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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聚焦基层聚焦

新密：绿色能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郭涛 通讯员 李绍光 程

艺涵）“生物质电厂的水蒸气历经 6公里管
道跋涉，热浪腾腾地出现在纸厂生产线上，
实现了造纸用热源的大跃升。”这是记者昨
日在新密市大隗循环纸业园区见到的场
景。据悉，这一串绿色能源产业链的诞生竖
起了新密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丰碑。

据了解，当地推动区域化能源综合利
用的是郑州维晨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位于

新密市超化镇王村村，今年 6月初投产，是
一家以清洁能源为核心、以热电联产为特
色的环保型企业。该企业通过技术升级与
产业链整合，实现“供电+供汽+环保”三效
合一，成为绿色能源的新引擎。

走进该公司，映入眼帘的是自动化运
转的车间，井然有序，智能化生产线高效作
业，农林废弃物等垃圾原料通过传送带被
送入锅炉进行燃烧，而锅炉产生的蒸汽则

驱动汽轮发电机进行电力生产，集控室的
电子屏幕实时展示着生产现场的每一个细
节，整个流程构成了一幅现代化智能工厂
的生动画卷。

当前，公司服务范围涵盖新密矿区、超
化新区以及大隗造纸园区，助力区域产业
降本增效。目前，投资3.4亿元的二期工程
已经启动，新增高温高压锅炉和 18兆瓦背
压机组。项目全部竣工后，公司可实现年

发电2亿度，年产值达3.5亿元。
这个综合新能源型企业的建成，每年

可替代标煤 15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6余万吨，促进企业降低成本，实现高质
量发展。公司回收利用秸秆、树枝、香菇
棒这些废弃的资源作为生产原料，年消
耗总计达 30 多万吨，不仅为村民解决了
焚烧污染问题，还给农户带来了更多的
收益。

小农户“链”接大市场
直播重塑产销链路

凌晨 5 点，韩寺镇徐庄的西瓜大棚
内已灯火通明。种植户们麻利地将已
标记成熟的小吊西瓜进行采摘、装箱。

另一边，直播团队也架起设备高喊：“现

摘现发，新鲜直达，明日即可品尝温室

甘甜！”

润泽合作社负责人徐二朋看着订单数

据感叹：“过去依赖整车外运周边市场，如

今直播间成了主销路，爆单时日销近千单，

销量翻数番。这季西瓜临近尾声，短短 20

天线上销量已突破4万斤。”

从“大棚无人问”到“订单爆满”，变化

的不仅是销量，更是产销模式。作为村干

部同时也是当地合作社负责人的徐二朋发

现，种植地实景直播更能激发网络消费信

任，于是便带领村民开始了农产品基地直

播。除了西瓜，大蒜、土豆、洋葱、西红柿、

玉米等应季农产品，同样搭载着购物“小黄

车”开启了上行道路。

为系统化推进农村电商，中牟新区

于 2024 年成立中牟电子商务协会，会员

已突破 50 家。今年以来，协会积极搭建

平台桥梁，邀请多家电商平台负责人到

中牟实地调研、精准指导，并开展互联网
营销培训，成功孵化 90 余名“新农人主
播”。同时，着力打造区域公用品牌，“中
牟优农”品牌库已汇聚 20 余家企业的 50
余种优质产品，为农产品溢价注入品牌
动能。

高端生鲜“破圈”
流量裂变赋能价值链升级

在陈氏阳光果蔬公司的直播间内，中
控员飞速切换着商品链接，主播卖力推介
着商品，不时有网友弹幕刷屏。陈氏阳光
电商负责人介绍说：“我们企业是从 2024
年正式组建直播团队的，目前共开设了 6
个直播账号，一个账号最高能突破 1000人
同时在线观看直播。这一年来直播带来的

业 务 量 已 经 突 破 6000 万 元 ，实 现 增 速
200%。”

在万邦国际农产品市场，陈氏阳光电
商销售的成功并非孤例，罗海佳乐、农夫玛
丽、华得丰等 20多家企业纷纷自建直播团
队，并通过直播将高端水果直接送入寻常
百姓家。

