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谢芳

中秋节前夕，洛阳市洛龙区隋唐里坊

民俗节暨新乡贤返乡考察投资活动在洛

龙文化双创产业园拉开序幕，打造品牌系

列文旅节庆活动的同时，邀请乡贤助力乡

村振兴。

在中秋小长假期间，洛龙区古风市集、

文艺展演、中秋趣味游戏、新乡贤返乡考察

投资座谈会等活动丰富多彩，尝小吃、看演

出、品民俗……游客畅游其中，时时感受着

传统与时尚兼备的中秋佳节氛围。

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仿古隋唐建筑

古风古色、古香古韵，在中秋元素的造型

装饰下，更增添了一份古韵。仿古街游人

如织，不少游客手持一本印制精美的“通

关文牒”，穿行在琳琅满目的文创商铺当

中参加游戏领奖品；刚刚“开街”的隋唐里

坊市井街集内，各类小吃摊位有序排列，

洛阳锅贴、洛阳牡丹饼、洛阳水席等传统

美食应有尽有，舒咖啡、有食甜品等网红

小吃同样引人垂涎；在创意文创集市，微

型洛阳古建筑模型、唐宫小姐姐模型、唐

妞形态的手环、牡丹纹样的精美茶具等具

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种类繁多······
不仅有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更有

好听的、有味道的！洛龙区委宣传部专门

组织了洛龙区乡村文化合作社的乡土演员

们，每天在园区的文化大舞台，依次展现吹

拉弹唱等文艺表演和非遗文化展演······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洛龙

区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培育文化产业新产

品、新业态、新模式，做强文化产业，创新

文化经济增长点，以文化融入区域经济和

乡村振兴主线，利用传统节日等时间节

点，通过线上线下，传承激发优秀传统文

化新活力，推进“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建

设，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满足

群众多元文化需求的同时，带动区域经济

协调健康发展。

线上线下 推进“文化+”

4月10日上午，备受洛阳市民关注的

洛龙文化双创产业园鸣鼓开街。

“洛龙区通过挖掘展示隋唐里坊文化

内涵，打造具有文化和旅游特色的高品位

文创园区，通过体验性文化消费业态，营

造古都新生活场景，从而助推洛阳文旅产

业更好更快发展。”洛龙区委负责人说。

洛龙文化双创产业园专门设立了文

化会客厅，分为非遗文化体验馆和城市

书房两部分，汇集了“洛阳礼物”“新安礼

得”“洛水竹艺”“李学武牡丹瓷”等多家

极具河洛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创品商铺，

从栾川奇石、洛宁竹编、新安紫砂等传统

文创，到牡丹瓷、网红文物盲盒、应天门

立体拼装等创新“城市文创礼品”，琳琅

满目。汝阳杜康、栾川印象、洛水山肴、

心安礼得、伊川小米、一朵牡丹等洛阳特

色农产品应有尽有。大部分文创店内设

有涵盖茶、画、字、乐、食等方面内容的研

学场所，定期邀请行业知名人士进行交

流讲座。

如今，洛龙文化双创产业园文创街区

已经成为洛阳又一集文化、旅游、购物、畅

玩于一体的打卡圣地，同时成为洛阳乡村

振兴特色农产品的聚集地。

洛龙区以文化建设彰显城市地位、推

动城市发展亮点纷呈，传统文化线上直播

更红火。

8月28日晚7点，在洛龙读书会“云

端阅读”双月活动现场，洛阳著名牡丹画

家王绣、洛阳市美协副秘书长常丽霞执笔

进行线上教学，隔空演示写意牡丹的作画

流程，带领学员隔空见证洛阳牡丹“开放”

于指尖的过程，“精彩洛龙”等平台同步直

播，累计观看量达30余万人次。

“线上直播以其特有的真实感、代入

感、互动感，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创新提

供了广阔空间。”洛龙区图书馆馆长孟亚

琼介绍，当前，洛龙区充分利用公共文化

空间，着力打造“洛龙读书会”品牌。通过

城市书房、乡村文化合作社、市民艺术夜

校等基础平台，通过云分享、云交流、云互

动三大板块，联动各级新媒体平台、行业

专家、网红主播等资源，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线上线下推进“文化+”工程。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9月27日晚，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汛视频调度会，

