畜牧产品安全目标责任书》４份。督促指导
赵窑村和赵竹园村生猪千头线项目与养殖大户

签订养殖承包合同，村集体经济收益５万元。

【卫生保健】　２０２０年，乡卫生院全年接诊门、
急诊患者４５４９２人次，收住住院病人１８０９人次，
实现收入１０２７万元，其中业务收入６７８８万元，
同比增长１８８％。规范城乡居民健康档案２７３７９
份，建档率９５％；体检各类人群４２５３人次，更
换宣传栏６期，发放宣传资料１５万余份，举办
健康讲座１２期。

【人居环境】　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人居环
境专项整治领导组，印放 《仓头乡人民政府关

于集中开展全乡人居环境专项整治的公告》１万
余张。全年累计投入整治提升资金５００余万元，
新购置垃圾桶１２００个，建成停车场２５个，清理
河道１０余千米，栽植垂柳１０００余棵，清理小广
告１２００余处，拆除违建２６８处，规范整治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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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店外经营、乱摆乱放行为的商户 ５６家，
铺设彩砖 ４０００余平方米，改造、新建排污渠
２３００余米，增设重力盖板２３００余米，铺设沥青
路面１６万余平方米。

【污染防治】　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
制，开展 “三散”污染专项治理，集中排查整

治 “散乱污”企业１３家，取缔散煤锅炉３起，
“双替代”改造３００户。督促中铝高家庄矿区实
施绿植修复，完善配备扬尘治理设备。全乡空

气质量指数全县名列前茅。全年未出现破坏生

态环境和环境污染事故、秸秆焚烧现象，环境

质量达标率１００％。

【疫情防控】　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实行网格
管理，组建巡逻队伍。宣传劝导，实行群防群

控。推动复工复产，落实 “六稳六保”，实现经

济平稳运行。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３月，被平顶山市信访工作
联席会议授予信访工作 “四无”乡称号。４月，
被县委、县政府授予招商选资先进单位三等奖；

获团县委颁发青年文明号、鲁山县先进青年突

击队称号。６月，获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基
层党组织。９月，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全县安全
生产优秀单位。

（李亚峰）

露峰街道

【概况】　露峰街道位于鲁山县城东北部，成立
于２００７年１月，因城东有露峰山而得名。辖区
东起大浪河，西至墨公路，北起北干渠，南至老

城大街，总面积８５平方千米，耕地面积０６万
亩。辖７个居委会，总人口３７３６７人，其中农业
人口１３７８２人。Ｓ８８、Ｇ３１１、Ｓ２３１、焦枝铁路穿
境而过，郑尧高速鲁山收费站设在辖区内，交

通便利，四通八达。

２０２０年，全年税收任务 ８６０万元，实际完
成８７８５万元，占全年任务的１０２％。

【脱贫攻坚】　２０２０年，设立１１个工作组、１０
个专班，细化、量化，任务分解到人，责任明确

到人。推行网格化管理，共设置乡级网格长 １
名，村级网格长５名，网格员１０８名，覆盖至全
街道２８５６户。全街道１２７户贫困户３５０人全部
脱贫。

一是产业发展。文化产业项目动迁新华社

区贫困户１１户，发放补偿款７６８７万元；实施
种植、养殖、纺织加工、三轮运输等产业增收项

目７１户，发放到户增收补贴资金２４３５５４元；自
筹资金８６余万元，实施危房改造８户、“六改一
增”８１户。

二是教育扶贫。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享受 “两免一补”政策９４名；开展光彩助学
慈善捐助活动，共资助贫困学生 ３４名 １０２万
元；“雨露计划”补贴在校职业教育学生１５名，
短期技能培训补贴１５人，补贴总金额３８万元。

三是就业帮扶。２０２０年，共组织为郑州富
士康、洁丽康等企业点对点输送外出务工３次
２００余人次，其中贫困劳力１１２人 （县外务工２６
人、县内务工８６人）；提供就业岗位２００多个，
发放宣传资料２５００多份。开展就业扶贫公益岗、
就近就业岗位申报认定工作。续签就业公益岗４
人，开发就近就业岗位１４个，吸纳贫困劳动力
１４人。发放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务工和交通补
贴３次，９４人７４８９万元。

四是金融扶贫。上洼社区、下洼社区、叶茂

社区８８户贫困户通过小额贷款４３９万元发展产
业，人均年收益５０００余元

五是健康扶贫。为１２９户３５２人贫困户购买
人身意外医疗补充救助保险，２０２０年医疗报销
９０人６６７９２２９１元；慢性病补偿６１人８５６５４５３
元。申请贫困妇女 “两癌”救助金２人，每人
救助１万元。

六是社会救助。辖区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

捐赠款、物价值１３６１１万元，通过积分换物品
活动，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９９３乡镇概况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实施招商引资项目１０
个 （含新引进项目７个），实际到位并利用省外
资金１３亿元。分别为总投资４０亿元的花瓷小镇
项目，建成城市展厅、核心展示区１３栋楼主体；
总投资５亿元的锦沅·竹桂园综合体建设项目建
成５栋楼主体、２栋楼５层，园林式绿化３０００余
平方米，完成绿化８０％以上；总投资１６亿元
的辉创医院医养结合项目门诊楼完成装修，病

房完成装修任务的 ９０％，配套用房正在施工；
总投资０５亿元，年产５０万平方米 ＡＧ玻璃建
设项目；总投资０７亿元，年产１５０００万只医用
一次性口罩全自动生产线建设项目；总投资１亿
元的东佳民宿项目；总投资１６亿元的育英学校
南校区建设项目；总投资１５亿元的紫宸华府；
总投资 １１亿元的永立文森特酒店；总投资
１０２亿元的汇鼎花瓷旅游开发项目。

【环境整治】　以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为载体，
持续深化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集中解决城

乡结合部、背街小巷环境卫生和私搭乱建等方

面的问题。开展以治理 “十乱”为主要内容的

规模化整治活动１５次，出动人员２１０人次，清
理乱张贴的非法小广告３０００余张，覆盖乱涂写
和乱刻画的非法小广告５０００余处，涂白刷新墙
面７万余平方米。安装信息宣传栏５０余处；清
理私搭乱建、乱堆乱放２８处，清运垃圾、杂物
６００余立方米，彻底清理各社区主要街道、背街
小巷、河道、坑塘和田间地头垃圾。全年共拆除

各类 “双违”建筑４４处２１万余平方米，取缔
中州路两侧违章建筑３７处；规范占道经营１２０
余处，劝离游商小贩６０个，清运垃圾碎砖、乱
石杂物杂草２００余车。

开展大气污染综合集中整治活动６次，排查
取缔企业 １６家，叫停 “双违”工程施工点 ８
处、停工整顿６处，联合城管局下发整改通知书
２１份。

【精神文明建设】　持续开展 “传家训、立家

规、扬家风”活动，先后表彰 “四星”家庭、

优秀教师家庭、优秀军人家庭、优秀干部家庭、

优秀青年家庭、优秀学子家庭、优秀脱贫标兵

家庭、好婆媳家庭８个类别９１个家庭；开展家
风故事征文活动，评选优秀作品１２篇。

坚持开展 “传承孝道文化，弘扬中华美德”

主题活动，组织 １４７户子女为父母集体洗脚活
动，机关工作人员、社区群众、代表广泛参与。

【平安建设】　２０２０年，发放平安建设宣传品
１００多件，悬挂横幅２０条，出动宣传车２０次，
发放平安鲁山温馨提示牌３０００块，粉刷宣传漫
画３０余幅；发放扫黑除恶宣传彩页９０００余份，
悬挂标语６０幅，张贴公告１００余张，设立专用
举报箱８个、公开举报电话２部，接受群众咨询
１０００人次。

２０２０年，共接待、办理信访案件 １４０起
（不含重信重访），其中：省市县信访部门交办

３３起、自办２起、政务热线件交办件９７起、县
委交办８起，全部办结上报。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４月，被团省委评为河南省
五四红旗团委，被鲁山县宣传思想工作 （意识

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鲁山县扫黄打

非工作先进集体、鲁山县 “学习强国”平台学

用工作先进集体，被县总工会评为年度工会工

作先进单位、年度爱心超市建设先进单位；６
月，被县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评为食品安全工

作先进单位，被县委组织部评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先进基层党组织；７月，被县政府办评为年
度全县政务信息工作先进集体；９月，被县委、
县政府评为鲁山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先进

集体、被县政府评为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

理先进单位；１１月，露峰街道东关社区被市委、
市政府评为平顶山市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１２
月，被县政府评为优化开发乡镇组银奖，被市

委、市政府评为市级文明单位。

（王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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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台街道

【概况】　琴台街道位于县城北后街２９号。辖
区位于县城西北部，东至墨公路，南至老城大

街、西关大街，西至八里仓，北至北干渠，总面

积１８１４平方千米，耕地５８３７亩。沙河支流三
里河是辖区的主要河流，另有将相河小径流。

昭平台水库北干渠穿境而过，全长约３０００米。
以城区为主体的琴台街道，辖 １２个社区，

其中城市社区２个 （建设社区、友谊社区）、农

业社区１０个 （健康社区、向阳社区、爱民社区、

宗庄社区、刘营社区、马洼社区、余堂社区，贾

王庄社区、米章社区、八里仓社区）。２０２０年
底，全街道 １２个社区，６３个居民组，总户数
１４万户 （其中少数民族 ５８０户），总人口 ５１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２５００余人。

街道党工委辖党支部２０个，其中社区党支部
１２个、机关党支部２个、企业党支部６个，党员
６７４人。２０２０年，街道财政收入累计完成６５０万元，
增幅１６％。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８０５０元。

【脱贫攻坚】　按照 “因地制宜、宜固则固、宜

建则建”的原则，对符合政策区域的贫困家庭

实施危房改造２７户，自筹４０余万元对城区贫困
家庭实施危房改造，累计拆除危房１５３处；１７３
户贫困户实现 “六改一增”全覆盖。

围绕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理念，

全街道建成农业合作社７个、带贫公司３个，实
现带贫全覆盖，吸纳１２００余人务工，其中贫困
人口２００余人，年工资收入６００余万元。余堂社
区投资３２０余万元建成扶贫冷库２个、种植大棚
８座、食用菌大棚２０座，提供就业岗位８０个，
年集体经济收入增加３０余万元。

克服疫情影响，促进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

及时公布招工信息，开通绿色通道，为贫困户

外出务工提供 “点对点”服务。对贫困户中具

有劳动能力的１２０人通过帮扶人介绍、务工信息

渠道、公益性岗位等途径实现１００％转移就业，
其中：省外务工 １３人，年人均收入约 ３万元；
省内务工１５人，年人均收入约２５万元；县内
务工６５人，年人均收入２万元；公益性岗位及
就近就业岗位８５人，年人均收入约０８万元。

组织开展 “五个一”活动，８６名帮扶责任
人与贫困户 “结穷亲”。符合贷款条件的贫困户

发放贷款７６人次３４１２万元，发展种养殖等产
业或自主创业，增强内生动力，实现稳固脱贫。

落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医疗

商业补充保险、重特大疾病再救助、签约家庭

医生保障机制，构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防火墙”。累计救治贫困患者２００余人次，实
现对贫困人口看病就医的兜底保障。

申请资金，硬化辖区背街小巷７２条；自筹资
金３０万元，铺设排水管道２６００米，安装路灯１６７
盏，解决群众夜间出行难的问题；开展清洁家园

行动，帮扶责任人入户帮助贫困户清扫庭院、打

扫房前屋后卫生、清运垃圾，改善居住环境。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０２０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５１亿元，完成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７５００万
元，完成工业产值 ３３００万元，引进省外资金
８３亿元。重点项目３个，即投资１０亿元的鲁
山农商小镇项目、投资２３８０万元的沼气发电项
目、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年产２４００吨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项目。

【农业生产】　现有耕地５８３７亩，农作物以玉
米、小麦、蔬菜为主，粮食总产量２６１２吨。有
机井５１眼，灌渠４５４千米，有效灌溉面积３６００
亩，其中，井灌面积 ２０００亩、渠灌面积 １６００
亩。农用三轮车８２辆，小型拖拉机３６台，灭茬
机５台，联合收割机２台。２０２０年新增造林面
积２２０亩。

【畜牧养殖】　全年生猪存栏５９９头，出栏１２５８
头；牛存栏 ３３２头，出栏 １７６头；羊存栏 １５９７
只，出栏 ２６６９只；家禽存栏 ２１１３９只，出栏
３０６１７只。

１０４乡镇概况　



【义务教育】　有初级中学２所和小学８所，在
职教师４７０人，其中：中高级职称２６８人、初级
职称２０２人；专科以上学历４６６人。在校中小学
生１０３６６人，入学率 １００％，巩固率 １００％；有
证幼儿园 １９个，入园儿童 ３９２０人，入园
率８５％。

【文化体育】　有 “农家书屋”１２个，新进图
书７５０本，价值１６万元；文化大院２个，新打
造文化广场１个，秧歌队各社区均有１支。健步
走队１个，８０余人；太极拳专业表演队３个，每
队２０余人。军乐铜器队５个。２０２０年筹资５万
元，组织各种演出 （歌舞、戏曲、综艺等）４０场
次。投资２４万元，购买体育用品及健身器材，
全部配发社区。组织长跑、登山、趣味运动５次。

【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城市低保保障对象３２２
户５７４人，发放低保金２５２万余元；农村低保保
障对象 ２８３户 ３９９人，发放低保金 ８０万余元。
发放面粉２００袋、棉被１００条；临时救助３４人
发放资金３４万余元。发放分散供养五保户资金
９９万余元。落实残疾人各项政策，发放生活补
贴１９８万余元、护理补贴３７５人３２万余元。落
实应领取养老保险金人员３０８５人，发放高龄补
贴７５１名４８万余元。落实大龄下岗失业职工社
会保险补贴４０５０人员２８８人。办理返乡创业开
业补贴申请１５９人，城镇新增就业４１０人。办理
社保卡２３０张，补办１１３张。

【土地监管】　全年共查处违法行为１０宗，强
制依法拆除８宗和卫星图片执法违法图斑６处，
总面积２７万平方米，其中３宗上报县局执法大
队立案调查处理，对国家和省下发的乱占耕地

