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蒜薹，事关大民生。常态化疫
情防控形势下，如何破解菜农出不了
村、上不了路、进不了城的困局？周口
市淮阳区将“万人助万企”的服务模
式复制到农村、复制到农民身边，想
办法、出主意为农民拓宽销售渠道，
搭建销售平台，竭尽所能把为农民的
服务做到点对点、一对一、有温度、有
力度，实打实助力农副产品卖得出
去，让群众“钱袋子”鼓得起来，为扎
实推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
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和动力。

编者按编者按

大
峪
欢
迎
您

在大峪

你能吃到最原始、最优质、最特色的
农产品，花椒、蜂蜜、山核桃、红薯粉条、
石磨面粉，不仅质量纯正，口感更是好。

能体验靳马线山间旅行，晴空有
白云，环山兜春风，人在画中游，又闻
鸡犬声；在汝瓷产业园，能亲手制作
汝瓷；在云堡妙境古山寨，能吃、住、
游、购、娱、养、学，有故事，能探险。

春季闻杏花飘香，看春风十里；
夏季听潺潺水声，看漫山翠绿；
秋季赏红叶满山，看杏叶橙黄；
冬季感深冬眷恋，看初雪纷飞。

11 在大峪22 在大峪33

大峪欢迎您！大峪镇联系电话：
0375-3322869

我与乡村共成长墩墩墩墩墩墩墩墩苗苗苗苗 搜索15515779057 添加微信“墩墩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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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庄 好乡风“吹”来产业旺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广
起 韩功勋）绿色“直通车”、直销“连心

