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看像公园、近看像游园，走进去是个智能新能
源充电站。”在中原区陇海西路与西三环交叉口东南
角绿树掩映下，由郑州友旺信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兴建的与环保理念高度契合的友旺新能源充电站
坐落于此。

该项目是为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实际行动打
好城市“蓝天保卫战”，全力推动我市新能源汽车的利用
与推广，营造低碳出行良好环境，我市又一个由社会资本
投建的大型新能源智能充电站，该超大型充电站在
我市尚属首家。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打响“蓝天保卫战”

我市一座超大型新能源充电站落户中原区
友旺新能源充电站可日充万辆电动汽车

本报记者 孙志刚

大型系列报道·策马中原策马中原

新能源汽车充电

复工复产结硕果复工复产结硕果友旺充电站建成友旺充电站建成

“没有复工复产的好政策，我们这个项目
也不会这么快建成。”11月 20日，在友旺新能
源充电站，郑州神阳科技集团董事长钟波看着
气势宏伟的充电站激动地说。

据了解，在郑州友旺公司筹建该充电站过
程中，遇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筹建工
作暂停。焦急等待中，疫情缓解，中原区委、区
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复工复产工作，中原区有关
部门、绿东村街道办事处积极开展“三送一强”
到企业，推动项目建设。同时，结合企业实际，
在疫情防控、物资储备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
导，跟踪项目进度，积极协调企业遇到的困
难。非常时期，政策和服务的“及时雨”让企业
吃了“定心丸”，项目迅速上马，加快建设。从
7月启动建设到建成，友旺新能源充电站仅用
了 4个月时间。高效率、高质量推进，正是全
面落实政府支持企业发展，抓“六保”促“六稳”
政策落地的具体体现。

友旺新能源充电站项目，是经过发改委
立项报备，省发改委、省能源局批准售电资
质牌照，由郑州友旺信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项目位于中原区西三环与陇海
西路交叉口东南角。钟波介绍，友旺新能源
充电站是按照环保理念建设，在外部环境打
造和站内环境打造坚持生态优先，远看像公
园、近看像游园。该项目投资 1200 多万元，
由 1 个环网柜、10 台 630 千瓦变压器组成，

像这样的超大型充电站在郑州尚属首家；
140 个充电车位，每日可满足近万辆充电汽
车的充电需求。

为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客户黏性，持续提
升充电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服务能力，友旺新
能源充电站配置有自助岗亭、司机休息室、自
助洗车处、自动售卖机、全覆盖免费WIFI、24
小时实时监控等智能设施。

智能化程度高智能化程度高无障碍支付快捷方便无障碍支付快捷方便

“智能化程度高、充电快，用时短。”钟波介

绍，该充电站建设起点高、智能化程度高，体现

了新时代、新模式、新发展理念。采用互联网

管理模式，可用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也可办

卡支付，无须现金，该充电站也是车桩璧合发

展的创新模式，在充电站建设上具有极强的示

范作用。“西三环友旺新能源充电站规模大、档

次高、外观美、服务好，堪称一流。”前往体验
的车主说。

据了解，2018年 1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提升新能源汽车
充电保障能力行动计划》，力争3年时间大幅提
升充电技术水平，提高充电设施产品质量，加
快完善充电标准体系，全面优化充电设施布
局，进一步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环境和产业
格局。河南省政府也发布《河南省加快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政策围绕
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市场等提出20
条具体措施。明确提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
电智能服务水平，加快智能充电桩建设，号召
党政机关及公共机构带头建设充电设施；推
进新能源汽车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加快住宅
小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与改造等。

加快新基建加快新基建扩网点方便市民扩网点方便市民

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郑州友旺信息技
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掌握的成熟的充电桩建
设先进技术和运作模式，立足郑州，在河南省
各地市布局充电站。目前，依据发改部门批
准的备案条例，该集团充电站建设已由开封、
焦作、荥阳、登封、驻马店等地市，逐步向其他
地区新能源推广城市辐射。未来计划在郑州
市周边布局5000个桩的规模。

郑州友旺信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此座大
型充电站的投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市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不足、车主充电不便的问
题。大大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也为改善
大气环境，共建美好家园，做出积极贡献。