建房图斑２６５个进行定位排查及信息上报。

【三城联创】　利用各种形式和载体强化对居民
素质教育，落实志愿服务活动，推进背街小巷

“十乱”治理。拆除违章建筑２０处、乱搭乱建
１３处、小菜园 ２０处，规范占道经营 ８０余处。
专项整治北环路路域环境，出动铲车７０余台次，

清理各类垃圾１０００余车，维护路基６４３米。指
导小区实施物业管理，落实环卫网格化管理。

街道获得县创建 “国家卫生县城”一等奖。

【人居环境】　２０２０年，贾王庄社区在闲置土地
上建成休闲仿古凉亭、休闲广场、篱笆栅栏、石

头微景观等；依托柞蚕缫丝和丝绸加工的传统

古老 工 艺，在 村 民 院 墙 外 创 建 “丝 路 遗

风”———巨幅画墙及丝路故道景观，展现厚重

的历史底蕴。余堂社区利用废旧轮胎打造花坛

盆景，把渡槽打造成特色景观，群众捐款修建

４００余米堤坝，扩宽生产道路８００余米。
巩固完善大气污染网格化管理体系，层层

签订目标责任书。整治取缔 “散乱污”企业１４
家。全辖区实现秸秆零焚烧，秸秆还田率达

到１００％。

【社会治理】　投资５万余元安装高清视频监控
探头５７个，１２个社区全部建成视频监控平台。
投资８０余万元对公共场所和聚集社区安装摄像
头５２１个、监控平台８５个，实现辖区治安巡逻
和监控全覆盖。梳理各类扫黑线索７条，按上级
要求办结完毕，排查各类矛盾纠纷３４件，调解
成功３０件，预防 “民转刑”案件７起。接待来
访群众１９０余起，７００余人次；信访案件按期办
结率１００％，满意率达到９７％。

【安全生产】　坚持安全重于泰山的理念，吸取
“５·２５”事故教训，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
监管，特别是养老院、学校、商场人员集中场

所。明确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实行目标管理，

层层落实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利用宣传

标语、宣传单、图片展、宣传栏、发放安全生产

法规手册等多形式宣传安全生产。２０２０年重点
排查辖区内３个加油站、１个加气站、１１０余家
个体工商户、１２个社区诊所、３１所幼儿园、７
家超市、５家网吧、１２家宾馆、２家 ＫＴＶ等企
业，其中，下达整改通知书７３家，下发消防安
全记录９０份，全年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不定
期的组织有关部门对道路交通、危化物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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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地、农电进行大检查，重大节日集中行动。

【疫情防控】　１月２５日大年初一，街道组织召
开紧急动员会，研究制定 “四化”措施 （排查

常态化、宣传立体化、防护规范化、责任精准

化），启动应急机制，所有公职人员取消假期，

２４小时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突出对重点人
口、重点卡口、重点时段、重点社区、重点小区

的管理，工作人员和在职党员进驻辖区内１２０个
小区，包括６５个 “三无”小区。及时成立７个
临时党支部，２９个临时党小组，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疫情防控期间每天出动工作人

员８５０余人次，宣传车 ３辆，累计设置卡点
１６８个。

（李国宪）

鲁阳街道

【概况】　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１月的鲁阳街道位于
县城箭道街９号院。辖区范围为县城西南部，东
至墨公路与汇源街道相接，南至沙河，西接董

周乡，北至老城大街与琴台街道相邻。总面积

９３平方千米，下辖１０个社区居委会，８７个居
民组，总人口５３２６０人。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鲁阳街道税收完成
５４５万元，超额 ２５９％。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６０００２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４０万元；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２家，完成９６４２万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１３７４０元，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７％。

【城乡建设】　２０２０年，建设重点项目３个，分
别为鲁山县青少年及文旅教育培训基地建设项

目、河滨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盛世华城三

期）、阳光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平安华城）。

全年共开展市容环境整治１００多次，出动车
辆７２辆次、２００多人次，规范流动商贩１２３０处
次，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１０００余份。全年共拆

除私搭乱建１１宗，合计２８００平方米。开展乱占
耕地建房整治，上级下发２２５个图斑全部核查上
报，卫片图斑２宗全部完结。推进背街小巷升级
改造，全年共新修、修复柏油路４６００余米，水
泥路４２００余米，修建下水道１３万余米。

【民生保障】　２０２０年，共确定农低保对象２７３
户２２８人，发放资金６２１８４万元；共确定城低
保１２２户２２８人，发放资金１２１２５；享受残疾人
“两项补贴”４６０人 （其中，享受残疾人护理补

贴２８０人，享受困难补贴的１８０人），累计发放
资金２８９４万元；办理临时救助２８户２８人，发
放资金２５７万元；确定特困对象４１人 （其中，

集中３人、分散３８人），发放救助金１７８３６５万
元；发放高龄补贴资金２２８万元，孤儿救助金
５９万元；发放种植业奖补１０户２３３万元、畜
牧养殖业奖补３１户６３９４万元。

【计划生育】　全年共办理一孩生育服务证 ７８
张、二孩生育服务证１０９张。为计生家庭发放各
项奖励资金５４５人３３７０８万元，其中：农村奖
扶９８人９４０８万元、农村奖补２５９人１５５４万
元；城镇奖扶５９人５６６４万元，独生子女 １２９
人３０９６万元。

【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不断加强社会综合治
理，宣传新宪法，普及 《民法典》，增强干部群

众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整治活动，落实河长制，健全巡逻队、护村队、

联防突击队。打击和教育非法宗教活动及相关

人员。

坚持每月对全街道辖区的不稳定因素进行

排查，共排查纠纷 ９６起，调解率 １００％；上级
交办３０起，自立２０起，结案率１００％，且案情
稳定率９３％。无发生因工作失职引发的重大群
体事件和影响较大的恶性上坊事件。

【安全生产】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对安全生
产工作常抓不懈，严格落实 “一岗双责”。做好

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定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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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对辖区学校、幼儿园的周边治安、食

堂卫生、非法校车、校舍等重点部位进行地毯

式排查，避免各类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２０２０年，对个体经营户、餐馆、出租屋、
ＫＴＶ、宾馆、网吧、学校、医院等重点单位，进
行多次拉网式的专项安全检查，共排查安全隐

患１３２起，现场整改１０６起，限时整改２６起。

【疫情防控】　以常态化防控为重点，党员干部
群众共参与，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一是按

照分区划片原则，建立从街道到社区居民组层

级分明的组织体系，形成以街道、社区、居民组

三级联动的网格化防控格局。共排查小区７１个，
搭建帐篷１９个，设置卡点１０１处，其中封堵６２
处、值班值守３９处，实行小路口封堵，大路口
出入登记，对出入车辆进行全方位消毒。严格

落实２４小时应急值守制度，共排查登记外出返
鲁人员４７９人，密切接触者７０１人，暂无确诊病
例和疑似病例。二是通过发放宣传页、户外广

播、新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和手段，线

上线下联动，营造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浓厚氛围。共发放 《致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５０００余份，发放 《鲁山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紧急

通告》１３００余份，悬挂宣传版面及横幅５３０余
幅，出动宣传车４辆。拨付疫情防控专款３１万
元，党员自愿捐款１３４３３万元。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度，鲁阳街道被评为平顶山
市信访工作 “四无”乡 （镇、街道）先进单位。

（刘国宏）

汇源街道

【概况】　汇源街道位于鲁山县城东南部，辖部
分城区及５个行政村 （申庄村、詹营村、大王

庄村、王瓜营村、军王村），４４个居民组，２３
个自然村，４５００户，１９５２５人，城区流动人口

１８万人。辖区总面积２５４４平方千米，耕地面
积１２万亩，居民以汉族为主。

【主要责任目标】　２０２０年，有非公有制企业
（私营）３７２家，个体工商工行户１０２９个，从业
人员 ７５００人。区域生产总值完成 ２７７８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４２００万元、规上工业
增加值９９０万元。新入库固定资产项目４个，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２７亿元；引进招商选资项目
３个，累计完成省外投资４１９亿元。完成财税
收入９４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８５５元。

【脱贫攻坚】　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一达

标”指标，举全街道之力，以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

贫、危房改造、社会保障兜底、消费扶贫、基础

设施建设 “十大工程”为抓手，突出重点，精

准施策，实现全街道２２９户６４６人高质量脱贫。
申庄代表鲁山县迎接贫困县退出国家第三方评

估验收，军王村迎接河南省市际脱贫攻坚交叉

考核，成绩优异，受到县委、县政府的充分

肯定。

【农业经济】　汇源街道现有耕地面积 １２万
亩，农作物以玉米、小麦为主，播种面积２万余
亩，粮食总产量约７８１５吨，其中，夏粮约４０３５
吨、秋粮约３７８０吨。夏秋两季连续实现秸秆零
焚烧，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率９８％以上。新造
林２０８亩，林业育苗７２亩；拥有果园２７个，苗
圃１８个。有规模养殖场 ８个，生猪存栏 ２３５４
头，牛存栏 １４１头，羊存栏 ９３８只，家禽存栏
１２５万只。食用菌 （黑木耳、香菇）种植户６２
户，总量７５０万袋。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丰富城区菜篮

子工程为主导，引导、鼓励、扶持群众搞食用菌

种植，投入４００多万元建成食用菌种植大棚４０
个、冷库３个。以鲁平大道两侧为依托，建成以
葡萄、蓝莓、花卉、苗木为主的千亩新型生态农

业基地，逐步打造出集生态观光、娱乐休闲、特

色产业为一体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综合体，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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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军王村的百亩葡萄园和大王庄村的千亩尧山

金蓝莓种植基地已初见成效。

【重点项目建设】　以产业集聚区和城南特色商
业区为依托，拓宽招商渠道，优化营商环境，强

化管理措施，完善保障机制，完成五洲国际商

贸城、鲁阳教育产业园、县医院新院区、振兴路

扩宽改造等１６个重点项目的征迁建设任务。同
时，丝绸家纺产业园、汇源棚户区改造、沙河治

理、将相河治理、鲁平大道扩宽、迎宾大道、滨

河大道、鲁兴路等几十个重点项目正在推进，

加快城市东进南扩建设步伐和城乡融合发展

进程。

【环境保护】　一是大气污染防治。在做好扬尘
治理、重污染企业管控的同时抓好秸秆禁烧暨

综合利用工作，全年实现秸秆零焚烧，秸秆还

田率９７％以上，ＰＭ１０、ＰＭ２５等指标均位于全县
前列，全年空气优良天数２９２天。二是水环境治
理。整治沿河排污口１２个，拆除将相河、大浪
河两侧 “散乱污”企业７家，完成黑臭水体治
理８条，水环境质量达标率１００％。三是土壤污
染防治。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强化固体废弃物

污染防治，加强对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土壤

安全指标全部达标。

【教育文化】　辖区现有高中２所、初中１所、
小学 ９所，在职教师 ６００人，在校学生 １２万
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９９５％。民办幼儿园
１３所，入园儿童１８５０人。拥有军乐队１支、铜
器队３个、广场舞表演队１２个、太极拳表演队
３个。全年开展文艺演出１００多场，送戏曲、电
影下乡５０余场。

【民生保障】　２０２０年新增农村低保户３５户５８
人，审批特困供养户４户４人，累计低保户３０３
户３６９人、特困供养户 ３９户 ３９人、优抚对象
１０２人，救济救助困难户６８户。累计发放最低
生活保障、残疾人补贴等社会保障金１５６万元，
向困难弱势群体发放财、物１２万元。

全年硬化改造乡村道路１０２千米，背街小
巷铺设柏油路面８６千米，投放环保垃圾桶１００
多个。新增城镇就业人数３２５人，劳动力外出务
工３６００余人。新建标准化卫生室４个，建立居
民健康初级档案８０００余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率９９％，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适
龄参保人数的９４％。

【平安建设】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１２次，
举办法律知识讲座８期，发放普法教育宣传彩页
５０００余份。办理县级信访交办函１２件，接待来
访群众２８０余人次，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共录入信
访件３３件，已办结３３件，满意案件３０件，及
时结案率１００％，案件满意率９５％。

在辖区主要路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

域增设监控摄像头１００多个，实现辖区网络监控
全覆盖，提升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

【社区治理】　以党建为引领，投资５０多万元，
在东方国际小区党支部建成４００多平方米的城市
社区治理示范点。建立以 “民呼必应”为目的

的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提升社区便民服务能力，

夯实社区治理基础。

【村委换届】　本次村级换届，选举产生村 “两

委”干部３１名，其中３５岁以下年轻干部６名、
女性干部６名、“一肩挑”比例１００％、交叉比
例８８％。申庄村作为全县的党支部换届选举试
点接受全县乡 （镇、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和县

换届领导组的现场实地观摩。

【疫情防控】　成立疫情防控领导组，制定应急
预案，建立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机制，压实辖

区、单位、部门、个人责任。按照疫情防控

“网格化”的工作部署，带领全体党员干部、群

众、志愿者及各行各业主动担当，勇于作为，全

面筑牢街道疫情防控安全网，是城区中唯一一

个没有确诊病例的街道。

【荣誉榜】　２０２０年３月，被市委、市政府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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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建设工作先进乡 （镇、街道）”称号；被

平顶山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授予２０１９年度信访
工作 ‘四无’乡 （镇、街道）称号。４月，被
县委、县政府评为２０１９年度重点项目建设管理
先进单位。７月，被鲁山县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领导小组评为鲁山县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老年人体
育工作先进单位。９月，被平顶山市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评为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先进单位；

被县政府评为２０１９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理
先进单位；被县委、县政府评为鲁山县创建国

家卫生县城工作先进集体 （一等奖）。

（张鹏飞）

土门办事处

【概况】　土门办事处位于鲁山县西北部，办事
处所在地距县城５０千米，东接瓦屋镇、南邻下
汤镇，北靠背孜乡，西与汝阳县王坪乡相连，总

面积７９０６平方千米。土门办事处成立于２００５
年１２月，副科级建制，事业编制，辖９个行政
村，７６个村民组，２３７９户，８８４８人。９８％的人
口为汉族，境内有娄中路、八兴路、瓦土路３条
县道将９个行政村全部贯通。全域森林资源丰
富，植被覆盖率 ９２％，有 “森林氧吧”之称。

农作物种植面积 ５０１公顷。主要农副产品有连
翘、核桃、柿子、香菇、木耳、花椒、桐油、山

漆等。全办事处５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户全
部脱贫，办事处获得全省脱贫攻坚集体记大功。

【主要责任目标】　全年完成财政收入 ２１６万
元。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２２１人，贫困劳动
力转移就业 ６７０人。完成固定资产入库项目 ４
个，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９亿元；完成招商引资项
目３个，合计投资２４亿元；完成重点项目建设
３个，完成投资８０００万元。统筹整合财政涉农
资金项目６个，投入资金２９１８万元。