桥”、直播“云卖菜”、应急“储备仓”……

在周口市淮阳区，蒜农们把大蒜种出了

门道，更借力政府的“出谋划策”，也卖出

了门道，硬是从土地里刨出“黄金”来。

4月7日，记者来到该区刘振屯乡夏

楼村。作为当地大蒜主产区之一，眼下

正值蒜薹的收获季节，蒜农们一大早就

忙碌起来，开启了新一天的采收工作。

在现场，只见采收者一手拉住蒜薹

的总苞，另一手抓住顶叶出薹处，用削尖

的竹片或者钉子在距离地面3~6 厘米

的假茎处轻轻一扎，一根蒜薹便能轻而

易举地抽剥出来。这样的动作一天重复

下来，快的话一人能抽八九十斤。记者

粗略算了一下，按目前的行情，卖个二百

来块钱根本不成问题。

“俺家今年种了6亩地的早蒜，这一

季下来抽了三千来斤蒜薹。因为疫情原

因，想着不好卖，没想到政府搭台，全都

卖完了不说，细算下来比着去年一斤还

多卖了五六毛钱，光蒜薹这一项，俺家就

有六七千块钱的收入。”头戴遮阳帽的蒜

农刘海平说。

据了解，今年，淮阳全区大蒜种植面

积达20万亩，预计蒜薹产量近1亿斤。

当前，面对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蒜薹的

销售工作时刻牵动着当地政府和蒜农们

的心。

枝叶关情。为提前化解可能出现的

滞销风险，淮阳区委书记张建党、区长王

献超先后数次带领有关部门深入乡镇调

研并分头主持召开协调会，通过超前谋

划、主动出击，稳健、有序的销售体系迅

速搭建起来。

“政府牵头、部门配合、乡（镇）村负

责、共同发力，很快澄清了经纪人大户、

种植大户、收购大户底子，建立了清晰的

蒜薹收购专项台账；交通运输部门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开辟了运输

绿色通道；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发

改委等部门积极对接，解决了储存问题；

商务部门与各乡镇协同配合，及时研判，

化解销路难题。外面的客商进得来，本

地的产品卖得出，助销‘新路子’打通了，

菜农‘钱袋子’保住了，客商、菜农都很满

意。”王献超说。

在收购点，正在帮助蒜农搬运蒜薹

的山东德州货运师傅李连东主动告诉记

者：“我年年这个时候来淮阳采购蒜薹，

今年嘛，疫情影响，老是怕路不畅。没承

想咱当地政府开通了绿色通道，一路畅

通无阻。”通过车辆消毒、体温测量、提供

核酸阴性证明、登记等环节，只需要短短

几分钟时间，一辆辆悬挂河北、山东等地

牌照的物流车，下了高速便能驶入淮阳

各乡镇的田间地头。

过秤、核算、结账，来自开封杞县的

收购商兼农业经纪人段军平送走了几位

蒜农，总算有了片刻休息时间。

“你看，跟往年一样忙活！”段军平向

记者介绍说，“像我这样一个收购点，每

天收购20吨~30吨，能够消化将近5000

亩地的产量。咱们这儿蒜薹质量没得

说，很受市场欢迎，销路不错，可以说是

产销两旺。”

不仅是实体运输，网络主播团队也

很给力。他们通过发布视频、直播带货

等方式，利用电商平台，给广大农户找到

了新的市场空间。为了延长销售周期，

该区还准备了冷藏保鲜库20个，错峰销

售，有效解决了蒜薹价格走低带来的困

扰。

针对散布在各乡镇的零星散户，当

地政府还开辟了“求助通道”。自热线电

话开通以来，已接通求助电话300余次，

帮助蒜农销售蒜薹17000余斤，在销路

上真正实现了“一个都不能少”。

截至目前，该区已累计销售蒜薹

5100多万斤，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

更是让这些农副产品走进了社区、企业、

商场超市，甚至走出河南，丰富了市民的

餐桌。

“小事小节是一面明镜。淮阳党员

干部始终聚焦群众身边事、揪心事，坚持

俯下身子，走向田间，活跃在基层第一

线，为广大农户积极搭建平台，努力实现

产销对接，助推农副产品走进千家万

户。干部沾的是一身泥，换来的却是群

众满满的赞，干群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农

民腰包更鼓了，获得感、幸福感也更足

了。”张建党如是说。

□本报记者宋朝张鸿飞
实习生张子瑜通讯员崔高阳

清明节后，张飞接到游客李先生的电

话：“山顶的云堡妙境确实值得一看，但‘望

汝’匾额落款‘宣统四年’是不是错了？”

“末代皇帝溥仪1908年登基，1909

年改元宣统；1911年宣统三年爆发辛亥

革命，1912年年初，宣统就退位了。”张

飞说，“‘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匾额上显

示的‘宣统四年’，历史上就没有记录，这

恰恰证明了汝州的大峪是多么闭塞。”

张飞曾经是平顶山市商务局副局

长，作为墩苗干部，现任汝州市副市长、

大峪镇党委书记，到任大峪镇半年，他彻

底弄清楚了什么是“大”、什么是“峪”。

大峪之大在于地广人稀。

大峪镇面积134.7平方公里，是汝

州面积第三大乡镇，全镇只有25000口

人，一平方公里上不足200口人。

峪者，山谷也。

两山夹一谷，山高谷深。张飞说：

“大峪镇是汝州唯一的一个全山区镇。”

