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有关单位委托，定于 2020年 5月 28日下午 2时在神火大道
秉轩2楼会议室公开拍卖山顿牌废旧UPS蓄电池2592块。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凡有意竞买者请携带身份证明在 2020年 5月 27日下午 4时前

交纳壹万元的竞买保证金（以银行实际到账为准）。拍卖未成交
者，保证金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开户银行：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振商分理处
账 号： 34250351800000031
户 名： 商丘市君友拍卖有限公司
地 址：商丘市南京路金穗观天下A座1408室
咨询电话：17550681369

商丘市君友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拍卖公告

为实施商丘城市建设规划，合理利用
国有建设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和市
政府工作安排，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拟报请市政府批准收回位于睢阳区华商
大道北侧、商丘电视台新址东侧商丘电视
台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原登记使用
权面积 53986.4平方米，拟收回使用权面
积 46327.173 平方米（西侧被商丘电视台
新址使用部分不在收回范围），相关权益
单位对拟收回上述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享有听证的权利，如对收回有异
议或要求听证的，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持合法产权证明、有效身份证件等
有关材料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听证时间另
行告知）。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卫东 电话：0370-3073801
联系地址：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睢阳分局宋城国土资源所
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0日

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拟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我市市场监管部门保障两会期间餐饮食品安全

“三夏”临近，5 月 19 日，
民权县林七乡林西村北地，并非
是常见的一片片麦田，映入人们
眼帘的却是一座座日光棚。棚里
绿意盎然，一棵棵艳红小辣椒长
势正旺；小辣椒下套种的西瓜已
经成熟。这里原先是碱化严重的
庄稼地，种啥都没有好收成，现
在变成了林西村村民发家致富的
小辣椒产业园。“这里的 140 多
亩地，可是村民眼中的‘香饽饽
’啊！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
村支书何芳长说。

时值正午，村里 65 岁的贫
困户崔金元正在给小辣椒搭架。

“这座小辣椒棚是俺承包合作社
的，有 7分地，土地改良前，由
于常年井水灌溉造成这里的土地
盐碱化，这里简直就是一片废
地。现在好了，盐碱没了，我这是
辣椒套种西瓜，一年下来，除去成
本净收入 7000 元左右，比种小
麦、玉米强多了。”说起种植小辣
椒的收益，崔金元喜笑颜开。

据悉，该乡为调整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使农户增产增收，乡
里鼓动大家种植小辣椒，又从柘
城县请来小辣椒种植专业人员，

对碱化土地进行改良以及技术指导。同时，为了
解决露天种植的小辣椒怕淹的问题，乡里开挖河
道10多公里，确保了全乡农田涝能排、旱能浇。

乡分管农业副职赵国栋说：“要调整种植结
构，政府首先要考虑好农产品销路，否则，种啥
都白搭。”为此，乡政府把河北衡水金路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通过招商引资形式引进当地，通过签订
协议，进行技术指导和销售。同时，为了解决小
辣椒盛产期产量大，公司一时难以销售问题，该
乡积极谋划，通过向上级申请，在境内建设了一
座辣椒加工厂，解决了农户的后顾之忧。

通过土地流转，乡政府主要采取“基地+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鼓励农户成立合作社，合作社与
贫困户签订辣椒收购合同、优先务工合同，以每斤
不低于市场价收购辣椒，并优先聘用贫困户到合作
社务工。如果农户自种，去除小辣椒种植成本及人
工，每亩平均利润 6000多元；如果贫困户将土地
流转给合作社，每亩土地流转金为1000元，贫困人
口还可以到合作社采摘辣椒，以0.5元每斤计算，一

个人在一个采摘季节平均可收入4000元。
“林西村大棚种植的小辣椒只是全乡辣
椒产业发展的‘先头兵’，现在全乡共计
预留辣椒种植面积约 6000亩，其余露

天种植的地块正在积极移栽辣椒
苗，对吸纳全乡农村劳动力就业形

成‘合围之势’。同时，乡政府
要求各大棚区向贫困户劳动
力就业倾斜，助力全乡脱贫
攻坚工作。”乡党委书记王
向东说。

本报讯（申思广）近日，随着
最后一道操作程序的完成，民权县
110千伏森园变电站成功投运，至
此，该县已有110千伏变电站8座。

据了解，110千伏森园变电站
总投资 2703 万元，一期新建 50 兆
伏安变压器 1 台，110 千伏出线两
回。该站址位于县城北部绿洲路东
侧、黄河大堤北侧。成功投运后，
主供月亮湾公园、黄河故道湿地公
园和绿洲凯旋府、东方御庭、水榭
春天等小区的用电。同时，该站的
投运将大大缓解 35 千伏鲁庄变电
站、110 千伏沙河变电站和 110 千
伏泉水变电站的供电压力，让城区
电网骨架日趋完善。