【脱贫攻坚】　一是产业扶贫。落实产业奖补政

策，累计发放种植奖补 ３０５户 １２０４人 ２７７４３５
万元，养殖奖补１０９户４０２人１１３４８５万元。实
施到户增收项目，发放到户增收资金 １６２户
６４８万元。转移就业扶贫，累计开展贫困户实
用技术培训２７余期１３５０余人；累计劳务输出贫
困劳动力 ２０００余人次，发放贫困户务工工资、
交通费奖补 ７２０人次 ９０万余元。设置保洁员、
护林员、巡逻员、帮扶员、河道管理员等１０余
类就近就业公益性岗位１５７个，安置５０名贫困
群众就近就业，共发放工资２８０余万元。

二是健康扶贫。落实 “五道保障线”，推行

一站式即时结算全覆盖、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累计发放各类医疗补偿费用７４万余元。
三是教育扶贫。累计发放 “两免一补”补

贴３０６人次 ３４万余元，学前教育补贴 ３６人次
３６万元；“雨露计划”共发放短期技能培训驾
驶证补贴、职业教育补贴 ２５０余人 ４２万余元。
实施小额贷款１９１户；为所有贫困群众办理人身
意外伤害和医疗补充救助保险。

四是安全饮水。总投资２２０余万元，实施安
全饮水工程２２处，实现安全饮水全面提升；协
调资金２０余万元修复提升存在问题的水利工程。

五是危房改造。共实施 ９５户，发放资金
１４５万元；实施 “六改一增”项目９６户。

六是民生保障。落实低保、五保政策，有低

保人员２９６人，累计发放低保金２００余万元；有
特困供养人员１９３人，累计发放特困供养金１５０
余万元；有残疾人２７６人，累计发放残疾人 “两

项补贴”７２万元，实施无障碍改造７９户；发放
临时救助８０人次５万元。选聘生态护林员１１４
名，累计为２８０户贫困户发放林业产业奖补１０
余万元。拆除闲置危房１２０余处。争取社会各界
捐助资金折合人民币 １００余万元，用于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和送温暖、送致富树

等活动；开展企业帮扶９１５户次１７万元；累计
为２０余名贫困大学生捐助资金７万余元。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共批复实施产业项目５
个，涉及资金２７１万元。焦山农家乐护堰项目、
焦山村保鲜冷库项目、老林村护堰项目、冬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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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灌溉项目、构树庄村集体经济香菇种植项

目全部投入使用。

【袋料香菇种植】　坚持示范引领、群众参与，
加大资金扶持，采取 “公司 ＋合作社 ＋基地 ＋
农户”模式，实现食用菌产业收益村村全覆盖，

形成香菇生产示范基地。２０２０年，全办事处投
入资金１２００万元，发展食用菌种植基地 ９个，
流转土地 ２８０余亩，建成食用菌大棚 ３３５座、
３５０万袋，年利润１２００万元，带动周边农户种
植、务工９５０余人，其中贫困人口７５０余人。

【冬桃种植】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冬桃种植，逐步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林果业３５００余亩，带动２２０户贫困户参与种植，
年产量５０００吨，年产值５０００万元，年利润３０００
万元。

【人居环境】　垃圾治理措施。一是成立领导小
组，出台实施方案，印发考评办法，建立卫生保

洁、垃圾收集等制度，明确村支部书记为第一

责任人；二是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将村庄、

河道、坑塘等处垃圾全部清运，达到 “一眼净”

效果。环境提升行动。一是开展 “红装志愿者”

活动，建立 “红装志愿者”队伍１０支，每支队
伍每周活动１次以上，每次参与人数达３００人次
以上；二是清扫、治理辖区内主次干道，培护路

肩８０余千米；三是整治辖区内公厕，每座都有
专人管理，保持干净整洁；四是清理排水沟渠

进行，无污水乱排乱放行为；五是筹资１５万元
规划停车位８０余个，道路标示线２０００米；六是
整治农户庭院，１７００多户农户庭院达到 “五净

一规范”。实施道路绿化６０余千米，栽种红叶
石楠１５万余株，２０２０年补栽５０００余棵。

【文化旅游】　全办事处９个行政村均建成 “农

家书屋”，共有图书９７６２册。全年累计送戏下乡
活动２０余场；举办广场舞、高桩、铜器等文艺
比赛５场。

【社会稳定】　开展风险防范工作，先后组织安
全生产大检查活动 ４次，消防检查 ５０余家次，
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４处；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７
起，办结率１００％，稳定率９８％。全年无一例越
级上访和非访闹访事件。开展普法宣传４次，发
放宣传资料 ４００余份，接受法律咨询 ６０余次，
调解矛盾纠纷９起。

【疫情防控】　投资２０余万元购买口罩、医用
酒精、消毒液等抗疫物资全力抗击疫情。先后

排查出从湖北或途经湖北及南阳、信阳、驻马

店、商丘、郑州、周口、浙江温州等地返乡人员

１４５人密接 ２９８人；从其他地方返乡人员 ５１５
人，均无异常情况。提供就业信息和咨询，协调

就业３８３７人，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７２５人，其
中：本县就业４４２人、县外２８３人，贫困劳动力
返乡创业８１人，安置公益岗位１８个安置１８人。

【荣誉榜】　平顶山市信访联席会议授予土门办
事处信访工作 “四无”乡镇称号；市委、市政

府授予虎盘河村、土门村市级 “文明村镇”称

号。平顶山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授予吴广

志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贡献奖”，授予杨长

生 “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奋进奖”；县委、县

政府、县人武部授予吴广志 “党管武装好书记”

“五型干部”称号；县委授予王柯夫、王洪旭

“五好党员”称号。

（雷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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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窗

“屈原之寺”与端午节中原地区屈原祭祀
———摘自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 《河南日报》理论学术版

◎彭恒礼　李涵闻

　　端午祭屈原的说法较早见于南北朝吴均
《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

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吴均为

南朝人，生活于长江流域，亲眼见到楚地居民

祭祀屈原是大概率事件。问题在于，端午祭祀

屈原的说法在我国北方黄河流域也颇为流行，

这就令人感到惊奇，并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中

原地区端午祭祀屈原的观念从何而来？

明代以前中原地区的屈原祭祀

古代官修史书中，关于民间为屈原建庙以

祭的记载始见于中原地区。 《后汉书·延笃传》

载：“延笃，字叔坚，南阳韜县人。少从颍川唐

溪典受左氏传……后遭党事禁锢，永康元年，

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 （《后汉书》卷

六十四、列传第五十四）。”

延笃其人生年不详，从其卒于汉永康元年

（１６７）推断，大致生活于汉安帝刘祜 （１０７—
１２５）至汉桓帝刘志 （１４６—１６７）时期。据史书
记载，延笃是南阳郡韜县人。韜县在哪里？《后

汉书》注云：“韜，昌犹反。故城在汝州鲁山县

东南。”这就告诉我们延笃的家乡在今河南鲁山

（今属平顶山市）。

延笃自幼随唐溪典学习 《春秋左氏传》。唐

溪典，又作堂溪典，是东汉后期一代大儒。史载

他是颍川鄢陵人 （今河南鄢陵县），历任侍中、

五官中郎将等职。汉灵帝熹平四年 （１７５）他与
蔡邕等正定六经文字，立石太学门外，是当时

著名的经学家。延笃拜唐溪典这样的大儒为师，

自然仕途通达。他先 “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后

得汉桓帝赏识 “以博士征拜议郎” “稍迁侍中，

帝数问政事”，深得汉桓帝器重。 《延笃传》中

有一句与祭祀屈原直接相关的记载———延笃死

后 “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图其形于屈原

之庙”，就是把延笃的 “标准像”供奉于屈原之

庙。 “屈原之庙”，就是民间祭祀屈原之神庙。

由此可知，汉代南阳韜县有祭祀屈原的神庙。

汉代中原地区为什么会有祭祀屈原的传统？

因为鲁山战国属于楚地，《续齐谐记》所说 “楚

人哀之”，自然包括鲁山百姓，说明自战国末到

东汉末，中原地区一直有祭祀屈原的传统。延

至隋唐，中原地区也有端午祭祀屈原的传统。

《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

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

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竟会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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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

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

襄阳尤甚。”

《隋书·地理志》记载的是隋唐时期民间端

午祭祀屈原的情况，文中提到的 “南郡”即湖

北荆州，唐代更名为江陵郡。襄阳即湖北襄樊，

２０１０年重更名为襄阳。两地均属楚文化核心区，
所以端午祭祀屈原的风气很盛。诸郡指的是南

郡、襄阳以外的其他郡县，自然包括中原地区

的南阳、颍川等郡， “诸郡率然”，说明隋唐时

期中原也有端午祭祀屈原的传统。

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端午节物”条提

到端午有吃粽子的习俗，没有直接提到民间是

否祭屈原，不过北宋开封人金盈之撰 《醉翁谈

录》云：“又以面为饼，如北地枣菰而小，谓之

‘子推’，穿以杨枝，插之户间，而不知何得此

名也。或者以谓昔人以此祭介子推，如端午角

黍祭屈原之义 （《醉翁谈录》卷三）。”

金盈之所谈的是北宋开封的清明和端午习

俗，由此可知宋代开封人其实是知道端午节与

祭祀屈原的联系的。宋代以前及宋代中原地区

端午祭祀屈原的记载，证明端午祭祀屈原的传

统自战国末期至宋代始终延续不辍。

但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明清以后河南地

方文献中关于端午祭祀屈原的记载变得极其罕

见，以明末清初记载开封的 《如梦录》为例，

该书记述了明代开封端午风俗，兹转引如下：

“至五月初五日端阳节，地腊之辰，门悬艾虎，

插彩艾、菖蒲，供雄黄酒，茱萸蒲酒，用朱砂、

雄黄点小儿口鼻以避无毒，吃角黍与油馓、腊

肉、鸡、鱼、开坛豆头、备瓮菜馨。送礼用角

黍、油馓、南北果品、糟鱼、时鱼、麻姑瓶酒。

追望女家纱罗，小户用红黄夏布、纱扇、汗巾，

做各样戴器：皮金小符、五毒大符、小儿百锁

謋、线绒缠背牌，五色彩线困手及膝，戴五毒

花，饮雄黄酒。”

官员公宴，玩赏荷花。

“校场结彩棚，请二司；演武厅设筵，中三

路高结彩牌，上书 ‘穿杨夺锦’，下悬鸽笼，走

马飞射，中者鸽子腾空，任人逞能，俱有赏号。

亦有携酒赴繁塔寺、禹王台、九仙堂各处游宴。

花赏：芰菱、荷花、玉兰、榴花、茉莉、玉簪、

水红、木香、铁脚海棠、翠鹅眉、百日红诸

花名。”

《如梦录》中关于明代开封端午节的记载不

可谓不详细，但是其中找不到任何与祭祀屈原

有关的记载。明代河南方志中也只有极少地方

提到端午祭祀屈原，如明嘉靖 《固始县志》卷

八：“作角黍，饮菖蒲酒以除阴。”相传楚俗以

屈原死是日作粽以沉汨罗，恐蛟龙所夺，故裹

以叶。固始楚地，至今俗尚相沿。

固始虽属于河南，但靠近汉江和长江流域，

受楚文化影响颇深，故民间有祭祀屈原的习俗。

偌大河南省，关于端午祭祀屈原的材料仅见此

一家。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明代以后，河南其他

地方的百姓端午不再祭祀三闾大夫吗？２０１７年
河南鲁山县张官营镇前城村一方与屈原祭祀有

关的碑刻的出土让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屈原之寺”碑刻的发现及价值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８日一方名为 《重修关帝庙七

星庙金装各庙神像碑记》的残碑出土于鲁山县

张官营镇前城村，从碑文落款 “清同治拾年岁

次辛未孟冬”可知，碑刊刻于公元 １８７１年 １０
月，碑文由 “鲁邑儒童赵□□”手书，鲁邑即
鲁山县，说明碑文书写者是本地儒生。碑系残

碑，所幸发现时大部分残块尚存，拼合后部分

碑文清晰可见。碑文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为：

“鲁邑东南韜城村，古楚遗址也，闫都屈原之寺

久矣……”继 《后汉书》首次记载屈原之庙

１５００年后，再次出现了相同的信息：韜城村、
闫都、屈原之寺。

先说 “韜城村”。《后汉书》记载延笃是韜

县人，韜县这一地名，后世行政区划中已消失。

从史籍记载中，我们只知其位于鲁山县东南，

具体位置不详。从这块碑刻的记载来看，韜城

村这一地名沿用至清同治年间，韜城村的得名

显然与 《后汉书》中所记韜县有关，韜城村所

在地就是古韜县县治韜城所在地。据当地文史

学者付金山介绍，前城村是韜城遗址的组成部

分，民国前叫韜城村，民国时更名为前城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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韜城遗址大致分布于今张官营镇的前城、后城、

小窑、紫金城四村，前城村位于遗址北部，得名

“前城”，后城村位于遗址南部，得名 “后城”，

即 “前韜城”“后韜城”是也。至此，汉朝史书

中提到的韜县和韜城的准确位置找到了。

再说 “闫都”，纯系 “延笃”的讹误，极有

可能是当地儒生撰写碑文过程中不知 “延笃”

的正确写法，讹为 “闫都”。从碑文上下文表述

的意思来看，“闫都”指的就是东汉时当地名人

延笃。

再说 “屈原之寺”，寺之本义为官署，汉刘

熙 《释名》解释：“寺，嗣也，官治事者相嗣续

于其内也。”可见寺初指官府治事的所在。汉许

慎 《说文解字》亦云： “寺：廷也，有法度者

也。从寸，之声。”说明汉代寺的定义非常清

晰。《后汉书·延笃传》中说 “屈原之庙”而不

说 “屈原之寺”，道理就在这里，寺是官员办公

场所，庙才是供奉神位的地点。

东汉时期，“寺”与 “庙”开始发生联系。

宋朱熹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十一载：“白

马寺按 《统一志》在河南府城，东汉明帝时，

摩腾、竺法兰始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初止于

鸿胪寺，遂取寺为名，创置白马寺，此僧寺之

始也。”

清翟灏撰 《通俗编》转引 《罗璧志余》亦

云：“汉设鸿胪寺待四方宾客，永平中，佛法入

中国，馆摩腾法兰于鸿胪寺，次年敕洛阳城西

雍门外立白马寺，以鸿胪非久居之馆，故别建

处之，其仍以寺名者，以僧为西方之客，若待以

宾礼也。此中国有僧寺之始。”

