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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鹤壁青年创业吧

有什么作用？

“河南青年创业吧”是共青团河南省

委面向社会公布的 16 个社会化运作项目

之一， 该项目从 2010 年 11 月开始调研、

论证，2011 年 3 月正式启动。 已在郑州、

洛阳两地召开“河南青年创业吧”集中活

动 80 余次； 累计有 300 余名爱心企业家

加盟，100 余个大学生和社会青年创业项

目得到导师扶持；“河南省大学生创业项

目扶持种子基金”正在完善相关手续，“河

南省青年创业项目孵化基金” 即将成立；

15 个创业项目借助该平台实现了项目资

金对接，累计金额达 8000余万元。

2012 年 6 月 6 日，作为“河南青年创

业吧”重要一环的“河南鹤壁青年创业吧”

正式启动。

“河南鹤壁青年创业吧”在团市委的

领导下，得到了包括团省委青年创业服务

中心、鹤壁市工信局、鹤壁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以及建设银行鹤壁分行、中国

银行鹤壁分行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河南鹤壁青年创业吧”通过集中性

和日常性的活动，力争承担以下责任：

信息交流窗口：创业吧是透视国家相

关政策和创业资讯的窗口。通过即时发布

国家有关政策，开展报告会、论坛、讲座

等，及时进行信息交流，为广大创业者、企

业家提供一个了解政策信息和创业资讯

的渠道。

智慧碰撞平台：创业吧是青年创业者

智慧碰撞的平台。 以活动为载体，青年创

业者、 成功企业家可以面对面交流信息、

经验、心得、技能等，感受创业氛围、启迪

创业灵感，激发创业热情，碰撞智慧火花。

项目孵化基地： 创业吧是项目遴选、

展示、孵化的场所，创业项目的可行性、可

操作性与风险等都可在此获得初步评估

与遴选。 通过集中展示、创业项目推介会

和产学研一体化运作， 还可促成创意、创

业项目的市场转化。

创业教育课堂： 创业吧是创业者、企

业家自我素质提高的大讲堂。 一些创业

者、 企业家在创业道路上受自身素质限

制，遇到瓶颈，根据广大创业者、企业家的

需求，创业吧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开

展实战培训，提高创业者素质，为企业打

造一支合格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创业企业帮扶中心：创业吧是创业企

业最好的帮扶中心。 创业初期，一方面公

司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差；另一方面

创业者缺乏相关经验，在企业运行中总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创业吧致力于打造

企业帮扶中心， 其定位是创业企业的娘

家，通过整合资源（包括法律资源、资金资

源、会计师资源、审计资源、专利注册资源

等），帮企业少走弯路，更好更快地发展！

创业企业营销平台：创业吧是创业企

业推广产品、服务的最佳平台。 创业吧作

为全省运作的一个大平台， 覆盖全省 18

个省辖市、117 所高校、400 多万名大学

生。实践证明，这一平台已经在郑州、洛阳

等地引起一批有慧眼的企业家的关注，必

将释放出惊人的能量！

今年我市 1 4 8 6 3 人

参加中招考试

7 月 7 日公布成绩

晨报讯（记者 张小娜 王帅）6 月 26

日，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共有

14863 人参加中招考试，比去年增加了 1034

人。6月 28日至 30日，考生填报中招志愿；6

月 27日至 7月 6日，评卷、登分；7 月 7 日公

布中招成绩。

据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 全市共有

14863人报名参加了今年的普通中招文化课

考试，其中市区（市直各中学、山城区、鹤山

区、淇滨区、社会青年）6686 人，浚县 6346

人，淇县 1831人。

今年普通高中录取办法与往年不同，考

生可以从市区所有普通高中学校志愿中选

报 6个志愿， 市教育局将根据考生志愿先后

顺序依次录取，按照各学校招生计划（含统招

生和择校生）一次录满，学籍注册工作随招

生录取同步进行。今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分

配到初中的比例仍要达到 50％以上。

我市计划 3年内打造 4个工业化馒头项目

果蔬、营养强化馒头将被端上餐桌

晨报讯（记者 邓少华）“现在市场上的馒

头，有大有小，没有统一的标准，多数还是小作

坊加工的， 符合不符合卫生标准也很难说。 ”

“可不是， 啥时候能有个统一标准就好了。 ”6

月 25日，新区九州农贸市场门口，两位手提馒

头的女士边走边聊。这两位女士的顾虑也是不

少市民的顾虑，我市计划用 3年时间改变这种

现状，重点打造 4 个工业化馒头项目，按标准

生产馒头。 这是记者 25日从市粮食局流通与

科技科了解到消息。

当天，记者从市粮食局了解到，市政府已

于近日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主食产业化和粮

油深加工的实施意见》。 到 2015 年，我市计划

建成 4个具备一定规模、 汇集主食生产加工、

物流配送和植物食用油加工的产业集群，即浚

县主食产业集群、淇滨主食产业集群、山城鹤

山主食产业集群、 食用植物油加工产业集群。

重点打造中鹤日加工 100 万个工业化馒头扩

建项目， 金磨坊食品有限公司日产 20 万个工

业化馒头项目， 祥隆食品有限公司日产 60 万

个工业化馒头项目，健牌面粉有限公司年产 1

万吨鲜湿面条、0.36万吨花卷、包子项目。加快

发展各种杂粮馒头、果蔬馒头、营养强化馒头、

功能化馒头，以及营养强化挂面、鲜切面、快餐

面、方便面等；同时，开发多种规格和口味的速

冻馒头、速冻面条、速冻菜肴、速冻炒饭等新产

品。

市粮食局副局长贾庭福介绍，我市现有馒

头生产企业 3家，日产量 40 多万个，根本无法

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市场上出售的馒头

中，相当一部分是小作坊生产的，食品安全无

法保障。 工业化馒头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按标

准生产，能大大提高食品安全指数。

另外，对从事主食产业化、粮油深加工和

物流配送的粮食企业，我市按《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落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农

