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2日，大年初一，灵宝市函谷关镇梨湾源

村村民在文化广场敲锣打鼓，体味浓浓的年味。

张雨义摄

本报讯（记者代珍珍）2月9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近日

我省认定首批两家应用数学中心，分别由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

牵头建设。

省应用数学中心是我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组织高水平应用数学与数学应用研究、培养数学人才，开展应用

交流的重要基地。此次两家应用数学中心的认定，为我省创新

引领型平台建设增添了新生力量。

河南省应用数学中心（郑州大学）依托郑州大学数学与统计

学院建设，共建单位包括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盾构及掘进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河南省肿瘤医院。该中心以国家超级计算郑

州中心、河南省大数据研究院等平台为支撑，围绕高端装备制

造、数学黄河模型体系、精准医疗与精准预防、网络信息安全等

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国防安全中的核心数学问题开展研究。

河南省应用数学中心（河南大学）依托河南大学数学与统计

学院建设，共建单位包括河南数字中原科技有限公司（大数据分

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郑州数字创新中心）、郑州市郑东

新区管理委员会。该中心以省部共建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

重点实验室、省人工智能理论及算法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为支

撑，围绕现代农业、智慧物流、智慧路桥检测、精准医疗、大气环

境污染治理等领域中的关键数学问题进行攻关研究。

□本报记者李东辉通讯员付卫东

时代在变，过年的味道也在变。

今年春节，济源俏花匠园艺设计师田鑫伟比往常更加忙碌，他一天

要为10个家庭增“绿”，帮助市民设计庭院绿植。“发生疫情以来，人们在

家里待久了，需要一些释压方式。园艺走进家庭，带来的不只是愉悦心

情，还有诗和远方。”

城乡融合正在济源悄然进行。像田鑫伟一样的“新农人”穿梭于城

乡，用心为人们编织着崭新生活。

40多岁的王燕梅是思礼镇北姚村杏鲍菇种植基地的理事长。她经

营的济源康鑫食用菌农业专业合作社是豫西北最大的杏鲍菇生产基地，

带动百余名群众就业。基地每天产出的15吨杏鲍菇大多在线上销售，生

产原料是锯末、玉米芯以及麸皮、豆饼、玉米粉等，一天“吃”掉10余吨这

样的农产品废料。

50多岁的周昱臣的芽苗菜生产工作室位于承留镇南杜村，步入其

中，乐声悠扬，生机盎然。经过一夜浸泡的花生、豌豆、麦子放入托盘，定

时定量喷洒富氧离子水，播放背景音乐，就像进行胎教一样。“我们能精

确计算哪天发芽，以确保质量和供应。”周昱臣说。

济源农业农村局研究员、园艺工作站站长赵兴华说，济源有“新农

人”200多人，他们用崭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农产品，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

一支蓬勃力量。

为培育“新农人”，济源市结合乡村产业和新业态发展需要，经常性

举办果树栽培、蔬菜制种以及休闲农业、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培训班。去

年12月9日，济源市还成立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协会，激发农村发展新

活力，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凌）2月5日，在沈丘县付

井镇巧媳妇工程示范基地的服饰加工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

赶制年前的最后一批订单。

35岁的缝纫女工李丽丽坐在工位上，熟练地缝制着衣物。

“俺家前年脱贫摘帽以来，去年家里又新建了一栋上下两层复式

砖混结构的新楼房。”李丽丽笑嘻嘻地说，过去由于家乡缺少就

业机会，为了赚钱养家，她不得不和丈夫选择外出打工。自从有

了这个巧媳妇工程示范基地，她过上了顾家、务农、打工挣钱三

不误的惬意生活。

“现在的小日子过得可爽了。我家离车间近，只要人勤快，

每月能挣4000多块钱。”锁边女工周彩丽快人快语。

“以前没有这个车间的时候，这些妇女大多选择外出打工或

留守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围着锅台转。现在都上工厂了，她们

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车间负责人周娜娜介绍。

“俺通过镇妇联介绍，来到巧媳妇示范工程基地打工，专干

黄粉虫的分类化羽饲养的活儿，工作之余还能照顾家里的老人

和孩子，一年能挣2万多元。”50多岁的村民马秀梅高兴地说。

据介绍，目前，沈丘县妇联已创建巧媳妇示范基地35个，辐射

来料加工站点200多个，带动2万余名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本报讯（记者杨青通讯员柴明清）2月9日，记者从省林业