直播业态更催生了 10 多位扎根万邦
的“万人粉达人”，他们中有人用短视频揭
秘水果批发门道，单粉丝暴涨至 283万，创
造出 1 天卖出红提 27 吨、10 天卖出橙子
225 吨的销售佳绩。这不仅是个人的成
功，更是平台流量与专业市场深度融合的
价值体现。由此，电商直播在万邦国际农
产品市场越来越红火。

深加工“点金”
激活传统产业新价值

非遗变“潮品”，一瓶西瓜酱实现千万
级逆袭。在盛夏的中牟狼城岗镇，十余亩
的晒场上，数千个瓦盆盛满西瓜酱豆，在烈
日下氤氲出醇厚香气。工人们穿梭其间翻
搅酱料，而一旁的抖音直播间里，主播展示
着传统非遗工艺。屏幕另一端，订单数字
飞速跳动——单月销量超 10万单、年产值
破 2000万元的“奶奶的酱”，正从乡间灶台
走向全国餐桌。

品牌创始人李泽西，这位 90后返乡创
业者，不仅复活了传统瓜豆酱技艺，更通过
电商将其打造成“网红潮品”，带动周边

2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这背
后，是中牟新区推动农业向价值链高端跃
升的清晰布局。

电商的蓬勃发展，强力拉动了农产品
深加工需求。目前，新区已聚集 6家重点
食品加工企业。其中，郑州顺天缘食品有
限公司开发的辣条、魔芋爽、茶味豆干等创
新零食，借助淘宝、抖音等平台精准触达年
轻消费群体，年产值成功跨越亿元门槛，展
现出“电商+深加工”模式的巨大潜力。

工业制造“出海”
跨境电商开辟增长新蓝海

当基础农产品和加工食品风生水起
时，中牟的工业制造也借势扬帆出海。位
于郑庵镇汽车零配件后市场园区的一家配
件企业，通过阿里国际站成功拿下东南亚
订单。

依托坚实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基
础，中牟新区主动拥抱全球化浪潮。政府
积极对接亚马逊、中国制造网等跨境电商
平台，组织专项市场调研，量身定制制造业
出海战略，并手把手辅导传统企业借船出
海。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生物医药、服
装服饰、精密模具”等领域已涌现出郑州凯
雪冷链、郑州多元汽车装备、郑州胜意发等
10余家跨境电商先锋企业，成为拉动区域
经济的新增长极。

当泰国榴莲与中牟西瓜酱共享同一个
快递箱发往全球，当草根主播用乡音讲解
国际贸易术语，中牟新区正以电商为经纬，
编织着一幅贯通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链接
本地特色与全球市场的产业新画卷。

“我们追求的不是昙花一现的网红经
济，而是要构建‘品牌化运营+韧性供应
链+专业化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生态闭环。”
中牟新区党工委负责人表示，未来，中牟新
区将持续深化“线上流量激活+线下产业支
撑”双轮驱动战略，推动农产品上行、食品
深加工、工业制造及文旅等多领域协同发
力，不断探索并夯实“电商深度赋能、全域
协同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一方屏幕就是一条连接田间与市场的桥梁
——电商赋能中牟新区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晨 牛宁 文/图

数字经济浪潮奔涌，短视频与直播等新业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中牟
新区的产业图景。一方屏幕，正成为连接田间地头与广阔市场的桥梁，驱动网
络零售规模与农产品上行量级双双跃升，为该区开辟出产业突围的多元路径。

入企开展政策宣讲
培育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孙一豪）6月 24日，郑州市科
技局指导、中原区科技局主办了“2025年郑州市高新技术企业
政策宣讲与培育认定工作中原区专场培训会”，30余家企业代
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会特邀行业顶尖专家，帮助企业吃透政策、掌握申
报要点，解决技术与财务申报难题，助力企业顺利完成 2025年
度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认定工作。