传达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

安排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郑

州、洛阳、三门峡、焦作等地汇报了强降

雨应对工作，省气象局分析会商了天气

形势及发展趋势，水利、自然资源、黄河

河务等部门分别安排了山洪和河流洪水

预报及水库调度、地质灾害防御、黄（沁）

河防汛等工作。

武国定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此次

强降雨范围广、强度大、重叠度高，要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做好各项防范工作；要

突出防范重点，重点做好山洪、地质灾

害、水库、河道、城市内涝等防范工作；要

及早转移人员，坚持生命至上、避险为

要，对临山临水临崖、受地质灾害威胁、

低洼易涝、可能受洪水威胁等危险区域

人员应转尽转；要提前预置力量，充分发

挥乡村干部骨干作用、专业技术人员支

撑作用，提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和物资；

要严格落实责任，落实县级主体责任、乡

村干部分包责任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

同时，会议还对国庆节期间的安全

防范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本报讯（记者李冰黄华）9月26日，

由省农业农村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

马店市人民政府主办，河南省中药材生

产技术推广中心、新蔡县人民政府和龟

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龟鹿药

业）承办的第24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

资贸易洽谈会“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论

坛”在驻马店市召开。

作为南药北移、北药南栽的过渡区

域，驻马店市中药资源丰富，优势药材品

种多样，其中，新蔡县已培育中药产业经

营主体24家，形成以龟鹿药业等为龙头

的中药产业集群。

据了解，我省中药材生产面积、产

量连续3年位列全国前三，形成了以伏

牛山产区、大别山产区、太行山产区、怀

药产区和黄淮海平原产区5大优势道

地产区。

“以这次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为契机，驻马店将持续‘聚智赋能’，把中

药产业与乡村振兴结合好、融合好、发展

好，把中药产业打造成助力乡村振兴、富

民强市的支柱产业。”驻马店市副市长贾

迎战说。
本报讯（记者李燕）金秋时节，夏邑

县新型职业农民迎来大丰收。

9月27日，在夏邑县刘店集乡徐马庄

村“全省首批新型职业农民”王飞的农场，记

者看到，黄金梨压弯了枝头。该农场200多

亩耕地，年收入180万元以上。36岁的王

飞于2013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新型职业

农民，2017年被农业部、团中央评为全国农

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他的农场于2019年

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典型家庭农场。

该县桑堌乡高粱种植大户郭帅从

2018年开始流转土地种植订单高粱，现

在高粱种植面积已达一万多亩。郭帅告

诉记者，今年他的高粱亩产在1500斤左

右，价格1.2元，去掉成本，一亩地有1000

块钱收益。

在马头镇孙庄村孙萍家庭农场，39

岁的新型职业农民、农场负责人孙萍正忙

着采摘、包装猕猴桃。她种的猕猴桃每亩

产量达3500公斤，亩效益达5万余元，40

多亩猕猴桃收入可达150万元以上。

本报讯（记者杨利伟）9月28日，从

2021中关村论坛传来佳音：在首届全球

智能应急救援装备大赛中，河南省猎鹰

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无人机灭火抢险救

援系列装备，以优秀的成绩斩获二等

奖。这是猎鹰消防科技继荣获2021“郑

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9月月赛第一

名之后，在国内科技创新成果大赛上取

得的又一佳绩。

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中国科协、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中关村论坛，今年全面升格为面向

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

台。作为论坛前沿大赛中的一项重要

赛事，首届全球智能应急救援装备大赛

是目前国内最具应急产业前沿性与科

技性的特色品牌。这场大赛前后历时

四个月，最终诞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7

名，优胜奖12名。

决赛中，猎鹰消防科技的无人机灭

火抢险救援系列装备，在无人机定点抛

投、灭火救援两个实战科目比拼中“大展

身手”：能够精准抛投物资袋、精准运输

器材箱，还能挂载专用灭火装置进行干

粉灭火以及高压液体系留灭火，成为全

场唯一全能装备。

“目前高层建筑火灾救援主要是依

靠举高消防车，无人机为灭火救援开辟

了三维空间。相信在今明两年，随着大

载荷无人机灭火救援综合装备的交付，

无人机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案例会出

现，并逐步增多。”在做技术分享交流时，

猎鹰消防科技首席科学家张万民说。

“在今年7月的河南暴雨洪涝灾害

中，无人机在应急通信保障、物资输送等

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

用。”谈到无人机在应急救援领域的未来

发展，猎鹰消防科技CEO朱正说，“我们

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无人机将广泛

应用在应急救援领域并成为尖兵利器，

在某些方面甚至会颠覆现有的应急救援

技术和手段。”

9月28日，固始县“三秋”农机化生产暨水稻机收减损现场会在该县南大桥乡陆桥村举办，5种机型的水稻收割机进行技能大

比武。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周舟摄

□成睿智

省委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要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关键抓

手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是党的十八

大首次提出的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

分。实践证明，哪个地方乡村建得美，哪

里就能聚人气、蓄底气，就能把风景变

“钱景”，从而赢得高质量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能聚起发展的人气。

人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发展需要人气

旺。广大乡村的自然和人文因素千差万

别，这正是乡村因地制宜绘美丽画卷、聚

发展人气的有利条件。新县田铺乡田铺

大塆充分利用依山傍水的自然资源和中

原文化、楚文化、徽派文化、红色文化交

相辉映的人文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成为

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去年接待游

客超过52万人次，民宿、农家乐、创客小

店发展得如火如荼。

美丽乡村建设能积蓄发展的底气。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通过“三清

一改”把环境美化起来，除了可以振奋作

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的精气神外，还可

以引资引智，通过“内外兼修”得到更多更

大发展的底气。修武县郇封镇后雁门村

把田园景观化、村庄民俗化，日接待游客

最高超过1万人次，带动怀药研修、餐饮、

民宿等旅游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50余万元，人均年收入1.5万多元。

今年是全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美丽乡村建设开好

局、起好步至关重要。我省已下达美丽乡

村建设资金7.7亿元，支持各地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载体，统筹推进农村生态环境、

