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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RⅡ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黄旭彤）11月4日，平顶山市委

常委、汝州市委书记陈天富，到蟒川镇牛

角岭村调研督导防止返贫致贫，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工作。

在牛角岭村，陈天富详细了解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帮扶、“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提

升、产业发展等工作开展情况，并提出工作

要求。陈天富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

认识防止返贫致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

要性，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逐户走访

排查“三类户”，持续做好监测帮扶，坚决防

止返贫致贫。要摸清群众收入来源、致贫风

险，严格落实各项帮扶政策，让脱贫基础更

加稳固、成效更加持续。要加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户容户貌，

不断提高群众生活品质。要结合各村实

际，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有效拓展群众致富

增收渠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不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
通讯员梁亚波

11月5日，记者一走进汝州市温泉

镇南刘村，就被一阵震天的锣鼓声吸引

住了。

循声找过去，在村文化舞台前面的

广场上，彩旗飘飘，20多名村民身着传

统节日服装，有敲边鼓的，有挥动铜镲

的，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正奋力敲击一

面大鼓，吸引了众多村民围观，一幅热

闹的喜庆景象。

“咱村里的铜器队很红火，他们农

闲时都出来玩，特别是春节时，一玩就

是半个多月，听着怪美哩。”一名在现场

看热闹的村民笑着说。

南刘村党支部书记田奇善说，南刘

村的铜器队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最初是由原先的1组组长李忠道领着

成立的，由于村民们对民间传统文艺情

有独钟，很快发展到30多名成员，而且

久盛不衰。田法、吴书庆、韩素霞等骨

干成员在发扬传承铜器表演方面很下

功夫，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铜器手，铜器

队的名声也越传越远，成为方圆知名的

演出团队。

2015年，南刘村村“两委”为了鼓

励铜器队发展壮大，投资6000多元更

新了一批铜器，这使铜器队队员们的热

情更加高涨。2017年，铜器队代表温

泉镇参加汝州市春灯节文艺汇演，荣获

二等奖。以铜器队为引领，南刘村的盘

鼓队、广场舞队、竹马旱船队、歌唱队等

也不甘落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蓬勃发

展势头。

去年，南刘村村“两委”因势利导，

又投资3000多元，为歌唱队购买了带

有视频播放功能的音响，在村党群服务

中心为歌唱队设置了可以连接WiFi的

高配置路由器，方便群众尽情嗨歌。

田奇善说，近年来，南刘村一方面

争取各种项目和资金，一方面发动村里

知名人士捐款，先后修建了村党群服务

中心、村游园、村文化舞台、村群众文体

活动广场等。2020年，启动首批村民家

旱厕改造，又安装了80盏路灯，对环村

的2.2公里道路实施了沥青路面改造。

随着村容村貌的不断改善，各种

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南刘村人的幸

福指数也在不断提高。“我们将在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继续支持

铜器队等村民业余文化生活表演团体

发展，用优秀的文化生活培育好民风、

好村风，推动乡村振兴又快又好地发

展。”田奇善说。

□本报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文/图

11月3日，群山环抱的汝州市寄料镇

桑树坪村，湛蓝的天空上飘着朵朵白云，

深秋的山坳间，一株株收获后的花椒树迎

风摇曳，似乎在向人们传递着丰收的喜

悦。

村里的扶贫生产车间里，一袋袋筛选

后的花椒堆得满满当当，展示柜上，一提

提精包装后的花椒琳琅满目。河南省绿

鑫农林科技发展公司负责人王申停下手

里的活儿，笑着说：“今年因为前期干旱，

花椒结果少，没有去年收成好，但总体来

说还是不错的，我这一提精包装花椒，一

斤能卖108元，都有固定的客户，根本不愁

卖。”