由此可知，寺在古代并非专指佛教场所，

只是由于西来的天竺僧人久居鸿胪寺，后才以

“寺”称之。出土碑文所说的 “屈原之寺”显然

指的不是佛寺，而是供奉屈原神位的场所，即

屈原祠或屈原庙。由此可知，直到清代，河南民

间还有祭祀屈原的场所。

民间祭祀屈原在河南明清地方志中之所以

少见，是因为端午祭祀屈原是一种民间节俗，

并非官方祀典。地方志为官修，对于官方祀典

比较重视，如祭孔、祭关等，记载颇为详细，对

于民间祭祀往往不加理会，于是出现地方志鲜

见记载的现象。但是，封建士大夫的好恶抹不

去中原百姓对屈原的集体记忆，每逢端午，人

们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正所谓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历史由人民书写，

“屈原之寺”的碑刻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河南日报黄河文化

智库专家）

鲁山 城 “屈原之寺”碑的几点思考和价值判断
◎潘民中

　　该碑的明显价值有三，１０月１４日下午我在
前城村部已作了简单梳理。其一，韜城有屈原

庙见于 《后汉书·延笃传》的文献记载，而该

碑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实物，使韜城有屈原庙

的证据更完善更扎实。考据学有一条原则 “孤

证不立”，就是说若仅凭 《后汉书》一条材料来

确认韜城有屈原庙，还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的。

现在好了，除了 《后汉书》外，又有了这通碑

的记载，可信度就立马提高了。其二，《后汉书

·延笃传》记载的是 “韜城屈原庙”，该碑所称

为 “屈原之寺”，由屈原庙变为屈原寺肯定有一

个历史过程，也就是说韜城祭祀屈原的建筑，

不仅东汉时存在，而且在其后相当长历史时期

内仍然存在着。其三，从东汉时的屈原庙，到后

来的 “屈原之寺”，再到刻立此碑时回顾韜城过

去有屈原之寺，说明历代韜城人对屈原遗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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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传承有序的。

经过几天来对韜城 “屈原之寺”碑文的识

读研究，又有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该碑刻立于清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距
今将近一个半世纪，恰处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之当口。该碑下款为 “□治拾年□□□未
孟冬谷旦立”。“□治”为年号无疑，但首字漫
漶难识。查东汉以后历朝诸帝所用年号中第二

个字为 “治”的有四个，即元英宗 “至治”，明

孝宗 “弘治”，清世祖 “顺治”，清穆宗 “同

治”。在这四个含 “治”字的年号中，元英宗的

“至治”只有三年，首先应当排除。明孝宗 “弘

治”、清世祖 “顺治”、清穆宗 “同治”三个年

号虽都在十年以上，但明孝宗 “弘治拾年”的

干支是 “丁巳”，清世祖 “顺治拾年”的干支是

“癸巳”，均与碑文 “□未”不合，只有清穆宗
“同治拾年”的干支是 “辛未”。故把碑文下款

补全应是 “同治拾年岁在辛未孟冬谷旦立”。

其二，七星庙中当供奉有屈原神主或图像

塑像。七星庙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各地多有。

“七星”原本指北斗七星，人格化为 “七星君”，

七星庙原本供奉的应是 “七星君”。可是各地七

星庙供奉的都是与本地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

如最有名的陕西府谷县孤山堡城北门外约１千米
处的国保单位七星庙，供奉有折赛花和杨继业。

原因是相传当年折赛花和杨继业曾在此比武招

亲。这也不奇怪，因为在中华传统习俗是把人

间的大人物与天上的星宿相对应来看待的。有

名的文人都是由天上 “文曲星”照着的，出众

的武将则是天上二十八宿将星下凡的。《三国志

·诸葛亮传》写到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裴松之

注引 《晋阳秋》有言：“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

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

亮卒。”所以习惯上总是把武将殒没，用 “将星

西坠”来描绘。碑文 “没为星而足以入庙舍”

者，当然是那些与韜城本地关系密切的著名历

史人物，在本地民众心目中与这样的著名历史

人物感情最深厚。结合下文 “韜城村古楚遗址

也闫都屈原之寺久矣不存唯□□庙宇曾经重修
留传至今”。及现存的乾隆三十三年 《重修七圣

庙碑记》，可想而知，韜城七星庙中供奉的当有

屈原。

其三，不应排除在韜城及其周边还有单独

奉祀屈原的庙宇。从该碑上款 “重修关帝庙七

星庙金装各庙神像碑记”我们知道，若这里的

“各庙”仅指关帝庙和七星庙，这两个字就没有

必要出现。可知与韜城关帝庙、七星庙同时得

到重修的当还有其他庙宇。这就不能排除 “各

庙”中还有单独奉祀屈原的庙宇，因为韜城及

其周边原本就有屈原庙、屈原寺，屈原又是历

代所敬仰的忠君爱国的杰出人物。要给那些

“没为星而足以入庙”的著名人物修建庙宇，在

韜城及其周边首先应考虑的是重修屈原庙。

其四，韜城屈原寺当存在于北朝隋唐时期。

今天一般说来寺为佛教场所，庙乃道教场所。

但在北朝时期，道教场所也是称寺的，据 《魏

书·释老志》记载： “太和十五年秋，诏曰：

‘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

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

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

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

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

用，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

人。’”这是因为道教是模拟佛教糅合华夏原始

信仰而产生的本土宗教。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

原，立足于洛阳鸿胪寺即后来的白马寺，故以

寺称其活动场所。道教模拟佛教遂也将自己的

活动场所以寺为称，只是唐朝以后佛教完成汉

化，道教走上成熟后，才将二者的活动场所明

确区分开来，佛教以寺、庵为名，道教则称庙、

宫观。韜城在东汉后期以前有屈原庙，属于华

夏名人崇拜、祖宗信仰系统，东汉末道教逐渐

生成后顺势将之纳入道教崇拜系统，改造为屈

原寺，成为道教活动场所是可以理解的。这样

以来，鲁山古韜城屈原遗迹的传承脉络就十分

清晰了。

其五，据碑文 “鲁邑东南韜城村，古楚遗

址也。闫都屈原之寺久矣不存，唯□□庙宇曾
经重修留传至今”所记，韜城屈原之寺是得到

过重修的。对 “唯□□庙宇”所漫漶两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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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当是 “七圣”，这有现存的乾隆三十三年

《重修七圣庙碑记》为证。“七圣”中当包含有

“屈原”，因屈原与当地关系很密切，他的忠君

爱国既在历史上也无愧 “圣”的称呼，又有东

汉的屈原庙和后来屈原寺的遗存。乾隆皇帝亲

自厘定祀典，历朝历代凡能为民御灾捍患的忠

烈，无不修复或重建祠宇，予以定时祭祀。与韜

城相对的沙河北岸宋村牛皋祠就是于乾隆二十

九年 （１７６４）建起的。包括历史上被视为忠君
爱国典范的屈原在内的与韜城关系密切的七圣

庙宇得到重修是毋庸置疑的题中之义。

其六，此碑对研究 “同治中兴”在民间的

反映和影响极具标本价值。结合 “扶持世道”

“以立纲常之维”之语，我们应该联想到 “同治

中兴”。清朝道咸以降，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

鸦片战争，极大地威胁了清王朝的政治统治，

使清王朝遭遇到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与此政

治危机相伴生的还是一场严重的文化危机。洋

教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和教案的不断发生，特

别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是带有浓重西方宗教

色彩的反传统运动。在传统文化人看来，它导

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危机，特别是民间传

统信仰的危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

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

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

原！”拜上帝会信奉的洋教是一神教，一神教具

有极强的排他性，太平军所到之处民间的传统

信俗无不受到严重冲击。 “欲正人心、厚风俗，

非崇正学以兴教化不能也。”同治朝的 “扶持世

道”旨在 “正朝纲，明治本，绍正学，辟异

端”，“卫护纲常名教，挽回世道人心”，恢复、

重建、强化民间传统信仰，防止类似太平天国

事件的再发生。《重修关帝庙七星庙金装各庙神

像碑记》则是朝廷 “扶持世道” “维持风气”

“维系人心”诏谕在鲁山民间的具体落实。

其七，可以考虑于近期择日召开鲁山张官

营韜城 “屈原之寺”碑发现新闻发布会。规范

地说，该碑本应称为 《重修关帝庙七星庙碑》。

但为了行文和称谓的方便，也为了突出其文物

文化价值，摘取碑文中的 “屈原之寺”四字，

称其为：鲁山张官营韜城 “屈原之寺”碑也无

不可。在此次认定研讨会之后，可以考虑于近

期择日召开鲁山张官营韜城 “屈原之寺”碑发

现新闻发布会，将鲁山这一事关屈原遗迹研究

和晚清社会史研究的重大文物文化发现公之

于世。

【附】：座谈会对鲁山韜城 “屈原之寺”碑

文的释读情况

重修关帝庙七星庙金装各庙神像碑记 （按

原碑排行）

从来扶持世道，没为星宿足以入庙舍而

□□ （享祀）者正自不乏。况关圣帝君之精忠

义气□ （炳）如日星，诚堪为此□□□ （方依

赖）。仰我

皇上，□□□□□以立纲常之维，安可听
其□□ （日久）颓□ （废）。鲁邑东南韜城村，

古楚遗址也。闫都屈原之寺久矣不存。唯□□
庙宇曾经重修留传至今。旁有

□□□一间，其庇护此一方也多矣！今久
圯坏残缺，睹之□□目伤□ （无）有望古遥集

之思。因合村人□□□□□□捐资□，同心协
力而庙宇神像焕

然一新。使睹之者咸□□□□□之志，无
□扶纲常于不坠。故勒诸石永垂不朽。

鲁邑儒童赵□□书
首事 （１２人名字）
□□ （清同）治拾年岁次□ （辛）未孟冬

谷旦立

（依据张相华１０月１８日拓本识读整理，简
书横排断句。潘民中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０日）

注：括号内的字为座谈会推敲补出的漫

漶字。

重修关帝庙七星庙金装各庙神像碑记 （按

文意排行）

从来扶持世道，没为星宿足以入庙舍而

□□ （享祀）者正自不乏。况关圣帝君之精忠

义气□ （炳）如日星，诚堪为此□□□ （方依

赖）。仰我皇上，□□□□□以立纲常之维，安
可听其□□ （日久）颓□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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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邑东南韜城村，古楚遗址也。闫都屈原

之寺久矣不存。唯□□庙宇曾经重修留传至今。
旁有□□□一间，其庇护此一方也多矣！今久
圯坏残缺，睹之□□目伤□ （无）有望古遥集

之思。

因合村人□□□□□□捐资□，同心协力
而庙宇神像焕然一新。使睹之者咸□□□□□
之志，无□ （乃）扶纲常于不坠。故勒诸石永

垂不朽。

鲁邑儒童赵□□书
首事 （１２人名字）
□□ （清同）治拾年岁次□ （辛）未孟冬

谷旦立

（依据张相华１０月１８日拓本识读整理，简
书横排。潘民中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０日）

注：推敲 “唯□□庙宇曾经重修留传至今。
旁有□□□一间，其庇护此一方也多矣！”两句
中漫漶的字当为啥字？

１“唯□□庙宇曾经重修留传至今”这一
句中若漫漶的两个字是 “关帝”，前面就没有必

要提 “鲁邑东南韜城村，古楚遗址也。闫都屈

原之寺久矣不存。”因曾经重修的关帝庙与屈原

之寺没有什么关系，提它毫无意义。据现有乾

隆三十三年 《重修七圣庙碑记》刻石存在，我

意这两个字当为 “七圣”。 “七圣”中包含有

“屈原”。这样从文意连贯上才顺理成章。

２若前两个漫漶的字是 “七圣”，那么

“旁有□□□一间”中漫漶的三个字，就只能是
“关帝庙”了。这样前有 “安可听其□□ （日

久）颓□ （废）”相呼，后有 “今久圯坏残缺，

睹之□□目伤”相应，连贯为一体。
３按道理 “旁有□□□一间”中漫漶的三

个字若是 “关帝庙”，“关帝”二字之前也应像

“况关圣帝君”那样的空格。但因 “有”字刚好

是上一行的最后一个字，下一行从 “□□□一
间”起行，所以就用该行第一个字前的空代替

了当空的那一格。这也说得过去。

（作者系平顶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平顶山市

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弘扬红色文化　助力鲁山发展
———鲁山县红色文化教育讲义提纲

主讲：邢春瑜 （鲁山县政协副主席、鲁山县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
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

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

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红色文化是一种重要资

源，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

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

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一、鲁山地处中原，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是

全县人民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鲁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同时也是

革命老区，近百年来，无数革命者和仁人志士

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创业，培育和发展了

丰富而独特的红色文化，是鲁山文化宝库中的

一块瑰宝。如果从中挑拣出十颗闪光的珠子，

基本可以串起鲁山光辉的革命历史：吴镜堂点

燃革命的火种、红二十五军打富济贫留美谈、

八路军南下支队抗击日军首战告捷、邓小平市

场经济理论在鲁山萌芽、中共河南省委在鲁山

诞生、豫陕鄂军政大学在鲁山成立、毛泽东为

《鲁山报》题写报头、鲁山出全国劳模之多举国

罕见、石人山精神全国闻名、脱贫攻坚辉耀

史册。

（一）重要历史事件

１鲁山县党组织的成立。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中
共党员吴镜堂受党组织派遣回鲁山开展革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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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１９２９年３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鲁
山中共党小组，吴镜堂任组长，归中共豫南特

委直接领导。１９２９年９月，经中共信阳中心县
委批准建立中共鲁山特别支部，吴镜堂任书记；

１０月２２日，鲁山特支划归中共许昌中心县委
领导。

２红三军途经鲁山。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中旬，贺
龙领导的红三军实施战略转移，经南召县的马

市坪进入鲁山县境，穿过二郎庙抵达车村、合

屿一带，与阻截的国民党部队遭遇。战斗中，女

战士李金花被俘。后来，李金花逃到鲁山，与下

汤镇磨沟村农民黄富荣结婚。

３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鲁山。１９３４年１１月
２９日至１２月１日，程子华、吴焕先率领的红２５
军长征途经鲁山县境，由东向西经熊背、鸡冢

（团城）、下汤、赵村、二郎庙 （尧山），于 １２
月１日翻越没大岭进入嵩县。红军经过鲁山县境
历时３天，行程１００多千米，先后在熊背、下汤
宿营。红军沿途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书写革命

标语，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在人民群众中播

下了革命的火种，使处于低潮时期的鲁山人民

看到了希望，也留下了白老太送花生、寨墙系

馍、镇压恶霸、红军买猪等红色故事。

４八路军南下抗日支队途经鲁山。１９４５年
１月，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率领的八路军南下
支队，从仓头乡入境，沿途经仓头、董周、张