郑州大学苏智剑教授围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材料技术
部分实务讲解及常见重点、难点问题解析”展开专题授课。通
过大量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申报材料技术部分的注
意事项。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知识产权布局、研发项目与核
心技术的关联性等重点、难点问题，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和建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所长、注册会计师阎雪生围绕“高新
技术企业申报材料财务部分实务讲解及常见重点、难点问题解
析”，聚焦企业财务申报的关键环节进行深度剖析。重点对研发
会计科目和辅助账设置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真实财务案例，演
示了研发费用在不同会计科目间的正确划分方法，以及辅助账
从设立、记录到核查的全流程操作要点。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政银企携手共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景静）近日，二七区金融工作中心联
合二七经开区管委会及多家金融机构，在郑投产业园举办“金融
政策进园区”活动暨政银企对接会，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政策集
中宣讲、面对面座谈交流等形式，为园区企业与金融机构搭建高
效对接桥梁，助力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

活动伊始，各金融机构负责人组成调研团，实地参观新大方
智能产业园、灏博印刷有限公司、麦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郑州
领航机器人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详细听取企业发展现状、未来
发展规划以及融资需求。

随后召开的银企对接专题座谈会上，二七区金融中心对近
期国家、省、市出台的金融支持政策进行系统解读。针对高新技
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企业、中小微企等不同主体，详细
介绍信贷支持、贴息补助、上市培育等具体措施。

来自园区不同行业的15家企业代表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发
展实际，交流了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如轻资产企业抵押物
不足、初创期企业信用积累不够、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导致的流动
资金紧张、对复杂金融产品理解不深等。企业纷纷表达期待，希
望获得更长期限、更低成本、更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对此，各金融机构负责人结合园区产业特色与走访调研情
况，精准推介适配不同发展阶段、行业类型企业的特色金融产品
与服务方案。并承诺将优化业务流程、创新金融产品、倾斜资源
配置，全力满足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在自由交流环节，政银企三方展开热烈务实的互动。企业
就融资方案细节、政策申请条件等抛出疑问，金融机构现场给予
针对性解答；区金融中心广泛征集各方建议，探索优化政策落地
机制。会场气氛活跃，沟通高效，最终初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拟授信金额9700万元。

社区葵花朵朵开
精准监督护航农村
集体“三资”阳光运行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韦耀星 季连杰）上街区纪委监
委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整治中，推动全区使用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银行账户二维码，以“扫码缴费、直达账户”的闭环管理模
式，有效破解资金代收代管环节的“跑冒滴漏”等风险隐患。

今年以来，该区纪委监委将“三资”管理纳入乡村振兴监督
重点，紧盯资金使用、资产处置、资源分配等关键环节，推动建立
权责清晰的管理体系，以有力监督守牢集体“家底”。区纪委监
委与农业农村局协同联动，通过召开专项调度会、“清单式”核查
资产清查流程，推动各镇（街道）盘清家底，同时紧盯数据录入、
台账更新等环节，严查资产隐匿、账目不实等问题。今年以来，
已完成全区 30个村级、187 个组级农村核算单位“三资”底数清
查，追缴资金 7万元。

该区纪委监委采取“室组地”联动、片区协作等监督机制，运用
“监督一点通”平台开展大数据筛查，通过入户走访、核查凭证、畅
通举报渠道等方式，深挖彻查坐收坐支、违规处置集体资源等“微
腐败”问题，并综合运用现场督办、提级办理等方式，推动案件快查
快处。今年以来，累计摸排处置问题线索 32件，查处腐败和作风
问题20个，党纪政务处分9人，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21人。

针对农村集体“三资”领域问题多发的关键症结，该区纪委监
委深入梳理相关违纪违法案件，系统分析典型问题类型，综合运用
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召开警示教育会、深化以案促改等方式，推
动农业农村部门和各镇（街道）堵漏洞、补短板，建立健全资金管
理、财务审批、合同备案、财务公开、民主决策等60余项制度机制，
为农村集体“三资”规范运行筑牢制度防线。