民粮食专业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粮食

免征增值税；在项目建设期间，减免相关城市

建设配套费用；鼓励企业加大对主食产业化的

研发投入，对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的研发

费用， 按照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企业取得符合

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1 个纳税年度内不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 免征企业所得税， 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心提示

核

每天重复同样的事

6月 25日，天气燥热。

上午 8 时 30 分， 记者赶到时，黄

广仁正用扫帚清扫沿河公路， 一堆堆

垃圾堆在路边，延续了近 1公里。

记者顺着黄广仁工作的路段走了

不足 200 米，已是满头大汗。 可此时，

黄广仁已经工作了近 3 个小时， 身上

的汗衫早已湿透， 汗水顺着老人的面

颊不停地往下流。

按规定，每天 8时上班。 但现在天

热，天一亮黄广仁就出门了，趁凉快赶

紧过来干活。

记者看到， 黄广仁手里拿着一把

扫帚和两把捡垃圾用的镊子。

“平常就用这些工具吗？ ”记者问

道。

“还有一根长竹竿，今天没带，那

个主要用来打捞河里漂浮的垃圾。 ”黄

广仁说，“昨天刚打捞过一次水面上的

垃圾，这几天来河边玩儿的人少，水面

上的垃圾不多，今天就没带长竹竿。 ”

沿淇晨练、 散步已成为很多市民的习

惯，可就在大家心安理得享受淇河带来的美

好时，您有没有想过像黄广仁这样为保护淇

河默默奉献的人？记者从鹤壁市淇

河生态保护建设办公室了解到，像

黄广仁这样的护河员， 我市共有

6 2 名， 他们大多来自淇河流域附

近的村庄，每天守护在淇河沿岸。

半天的体验生活带给记者很

大的触动，记者在此呼吁广大游客自觉维护

淇河环境，您随手扔掉的垃圾，带给护河员

的却是整天的辛劳。

7 4 岁的淇河护河员黄广仁

□晨报记者 邓少华 李旭阳

每天早上天刚亮， 7 4 岁的黄

广仁就会走出家门。 一把扫帚、一

根长竹竿、两把镊子，这就是黄广

仁的工作工具。

黄广仁，淇滨区许沟村村民，

也是第一批淇河护河员之一，主

要负责淇河许沟到胡嘴村河段的

生态保护、河面垃圾打捞、沿淇步

道及沿河公路的保洁等工作。

有车经过时，要躲到草丛中

“这一段路离村庄和农田比较近，前一段

时间麦收，路上秸秆多；这一段时间天旱，路两

边的树叶开始落了，树叶多。”黄广仁一边扫落

叶一边说。

记者也拿起一把镊子，走到路对面帮他捡

路边草丛里的塑料袋。

时不时有拉石子或沙子的车经过这段路，

而且开得都很快。加上路窄，每当有车经过时，

黄广仁都拉着记者躲到路边草丛里。

记者问黄广仁，这些车是哪儿来的，怎么

从这儿过。

黄广仁说， 有的是附近村里的农用车，有

的是专门拉沙子的车。“有的车装得特别满，边

走边漏，我得跟在车后面不停地清扫。 ”

节假日是最繁忙的

每到节假日，到淇河边游玩、烧烤的人就

会很多，总有人不自觉，把食品包装袋乱扔。游

客们一走，黄广仁就开始忙了。

黄广仁说：“现在天黑得晚，本来下午 6 点

以后，我就可以下班了。但有时下午 7点多了，

烧烤的人还没走，我也不能走，得等他们走了，

看有没有遗留垃圾，有的话得及时捡起来。 不

然，风把垃圾吹到河里，打捞起来更费劲儿。 ”

上午 11时 30分，路面清理完毕。

黄广仁收拾完工具后跟记者说：“上午的

活儿算是忙完了， 下午要去淇河二桥那儿看

看，下午人会比较多。 ”

黄广仁在回家的路上， 还不忘“拾遗补

缺”，他没走大路，而是沿着路边草丛，寻找散

落在角落里不易被发现的垃圾。

一个上午过去了，虽说路上有的地方有树

荫，但一个上午的户外作业，记者还是被晒得

头晕眼花、两腿发软。

可 74 岁的黄广仁，一直有说有笑，一点儿

也看不出疲惫。下午 2时 30分以后，黄广仁还

要继续清扫垃圾、巡河检查。

黄广仁今年已经 74 岁高龄了， 为了淇河

的一弯清水，他已默默工作了 6 年，不能不让

人心生敬佩。

采访后记

名家挥毫泼墨

倡导节能环保

晨报讯（记者 张志嵩）6 月 26 日，由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主办的“鹤壁市公共机构节能书画高

端笔会”在鹤壁迎宾馆中华厅隆重举行。

从昨日下午 3 时开始，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里，14位书画家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以宣传节能

为题，创作出了书法和山水画、花鸟画等 100 多

幅精美作品。 其中一幅美女图，由四位书画家共

同完成，他们分别负责创作画中的人物、花卉、鸟

和书法四个部分。

此次笔会是我市节能宣传月活动的重要内

容，也是弘扬节能文化、创新节能宣传的重要形

式。 在笔会上挥毫泼墨的都是省、市书画名家，希

望借助笔墨的魅力，渲染公共机构节能的浓厚氛

围，以书画的艺术表现力宣传节能环保。

“用手中的笔来倡导大家奉行的节能环保理

念，参加这次笔会，我觉得很有意义。 ”一位来自

河南省炎黄书画院的书画家对记者说。

左图为笔会现场。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