店、鲁阳、汇源、韍河、马楼、张良 ８个乡
（镇、街道）纵穿鲁山县境内约６０千米。在董
周乡和庄，右路纵队与日军发生遭遇战，共击

毁敌军坦克、装甲车４辆，毙伤敌人数十人，我
军排长严正祥等１８人壮烈牺牲。这次战斗，是
南下支队的第一次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南

下行动，成为这支军队军史上最重要的一页，

被毛泽东主席称为我军长征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也叫南征。

５中共河南区委员会、河南人民抗日军区
机关进驻鲁山。１９４５年６月３日，王树声、戴
季英率河南人民抗日军和中共河南区委员会、

河南军区机关挺进鲁山西部山区，司令部驻二

郎庙。６月１５日，皮徐支队从二郎庙进军土门、

瓦屋、背孜，并在此建立中共鲁山县委和鲁山

县抗日民主政府。

６豫陕鄂解放区和豫西解放区党政领导机
关在鲁山。１９４７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
防御转入战略进攻。６月３０日，刘伯承、邓小
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１２万余人强渡黄河，
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

反攻的序幕。其后，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

战军主力一部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

主力分别挺进豫西和豫皖苏地区。三路大军成

“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

８月下旬，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在夺取陇海
西线和洛阳外围战役重大胜利之后，又发起伏

牛山东麓战役，先后解放豫西重镇临汝、郏县、

登封、宝丰、鲁山、南召、叶县、方城等１０余
座县城，逐步创建北枕黄河，南临汉水，东到平

汉线，西抵陕南，南北长千里，东西宽６００余里
的豫陕鄂解放区。为加强对解放区工作的领导，

１１月，陈谢兵团前委在南召县南召店建立中共
豫陕鄂后方工作委员会、豫陕鄂行政主任公署、

豫陕鄂后方司令部 （后改称豫陕鄂军区），统一

领导解放区后方建设等各项工作。１１月下旬，
豫陕鄂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迁驻鲁山县城后，

鲁山便成为豫陕鄂解放区的领导中心。

此前，豫西和陕南两个区，实际上一直处

在独立工作的局面。随着豫陕鄂解放区的不断

扩大，为便于协调各方面工作，根据邓小平建

议，１９４８年５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将豫陕鄂解
放区划分为豫西和陕南两个行政区。６月上旬，
中共豫西区委、豫西行署、豫西军区相继在鲁

山成立。原豫陕鄂解放区所辖的９个专署，其中
６个划归豫西，豫西区党委辖７个地委、３个市
委、４５个县委，全区人口近千万。豫西解放区
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的鲁山县城设立了鲁山市，

隶属豫西区党委和豫西行署直接领导。鲁山成

为豫西解放区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中心。

１９４９年２月中旬，中共豫西区党委在鲁山
召开首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传达学习了党中

央关于 《目前形势与党的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

指示》，以及中原局扩大会议精神，回顾了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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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建立以后的各项工作；检查批判了正在滋长

的右倾偏向；制定了 “放手发动群众，系统地

进行社会改革”的群运工作方针。会议结束时，

区党委书记张玺宣布上级指示：“豫西区党委奉

命撤销；成立河南省委。二、五地委合并，六地

委与桐柏地委合并，其他一律不动。南下干部３
月底集中。区党委一级机关为河南省委底子

（即基础），原班不动，坚守岗位，２０日以后迁
至开封。”河南省委在鲁山设立的时间虽不长，

亦被党史和历史界学者称为 “河南的西柏坡”。

７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鲁山的活
动及邓小平 《鲁山报告》。为统一指挥中原作

战，更快地粉碎中原敌人的防御体系，更好地

建设中原解放区，１９４８年５月９日，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除中原解放区现辖境地外，

凡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直到川陕边，均属

中原解放区。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

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同时建立

中原军区，将挺进中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

陈谢部队改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中原军区

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中原局

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移至宝丰，从此，宝丰和

鲁山成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人的一个重要

活动地区。

邓小平政委出大别山之后，首先到豫陕鄂

前、后委机关驻地鲁山县城住了半个多月，了

解中原各方面的情况。根据认真调查和分析，

邓小平指出，在中原各区中，豫皖苏和豫陕鄂

两区最大，人口最多，工作基础最好，很快即可

开始建设工作。只要这两个区的工作搞好了，

整个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就有了基础和

保证。

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５日，在鲁山县城的天主教堂
福音堂内，邓小平主持召开豫陕鄂全区地委书

记、专员联席会议 （即豫陕鄂前、后委联席会

议），陈赓、谢富治、秦基伟、黄镇、汪锋、孔

从周、裴孟飞等前、后委领导人和刚到豫西的

宋任穷、张玺等参加了会议。

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作的 《跃进中原的胜

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后简称

《邓小平鲁山报告》。这个报告，深刻阐述了中

原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充分肯定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进中原以来的成绩和经验，

明确指出了应当注意的存在的各种问题，鲜明

地提出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应当采取的一

系列政策策略，是实现中原地区党组织历史性

转变的重要纲领。邓小平在报告中所说的 “像

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

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

区有三万人是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

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

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

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

计。”这一论断实事求是，生动有力地说明了解

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专家

认为，邓小平鲁山报告中有关鲁山市场的论述

是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鲁山是邓小平

市场经济思想的萌发地，这篇报告是我党由革

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纲领性文献，是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这一成果不仅

是河南省的财富，也是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为了开创中原解放区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１９４８年６月７日，邓小平、刘伯承在鲁山县城
文庙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县、

团级以上干部会议。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张

际春、李雪峰、李达、宋任穷、粟裕、陈赓、刘

子久、谢富治等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邓小

平、陈毅分别作了 《敢于发动群众，发展地方

武装，开展 “剿匪反霸”斗争》和 《关于东北、

华北等战场上我军取得伟大胜利和准备挺进大

西南的报告》。

针对部分同志的麻痹思想和政治、军事斗

争面临的新形势，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６日，中共豫西
区党委在鲁山县城召开军事会议和全区地、县

干部座谈会。会议听取中共豫西区委书记张玺

所作的 《豫西形势与工作任务》的报告。陈毅、

邓子恢参加座谈讨论，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

报告，他着重讲了如何提高警惕、整顿部队、发

展武装、加强对敌斗争的问题。

１０月１５日，在鲁山以东１０多千米的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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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受到正在这里参加豫西区党委扩大会议

（亦称程村整党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及群众代

表近５００人的热烈欢迎。会上，邓小平传达中共
中央 “九月会议”精神，他着重讲了七大以来

党的成就、中共中央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估计

以及 “九月会议”，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的战略

任务，又讲了提高纪律性的问题。他说：要保证

战略任务的完成，中心环节是提高纪律，过去

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已到了不可忍耐的程度，

一年来我们基本上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他的

讲话，把豫西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的主题，引

导到以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上来，不仅使

豫西区乃至使整个中原解放区正在进行的整党

更加深入、更加彻底，而且使中原各级党的领

导干部思想上存在的不同程度的 “左”的倾向

和错误认识得到了彻底纠正，强化了中原局对

全区的统一领导，保证了各项方针、政策的贯

彻实施，增强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８鲁山解放。１９４７年６月，陈谢兵团强渡
黄河后，以横扫千军之势，迅速歼灭了盘踞在

豫西的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接连解放了新安、

宜阳、陕县、卢氏、伊阳、嵩县、栾川、临汝等

地。１１月 １日，九纵二十七旅解放鲁山县城。
后战略撤退后，又于１１月２３日重新占领鲁山，
鲁山二次解放。

９毛泽东为 《豫西日报》和 《鲁山报》题

写报头。１９４８年 １月，豫陕鄂后委开始筹办
《豫陕鄂日报》，报社设在鲁山县城的天主教堂

院内，印刷厂在张店乡的宗庄村。中共豫西区

党委建立后，遂将 《豫陕鄂日报》改为 《豫西

日报》，毛泽东主席亲自为 《豫西日报》书写报

头。该报发行量达到２万份，成为豫西区党委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参加解

放战争的有力武器。

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３日，张良镇全国八大党代表
文香兰，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时请毛泽东主席为 《鲁山报》题写报头，

这是毛主席为县级党报题写的唯一一份报头。

（二）重要遗迹遗存

１豫陕鄂前后方工作委员会旧址。１９４８年

４月２５日，邓小平同志在鲁山县城福音堂主持
召开豫陕鄂边区前后委联席会议。会上，邓小

平做了著名的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

政策策略》报告。这篇报告是在文献资料记载

中邓小平最早提出的有关市场论述的文章，后

收入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２００１年，中共鲁
山县委决定对邓小平曾住宿、办公的原福音堂

牧师楼予以修缮、保护。２００４年，中央军委原
副主席刘华清题词 “豫西革命纪念馆”；８月１８
日，建成开放。２００８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
浩田题词 “鲁山邓小平旧居”。２０１３年３月，被
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豫陕鄂军政大学旧址。１９４８年３月，豫
陕鄂军政大学在鲁山县城文庙建立。随着形势

的发展变化，这个学校先后改称中原军政大学、

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西南军区军政大学、第

二高级步兵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

院。在豫陕鄂军政大学的光辉历史中，陈赓、刘

伯承、贺龙、余秋里、刘华清等先后担任该校的

校长、政委、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在鲁

山期间，陈赓、韩钧分别为正、副校长，军校编

为两个大队，学员７００余人。１９４８年６月，该
校迁往临汝。豫陕鄂军政大学为中原解放区和

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为淮河战役、

渡江战役提供了坚定的组织保障和政治思想保

障。该校的校址，２０１９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八
批文物保护单位。

３豫西整党会议旧址。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３日，
豫西整党会议在程村召开，豫西区地方区级以

上、部队团级以上干部及豫西区党、政、军领导

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共４４５人参加会议，会期４３
天。１０月１５日，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到会上
作了重要讲话，并传达中央政治局 “九月会议”

精神。２００８年６月，刘杰同志题写 “豫西整党

会议旧址”，建成 “豫西整党会议纪念馆”，县

纪委挂牌为 “党风党纪教育基地”。

４红二十五军宿营地遗址。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９
日至１２月１日，红２５军长征途经鲁山县境，历
时３天，行程１００多千米，先后在熊背、下汤林
楼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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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八路军南下支队抗击日军遗址。八路军
南下支队途径鲁山县时，在董周乡和庄，右路

纵队与日军发生遭遇战。国道２０７与国道３１１交
会处竖立八路军南下支队抗日纪念碑。

６任应岐将军故居。位于仓头乡刘河村。
７吴镜堂烈士故居。位于梁洼镇鹁鸽吴村。
８鲁山县烈士陵园、西马楼烈士陵园等。

鲁山县烈士陵园位于库区乡，西马楼烈士陵园

位于董周乡。

９规模宏大的地下军事指挥所和多个军工
企业遗址。

（三）主要英模人物

１任应岐。任应岐 （１８９２—１９３４），字瑞
周，乳名约，近代爱国抗日将领，鲁山县仓头刘

河人。任应岐青年时代投笔从戎，追随孙中山，

曾参加平定陈炯明叛乱和北伐战争。１９３４年５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任应岐与吉鸿昌等

共同组织 “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

蒋抗日活动，并当选为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

委员。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９日，任应岐与吉鸿昌等人
在天津国民饭店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时，遭到军

统特务刺杀受伤，又被法租界引渡到国民党五

十一军军法处拘留所，后又秘密转押北平陆军

监狱。狱中，他坚贞不屈，不为敌人的利诱、威

逼所屈服。１１月２４日与吉鸿昌同被国民党反动
派以 “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枪杀于北平陆

军监狱，时年４２岁。就义时写下 “大丈夫有志

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的珍贵遗书，并

与吉鸿昌一同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革命口号。２０１４年，
任应岐入选 “鲁山十大历史名人”。２０２１年７月
９日，河南省政府豫政文

(

２０２１
)

８８号批复
“追认任应岐为烈士”。７月２８日鲁山县委宣传
部命名任应岐故居为鲁山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３０日举行揭牌仪式。告慰烈士英灵！
习近平总书记：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

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

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２吴镜堂。吴镜堂 （１８９６—１９２９），字雪
寒，又名绍仙，革命烈士，鲁山县梁洼镇鹁鸽吴

村人。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鲁山县城箭道街。中

共鲁山特别支部书记。“革命不怕死，临死岂心

惊。亲友千行泪，事业泰山重。一日撒手去，乱

山终古青！”２００９年，吴镜堂被评为 “河南省

６０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
物”。

３乔文宣。乔文宣 （１９０４—１９２９），字奉
尼，又名文超，革命烈士，鲁山县城关观音堂

（今属鲁阳街道河滨社区）人。１９２９年３月，经
吴镜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鲁山县民团大

队长。组织 “铁血团”准备秘密起义，后计划

泄露。１１月被国民党县长宋明奎杀害于县城东
关校场，时年２５岁。
４王恩九。王恩九 （１９０１—１９３９），又名王

同锡，革命烈士，鲁山县瓦屋镇耐庄村人。１９０１
年生，曾任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的机要秘书，

北伐时任西路军少将粮秣总监，后任甘肃省禁

烟委员会主任。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
共中央华北联络局从事统战、情报工作。１９３９
年８月，王恩九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委员、统战
部长；１０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统战部长。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在 “竹沟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

杀害。２００９年，王恩九被评为 “河南省６０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２０１４年８月，入选 “鲁山十大历史名人”。

５辛自修。辛自修 （１９１６—２０００），全国农
业劳动模范，鲁山县观音寺乡下孤山村人。１９５０
年春，他组织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１２月，被
评为鲁山县一等农业劳动模范。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１９５１年１２月，被评为鲁山县特等农
业劳动模范。１９５２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
一等农业劳动模范称号。４月，他以中国农业考
察团团员的身份到苏联考察，受到斯大林的接

见。历任石坡头公社委员会副书记兼社长、鲁

山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４日病逝。
６苏殿选。苏殿选 （１８９８—１９８７），又名苏

元，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一至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鲁山县马楼乡马楼村人。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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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率先办起了河南省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

组，１２月，被评为鲁山县特等劳动模范。１９５１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２年１月，被评为河南
省一等农业劳动模范，同月，被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５６年１
月，被评为河南省特等农业劳动模范。历任马

楼人民公社社长、鲁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１２
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接见。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病逝。
７文香兰。文香兰，女，１９３４年８月出生，

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中共中央九届、十届、

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鲁山县张良刘庄人。１９５６
年，文香兰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之后连续当选中国共产党九届、十

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九届、十

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５８年，出席中共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时请毛泽东主

席为 《鲁山报》题写报头。１９５９年，文香兰被
国务院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受到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之后，文香兰先后郑州、长葛、许昌等地工作，