“有山，有水，有红叶，有古堡，有最

美乡间路，有汝瓷窑口遗址，还有挖矿留

下的坑！”在张飞看来，这些很多人眼中

的“不是”在他眼中还“不错”。

几十年前大家有钱都希望“到城里

看看”，现在更多的人节假日都要“到乡

下转转”，这种观念的转变，加上大峪镇

距离郑州、洛阳、平顶山都不过百公里，

发展全域旅游恰逢其时。

厘清了发展思路，古堡有灵魂了，汝

瓷开口说话了，山谷成景致了，矿坑有生

命了，大峪镇历史上的闭塞、瓶颈几乎都

成了发展的得天独厚。

35岁的任向红是大峪镇范庄村人，

每天早上起床后，她都要把自己收拾得

利利落落的，然后上山去云堡妙境上班，

她是云堡妙境咖啡屋的“现磨咖啡师”。

“以前在外面打工，作为一个打工

妹，哪有胆量去咖啡屋啊？真没想到，我

现在成了咖啡师了！”任向红说。

云堡妙境在任向红的记忆里就是仰

脸能看到的山顶上石头砌的古堡，里面

有水池、仓房、开会厅，外面是一圈高高

的、厚厚的石头墙，墙上有通道、枪眼，下

面有南北门。

古堡很古，传说很多。

有人说这里住过刀客、响马、土匪，

也有人说这里住过“革命党”，而在任向

红的记忆里“这里阴森森的，怕人”。

这种“怕人的阴森森”则正是云堡妙

境经营者所需要的。

“我们开发古堡，侧重的就是探险，

通过活生生的特殊建筑，让人们回味历

史。”云堡妙境营销部经理张祥飞说。

（下转第二版）

服务前置纾难解困

淮阳20万亩蒜薹销不愁

□本报记者李萌萌文/图

4月2日，沿着乡间小道，经过严格

的扫码、消毒，记者进入淇县卫都街道办

事处黑龙庄村。

“以前这是个脏乱差且难管理的小

村庄，2018年经过全体村民改造后，摇

身一变成了明星村。”同车的鹤壁市农业

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科科长刘新锋赞叹

着黑龙庄的变化。

错落有致的庭院、平整宽阔的街道、

环境优美的游园，一尘不染的地面，偌大

的一块儿电子屏矗立在乡贤小广场上，

“太行路”“常青街”，每条街道都安装了

街牌赋予了街名……这些改变的“秘密”

都被写在了村庄的墙上。

“各户门前屋后为卫生责任区，积分

可到爱心超市兑换物品。年底对积分最

高的前三户奖励500元、一袋大米。年

底积分最高保持三连冠的农户，奖励一

辆2000元的电动车。”黑龙庄村党支部

书记赵关保站在写有十条“村规民约”的

墙下介绍道。为彻底改变黑龙庄村的面

貌，2018年，该村党支部组织村“两委”

干部、党员、群众代表等30余人到外地

示范村参观学习回来后，经过征询群众

意见、反复讨论修改，制定了十条“土味

儿”村规民约，以规范村民的生产生活行

为，引导良好社会风气。

定了干，干了算。黑龙庄决定先从

村庄卫生环境抓起，将村里闲置房屋拆

掉，改成“三园一广场”。“做通群众思想

是最难的，缺钱也是最难的。”该村党支

部委员赵九林感慨道。为将村内的养猪

场拆除，他们连夜行车1000多公里找村

民做工作，最终征得村民同意拆除；缺资

金，他们就捡国道改道人家不要的树，种

成如今的花园、游园。

“十条村规民约是动态的，如今家家

婚丧嫁娶都不大操大办了，也不使用响

器，奖励500元的这条村规民约也将下

墙了。”赵关保为这样的乡风改变感到自

豪和满足。

成果不易，如何保持？“村规民约”墙

的对面便是一年一度大张旗鼓表彰出来

的11名“好媳妇”“好乡贤”“好丈夫”“好

党员”……让荣誉成为每个村民的向往，

村委会不指定候选人，每年全村群众自

愿评选，十几本评选的纪录档案被完整

地存放在村委会的档案柜里。

沿着黑龙庄村太行路向北，环境卫

生长效管理机制公告栏里，将全村分为4

个卫生责任区，每月组织党员、群众代表

对各责任区评比，每户积分每月上榜，每

月挂出红黑榜；爱心服务捐助榜上，村内

近百人捐款，总收入36680元……“这些

明明白白的事，让村民的心更加凝聚

了。”赵关保高兴地说。

“要说最累的还是村里的喇叭，就

没见闲过，红歌、环境卫生评比、疫情

防控等都上喇叭。”村民袁露露笑道，

“这是赵支书潜移默化改变村民思想

的绝招。”