局了解到，2020年我省超额完成营造林年度计划任务，全年共完

成造林375万亩，超出计划任务29.7%，森林抚育451万亩。

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原永胜介绍，去年，我省编制了沿黄

林业高质量发展布局方案，制定了沿黄生态廊道建设标准，编制了

沿黄湿地公园群规划，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生态保障。目

前已完成沿黄生态廊道建设120.2公里，造林7.04万亩，并启动郑

州等5个沿黄生态廊道示范段建设，为黄河流域森林特色小镇建

设、发挥湿地系统生态效益奠定基础。森林乡村建设正式启动，沿

黄干流森林特色小镇、森林乡村建设全面铺开，大运河生态带建设

顺利开局，加强有水段267公里生态防护林建设，13处省级湿地

公园规划正在编制中。“十三五”期间，全省经济林面积1650万亩、

花卉种苗297万亩，带动增收脱贫人口13.4万。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建设生态强省的起

步之年。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我省将开

启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加速度。原永胜表示，下一步，全省林业部

门将统筹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统筹好提速与提质，通过借势

借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崛起、乡村振兴、大

运河生态带建设等重大战略，提高造林计划精准性，推动林业发

展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为构建大河大山大平原生

态格局和建设生态强省作出林业贡献。

□本报记者 仵树大

2月14日，家住南召县乔端镇白河社区

的时玉喜将蛇皮袋绑绳解开，拎着袋子的两

个角使劲往上一掂，整袋锯末就滑落出来。

今年46岁的时玉喜原来是乔端镇竹园

村人，2018年年底举家搬迁到距镇政府不到

1公里的白河社区，住进了120多平方米的四

室两厅带院子的两层“小别墅”。在镇政府的

帮助下，他在社区东侧的河旁用钢管搭建了5

个香菇种植大棚，又在农信社贴息贷款5万元

作为他种植香菇的本钱。时玉喜起早贪黑，苦

心经营自家的香菇大棚，到2019年年底就还

完了5万元贷款。“去年又种了15000棒香菇，

刨去买料种菇、炕菇等成本，净赚了6万块

钱。”时玉喜说，“这日子越过越有过头儿。”