历任鲁山县委副书记、省妇女联合会主任、长

葛县委书记、许昌专署副专员、省计划生育委

员会副主任等职。２０１６年，文香兰接受鲁山县
电视台 《天南地北鲁山人》栏目组专访时，深

情追忆曾经激情燃烧的特殊而难忘的岁月，盼

望家乡的明天越来越美好。２０２１年６月，文香
兰旧居修复开放。

８沙振海。沙振海 （１９１９—１９８６），河南省
著名劳动模范，马楼乡沙庄人。１９７３年，５５岁
的沙振海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在大青山栽植

泡桐４万多棵，被群众誉为 “青山愚公”。１９７９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河南省政府授予林

业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８２年，被河南省政府授予
农业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８６年１月，沙振海因病
去世，享年６７岁。根据他生前遗愿，葬在大青
山东麓。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沙振海劳模纪念园
建成开放，园内建有劳模亭、劳模旧居、劳模铜

像及农耕文化馆。

９徐玉诺。徐玉诺 （１８９４—１９５８），名言

信，小名建知，字玉诺，曾用笔名红蠼、红蠖女

士、兰烂生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时

期著名爱国诗人、教育家，鲁山县徐营 （今属

辛集乡）人。１９１５年—１９２０年，徐玉诺在开封
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接受民主新思想。１９２０年
—１９２４年，是徐玉诺文学创作的爆发期，发表、
出版大量新诗、小说等，成为中原新文学第一

人。１９４７年鲁山解放后，曾任鲁山一高常务副
校长。文学作品集有 《徐玉诺诗歌》《徐玉诺文

选》等。２００９年，徐玉诺被评为 “河南省６０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２０１４年８月，入选 “鲁山十大历史名人”。

（四）与鲁山革命联系密切的重要人物

１刘杰。刘杰，我国 “两弹一艇”元勋之

一，１９１５年生于河北威县。“九一八”事变后参
加革命，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农委书记，

晋察冀第三特委书记，察哈尔军区政委、省委

书记，豫西区党委第二书记，地质部党组书记，

二机部部长，河南省委书记，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７年
为中顾委委员 （副国级），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

命家。１９４８年豫西区党委成立后，刘杰曾在鲁
山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其后又多次到鲁山调研。

２纪登奎。纪登奎，山西省武乡县人，
１９２３年 ３月 １７日生。１９３７年 ７月参加工作，
１９３８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许昌、洛阳、
商丘地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１９４８年至 １９４９
年，曾任鲁山县委副书记、书记。留有鲁山脱

险、不吃小锅饭、为张有逮虱子晒被子等故事。

３刘湘屏。刘湘屏，山西解县人，１９２０年
９月生。１９３１年参加红军，１９３４年参加长征。
历任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农业机械部计划财

务司司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委会副主任、卫

生部部长等职，十届中央委员。１９４８年 ８月，
任豫西区党委五地委委员兼鲁山县委书记。

（五）新时期主要亮点

１石人山精神闻名全国。１９９２年，鲁山县
举全县之力，强力开发石人山，取得巨大成就，

形成奋发图强、团结协作、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的石人山精神，极大地鼓舞全县人民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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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脱贫攻坚辉耀史册。经过数年持续不断
的精准扶贫，２０１９年，鲁山县高质量完成脱贫
摘帽任务，受到国家的表彰。２０２０年底，全县
１８４贫困村全部出列，４９３８９户 １５３２４５人全部
脱贫。

二、鲁山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喜忧参半，

任重道远

虽然鲁山的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取得了

一些成绩，如豫西纪念馆、豫陕鄂军政大学旧

址先后被命名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规划建设

了一批红色场馆等，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全社会重视程度不够，身在宝山不识

宝，一些文化资源还被外地圈占利用，令人痛

惜。郏县曹沟抗日纪念馆中的鲁山抗战史以及

宝丰九亩阁徐玉诺文化园、新城区花山村牛皋

文化产业园在场馆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很值得我

们学习。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全国新能源重走长征路
汽车拉力赛途经鲁山，总策划苏北就我县如何

保护利用红色资源问题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

建议。

（二）保护意识淡薄，部分遗迹遗存破坏严

重。任应岐、吴镜堂故居濒临倒塌，豫陕鄂日报

社、豫陕鄂军区野战医院、中州银行、陈谢兵团

兵工厂等遗址已不复存在。

（三）挖掘宣传力度不够，崇尚英雄的氛围

还没有形成。如任应岐申烈工作受阻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

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对为国牺牲、

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

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为国

家和人民牺牲呢？”

（四）投入少，实体化建设滞后。如邻县郏

县投入２０００多万元建立了曹沟抗日纪念馆，宝

丰投入数千万元建立了中原纪念馆。

（五）与经济社会、特别是旅游融入不够，

开发利用工作任重道远。

三、加强红色文化的保护利用工作，促进

鲁山的快速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红色故事，传

承好红色基因。

（一）要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保护利用

工作。

（二）要制订切实可行的保护利用规划。及

早规划建设红二十五军纪念馆、河南人民抗日

军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纪念设施。

（三）要多方筹资，抓好重要红色文化遗迹

遗存的修缮保护工作

（四）要加大宣传力度，讲好鲁山红色故

事。红色文化史料征集工作、重走长征路、编印

红色文化读本。

（五）要积极推进红色文化 “五进”活动，

即红色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景区、

进厂矿，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发展合力。

（六）要推进红色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加快形成鲁山的特色文旅品牌

规划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线路：城区以豫西

纪念馆、豫陕鄂军政大学旧址、邓小平市场街、

程村整党会议纪念馆、吴镜堂故居为主打造城

区红色旅游带；西部依托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

鲁山、南下抗日支队与日军和庄遭遇战遗址、

河南抗日人民军司令部旧址和烈士陵园等，并

结合部分景区打造特色红色文化旅游带。

（七）要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理

解掌握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做弘

扬红色文化的积极践行者，展现新时代巾帼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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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２０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县委、县

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

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

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条件下，聚焦 “十大任务”，科学施策，主动作

为，克难攻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总体回

稳、质量提升、效益改善的良好态势。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２０２０年
全县生产总值 １７３０３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３３％。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３３９９亿元，增长２７％；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４９９３亿元，增长７６％；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８９１１亿元，增长 ０６％。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２２０６３元，同比增长 ２８％。一、二、三产业的
结构由上年的１６７∶２９７∶５３６变化为１９６∶
２８９∶５１５。第一产业比重上升２９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下降０８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下降
２１个百分点。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１０２２％，商品零
售价格总指数 １００９％，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
数１００５％。

２０２０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

类　别 指　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１０２２

１食品烟洒 １０７５

　＃粮食 １０００

　畜肉 １２８８

　禽肉 １１５４

　蛋 ９３０

　鲜菜 １３４５

２衣着 １０００

３生活用品及服务 １００２

４医疗保健 １０００

５交通和通信 ９８２

６教育文化和娱乐 １０００

７居住 ９９６

８其他用品和服务 １０００

一、农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６８２２亿元，同
比增长３３％。其中农业产值４３４３亿元，同比
增长 ２３％；林业产值 ２９５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牧业产值１７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３％；
渔业产值 ０９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农林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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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服务业总产值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９２％。
全年粮食总产量 ２４４５万吨，增长 １９％。

其中，夏粮产量１２１６万吨，增长０５％；秋粮
产量 １２２９万吨，增长 ３４％。全年肉类产量
２３４６６吨，其中猪肉１５４９４吨、牛肉２６２６吨、羊
肉产量 ２２０８、禽肉产量 ３１３８吨；禽蛋产量
２９２１５吨；牛奶产量１１７７０吨。２０２０年末，生猪
存栏１６３９４万头，比上年末增长３０７％，其中
能繁 殖 母 猪 存 栏 １９８４２头，比 上 年 末 增
长７８７％。

２０２０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

单位

总产量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同比增长

（±％）

粮食 吨 ２４４４６２ ２３９８６１ １９

其中：夏粮 吨 １２１６０６ １２１０２４ ０５

　　　秋粮 吨 １２２８５６ １１８８３７ ３４

油料 吨 ２２０５９ ２０３５０ ８４

其中：花生 吨 １７４８９ １５８１０ １０６

　　　油菜籽 吨 ４１６１ ４１１２ １２

棉花 吨 １ １

烟叶 吨 １７４ ２１９ －２０５

蔬菜瓜类 吨 ２８４２４６ ２８２３８６ ０７

二、工业和建筑业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８６％，增速全市
第１位，增速高于全市３８个百分点。

分轻重工业来看，轻工业占比、增速均有

增加。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１３６２％，占比
３１３％ （２０１９年１２６％）；重工业增加值同比下
降１３％，占比６８７％ （２０１９年８７４％）。

分企业规模来看，中小型企业增长较快。

中小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１３２％，高于规上
工业增速４６３个百分点，拉动全县１２６６个百
分点，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为９９７％，中小
型企业一直发挥强力支撑作用。

分行业类别来看，全县涉及的２３个行业大
类中半数以上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１０个行
业大类增速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对全县工业增

长拉动最大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纺织业同比

增长３６３％，贡献率为２１４４％，拉动全县工业
增长１８４个百分点；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同比增
长１５％，贡献率为９％，拉动全县工业增长０８
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同比增长１０３％，
贡献率为６７％，拉动全县工业增长０６个百分
点；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同比增

长１５６％，贡献率为４４％，拉动全县工业增长
０４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同比增长
５９７％，贡献率为 ２９％，拉动全县工业增长
０３个百分点。

２０２０年规模以上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发电
量７３４３亿度，比２０１９年减少１４６９亿度，下
降 １６７％；铝材 １１２８吨；石墨及炭素制品
１６５８９吨；耐火材料制品１６０９４吨。

全年建筑业完成增加值８９６亿元，比上年
增长５８％。

三、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不含农户）

比上年增长８６％，比全市５６％的速度高出３
个百分点，居全市六县 （市）第２位。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１６９％，工
业投资增长２３４％。由于疫情原因，部分房地
产楼盘投资进展缓慢，房地产开发投资１６１亿
元，同比下降 ２８５％。销售面积 ５３６万平方
米，增长１２７％。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５４１％，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 ２３４％，第三产业投资下
降４８％。

民间投资全县投资比重 ５８６％，同比下降
５１个百分点，居六县 （市）第３位。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全县投资比重

１４％，同比下降 １２个百分点，居六县 （市）

第２位。
四、市场销售下降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０６４亿元，比上
年下降４３％，增速全市第３位，五县市第３位。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１０７６亿元，
增长９８％。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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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９１亿元，下降 ４８％；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２３７３亿元，下降３４％。

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１７５０亿元，下降
１０４％；商品零售５３１５亿元，下降２２％。

按行业分，批发业零售额５９８亿，同比增
长０７％；零售业零售额 ４７１２亿，同比下降
２５％；住宿业零售额 ５８１亿，同比下降
１２４％；餐 饮 业 零 售 额 １１７４亿，同 比 下
降９４％。

餐饮业营业情况好于住宿业。全县餐饮企

业营业额完成１０９９亿元，同比下降５９％；全
县住宿企业完成３２６亿元，同比下降１０６％。

五、财政金融运行平稳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后完成９１４８５万
元，同比增收９９０２万元，增长１２１％，税收比
重为 ６２３％。其中：税收收入累计完成 ５６９８２
万元，增长２５％；非税收入累计完成３４５０３万
元，同比增长３２９％。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完成 ４９５７９０万元，同比增支 ２５４２５万元，增
长５４％。

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３０５１２亿元，较年初增加 ３７１１亿元。其中，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２５６０９亿元，较年初增加
３１１９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１０６１２亿
元，较年初增加１８５４亿元。存贷比为３４７８％。

保险事业稳步发展。２０２０年全年各类保费
收入６７９６６万元，各类保险支出１３９７２万元。其
中农业保险收入 ３９８０万元，保险支出 １３３１
万元。

六、交通、邮电

全年完成公路货物运输量３１９万吨，同比下

降２６３％，货物周转量８４１２８万吨／千米，同比
增长５５５％；公路旅客运输量 ４９８万人，同比
下降５８５８％，旅客周转量１１６２６万人／千米，同
比下降 ６２８５％。全县公路里程 ４２７２千米，固
定电话用户８５６６户，移动电话用户６５２８８３户，
互联网接入用户１９０９４１户。

七、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普通中学５１所，小学２３６所。普通中学专
任教师４１２０人，小学专任教师５２８４人。普通中
学在校学生７７８８７人，小学在校学生９６７３３人。
全年专利授权２３１件。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２０６６７千册。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４５６７床，医疗卫生技术人员３５９０
人，其中执业 （助理）医师１７４９人。

八、人口、人民生活、社会保障

常住人口 ７８７１万人。２０２０年，全县城镇
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５６８４６元／人，
比上年增长 ４７％；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１８１３２元，同比增长４９％，其中：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３２１５３元，同比增长１７％；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１１１５３元，同比增长７１％。城镇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１６３０８元，同比下降
２１％；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１０８６５元，
同比增长１６５％。

注：１本公报各项统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２国内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增加值绝对
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按可比价计算。

３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单位
取舍不同产生的计算误差未作机械

调整。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０日

２２４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环境质量公报

　　２０２０年，鲁山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为２９２天；地表水河流断面水质符合 《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Ⅲ类标准及以
上，达标率为８２％，国控湖库断面昭平台水库
水质达标率为１００％；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
平为二类。县域生态环境质量为良，能够满足

公众健康和生态文明需求。

一、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根据 《河南省空气质量实况与预报》平台

自动监测系统数据和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二级标准限值综合分析，监测
评价因子为六项：分别为二氧化硫 （ＳＯ２）、二氧
化氮 （ＮＯ２）、一氧化碳 （ＣＯ）、臭氧 （Ｏ３）、可
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和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六项
因子年均浓度值分别为 １０μｇ／ｍ３、２４μｇ／ｍ３、
１４ｍｇ／ｍ３、１４７μｇ／ｍ３、８９μｇ／ｍ３、４１μｇ／ｍ３，全
年有效监测天数为３６５天，空气质量优、良 （达

标）天数达到 ２９２天，优良天数年达标率为
８００％。与２０１９年相比，空气质量改善明显。

二、水环境质量状况

２０２０年，县域地表水２８个河流断面每月监
测一次，监测项目为２８项，即：水温、ＰＨ值、
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氟化物、氯化物、总氮、

氨氮、铜、锌、铅、镉、总磷、六价铬、高锰酸

盐指数、硝酸盐、氰化物、石油类、硫化物、

汞、五日生化需氧量、硒、粪大肠菌群、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砷、硫酸盐、铁和锰，监测结果表