钟波向记者表示：“这座超大型充电站的
顺利投建，离不开党的政策支持，是疫情复工
复产政府为我们企业发展谋出路的责任和担
当，我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关心
和关怀！展望‘十四五’，今后我们将继续瞄准
充电市场的国家战略目标，加大新基建投资建
设力度，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载
体，在提高集团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逐步
推动电动汽车上下游产业链快速发展，促进郑
州市城市绿色和谐发展，在‘新基建’中有新作
为！”

ZHENGZHOU DAILY 52020年11月23日 星期一 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56568170 E－mail：zzrbbjzx＠163.com 综合新闻

充电站站内场景

充电站标准化服务

车辆驶出场站

照片由郑州神阳科技集团提供

初冬的农田一片寂静，已经返青的蒜
苗等待焕发新的生机。

在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呈现在人们眼
前的是另外一幅景象，蔬菜大棚鳞次栉比，
棚内田埂错落有致，西红柿、辣椒、茄子等反
季节蔬菜喷红吐绿，弥漫着蔬果的芬芳。

这是孙庄村萤火虫·乡谣农场有机农
业产业园的场景。

2016 年以前，村里没有集体经济，农
民收入低下，属于不折不扣的贫困落后村。

孙中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村两
委干部经过调研，发现造成村民贫困的主要

原因，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字：“散”“弱”“缺”。
“散”是土地散。家家都有地，户户都

种田，但是靠几亩地只能吃饱饭，腰包却鼓
不起来；还有就是人心散，大家各干各的
事，不关心集体经济发展；

“弱”是村两委服务能力弱。村集体没
有经营性收入，没钱为老百姓办事，所以说
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产业发展能力弱，
一家一户经营，种植结构单一，无法应对市
场竞争；

“缺”是缺人才。村里每年有 500多人
外出务工，但是懂经营、会管理、威望高的
带头人几乎没有。还有就是缺技术，现有
留守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很难掌握
先进的农业技术；缺资金，村集体贷款融资
难，没有起步发展资金；缺信心，干部与群
众对重新发展集体经济普遍信心不足，担
心又回到老路。

为了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生
产经营的需要，村两委在深入考察学习和
认真借鉴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注册成
立了郑州惠众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又成
立了孙庄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村民以土
地等形式入股合作经营的平台，走“全民参
股+公司化管理”路子。合作社实行灵活多
样的入股形式，包括土地入股、劳动力入
股、资金入股、农机入股、人才入股等。

孙中岭告诉记者：“这促使群众和集体
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每个村民都是员工、

股东。全体村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为共同致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合作社产业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有
力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实现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态势。园区
项目一期整合耕地 1800 亩，发展生态葡
萄园 165 亩、有机蔬菜 160 亩、有机瓜果
96 亩；100 亩水产养殖；建成钢骨架大棚
50 座、日光温室 53 座，5800 平方米现代
化育苗棚、153 座日光温室正在建设中。
种植绿色蔬菜 50 大类。园区二期 300 亩
冬枣已栽植完毕、300 亩猕猴桃正在栽植
中，形成了以绿色果蔬种植为主导产业的
农业产业布局。

孙庄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建立和生产经
营，注册了商标“乡谣农场”，产生了良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合作社和公司的标准化
生产成了“硬牌子”，近 50家企业同公司签
约，使用公司生产的有机蔬果，成为产品销
售的“硬渠道”。

“2018 年 底 ，合 作 社 实 现 年 收 入
334.8 万元，村民们比预计时间提前三年
拿到红利，2019 年实现收入 1006 万元。
园区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400余人，在
标准规范和农业专家的指导下从事农业
生产，逐步转型为有文化、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老百姓的日
子越来越好……”对于未来，孙中岭信心
满满。

村民变“股民”共走小康路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文/图

孙中岭（图中站立者）和技术人员检查西红柿苗生长情况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程丽华）荥阳
市高村乡集镇位于荥阳市区北10公里，与国道
G234相连，小集镇不仅关系着千家万户的衣食
住行，也是展示高村乡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

高村集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高村镇
区集镇，由三个大型超市和 200多家门店商户
组成，另一部分是农贸市场，主卖新鲜蔬菜和
肉类。

