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4日，在宜阳县

赵保镇坡底村“乡愁馆”，

77岁的韩梅英老人在给

孩子们介绍野生灵芝盆

景和传统农耕用具。

2019年，该村收集老农

具、老家具100余件，根

雕作品50余件，洛河奇

石 200 余件建起了村

“乡愁馆”，用传统的农耕

用具和生活用品唤起浓

浓的乡愁情思。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单永强）“我们村

正在‘三资’清理，收回长期低价发包的120亩集体

土地，请大家把以前的合同拿出来，咱们商量好怎

么签订退出协议。”3月30日，滑县瓦岗寨乡耿庄村

党支部书记耿自春挨家挨户征求意见。

耿自春所说的“三资”清理，是该县正在轰轰烈

烈进行的清资源、清资产、清合同、化债务、化纠纷、

化矛盾“三清三化百村攻坚”集中行动。

为打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缓慢、增收乏力的

瓶颈，今年以来，滑县以“三资”清理为突破口，县

乡村三级书记亲自上阵，职能部门联合作战，逐村

排查、集中攻坚，盘活家底、管出效益，真正让集体

资产“底清账明”，不断推动集体经济提档升级、发

展壮大，让沉睡资源“活”起来、集体收入“鼓”起

来。

上官镇吴村村224亩村集体土地长期低价发

包给村民，拖欠承包费严重。2021年7月，该村便

谋划收回这些集体土地，半年时间收回了50多亩

土地，转包给了滑县卫争农业种植有限公司，建成

了10栋蔬菜大棚，3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

“在这次‘三资’清理的过程中，我们主动让群

众参与监督、发挥群众的力量，今年3月只用了一

个月时间就把剩余170亩土地全部收回，并打包整

合，重新发包，用于建设蔬菜大棚。”吴村村党支部

书记巫存瑞说。

盘活增值是目的，管好用好是保障。滑县积极

引导村集体“精打细算”过日子，从单一发包出租到

多种形式发展，一步步解决“家底”怎么盘、怎么管、怎

么用的问题。

瓦岗寨乡瓦岗寨村将旧校舍改造为研学旅行

基地，把空宅闲院建成农产品冷藏仓库，出租空闲

的旧村室，这一系列举措让村集体每年可增加收入

30多万元。“只有集体经济发展了，村里才会有服

务能力。我们在收回的三个坑塘里种上了景观树，

将绿化美化和人居环境整治有机结合，依托瓦岗寨

景区，打造乡村旅游特色村。”瓦岗寨村党支部书记

伦彦竹说。

面对无钱办事的困境，八里营镇西草坡村成

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村委会对其监督管理，

把村民手里的分散土地流转至合作社，生产利润

按照村集体60%、农户40%进行分配。该村还

通过土地流转，建成集中连片的耕地产业园，合

作社还投资40余万元购置农机具，形成规模化、

机械化种植，节约了生产成本，增加了粮食产量，

让土地发挥出了更大的效益。

“三资”清理，多年遗留的历史问题被一一解决，村庄发展根基更加牢固，

清理的效果越来越明显。“滑县将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加快产业培育，力争年

底实现全部村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以上，其中10万元以上的村突破30%。”滑

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海青说。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海
军）4月1日，穿行在卢氏大地，空气中