白河社区是乔端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共搬迁贫困人口358户1320人。

“在产业发展上，我们新建了1200平方

米的香菇分拣车间，解决无法外出务工人员

的就业问题，并租了35亩地建了210个香菇

大棚，供搬迁户免费使用。初步统计，2020

年搬迁点群众共种植香菇40多万袋，能实现

增收200多万元。”乔端镇镇长朱超说。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范长坡乔培珠

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六，叶县文化广

场上20辆大巴整齐排列，719名叶县老乡在

这里统一乘坐“叶县——昆山‘点对点’返岗

复工”专车赶赴昆山。

叶县人社局局长朱春生介绍，此行由该

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鹏鹏带队，每车都

安排一名医护人员和一名工作人员，按照“六

统一”（统一组织，统一体检，统一包车，统一

跟车护送，统一防护保障，统一发放生活及防

疫物品）办法，保姆式地把工人送到昆山。

千千里送工

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家住叶县常村

镇柳树王村的王振宇今年再次享受到了“三

门”服务。今年52岁的王振宇在昆山利比利

金属有限公司工作，务工收入是他家的主要

经济来源。“去年春节过后因为疫情一直出

不去，不能出去打工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可

把我急坏了。后来县政府安排专车把我们

送到了昆山。没想到今年还有专车接送，真

是好啊！”王振宇说。

叶县是人口大县和转移就业大县，全县

长年在外务工人员25万人，以长三角地区居

多，仅昆山就超过3万人。去年复工复产开

始后，叶县的务工人员走不出去，昆山的一

些工厂开不了工。为此，叶县专门组织人

员、车辆，奔波800多公里“送工上门”。叶县

的做法令昆山市深受感动，双方因此结为

“姊妹”友好县市。

千千里稳岗

“这个年虽然没能回去，但是在昆山过

得安心、舒心。”顾晓辉是留在昆山过年的叶

县人，他想趁着单位放假期间找个活干。叶

县驻昆山务工之家主任谷丹丹一方面协调

老家相关部门，给顾晓辉家里送去年货，一

方面联系昆山的企业，帮助他找新工作。

为了让像顾晓辉一样的叶县老乡在昆

山能专心务工、安心生活，该县成立了叶县

驻昆山市流动党员党委和务工人员之家，派

出专班就地就近服务在外老乡。

今年年初以来，面对疫情零星发生趋

势，叶县发出《致昆山市叶县籍农民工朋友

的一封信》，鼓励农民工“就地过年”“非必

要不返乡”“见屏如面，线上拜年”。春节前

夕，叶县县长徐延杰还专门与农民工进行

视频连线，倡议大家留昆过年，并送去新春

祝福。今年1月19日，叶县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田红霞带着家乡的特产和祝福，来

到昆山市走访看望在当地过年的叶县人，

送去了家乡的红薯粉条、小磨香油、岩盐用

品等特产。

2月1日至6日，由河南日报、河南日报

农村版、河南广播电视台等媒体组成的采

访团来到昆山就叶县“千里稳岗”的成效进

行采访报道。2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

道以《跨越千里的温暖》为题对此进行了专

题报道。

据统计，今年有八成以上在昆山务工的

叶县人就地过年。

千千里取经

昆山市已经蝉联16年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县市之首。“我们这次来既能帮老乡们解

决一些实际困难，又要取回真经，一定把昆

山好的营商理念带回去。”叶县常村镇宣统

委员李明欣说。

20多天前，叶县选派7名科级干部到昆

山市各乡镇挂职，学习当地先进营商理念，

李明欣被分配到昆山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跟班学习。

近年来，叶县把就业创业作为增加群众

收入、推动乡村振兴的主抓手，千方百计为

老乡们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本报记者董伦峰通讯员陈世威司利强叶中琳

“闺女，你看，谁来咱家陪妈吃年夜饭了？”2月11日，农历大年三

十晚上，杞县城郊乡唐寨村70岁的留守老人潘效英激动地拿着手

机，用视频与女儿说话，“这位是咱县陈副县长，放弃回信阳陪家人过

年，来咱家陪妈吃年夜饭；这位是咱县妇联鲁主席；这位是咱乡张书

记……”

潘效英在厦门打工的女儿付艳玲就地过年，但她担心妈妈一个

人在家过春节孤单。杞县副县长、杞县妇儿工委主任陈勇得知这件

事情后，在大年三十下午，带领杞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鲁俊凤，城郊

乡党委书记张威等一行，提上米面、油、菜、肉等食品和春联、衣服、蚕

丝被来到潘效英家中。

“潘阿姨，艳玲在厦门不能回来过年，今年的年夜饭我们来陪你

吃。”陈勇拿出深红色的羽绒服，“这件棉衣您试下看合身不？过新年

了，红色喜庆，我帮您穿上。”

“潘姨，我帮你烫下头吧，过年了，咱也新潮一下。”社会爱心人士

时玉专门带来了烫发工具和化妆品，要把潘阿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来，咱们准备年夜饭，莉红你负责剁馅、调馅，春霞你负责洗菜、

炒菜……”鲁俊凤给随同的妇联干部分着工。

“我来剁馅吧，体力活在家都是我做。”说着，张威系上围裙。

“张书记在家是位模范丈夫，洗衣做饭拖地样样都是一把好手。”