根据负荷预测，2020年民权县

110千伏网供负荷将达 355.7兆瓦，
2025 年 110 千伏网供负荷为将达
424.4 兆瓦。考虑到民权经济发展
用电和群众用电负荷的快速提升，
民权县供电公司2018年便开始申报
该工程项目。项目批复后，该公司
又针对建设环境、建设工期积极与
地方政府汇报沟通，各级领导先后
多次到该项目施工现场检查指导工
作，营造了良好的施工环境。民权
供电公司为了确保工程按期投运，
主动协调各施工单位，主动介入，
倒排工期，密切关注施工进度；各
施工单位日夜兼程，勠力鏖战，抢
抓工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基
建、质检、消缺和实验，确保了该
站的顺利投运。

民权110千伏森园变电站成功投运

本报讯 （记者 翟华伟） 日
前，市消防救援支队为检验全市指
挥中心及通信保障人员的接处警水
平、指挥调度和应急通信保障能
力，采取集中与实地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指挥中心暨应急通信岗位练兵
比武竞赛。

竞赛项目内容分为岗位业务能
力和体技能两项。既有手机APP理
论测试、辖区应知应会提问、通信
应急分队拉动、通信操法、值班信
息快报、舆情核报、重要灭火救援
情况报告等业务考核，又有基础体
能测试。

考核过程中，全体参考人员能

够按照前期下发的比武考核要求完
成工作，遵守考场纪律，努力拼
搏、奋勇争先，达到了比武竞赛的
预期目标。

通过此次比武竞赛，不仅检验
了前期练兵成果，发现了指挥中心
及通信保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也为提升下一阶段指明了
方向。

下一步，该支队将认真总结此
次比武考核中的经验，找准薄弱环
节，持续加大常态化考核训练力
度，全面提升在“全灾种、大应
急”条件下的指挥调度及应急通信
保障能力。

市消防救援支队

组织开展岗位练兵比武

本报讯 （记者 白鹏 通讯员
黄 杰 梁金敏）近年来，睢阳区冯
桥镇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到工作
首位。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方针，坚持标本兼治，明确了
责任人，分行业领域落实了安全生
产责任，该镇多次被评为市、区安
全生产先进单位。

该镇成立了安全工作领导组，
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领导具体
抓，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安全
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镇利用“党建＋一中心＋四
平台”（即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
心，“平台”即综合工作平台、便
民服务平台、综合执法平台、应急
管理平台），依托网格化管理平
台，构建了安全生产网格监管体
系，挂图作战，全体网格长下沉到
基层网格，全镇分为 7个大网格、

17个中网格、89个小网格，并配备
小网格员、无职党员、乡贤和社会
志愿者。层层签订目标责任制，每
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去年以来，该镇坚持对辖区内
的学校、医院、超市、宾馆等密集
场所进行了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加强“双节”“两会”“五一”等重
要时段及敏感时期安全生产检查工
作。对排查出的隐患和问题实行

“零容忍”。出动宣传车 300 余次，
悬挂横幅 400余条，发放宣传资料
7万余张，排查隐患 40余起，全部
进行了整改。

该镇深化安全生产“七进”活
动，先后开展了安全生产知识竞
赛、消防安全大检查、应急演练等
系列活动。另外，该镇特别要求危
化品企业，坚决做好自查自纠，保
证安全生产。

冯桥镇

筑牢底线保安全促发展

“这是窝距，窝距是 20 厘米，栽
的时候尽量不要把营养土弄散了。”

日前，在睢县潮庄镇党庄村的田
间地头，河南省芦笋协会发起人鹤壁
芦笋协会会长一边给村民示范，一边
作详细的讲解，现场指导村民芦笋栽
培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为指导农民加强芦笋田间管理和
病虫害防治，力保今年芦笋丰产丰
收。5月 11日，潮庄镇特聘请河南省
芦笋协会发起人鹤壁芦笋协会会长张
国峰专家一行，到潮庄镇传授芦笋病
虫害防治技术，该镇的百余名芦笋种
植户参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潮庄镇还为每个参会
人员发放了《芦笋病虫害防治手册》
及药品，深受种植户的好评，种植户
要求技术员经常送技术下乡，为百姓
分忧解难。

张照玉是党庄村有名的芦笋种植
大户，之前一直在外务工，后回乡创
业，发展绿色蔬菜种植产业。张照玉
看准芦笋产业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潮庄
镇对芦笋产业的政策支持，他 2018年
开始种植芦笋。

种植没经验，张照玉提心吊胆。
镇政府派来技术专家现场指导，让他
悬着的心一下踏实了许多。在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看着丰收的芦笋，张照
玉心里美滋滋的，由衷地感谢镇政府
提供的免费技术支持。

“这个芦笋基地建起来以后，我就
在这儿干活，每天能挣七八十元，在
家门口既能挣钱，又能顾家，太好
了。”正在潮庄镇万亩芦笋种植基地干
活的王英高兴地说。

眼下正值芦笋上市的季节，5月17
日，走进潮庄镇万亩芦笋种植基地，

一根根形似“绿色毛笔”的芦笋长势
喜人，焕发着勃勃生机。村民正忙着
采摘、整理和包装新鲜芦笋，准备批
量销售到周边县市。

党庄村里发展芦笋产业，该村芦
笋种植大户还吸收了大量本村和邻村
的群众和贫困户到芦笋地里干活，每
天 80元，工资日结日清，让更多的群
众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