飘荡着浓浓的菇香，到处是香菇生产、

收获的繁忙景象。

卢氏县有7.5万多座香菇大棚，3.6

万户11.8万人常年专业从事香菇生产，

规模达到3.6亿棒，年产香菇36万吨，占

到全省产量的10%、全国产量的3%。

“从2016年香菇生产突破一亿棒，

到现在的这样的‘巨无霸’规模，科技研

发、科技推广起了大作用，撑起了卢氏

‘香菇之都’。”卢氏县香菇产业链链长、

卢氏县委副书记韩际东说。

传统的香菇生产方式，环节众多、劳

动量大，而在卢氏县，记者看到，各个环

节变得都很轻松。

在朱阳关镇河南村的香菇生产基地

里，工作人员任章武轻轻一按开关，香

菇大棚里自动喷淋系统启动，菇棚里水

雾弥漫，一个多小时，棚内一万余棒香

菇棒就“喝饱”了水。而在以往，给菌棒

注水，一个菇棚一万余棒菌棒需要三四

天时间，工人浑身湿透、劳累不堪，注水

质量也参差不齐。

卢氏县香菇生产之所以能做大做

强，在于引进了20多家香菇生产、经营

龙头企业。在卢氏香菇生产的众多龙

头企业中，当数林海兴华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

在该公司的东明镇涧北村香菇生

产基地，生产管理员谢阳阳用手指滑动

屏幕，可以看到整个林海兴华公司从原

料采购到菌棒生产和28个香菇生产基

地2000多座大棚的生产情况，以及当天

香菇18个等级的销售价格。同时，3500

多户菇农缴售的香菇数量、等级和当天

公司的销售、库存，以及每朵香菇的质量

追溯，都是清清楚楚。

这个“香菇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

统”，把该公司上万人的生产经营管理

变成了一件“省心事”。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撑起了河

南卢氏“香菇之都”。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高会鹏）

“宁陵是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一县一

业’示范县，22万亩酥梨是当地的支柱产

业。”4月5日，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张绍铃说，他

们在宁陵设立“国家梨产业体系成果转

移转化中心”，就是要助力该县打造“梨

产业航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宁陵以科技赋能，联合中国农科院郑

州果树研究所投资1200万元在该县建设

酥梨试验站，先后开发了宁陵红、喜水、秋

月等20多个早熟梨新品种，售价是普通

梨3倍以上。今年，该县实施酥梨品种改

良4000余亩，预计增加经济收益500余

万元，实现“三季有鲜果、四季有产品”，

科技创新让梨产业品牌愈发“枝繁叶

茂”。

“你看这梨花是红色的，果子成熟

了也是红色的，这是培育多年的新品种

梨红果酥。”指着一行盛开着红花的梨

树，河南省梨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

长、国家酥梨体系专家、中国农科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杨健自豪地说。在

国家梨产业体系成果转移转化活动中，

他们在宁陵培育的单个新品种成交额

就超过2000万元。这些新品种在宁陵

推广种植，让梨乡百姓“近水楼台先得

月”。

科技助力，项目带动，让宁陵“梨产

业航母”不断壮大。目前，该县投资2.2

亿元建成了集仓储、分选、物流、深加工

于一体的宁陵果蔬冷链物流产业园项

目；多家梨果深加工企业开发了梨膏、梨

酒、梨醋等多个高附加值产品，年产值超

2亿元；依托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孵化

培育了7家大型电商企业和430多名电

商带头人，宁陵酥梨网上年销售量1亿

多公斤。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

讯员聂建武王丽君）4月1日，记者从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获悉，

全国40个县获评2022年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新县光荣上

榜。

据了解，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县（市、区）是经财政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专家评审，综合

考虑文化内涵、民族特色和地方差异

后评定的，旨在探索中国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和传承发展的有效方法和路

径，构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传承体

系。获得此项殊荣的县（市、区）将

开展为期2年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并获得中央财政定

额奖补。

作为全省首批传统村落和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发展示范县，新

县现有中国传统村落10处，河南省

传统村落34处，信阳市传统村落40

处，田铺乡田铺大塆、八里畈镇丁李

湾、周河乡西河湾等传统村落已经

成为新县旅游“打卡地”。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峰）

一把手负总责，支部以强带弱！4月4日，

信阳全市“支部联支部”活动动员部署会议

召开，正式吹响“支部联支部”活动号角。

“支部联支部”和“支部共建”这样的活

动并不鲜见，以往只是个别支部与支部的

联建，简单地进行活动互动。而信阳此次

“支部联支部”活动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活

动之细，前所未有。

“这次活动，着力构建党建统领基层治理体

系，切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持续推

动实施市委‘1335’工作布局，加快建设‘两个

更好’示范区、美好生活目的地提供坚强组织保

障。”信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杨进说。

“支部联支部”活动按照结对原则，坚持

全面参与、全域覆盖；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结

对；坚持互助共建、常态长效。采取单位联社

区、支部联网格的方式，市直单位所属党支部

与中心城区的社区网格党支部“一对一”

固定结对，各县区、市管各管理区开发区

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支部与辖区

内农村（社区）党支部固定结对，实现党

支部结对全覆盖。

杨进介绍，本次活动的主要任务是，

从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着手，

推进组织共建、队伍共带、产业共促、服

务共做、新风共树、实事共办。

信阳市委书记蔡松涛说，开展“支部

联支部”活动是落实党章要求的需要、

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培养的需要，对

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更好发挥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提升党员干部能力作风、

培养新时代好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动员部署会结束后，信阳市

直各机关、各县区、各开发区等迅速行动，

对“支部联支部”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史丽娜郭小梅）4月7日，记

者从济源示范区获悉，济源乡村治

理经验做法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秘书局、农业农村部农村

合作经济指导司主办的《乡村治理

动态》（2022年第3期）通报表扬，大

峪镇曾庄村移风易俗典型案例被国

家乡村振兴局主管的《中国乡村振

兴》（2022年第6期）专题推介。

自 2019 年被确定为全国乡村

治理体系建设试点以来，济源抢抓

机遇，从乡村治理的理念、制度、政

策、主体、方式等方面创新完善，积

极构建组织领导体系，强化经费保

障，建立督导考核机制及定期汇报

制度，将乡村治理工作列入乡村振

兴考核的重点，与年度评奖评先挂

钩。

经过 3年多的探索实践，济源

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数治“四治”融

合、警源诉源访源“三源”治理、信息

化网格化精细化“三化”支撑的乡村

治理模式，乡村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1镇4村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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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屏幕 香菇大棚了如指掌
科技推广撑起卢氏县“香菇之都”

在利用中留住美丽乡愁
新县获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 一把手负总责 支部以强带弱

信阳开展“支部联支部”活动

乡村治理有序有力有效
济源获中央农办等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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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记者6日从

教育部网站获悉，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

《关于做好2022年中考命题工作的通知》，

要求严格依据课程标准命题，坚决取消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或考试说明，不得超

标命题和随意扩大、压减考试内容范围，严

禁将高中课程内容、学科竞赛试题以及校

外培训内容作为考试内容，确保依标命题、

教考衔接。

通知要求，各地要科学合理设置试卷难

度，既要防止试卷过难增加学生学业负担，

也要避免试卷过易难以体现区分度。要根

据不同学科特点，合理设置试卷试题结构，

减少记忆性试题，增加探究性、开放性、综合

性试题，坚决防止偏题怪题，促进有效考查

学生综合素质。

教育部 中考不得超标命题

让农业更智慧让农业更智慧科技赋能科技赋能

全县有 77..55万万
多座香菇大棚，年产
香菇3636万万吨，占到

全省产量的 1010%%、

全国产量的33%%

研发创新 新品种梨红花红果
成果转化成就宁陵“梨产业航母”

先后开发了
宁陵红、喜水、秋
月等2020多多个早熟
梨新品种，售价是
普通梨33倍倍以上

“乡愁馆”里

忆乡愁忆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