正在贴春联、挂灯笼的乡长周博、副书记汤健乾两个人调侃道。

说笑声中，残阳西隐，夜幕四合，院内的大红灯笼亮了。

“下饺子喽！菜已备齐，请‘客人们’上席用餐。”手捧着一碗热腾

腾的饺子，潘效英激动得手有些颤抖。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周谦付绍军）2月9日，由虞城县

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县文联、县文广旅局、城关镇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的“以马为梦——虞城县马牧集老街首届马文化艺术

展”在马牧集老街悄然开展。

这次展览集结了近200件以马为主题的国画、油画、书法、篆

刻、雕塑、剪纸、刻瓷、根雕、刻石拓片、文玩藏品等艺术作品。举

办此次展览，旨在打造马文化名片，开启中原马文化研究。

据悉，虞城县城原名“马牧集”。据县志记载，马牧集是商汤

灭夏桀的牧马地遗址。汤王靠这些马匹建立了强大的骑兵，覆灭

夏桀，建立起我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到了宋、梁等朝

代，这里又成为皇家牧马场，后来这里逐步形成了马匹等商品交

换的集镇。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领导班子成员，特

别是‘一把手’，要做‘铁腕能吏’，不做‘霸道总裁’。”2月9日，在

中共信阳市委第五届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信阳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杨蕾的话语掷地有声。

记者在会议现场了解到，此次会议旨在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

党引领保障作用，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出席会议并

讲话。

杨蕾用8个“突出”部署2021年信阳市纪委监委工作：突出

“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突出“三不”一体，强化标本兼治；突

出担当实干，强化作风建设；突出人民至上，强化基层治理；突出

巡督结合，强化利剑作用；突出监督首责，强化精准高效；突出改

革创新，强化治理能效；突出党建引领，强化自身建设。

信阳市领导干部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和信阳市纪检监察

系统2020年度表彰大会也于当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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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启动森林乡村建设

沈丘2万名巧媳妇家门口就业

千里“姻缘”务工牵

我省认定首批两个应用数学中心

信阳8个“突出”布局纪检工作

虞城县举办马文化艺术展

温
馨
年
夜
饭

年
夜
饭

济
源
﹃
新
农
人

新
农
人
﹄

▲2月17日，在洛阳市一家商场外，来自伊川县

江左镇65岁的民间艺术传承人石保产（左）在表演

“吹糖人”技艺。春节期间，不少传统艺人活跃在古都

洛阳，为孩子们带来了欢乐。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军高长军

2月 11日，大年三十，河南信念

集团卢氏县东明镇涧北菌棒厂张灯

结彩，晚上六点，职工大餐厅里，80

多名就地过年的一线职工欢聚一

堂，在厂长任章云的祝福中开始了

快乐的晚餐。“就地过年，厂里除正

常发放上班工资外，每人每天还增

加300元的春节补贴。我已把这热

闹的场景发给了老家的父母、妻儿，

让他们也分享在外过年的幸福快

乐。”老家在湖北枣阳的职工叶传斌

高兴地说。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卢氏县周

密部署，宣传先行，发出广大居民就地

过年的倡议书，各乡镇、各部门、各企

业推出了一系列福利待遇保障措施，

妥善安排外地务工人员春节值班值守

的生产生活，引导、鼓励卢氏籍在外和

外地籍在卢工作人员就地度过一个快

乐祥和的春节。

就地过年年味浓，抢抓生产不放

松。家住南阳市卧龙区的刘建伟春

节虽未能和家人团聚，但却收获满

满，他在卢氏县东明镇江渠村承包

的10个有机蔬菜大棚黄瓜、西红柿、

青椒等喜获大丰收，近几天俏销到

三门峡、郑州、南阳等地，价格卖到

了平常的两倍以上。为报答10多名

当地务工的脱贫户春节的采摘忙

碌，他将大家的劳务报酬提高到每

人每天150元，并由月结变为日清。

搬迁户住上“小别墅”

就地过年乐陶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