“芦笋是近几年颇受市场追捧的
‘保健菜’，特别好卖，销量攀升，河
南老家乡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振龙
承诺通过电商拓宽芦笋销售渠道；物
流快递协会会长吕伟为党庄村芦笋开
设一条物流专线。”种植户张照玉说。

对党庄村的村民而言，芦笋种植
是新鲜事物，而这一新鲜的特色种植
正在蓬勃发展，为当地农村的增收致
富趟出了一条新路子，绿芦笋就是他

们开启致富之门的“绿钥匙”。
“我们现在已经和河南一家农业公

司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销路不成问
题，而且芦笋可以连续采摘 10年，如
果我们规模扩大、产量增加了，销售
渠道会更宽。”党庄村村委会干部陈传
华喜滋滋地说。

打开了销路，党庄村还通过建设
温室大棚，实现芦笋冬季的错峰生
产，让芦笋能够卖上更高的价格，更
好地为农民增收。截至目前，党庄村
已种植芦笋763亩，全村有80%的贫困
户已直接或间接得到收益。

目前，潮庄镇芦笋种植面积近万
亩，遍及全镇所有村。为拉长产业
链，睢县积极发展芦笋深加工，开发芦
笋罐头、芦笋茶等产品，并打造自己的
独享品牌。芦笋种植这一产业已成为
睢县部分农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睢县潮庄镇党庄村

小芦笋成为农民“绿色银行”
本报记者 白 鹏 通讯员 郑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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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

部令 2005 年第 8 号) 《典当行业监管规

定》（商流通发〔2012〕 423号）和我省

典当行的有关管理规定，经河南东致实业

有限公司（出资 1500万元）、北京鑫诚卓

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出资 90万元）两家

法人股东和江大帅（出资 960万元）、翟芳

芳（出资 450万元）两名自然人股东协商

一致（注册资本共计 3000万元），决定设

立“民权县汇亨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现承

诺如下：

严格按照行业监管部门核准的业务

范围开展经营活动，主动接受监管部门的

监管，依法依规经营；不吸收或变相吸收

公众存款、不发放或受托贷款、不委托投

资，不从事监管部门禁止从事的其他经

营活动；不进行非法集资、非法吸收或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违规行为；自觉

遵守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服从监管部门

监管。

民权县汇亨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20日

承诺书

▲ 5月 19日，宁陵县乔楼乡白庄村千亩
麦田里，麦浪滚滚，麦香扑鼻。小满将至，该县
小麦进入蜡黄期，丰收在望。 吕忠箱 摄

◀ 5月 19日，梁园区刘口镇中陈村农民
在瓜园查看西瓜成熟度。小满将至，农民抓住
农时，积极开展农业生产，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记者 张 铨） 5月
19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针对今年春季天气反常及小
麦病虫害尤其是条锈病、赤霉病
防控形势严峻的情况，全市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科学应对，综合施策，
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

目前，全市已累计防治麦田
2167 万亩次，其中防控条锈病、
赤霉病406.1万亩次，专业化统防
统治率在 50%以上，麦田长势好
于往年，夏粮丰收在望。

3 月份开始，市农业农村局
开展千名科技人员包千村活动，
出动农技人员 2138人次、乡村干

部 25135 人次，深入田间开展病
虫害调查、普查监测，确保条绣
病监测无死角，及时发布病虫情
报及阴雨天气预警信息，实行日
报告制度。组织开展了两次大面
积拉网排查行动，共普查麦田
155467块。

3月 16日，市农业农村局与
市气象局联合召开专家座谈会，
研判分析小麦条锈病防控和寒潮
天气应对形势，并对小麦条锈
病、赤霉病防控和寒潮天气应对
工作出技术安排。

该局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网络等渠道指导、培训农民开展

“两病”防控，宣传小麦病虫草害

防治关键技术；印发资料 24.5万
份，悬挂标语横幅 1930条，张贴
宣传图画44.65万张。同时，强化
资金投入，做好物资供应。有效
保障了防控工作需要。累计投入
防控农药72.95吨，投入农用无人
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大型植
保机械619台（架）。

我市重点筛选了一批装备精
良、技术先进的植保专业化防治
服务组织，组织开展统防统治。
同时，引导支持种植大户、专业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
展规模化自防自治，示范带动周
边农民开展群防群治，扩大防治
面积，把病虫害风险降到最低。

我市全力防控小麦病虫害保丰收

5月19日，中建七局商丘市金融中心项目联创廉洁文化示范点活动启
动。活动现场通过观看微视频，聆听实施方案，集体承诺和宣誓，见证“超
英廉洁文化示范点”揭牌等，弘扬中国建筑“合规诚信、自律清正”“工程优
质、团队优秀”的廉洁文化体系。 本报记者 徐 凌 摄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乡村振兴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