明，河流断面水质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Ⅲ类标准的水质断面有２３个，
Ⅲ类水质类别比例为８２％ （河流总氮不参与评

价）；省控湖库断面昭平台水库水质每月监测一

次，监测项目为 ２８项：即水温、ＰＨ值、溶解
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

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镉、六价铬、

铅、汞、砷、硒、氟化物、氰化物、挥发酚、石

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

群、电导率、透明度、叶绿素、水位，监测结果

表明，昭平台水库水质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Ⅲ类标准及以上。
三、声环境质量状况

２０２０年城市居民住宅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
效声级昼间为 ５８０ｄＢ（Ａ）、夜间为 ４５６ｄＢ
（Ａ）；城市文化教育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昼间５５９ｄＢ（Ａ）、夜间为４６５ｄＢ（Ａ）；城市
行政办公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昼间为

５６７ｄＢ（Ａ）、夜间为 ４７６ｄＢ（Ａ）。均符合
《声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２类标准
限值要求 （昼间６０ｄＢ（Ａ）、夜间５０ｄＢ（Ａ））。

根据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和区

域环境噪声的监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２０２０年
度与２０１９年度相比，总体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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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一、本索引把年鉴所刊登的条目，采取主题分析的方法，按汉

语拼音　（同音字按声调）顺序排序。
二、大事记不再编制索引。

三、索引名称后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内容所在页码。

四、内容有交叉的条目，为便于读者检索在索引中重复出现。

Ａ

艾滋病宣教　３５５
“爱耳日”公益活动　２２９
安全大检查　１９９
安全管理　３３５
安全培训　２００
安全生产　２５３、２７１、２７７、２８０、３００、３６５、３６９、３７１、
　３７５、３８１、３８４、３９２、４０２、４０３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１９９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１９９
安全稳定　３６７
安全宣传　２００
安全饮水　２９０
安置帮教　２４０
案件执行　２３８

Ｂ

拔尖人才队伍建设　１７４
白龟湖饮用水源保护　２５２
百岁老人　１４２
百姓文化云建设　３２９

办理实事　２３１
办学条件　３４３
帮扶解困　２１５
保费收入　３０７
保险　３０７
保险服务　３０８
保障服务　１７０
保障环境安全　２４６
保障住房建设　２６４
背街小巷治理　２６２
背孜乡　３９５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０９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３０９
碧水保卫战　２４６
便民服务　３０７
便民利企机制　２０２
殡葬管理　３３５
病媒防制　２６３
病媒生物监测　３５５
补缴社会保险　３３６
布病防控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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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财政　３０９
财政补助收入　３０９
财政共享收入　３０９
财政监督　１８７　３１３
财政税务　３０９
财政投资评审　３１３
参政议政　２１２
残疾人补贴　３３４
残疾人救助　２２９
残疾人康复　２２９
残疾人维权　２２９
残疾人组联　２２９
残联　２２９
蚕业　２８６
蚕业奖补　２８７
蚕业科技　２８６
蚕业投入　２８７
蚕种繁育　２８６
仓头乡　３９７
产品研发　２９９
产品质量监管　３２３
产业发展　３８８　３９８
产业扶贫　２８４　２８７　２９０
产业集聚区　２９８
产业项目　３７９
常规统计　３１９
常规巡察　２１０
场馆建设　３２７
成品油市场管理　２７６
城管执法　２６１
城区供水　２４９
城市道路建设　２５６
城市管理　２５９
城市绿化　２５７
城市照明设施管护　２６０
城望顶森林公园建设　２４８

城乡建设　２５６　４０３
城乡居民医保　３５３
城镇职工医保　３５３
抽检监测　３２４
抽水蓄能电站实物调查　２０３
出租车及城市公交管理　２７０
传染病疫情　３５３
传统农业　３８２
创国卫表彰大会　２６２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侧记　２７
春节民俗文化节　２２６
春节慰问　２３１
慈善救助　３３３
促进党建和履职融合　２０５
村级集体经济　１７６
村（社区）巡察　２１１
村委换届　４０５
村镇建设　２５９、３６４、３９０
存款业务　３０３、３０４、３０５、３０６

Ｄ

大槽油制作技艺　８４
大气污染防治　２６０
大事记　３１
大事月报编印　３２７
大学生村干部管理　１７５
代表履职　１８８
代表视察　１８７
贷款业务　３０５
袋料香菇种植　４０７
党风政风监督　２０９
党史宣教活动　３２６
党史研究　３２６
党史资料征编　３２６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１７９
党校教育　１８５
党员电化教育　１７４
党员群众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１７６

５２４索　引　



档案安全建设　３２８
档案查阅服务　３２８
档案法制宣传　３２８
档案法治建设　３２８
档案事业　３２８
档案数字化管理　３３６
档案资源建设　３２８
道路建设　３８０
德育管理　３４１
德育教育　３４５
德育与文化　３４４
地方储备粮体系建设　２７８
地方军事　２４２
地氟病防治　３５５
地形地貌　７２
地域概况　７２
地质勘查管理　２５４
第二人民医院　３５８
第七次党代会　３０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３１９
第四届世界汉字节　２２７
典型宣传　２１３
碘缺乏病防治　３５４
碘盐供应　２８２
电力扶贫　２９５
电力服务　２９５
电力设施　２９４
电力用户　２９４
电量经营　２９４
电商物流　３２９
电网建设　２９４
电信公司　２７５
电业　２９４
电子商务　２７６、２７９
调查　３２０
调研活动　１８５、２０７
冬桃种植　４０７
董周乡　３８４

兜底保障　３３２
督查督办　１９１
督查民生实事　１７６
督查问效　１７０
端午节　２２７
队伍建设　２０９、２３５、３２２
对接政府重点项目　３０６
对外贸易　２７６
对外宣传　１７７

Ｅ

儿童健康管理　３６０
二甲创建　３６０

Ｆ

发放再贷款　３０２
发展和改革　３１６
法律监督　１８７
法制宣传　２４０
法治　２３２
法治建设　１９２
法治鲁山建设　２３３
法治政府建设　２３９
反邪教宣传　２２９
返乡创业服务中心　３２６
防溺水宣教　２５１
防汛抗旱　２５３
防汛抗洪　２５０
防汛物资储备　２８０
防震减灾宣传　２９６
房产事务　２６３
房地产市场管理　２６４
房屋维修资金管理　２６４
房屋租赁市场管理　２６４
“放管服”改革　３２２
放管服改革　２５５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９３、３８２、４０１
非物质文化遗产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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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油品销售　２８２
扶持丝绸家纺企业　２８７
扶贫　２８９
扶贫成效　２８９
扶贫举措　２８９
扶贫资助　３４７
服务保障　２３３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３３６
服务地方经济　３０７
服务地方经济　３０５
服务少年儿童　２１６
服务业统计　３１９
福利彩票发行　３３５
福利机构建设　３３４
妇联　２１７
妇幼保健院　３５９
妇幼健康服务　３５０
妇幼卫生服务　３６０
复工复产助“三农”　２８４

Ｇ

概述　３３２、２７２
干部队伍建设　１７２
干部监督　１７４
干部培训　１８５
干线公路建设　２６８
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　１８０
高考成绩　３４２
高速公路建设　２６８
高招成绩　３４０
高招录取新生　１４３
耕地保护　２５４
工程管理　２５３
工会建设　２１５
工伤保险　１９７
工商联　２１３
工行鲁山县支行　３０４
工业经济　２９１

工业经济统计　３１８
工业与科技　２９１
工资晋升审批　１９８
工作监督　１８７
工作综述　１６５、１８８、２８４、３４７
公安　２３４
公共法律服务　２４０
公共卫生　２６３
公共卫生服务　３４９、３６２
公路养护　２６９
公路运输　２６８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１８１
公司名称变更　２７３
公务接待　２０３
公务员管理　１７４
公益诉讼检察　２３７
公园建设　２６２
公证管理　２４１
供销合作　２７９
共青团改革　２１６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２１５
孤儿救助　３３３
古树名木保护　２４８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３２１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３１８
关爱妇女儿童　２１８
关爱未成年人　２３７
关爱下岗职工　２８０
观音寺乡　３９６
光彩事业　２１３
磙子营乡　３７７
国防教育　２４３
国家安全　２３４
国家地质公园　８１
国家级名片　７９
国家卫生县城　８１
国家卫生县城创建　３５１
国家卫生县城命名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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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安全　２３２
国库会计核算　３０３
国土空间规划　２５３
国土生态修复　２５５
国有资产管理　３１２

Ｈ

合作办学　３４１
河长制建设　２５０
河道监管　２５１
河道治理　２６２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２２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２３
河务管理　２５０
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揭牌　２３０
红十字协会　３５１
后营社区建设　２６７
“互联网＋监管”　２０１
“互联网＋政务”服务　２０１
户厕改革　３９６
护航脱贫攻坚　２０９
环境保护　２４５、３００、３０１、３７２、４０５
环境质量公报　４２３
环境卫生管理　２５９
环境污染整治　２５３
环境整治　３８７、４００
环境执法　２４７
环境治理　３８９
环评审批　２４７
汇源街道　４０４
婚姻登记　３３４
货运市场　２７０
货运市场管理　２７０
货运业务　２７２

Ｊ

机构编制管理　１８４
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　１８４

机构编制政策法规宣传　１８５
机关干部驻村管理　１７５
机关事业单位登记　１８４
机关事业档案　３２８
基层基础建设　２３４
基层协商议事机制　２０６
基层医疗服务　３４９
基层政权建设　３３４
基层政务服务　２０１
基层组织建设　１７２、２１７
基础设施　７９、３８５
基础设施建设　３０１、３６９、３９８
疾病防控　３５０
疾病预防与控制　３５３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２８６
计划生育　４０３
计划生育服务　３５０
计量检定　３２３
计生协会　３５１
纪检监察　２０７
纪委和监委　２０７
纪委十四届五次全会　２０８
价格执法检查　３２４
驾培市场管理　２７０
检察　２３６
减税降费　３１４
建功立业活动　２１４
５Ｇ建设　２７５、２９６
５Ｇ建设与应用　２７５
建行鲁山县支行　３０４
建言资政　２０５
建议办理　１８７
建筑市场管理　２５７
健康扶贫　２９０、３４９、３５２、３５７、３５９、３６１
健康教育　３５６
健康教育培训　２６３
健康教育网络　２６３
江河高中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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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９
江河新区　３０１
将相河治理　２５８
交通扶贫　２６９
交通管理　２３５
交通执法　２６９
教材教辅发行　３２９
教科文财务管理　３１１
教师队伍建设　３４０
教学成绩　３４４、３４６
教学改革　３４２、３４５
教学管理　３４１
教学研究　３４６
教学研修　３４３
教育　３３７
教育督导　３３７
教育扶贫　２９０、３３９
教育教学　３３８
教育科研　３４６
教育卫生　３８２、３９７
教育文化　４０５
教育综合管理　３３８
接待服务　２０３
接收安置　３３６
结核病防治　３５５
金融扶贫　２９０、３０３、３０５、３０７
金融服务　１９１、３１７、３８０
金融业　３０２
经济发展　７８
经济概况　７８
经济监督与管理　３１６
经济建设　３６６
经济建设财务管理　３１１
经济责任审计　３２１
经营效益　２８３
精神文明建设　１７７、１８１、３６６、３７８、４００
景区管理与服务　３３１
景区违建整治　３３１

景区整改提升　３３１
救灾物资储备　２７９
就业创业　３３６
就业扶贫　２９０
居民收入统计　３１９
卷烟营销　２８３
决策服务　１７０
军粮供应　２７８
军事　２４２
军事工作　２４２
军休服务管理　３３７

Ｋ

抗疫原创作品网络演出　２２７
科技服务　２９６、３７０、３８２
科技技术　２９６
科技竞赛　２２８
科技培训　２９６
科技申报　２９６
科技特派员　２９６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２２８
科普大篷车进校园　２２８
科普助力疫情防控　２２９
科协　２２８
客运市场　２７０
客运市场管理　２７０
客运业务　２７２
课堂改革　３４６
课题招标　３２０
狂犬病处置　３５５
矿产资源管理　２５４
矿业秩序整治　２００
困境、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３３３

Ｌ

垃圾无害化处理　２５８
蓝天保卫战　２４５
劳动模范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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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维权　１９８
劳模推荐评选　２１４
老促会　２３０
老干部管理　１７４
老旧小区改造　２５６
李福才剪纸技艺　８４
理论宣传　１７６
理赔支出　３０８
历史人物　１２５
历史沿革　７３
联社改制　３０５
联审联批　２０２
联通公司　２７４
梁洼镇　３６７
梁洼镇鹁鸽吴村　８２
粮食生产　２８４
粮食收储　２７８
林业　２４７
林业发展　３７０、３７４
林业生产　３９８
林业畜牧　３８５
林业资源管理　２４８
临时救助　３３２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３３４
鲁山绸　８２
鲁山二高　３４２
鲁山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　３２５
鲁山鼓儿词　８４
鲁山黑木耳　８３
鲁山花瓷　８２
鲁山花瓷烧制技艺　８３
鲁山花瓷烧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３２５
鲁山机场项目　２７３
鲁山三高　３４３
鲁山丝绸制作技艺　８４
鲁山县被认定为“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　３２９
鲁山县人民代表大会　１８５

鲁山县人民政府　１８８
鲁山一高　３４０
鲁阳街道　４０３
路网建设　２６５
路政管理　２６９
露峰街道　３９９
旅游　３２９
旅游扶贫　３３０
旅游管理与服务　３２９
旅游节庆活动　３３０
旅游精品打造　３３０
旅游开发　３８７
旅游资源　７７
绿色交通试点县创建　２７０
绿色农业　２８５
落实货币政策　３０２

Ｍ

马楼乡　３７８
美术　２２６
免费筛查　３６０
免疫规划　３５３
民革支部　２１２
民国大事记编印　３２７
民间文艺　２２５
民间信仰场所管理　１９５
民生保障　４０３、４０５
民生建设　２６５
民生实事　２１８
民事检察　２３６
民事审判　２３８
民营经济统战　１７８
民政事务　３３２
民主党派群众团体　２１２
民族　７６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１９５
民族宗教　１７９
民族宗教事务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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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诞辰２５００周年纪念活动　２２８
目标管理　１９１