桑树坪村有1500口人，居住在山坳

里的17个自然村，曾是省定深度贫困村。

早在2010年退耕还林时，桑树坪村

就有村民开始种植花椒，但当时花椒种植

品种、种植技术尚不成熟，产量较低，种植

比较分散，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一直无

法形成规模。2014年，为开拓群众脱贫致

富渠道，曾任桑树坪村党支部书记的王申

通过招商引资，组建河南省绿鑫农林科技

发展公司，流转了3000多亩荒山荒坡，带

头发展花椒、中药材等特色种植项目。

汝州市商务局驻村工作队因势利导，

以山地资源为依托，大力扶持，鼓励村“两

委”班子成员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发

展扩大花椒主导产业种植规模。经多次

到陕西韩城考察，桑树坪村采取了“公司+

农户”的发展模式，河南省绿鑫农林科技

发展公司与90多户贫困户、150户农户签

订了合作协议，统一提供树苗、统一提供

有机肥、统一修建生产道路、统一铺设水

利设施、统一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市场价

收购，以“保姆式”的扶持方式，很快使村

里的花椒种植面积发展到5000多亩。

从2019年起，花椒陆续开始挂果，祖

祖辈辈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村民，第一次

有了稳定的收益。在驻村工作队和河南

省绿鑫农林科技发展公司的帮扶下，12组

村民王景从1000多株花椒树起步，已发

展到种植5000多株。今年夏季，他收获

了1000多公斤花椒。

记者在王景家存放花椒的房间里看

到，20多袋花椒堆放得整整齐齐。

“已经卖出去500多公斤，还剩500多

公斤，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总共能卖8万多

元。”王景说，“种花椒也没啥秘诀，就是勤

快，咱别的不会干，就学了这么一点儿种

花椒技术，我每天都去地里，这个时候要

剪枝，过了春节压枝，只要用心干，不怕出

力，都能成功。”

桑树坪村党支部书记焦秋说：“王景

干得可不赖，靠着这几年种花椒，去年还

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孙子也到城里上学

了。”

王申告诉记者，经过7年“公司+农

户”的发展，目前，桑树坪村的花椒种植规

模已扩大到6000余亩，带动农户385户，

亩均收益3000元以上。王申说，明年，公

司准备开发花椒芽菜、花椒油产品，还将

借鉴陕西韩城模式，开发花椒鞋垫、枕头、

足浴包等产品，把韩城开发的100多种花

椒产品引进汝州，以寄料镇为依托，辐射

全市的花椒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带动更

多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郭永
涛）11月8日，汝州市交通运输局召开

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上级安全生产、疫

情防控、扫黑除恶等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一、提高站位。认清形

势，认真梳理，查找原因，化解矛盾，严

格落实日报表、零报告和24小时领导

带班制度，全面做好交通运输工作。

二、加强排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

强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人员的

梳理排查力度，建立隐患消除台账，对

落实不力的单位，责令停工整顿。三、

持续加强。严格落实汝州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七号令规定，各车站持续落实

一米间隔、扫健康码和行程码、测量体

温、戴口罩、车辆消毒、长途客运防控

等措施，各单位持续做好单位上班人

员测量体温、扫码及全面消杀办公区

域等防控工作；全面排查，发现“红码”

人员要立即隔离，并第一时间上报汝

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防控组；非

必要不离汝，确需外出的，要做好报

备，返回后要及时主动报告行程；火车

站卡点执法人员要配合办事处，做好

外地来汝返汝人员的登记工作；物流、

快递企业要全面升级消杀程序，持续

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把好行业疫情

关，对落实不力的企业，责令停业整

顿。四、加强治理。宣讲扫黑除恶应

知应会知识，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浓厚氛围；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一超