多年前的高村集市，铺个塑料布或者支个
铁架子放上物品就是个流动摊位，到处充斥着
叫卖声、砍价声，热闹非凡，人气十足，但也引
发了不少交通问题。每逢集市，车辆拥堵，短
短两公里路程要耽搁一两个小时。整个集镇
连个公厕都没有，内急的赶集人要跑到 2公里
以外。罢集后，人散了，垃圾却留下了，塑料

袋、果皮纸屑、布条、餐纸到处都是。
高村乡针对高村集镇的乱象，立足文明创

建活动，积极进行升级改造工作，升级改造公
共厕所两座，科学规划车位300余个，同时成立
镇区管理领导小组，对 200多家商户进行集中
规范化管理，通过建立微信群、入店讲解、下发
门前四包责任书等，督促、引导商户自觉做到
门前四包，卫生整洁、绿化到位、设施完善，确
保各自门前无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现象。在农
贸市场，设立 26个标准化固定摊位，科学划分
蔬菜、水果、肉类等 8个功能区，汇集流动小商
小贩，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如今的高村集镇“旧貌换新颜”，管理规范
有序，质量把控严格，环境干净整洁，为全乡 6
万多群众的衣食住行提供了保障。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林姝媛）为加强商会之间的
合作与交流，昨日，惠济区、洛宁县两地商会在洛宁县工商联会员
之家签订了“友好商会”协议，缔结友好关系。

签约仪式上，双方表示要促进两地企业间的合作与往来，在
精准扶贫、参政议政、课题调研、会员服务、政策法规等方面进行
全面合作与交流。定期交换两地经济贸易、招商引资、技术开发
等信息，互为双方企业提供交流服务，并经常组织会员企业进行
互访、考察、洽谈、合作活动。为双方企业来本地区投资经营提供
便利，协助办理有关手续，对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努力给予协调和帮助。共同推动光彩事业的发展，努力为对
方在本地区开展光彩事业活动提供政策、项目、服务等方面的便
利条件等。

当日，惠济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一行来到赵村镇凡东南村开
展精准扶贫爱心捐赠活动，为该村60户贫困群众、困难老党员送
去大米、食用油等价值17460元的生活物资，并为21名贫困学生
发放了共计10500元的助学金。

穿着红马甲、手拿手电筒、迈着整齐的步伐，别人下班他上
岗，他们就是杜岭街道“朝阳志愿者巡逻队”。这些年过花甲的

“老兵”日复一日穿梭在辖区各个楼院，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现代
“打更人”。

这是一支由热心的居民、楼栋长、志愿者组成的义务巡逻
队，多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 19点至 22 点坚持采取集中
或分组的方式对辖区各个楼院进行巡查，只要碰上飞线充电、
占用消防通道的杂物及可疑陌生人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他们
都要管一管。

自 2018年 8月巡逻队成立以来，他们的足迹已遍布社区各
个角落，巡逻队的职责也从最初的负责安全扩大到清理卫生、调
解邻里矛盾、帮助困难住户等，老年义务巡逻队已然成为社区一
道独特的风景。两年多来，朝阳志愿者巡逻队累计巡查处理违规
充电 200多次、发现问题上报 156起、处理解决隐患 78起，还多
次吓跑过行窃的“小蟊贼”。

“我们社区这几位巡逻队员退休后在家里闲不住，社区就把
我们这些闲不住的人凑到了一起，定期开展法律、治安方面的正
规培训，每周五还会召开例会汇报总结楼院存在的问题。现在邻
居们都说只要有我们，他们睡得才放心。”朝阳志愿者巡逻队的队
长自豪地说。

随着“朝阳志愿者”巡逻的持续开展，越来越多的退休老党
员、退休职工、治安积极分子利用散步、锻炼等空闲时间加入到
小区巡逻中，该街道 7个社区共 150余人组建了红烛志愿队、平
安志愿队、先锋志愿队、张砦街楼院守护者等 7 支志愿者巡逻
队，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及时搜集和掌握矛盾
纠纷信息，化解矛盾，共同织起了辖区群防群治安全网，提升了
居民安全感。

惠济洛宁工商联
缔结“友好商会”

社区有支花甲巡逻队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徐爱凤

乡村小集镇发挥大作用

近日，二七区科协在樱桃沟社区举办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讲
座，将大樱桃管理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