精神文明、基层组织等建设。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农业强省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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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应对新一轮强降雨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聚起乡村振兴的人气底气

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洛阳市洛龙区 文化点亮乡村振兴

以花生产业合作为桥 豫疆合作不断深入

好时重逢续写芳菲

夏邑县

新型职业农民迎丰收

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驻马店召开

河南“猎鹰”斩获中关村论坛
全球智能应急救援装备大赛二等奖

乡村 语新新

□本报记者焦莫寒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7月，河南代表团赴新疆考察交流，

两个月后，9月26日~27日，以2021年中

国花生产业发展论坛暨豫疆花生产业合

作研讨会为契机，新疆代表团又来到河南

驻马店考察交流花生产业发展。小小花

生牵起两地缘分。

世界花生看中国，中国花生看正阳。

眼下正是花生成熟季，在正阳，村民抢时

收花生，一幅繁忙的“秋色赋”。

“正阳花生种植面积达170万亩，是

全国花生生产第一大县。”在花生天地现

代农业产业联合体王大塘基地，总经理李

正邦一边拿着刚从地里收获的花生，一边

介绍着正阳的“王牌”，“正阳花生被农业

农村部评为‘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花生产业实现了产值、品牌价值‘双

百亿’目标。”

李正邦介绍，正阳对花生产业发展，遵

循的原则是“吃干榨净”。

在正阳花生天地，新疆代表团成员对

各色花生产品十分好奇。花生油、休闲食

品、花生饮料、花生保健食品……只要是

能想到的花生产品，这里应有尽有。正阳

县以花生为主的深加工企业达30家，产

品近百种。

围绕花生“吃干榨净”，正阳县还研发

160多个以花生为食材的“佳品”，形成具

有正阳地方特色的“花生宴”，打造花生特

色小镇，建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花生

全产业链。同时，利用花生秸秆养湖羊、

奶牛，用花生壳种植食用菌、养殖生猪、开

发养生枕，用花生叶开发养生茶等，花生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100%。

“正阳花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我们围

绕花生种植、收获、摘果、剥壳、花生米精选，

研制了一系列花生机械。”在正阳县机械产

业园，正阳县豫丰农机生产公司负责人说。

如今的正阳，花生种植实现了全程机

械化，每年卖出去的6万台花生机械更成

为正阳的一张新名片。

新疆农科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赵德

提·阿不都哈德尔说：“豫疆农业领域合

作基础深厚，新疆地域辽阔，发展潜力

巨大，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两地能够

进一步加强花生产业乃至整个农业领

域的合作交流，推进两地合作不断取得

新进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农办专职副

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涛

感慨地说：“河南省是我国花生生产第一

大省，此次合作必将影响深远。”

花生是河南的优势产业之一，也是

河南继小麦、玉米之后第三大面积超千

万亩农作物。花生长年种植面积占全国

的1/4，产量占全国的1/3，面积产量连

续多年居全国第一。近年来，河南省委

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推进花

生布局区域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

化、发展产业化，花生区域布局更加合

理，产量质量竞争力明显提高。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俊忠介

绍：“2020年，全省花生种植面积达1893

万亩，总产量达594万吨，总产值达380

亿元，已经形成了沿黄及黄河故道大果花

生区和豫南豫西豫西南优质小果花生区

两大优势区。”

王俊忠说，如今河南的高油酸花生发

展尤其迅速，以豫花37为代表的豫花、开

农、商花、濮花系列高油酸花生品种加速

选育推广，种植面积已达140万亩以上，

占全国的近3成。

“新疆自然条件优渥，适宜花生种植，

花生在新疆挖掘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王

俊忠表示，交流探讨花生产业融合发展，

研究豫疆两地在花生产业方面的深度合

作，这对促进豫疆两地更好交流合作和花

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

带动两地花生产业发展壮大。河南高度

重视与新疆共赢发展，未来将不断寻求农

业领域全方位合作。

新疆和田果之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富荣表示，此次来河南收获颇

丰，正阳把花生“吃干榨净”的理念让人印

象深刻，今后一定加强与河南的联系交

流，把合作不断延续下去。

徐涛还代表新疆向河南发出邀请：“我

们衷心希望与河南省进一步加强合作，共

同探讨豫疆合作发展之路，诚挚欢迎河南

企业到新疆共兴花生产业发展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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