四罚”规定，摸排线索，开展打击非法扰

乱客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全力打压黑

恶势力滋生空间，维护交通行业和谐、

平安、稳定。五、加强督查。该局安全

科、监察室成立督查组，督查各单位工

作落实情况，定期通报，督促近期重点

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刘源）

11月5日，汝州市副市长李鑫琪，汝州

市政府党组成员朱同正，到纸坊、焦村、

米庙等乡镇，督导检查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工作。汝州市禁烧办主任，市农业

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均莹参加督导

检查。

李鑫琪、朱同正认真听取了各乡

镇负责人的汇报，询问了在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等工作中采取的具体措

施，对做好当前秸秆禁烧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

李鑫琪强调，当前，全市“三秋”生

产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各乡镇、街道

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提高警惕，

继续保持对禁烧工作的高压态势；要加

大秸秆禁烧的督导巡查力度，增加巡查

密度，对重点区域和易出现的着火点进

行全方位、全时段监控防范，做到严防

死守，严格监控，不留死角；要加大散落

秸秆清理清运力度，做到应清尽清，一

清到底，彻底消除焚烧隐患，坚决打赢

秋季秸秆禁烧持久战。

据悉，今年秋季，汝州市农业农村

局按照全区域禁烧、全时段禁烧、全要

素禁烧的要求，围绕构建市、乡、村、组、

户五级责任防控体系，派出5个督查

组、1个督导组督导各乡镇街道严格落

实秋季秸秆禁烧各项举措。

截至目前，汝州市共悬挂禁烧标

语、横幅2500余条、出动宣传巡逻车辆

170余辆，设置网格化布控点759个，

配备洒水车及大型旋耕耙343辆（台），

火情应急处置队伍人数达4700余人。

同时，坚持疏堵结合，共完成秸秆还田

面积55.48万亩，收贮面积11.68万亩，

其他综合利用面积4.83万亩，秋季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93.29%。

□本报记者张鸿飞

11月5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正式开馆。

位于8米层北登录厅“非遗”“老字号”展

览展示区，“厚重河南”文化展吸引了众

多参观者。

《河南日报》11月6日03版以《进博

会上的河南“宝藏”》为题，报道了这场盛

会。

汝瓷展馆由河南弘宝汝瓷坊有限公

司布展，在展出的200多件精美汝瓷作

品中，一尊名为“花好月圆”的汝瓷尊格

外引人注目。

“这件作品造型很独特，以圆为元

素，腹下部正视如初月升起，口沿漏胎处

似黄金饰边，象征着人生的富贵圆满。

作品还以极大难度的柴烧工艺，打造出

汝瓷‘似玉非玉胜似玉’的视觉效果，代

表着中国汝窑传统烧制技艺的极高水

平，刚刚获得了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大地

奖’银奖。”河南弘宝汝瓷坊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振江说，在进博会这样的国际盛

会上，必须拿出压箱底的“宝藏”，才能更

好地展示汝瓷的烧制技艺，诠释好中国

传统文化。

汝瓷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中国厚重历史文化的符号。

作为行业佼佼者，弘宝汝瓷受邀参

加了2020年11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馆当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弘宝汝瓷

创始人王振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弘宝

汝瓷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汝瓷烧制技艺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汝瓷

传统器型、现代艺术精品及荣获国际国

内重大奖项的重量级作品，突出文化、艺

术、创新、传承四大主线，将汝瓷的惊世

之美向世界展示（见2020年 11月 6日

《河南日报》03版）。

为再次展示汝瓷文化及现代汝瓷烧

制技艺和作品的魅力，本届进博会，王振

芳精选了“花好月圆”“水仙盆”“如意瓶”

等200多件作品展出。

据悉，历经四年发展，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已成为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

交流、开放合作的平台。本届进博会有

1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家参展商亮

相，国别、企业数均超过上届。

借助进博会的平台，展品变成商品。

王振江说，弘宝汝瓷已连续两年参加进博

会，以去年为例，汝瓷展台吸引了众多中

外陶瓷文化爱好者、经营者，现场达成几

十万元的交易额，这些客户已经发展成为

弘宝汝瓷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陈天富在牛角岭村调研时强调

巩固脱贫成果 防止返贫致贫

寄料镇桑树坪村

6000亩花椒为乡村振兴奠定深厚基础

李鑫琪、朱同正下乡督导

检查秸秆禁烧工作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

部署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等工作

温泉镇南刘村

铜器队引领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馆

河南“宝藏”弘宝汝瓷闪耀亮相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

的第十届“大地奖”中国陶瓷

创新与设计大赛银奖。

该作品以圆为造型元素，

腹下部正视如初月升起，口沿

漏胎处似黄金饰边，象征人生

的富贵圆满。作品以极大难

度的柴烧工艺，展现了汝瓷

“似玉非玉胜似玉”的视觉效

果，演绎着汝瓷特有的静谧与

高雅。作品功能可插团簇之

花，汝瓷单色釉之静与朵朵鲜

花之动，凸显了平淡与热烈相

互交融的灵动。

如意瓶

花好月圆汝瓷尊

来宾在弘宝汝瓷展厅参观

如
意
瓶

中国陶瓷工业协

会主办的第十届“大地

奖”中国陶瓷创新与设

计大赛特等奖。

该作品采用手工

拉坯成型，瓶通体施温

润静谧的天青釉，瓶颈

两侧饰以如意耳饰，线

条流畅，沉稳大气，寓

意吉祥。

花
好
月
圆
汝
瓷
尊

花椒采摘

11月9日，汝州市政协副主席韩自敬和部分政协委员在北京市京师（汝州）律师事

务所调研。当日，在汝州市政协组织的调研活动中，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负责人

就法律服务市场的现状，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遇到和发现的问题，

向政协委员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许艳芳高喆摄

图片新闻
PHOTO

本篇图片由弘宝汝瓷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