“村委会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

提高村民的素质，让制度变成自觉，最终

让村民得到实惠。”赵关保意味深长地

说。黑龙庄村不做盲目的事情，村内是

花，村边是果的“四园”建设规划，也在确

保制度完善、党员认领的情况下开始实

施，做到“建一片，建好一片”。

好乡风“吹”进了千家万户，产业发

展也迎来百花齐放。2019年，黑龙庄

村集体废弃的鸡场经过整修，获得6万

元的租赁费；2020年，经过淇县县委组

织部考核，黑龙庄村获得50万党建项

目资金，建成了一栋标准化肉鸡养殖

场，村集体每年再增收5万元；2022年，

淇县财政局700多万元的脱毒红薯育

苗基地落户黑龙庄村，预计每年可收入

3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4月10日，记者从省

气象局了解到，受较强冷空气和低槽共同影响，4

月11日夜里到12日我省将出现一次明显大风、

降温和降水天气过程，全省自北向南先后转偏北

风5~6级、阵风8级左右伴有扬沙或浮尘。当前

我省大部地区小麦处于拔节孕穗期，豫南、豫西

南及周口、郑州局部已进入抽穗开花期，此次降

水过程对缓和我省旱情、冬小麦生长及降低森林

火险等级非常有利。

具体来看，4月12到13日，全省最高气温明

显下降，降幅达12℃~15℃，全省大部地区有阵

雨、雷阵雨，局地伴有最大小时雨强为25~50mm

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有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记者了解到，4月10日，省气象局自动土壤

水分监测数据显示全省大部分地区底墒充足，豫

西大部、豫中、豫东、豫西南部分地区表墒不足，

全省干旱站点比例为54%。

气象专家认为此次降水过程将有利于改善我

省麦田表墒，但南部降水较大地区易导致条锈病、

赤霉病浸染蔓延，已进入抽穗开花期麦田需高度

警惕，需提前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做好防范。

大风降温降水就在今晚
豫南须防范麦田条锈病、赤霉病蔓延

大峪要翻身要崛起

4月9日，在洛阳王城公园“牡丹仙子”塑像前，十余位舞蹈表演者在表演舞蹈“春天的芭蕾”。当天，洛阳市舞蹈家协会在这里举办

“云赏牡丹，舞动洛阳”舞蹈展演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

谢芳）每一个牡丹品种都拥有官方认证的

“身份证”、手机扫码就可以了解牡丹品种

的“前世今生”。

4月7日，在洛阳农林科学院的国家

牡丹芍药种质资源库，科技人员用手机扫

描牡丹种质资源谱中的二维码，牡丹的名

称、主要性状、基因数据和图文介绍等详

细信息一目了然；点击花型、花期株型等

关键词，还可以转到同类型牡丹相关信息

的链接中。

洛阳春色好，牡丹领群芳。日前，由

洛阳农林科学院重点打造的全国首家牡

丹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

2014 年 12 月，洛阳市政府与深圳

华大基因签订协议，共同开展洛阳牡丹

基因组学研究；2017年9月共同发布协

作攻关成果，宣布在世界上首次破译牡

丹基因组。这也使得洛阳成为牡丹资源

类型最全、品种数量最多、布局最规范

的国家牡丹芍药种质资源保护和繁育中

心。

据了解，目前洛阳农林科学院已收

集国内外牡丹资源 1285 份、芍药资源

379份。在此基础上，利用云数据和互

联网技术，对每一个品种资源数据关联

性进行整理，把每个牡丹品种的DNA指

纹图谱形成二维码，利用智能标签分类

技术，初步建起全国首家牡丹数字博物

馆。

牡丹品种有了“身份证”
全国首家牡丹数字博物馆在洛上线

村民拿着村规民约学习、比赛

张飞在水毁工程修复现场。本报记者

张鸿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