外卖骑手成为
城市治理新力量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封小敏 文/图

当外卖骑手的电动车穿梭在街巷时，他们不再只是城市的“摆
渡人”，更化身为基层治理的“流动探头”。连日来，荥阳市京城路
街道文博社区以“党建+”为核心抓手，将 86名外卖骑手纳入基层
治理体系，通过“服务+治理”双轮驱动，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
层治理新格局，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注入鲜活动能。

“以前送餐路上想喝口水都难，现在社区和商场设了‘爱心驿
站’，夏天能吹空调，冬天有热水喝，就像家门口一样温暖。”外卖
骑手王萌的感慨，折射出文博社区对新业态群体的暖心关怀。社
区党组织牵头商场管理层、爱心商户成立吾悦广场党员志愿服务
队与爱心商家联盟，在石榴街布局 6处“外卖小哥爱心驿站”，提供
免费饮水、充电、歇脚等 10项基础服务。同时联合商家推出“8元
暖心餐”优惠，已服务骑手超2000人次。

在吾悦广场二楼，党员志愿者轮岗值守的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累计提供物品托管、便民服务200余次。今年以来，党员志愿服务
队走访慰问困难骑手，送去防暑物资、生活礼包等价值超万元的慰
问品，以“15分钟暖心圈”让新业态群体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实现
从“过客”到“家人”的身份认同。

“泰成悦府小区门口路灯电线裸露，已联系维修。”近日，骑手
王萌通过社区“随手拍”平台上报的安全隐患，2小时内便得到解
决。这是文博社区引导新业态群体参与治理的缩影——社区创新
建立“民情吹哨员”机制，鼓励骑手在配送途中化身“移动前哨”，将
道路破损、飞线充电、垃圾堆放等问题拍照上传至网格平台。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骑手累计上报各类线索192条，办结率达100%。

除隐患排查外，骑手们还化身反诈宣传员，随餐配送反诈骗、
防溺水宣传页500余份。在地球日、端午节等节点，外卖小哥志愿
服务队主动参与社区环保画展、包粽子等活动，实现从“治理旁观
者”到“行动参与者”的角色转变，用每日两万步的配送轨迹，勾勒
出城市治理的“流动网格”。

“以前进小区送餐要绕路，现在扫码就能通行，一单省 3 分
钟！”骑手楚恒飞点赞的“进门难”破解，源于文博社区针对外卖小
哥反映的“进门难、停车难、休息难”三难问题。社区牵头召开网格
协商会，联合物业、平台代表与骑手代表共商解决办法。最终形成
了优化小区准入流程，智能道闸骑手扫码通行；划设外卖员专属车
位，方便骑手规范停车；升级驿站功能，解决骑手临时休憩需求等
方案。

社区通过建立“骑手需求清单—社区资源清单—共治项目清
单”三张清单机制，以党建引领协商议事，既解决新业态群体的痛
点，又为社区治理注入新动能。如今，骑手们主动参与商圈秩序维
护、政策宣传等工作，形成“服务换治理”的良性循环。

从提供歇脚地到共建共治圈，文博社区以党建为纽带，让新业
态群体的“移动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红色细胞”。正如社区墙
上的标语所言：“每一次车轮的滚动，都在丈量城市的温度；每一次
举手的相助，都在书写共治的篇章。”

外卖骑手为社区治理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谢鹏飞 通讯
员 郑晓桐 文/图）上街区中心路
街道桃源社区开展“家门口的
共建花园”的行动，发动居民种
下了一片片向日葵，油葵花开，
整个桃花小径变身现实版“金
色童话世界”（如图），引来小区
居民纷纷前来打卡。

自社区发出在桃花小径
上开展“家门口的共建花园”
的 行 动 后 ，小 区 居 民 纷 纷 加
入，从规划小区桃花小径的种
植区，到松土、播种，男女老少
齐上阵。小区群里天天都是

“今日浇水打卡”“油葵长高 1
厘米”的热聊。

当初撒下的小种子，如今
直接“逆袭”成金灿灿的向日葵
大军。居民向记者介绍，等这
批油葵成熟后，社区还准备搞
个采摘趴。届时，大家亲手摘
下沉甸甸的向日葵，现场瓜分
劳动果实，让“家门口的风景”
变成“口袋里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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