Ｎ

内控案防　３０４
年鉴编辑　３２７
凝聚共识　２０６
牛郎织女传说　８３
农村公路建设　２６９
农村公益电影　３２６
农村水系整治　２４９
农村危房改造　２５７
农发行鲁山县支行　３０５
农机补贴　２８８
农机管理　２８９
农机监管　２８８
农机监理　２８８
农机推广　２８８
农机装备　２８８
农机作业　２８８
农家乐星级评定　３３１
农民丰收节　２２８
农商小镇项目　２８１
农田项目　３７９
农业财务管理　３１２
农业发展　３８８、３９８
农业扶贫　２８４
农业经济　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４
农业农村　２８４
农业生产　３６４、３７９、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１、４０１
农业生产统计　３１９
农业银行鲁山县支行　３０３
农资供应　２７９
农资市场监管　２８５

Ｐ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１８１
平安建设　３０１、３４１、３６５、３７３、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９、３９１、

　３９７、４００、４０５
平安鲁山建设　２３２
平安校园　３４３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名单　２５
平顶山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　２６
平顶山银行鲁山支行　３０７
平鲁旅游专线　２７３
普法宣传　３７２
普惠金融　３０２、３０５、３０６

Ｑ

七夕节　２２７
其他审计　３２２
气候　７２
气候概况　２９６
气象服务　２９６
气象科普　２９７
企业破产重整　２９３
企业文化　３０７
启用新院区　３５７
巧媳妇工程　２１７
琴台街道　４０１
青春建功　２１６
青春领路　２１６
青年志愿服务　２１７
庆祝三八节　２１９
区划地名　３３４
区位优势　７２
区域位置　７２
曲艺　２２５
权益维护　３３７
全程代办服务　２９８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１８２
全面改薄　３３９
全省水源地保护观摩会　２４５
全市重点项目　３６６

Ｒ

燃气管理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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韍河乡　３８６
人才队伍建设　３６１、３６２
人才专项事业编制　１８４
人大常委会会议　１８５
人大信访　１８８
人防避难区建设　２４３
人防工程审批　２４３
人防宣传教育　２４３
人防执法　２４３
人居环境　２６６、２８５、３６４、３６６、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７、
　３８１、３８５、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５、３９８、４０２、４０７
人口　７６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９８、３０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１９６
人民币管理　３０３
人民调解　２４０
人民防空建设　２４３
人民医院　３５６
人事任免　１８７
人物　１１０
人行鲁山县支行　３０２
任应岐史料座谈会　２２８
荣誉榜　８５
融媒体建设　１７８　３２６

Ｓ

三城联创　２６１　４０２
“三林”经济　２４８
三轮县志资料征编　３２７
“三支一扶”管理　１９８
桑蚕放养　２８６
扫黑除恶　２３７
森林大火案件侦查　２３６
森林防火　２４８
森林公安　２３５
沙河防汛　２５１
沙河建设事务　２５１
沙河治理工程　２４９

沙河综合治理　２５２
商贸金融财务管理　３１１
商品购销　２７９
商务管理　２７６
商业服务　２８０
设备购置　３６２
设备设施　２７２
社会办学　３４０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３１０
社会保障　３６４、３６６、２６７、３０１、３６８、３７１、３８０、３８２、
　３８５、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７、４０２
社会保障财务管理　３１０
社会扶贫　２１４
社会公益　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２
社会管理　３０１
社会事业　３３２
社会稳定　４０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　２７６
社会职能移交　３００
社会治理　２３７、４０２、４０３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３３５
社区服务　３５９、３６１
社区矫正　２４０
社区治理　４０５
涉河信访　２５１
涉农检察　２３７
涉诉信访　２３９
摄影　２２２
审计　３２１
审判　２３８
生活饮用水监测　３５５
生命统计　３５６
生态保护　３６６
生态扶贫　２４７、２９０
生态建设与资源管理　２４５
生态示范县创建　２４６
生态修复型采砂　２５１
省、市老促会莅鲁调研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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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　１９７
师资队伍　３３９
师资队伍建设　３４２、３４５
诗词楹联　２２６
诗歌朗诵会　２２６
十届三次职代会　３００
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１８５
石油　２８２
时代楷模　１２１
实验中学　３４５
食品安全　３９４
食品安全整治　３２３
食盐营销网络　２８２
食用菌种植　３９１、３９５
食源性疾病监测　３５５
史志事业　３２７
示范园区建设　２８７
市场服务　２８１
市场监督管理　３２２
市场开拓　２９９
市场销售统计　３１８
市容秩序管理　２５９
市县区工作交流会　２０５
市政设施管理　２６０
市政设施建设　２６２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１９７
事业单位设置　１８４
手足口病防控　３５４
书法　２２２
数字化城管平台　２６１
数字建设　２５４
“双违”拆除　２６６
双违整治　３６４、３７４、３９４
双拥工作　３３７
水库供水　２５２
水利　２４８
水利扶贫　２４９
水利建设　３７９

水土保持　２４９
水文　７２
水政执法　２５０
水资源管理　２５０
税费收入　３１３
税务　３１３
税邮合作“双代”业务　２７３
司法　２３９
司法服务　２３９
司法改革　２３９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４２
四棵树乡　３９３
送科技下乡　２２８

Ｔ

特困供养　３３２
特色产品　３０７
特色产业　３８５、３８７、３９０
特色教育　３４６
特色农业　３８２、２８４
特色商业区建设　２６５
特殊群体救助　３３３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３２３
提案办理　２０７
体育健身　３４０
天然气销售　２８２
铁航项目协调　２７２
铁路运输　２７２
通信　２７４
统计　３１８
统计调查　３１８、３２０
统计服务　３２０
统计基础建设　３２０
统计制度改革　３２０
统计公报　４２０
统一战线　１７８
统战宣传调研　１８０
图书　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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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监管　４０２
土地利用管理　２５４
土地征收　２６６
土门办事处　４０６
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２４６
团城乡　３９１
团县委　２１６
推动红色场馆建设　２３１
推进三项改革　２０９
推进一窗通办　２０１
退役军人服务　３９６
退役军人事务　３３６
脱贫攻坚　２６６、３１６、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３、
　３７６、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０、３９１、
　３９３、３９５、３９６、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４、４０６
脱贫攻坚普查　３１９
拓展服务项目　２８２

Ｗ

瓦屋镇　３７５
瓦屋镇李老庄村　８１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　２７０
王忠富泥塑技艺　８４
网络监控建设　１９５
网络建设　２７４、２７５
网络交易平台监管　３２４
危房改造　３７１、２９０
违建拆除　３８１
违建整治　３７１
维护社会稳定　２３２、２３７
维权工作　２１８
维修市场管理　２７０
卫生保健　３６８、３７０、３８０、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８
卫生创建　３５９
卫生监督执法　３５１
卫生先进单位创建　３５２
卫生行政许可　３５１
卫生应急　３５０

卫生与健康　３４７
委员任职调整情况　２０７
慰问老干部　２１２
温泉小镇建设　３７０
文化　３２５
文化场所　３９７
文化传承　１７８、３２５
文化服务　３８０、３８７
文化管理与服务　３２５
文化惠民　３２５
文化活动　３６８
文化建设　３６４、３８２、３９０、３９２
文化教育　３０１、３８５
文化旅游　３２５、３７６、４０７
文化旅游市场　３２５
文化体育　３７０、４０２
文化资源　７７
文联　２１９
文旅融合　１７８
文明城市创建　１７７
文明村镇创建　１８２
文明单位创建　１８２
文明家庭创建　１８３
文明建设　２１９
文明校园创建　１８２
文史编研　２０７
文史窗　４０８
文学创作　２１９
稳岗就业　１９６
污染防治　３９９
污染治理　３６９
污水集中处理　２５８
五大中心建设　３５７
舞蹈　２２５
物流配送　２７７
物业管理　２６４
物资服务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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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下汤镇　３６９
县级领导　１１０
县情概览　７２
县委办公室　１６９
县乡机构改革　１８４
县行政服务中心与邮政实现合作　２７３
县政府办公室　１９１
县直党的建设　１７３
县委党委会工作报告　１
现代服务业　２６８
乡村环境　３８４
乡村旅游　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３
乡村振兴　２８６
乡镇概况　３６３
乡镇和街道机构改革　１９８
乡镇志编纂　３２７
相亲联谊活动　２２６
香菇小镇建设　３７６
项目服务活动　２９９
项目建设　２６６、２９９、３６３、３６６、３６８、３７４、３７６、３７７、
　３８３、３８６、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６
项目引进　２９８
消防安全　３９４
消防安全管理　２４３
消防安全宣传　２４４
消防管理　２３５
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２４４
消防救援　２４３
消防三年行动　２４４
消费维权　３２３
小城镇建设　３７０
小麦收购　２７８
小型水库管理　２５０
校园安全　３３９、３４４
校园建设　３４１
校园文化　３４７

校园文化建设　３４３
协调服务　１７０、１９１
协调服务特高压　２９５
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１７８
辛集乡　３８２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３５３
新能源项目　３１６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１８１
新网工程　２７９
新闻宣传　３２６
新型社区建设　２６７
新院区建设　３６２
信贷业务　３０３、３０６
信访工作机制　１８３
信访渠道　１８４
信访事务　１８３
信访突出问题化解　１８３
信访维稳　１９９
信访稳定　２５９、２６１、３６９、３７５、２８１、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４
信访责任落实　１８３
信息化建设　２７４、２９６
信用联社　３０５
刑事检察　２３６
刑事审判　２３８
行业扶贫　１９７
行政检察　２３７
行政区划　７３
行政审判　２６１、２３８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１８４
行政事业单位审计　３２１
行政政法财务管理　３１０
行政执法　１９９、２５９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１８４
熊背乡　３８９
畜牧养殖　２８５、３６８、３７０、３９１、３９８、４０１
宣传工作　２１２
宣传教育　１７６
学科建设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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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科建设　３５８
学校安全　３４５
学校概况　３４３、３４４
学校管理　３４３、３４７
学校教育　３４０、３６８、３７０、３８０、３９２
巡察　２１０

Ｙ

烟草　２８３
烟草专卖稽查　２８３
烟草专卖许可　２８３
烟叶生产　２８７
烟叶种植　２８３、２８７
炎黄文化研究　２２２
盐务管理　２８１
盐业体制改革　２８２
盐业宣传　２８１
盐政执法　２８１
养老保险　１９７
养老服务　３３４
尧山景区管理　３３０
尧山镇　３７２
药具改革　３５１
药械化安全监管　３２３
野生动物保护　２４８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２３６
５Ｇ业务　２７４
一般图书发行　３２９
医保控费　３６２
医护管理　３５９
医疗保障　３５２
医疗服务　３５７
医疗改革　３５７
医疗设备　３５９
医疗卫生　３６４
医疗质量管理　３６２
医研融合与人才引培　３５８
医用耗材管理　３５３

医院　３５６
医政药政管理　３５１
移动公司　２７４
移民村建设　２０３
移民贷　２０３
移民扶持直补资金　２０２
移民服务　２０２
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２０２
移民培训　２０３
以文辅政　１９１
义务教育　４０２
易地扶贫搬迁　２９０
疫情保障　２７９、２８２
疫情防控档案　３２８
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　３００
疫情防控专辑　１９
疫情教学　３４６
意外伤害保险　３５３
音乐　２２６
银行　３０２
饮水工程　３９６
应急改革　２００
应急管理　１９９
应急救援　２００
应急演练　２５３
迎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３３７
营商环境　３１４、３１７
营养改善计划　３３９
优抚褒扬　３３６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２３７
邮储银行鲁山县支行　３０６
邮政　２７３
油品市场整顿　２８２
油品销售　２８２
舆论引导　１７７
雨情汛情　２５２
育英学校　３４６
预报预警服务　２９６

６３４ 　鲁山年鉴　２０２１



预算执行审计　３２１
豫事办推广　２０２
院前急救　３５０
“云上鲁山”ＡＰＰ　３２６
孕产妇健康管理　３６０
灾情救助　２００

Ｚ

造林绿化　２４７、３６８、３８２
张店乡　３８３
张官营镇　３６３
张良姜　８３
张良镇　３６５
招商服务　２９７
招商引资　２１３、２７６、２９８、３６３、３８３、３８９
昭平台库区乡　３８８
昭平台水库管理　２５２
昭平台水库扩容　２０３
赵村镇　３７３
征兵工作　２４２
征信服务　３０３
正风肃纪　２０８
证照免费邮寄　２０１
郑万铁路运营保障　２７２
政法队伍建设　２３３
政法工作综述　２３２
政府采购　３１２
政府工作报告　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３１０
政务服务　３９４
政务服务改革　２０１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２００
政务公开　１９２
政协常务委员会议　２０４
政协鲁山县委员会　２０４
政协十届四次会议　２０４
政治　１６５
政治监督　２０８

政治巡察　２０８
支部建设　２１２
支付结算　３０３
知识产权保护　３２４
职工活动　２１４
职业病防治　３５５
植树造林　３７２
志愿服务活动　１８１
质量管理　３００
治安防控体系　２３５
治安管理　２３５
智慧医院建设　３５８
中高招成绩　３３８
中共鲁山县委员会　１６５
中国长寿之乡　８０
中国传统村落　８１
中国景区协会五届七次理事会在尧山召开　３３０
中国老促会到鲁山调研　２３０
中国墨子文化之乡　７９
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　７９
中国曲协文艺志愿服务　２２８
中国人寿保险鲁山支公司　３０７
中国温泉之乡　８０
中国杂协送欢乐、下基层　２２８
中华名窑花瓷之乡　８０
中行鲁山县支行　３０６
中医服务　３６２
中医药服务　３５０
中医院　３６１
中原贡品　８２
中职教育　３４４
肿瘤统计　３５６
种植业　３６８　３７０
重大专项行动　２３４
重点项目建设　３１６　４０５
重要文件目录　１７０、１９２
主次干道治理　２６２
主体业务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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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常委任职情况　２０７
主要经济指标　２９１　２９８
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３１８
主要天气事件　２９７
主要业务指标　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１
主营业务　２７５、３０４、３０６、３０７
助力平安乡村建设　２７５
助力脱贫　２１３
助力脱贫攻坚　２１５
助力疫情防控　２７４
住房与城乡建设　２５６
驻地招商　２９８
专项督导幼儿园办学行为　３３８
专项审计　３２１
专业队伍建设　２４３
专业技术人物　１３４
资源概况　７６

自然资源　７６
自然资源保护　２５５
自然资源管理　２５３
宗教　７６
宗教场所规范化管理　１９６
宗教领域执法　１９５
宗教商业化治理　１９５
总工会　２１４
综合保障　２９０
综合改革　２８０
综合治税　３１４
组织机构　９２
组织建设　１７２、２１３
组织信访　１７６
最低生活保障　３３２
柞蚕放养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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