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稳住经济大盘

6月20日，市民在许昌瑞贝卡水世界戏水纳凉。近期持续高温，许昌市内各大游泳场馆、水上乐园迎来了客流高峰。牛书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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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庄 文明乡风催生村庄蝶变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焦萌）提

起韭菜，大家都不陌生，但长得像大葱般

高达96厘米的韭菜您见过吗？6月 16

日，记者在叶县任店镇久星韭菜科研育

种基地的温室大棚里见识了科技育种的

力量。

“这是久星18号，是我们培育的众多

‘久星’品种中的一种。这里每一小块地

都种着不同的韭菜品种，以便我们比较、

研究。”久星生物科技研究院首席育种专

家马金海指着大棚内的“韭菜品系比较

圃”向记者介绍道。

展目望去，每畦韭菜前面都竖着一块

牌子，标识着这畦韭菜的品种、特性及适

种地区。

“现在，我们育成了抗寒、极抗寒、休

眠、不休眠等28个韭菜品种，推广到了全

国31个省（区、市）。在全国范围内，大家

吃的韭菜，每10棵就有2棵以上是我们

‘久星’培育的品种。”马金海自豪地说，在

韭菜育种领域，平顶山育出的韭菜种占全

国的50%。

在“比较圃”的旁边，无土栽培的韭菜

也让人眼前一亮。水培、砂培、基质培、气

雾培等多种栽培模式，不仅满足了全国各

地多种栽培模式和不同生活习惯的需要，

更能保证韭菜市场的全年供应。

但是，再优质的韭菜品种，随着种植

年限的增加以及种植环境的变化，种性也

会逐渐退化，育种工作者必须不断培育新

品种。

“选育新品种的方法之一，就是选择

优良的变异株。”马金海说，“变异株就隐

藏在成片的韭菜田里，要想找出来，挑选

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有一双

‘火眼金睛’。在大块田地里，将优良的变

异株挑选出来，再年复一年地进行比较，

最后培育出符合目标的新品种。培育一

个新品种最快也得8年，一般需要10年。

这样的工作，必须耐得住寂寞。”

在韭菜科研育种行业，马金海一干就

是48年。这些年，马金海和他的团队秉

承着“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的信

念，连续攻克了“高产、抗病虫害、优质”

三道技术难关，共育成4大类28个品种

的“久星”韭菜系列品种，品种数量、类

型、繁育面积、推广网点数量等均居全国

第一位。

不仅如此，在培育优质种子、扩大韭

菜种植面积的同时，马金海还与中国农大

等多个高校合作，进行韭菜健康食品加工

等全产业链研究应用。目前，韭菜挂面已

经问世并投放市场，而韭菜精油、韭菜色

素、韭菜汁、韭菜酒、韭菜泡菜等健康食品

也已研发成功，初见成效。

“既要不断推出韭菜新品种、栽培新

技术，适应更多的地区种植，又要形成一

二三产业融合的韭菜产业链，践行研发和

产业一体化，才能助力乡村振兴。”马金海

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记者冯刘克赵家卉
通讯员席旭红

热锅凉油，撂进几颗花椒，炒菜出

味，又香又麻。作为调味品，花椒受到众

多人的喜爱。

而在巩义的许多地方，花椒却被当成

了主菜，大盘炒制，大口嚼食，备受青睐。

提起花椒菜，绕不过王西争。6月

16日，记者在巩义市涉村镇西沟村见到

了王西争。王西争是西沟村党总支书

记，高高大大，话语不多，但是说起花椒

菜却是滔滔不绝。

涉村镇山高沟深，前些年村民们居

住的都是窑洞。“窑洞湿气重，花椒有除

湿的功效，所以附近的村民都有种花椒

的传统，房前屋后，荒坡野岭，随处可

见。”王西争说，“以前，我们也把花椒当

成调味品，炒菜时扔里几颗，一家人一年

用不了多少。”

2007年，王西争在西沟村开了一家

农家乐，卖些橡子凉粉、炒柴鸡、炒土鸡

蛋、烙饼蘸酱等，农家风味，颇受欢迎。

王西争的爱人负责烙饼，一次突发奇想，

随手撒进去一把青花椒，没想到烙出来

的饼却让客人赞不绝口。

王西争是个有心人，记下了这档子

事，得空就琢磨——“花椒能不能做成

菜？”“怎么把花椒做成菜？”“花椒味重，

咋能去除麻味和辣味？”“青花椒怎么保

鲜？”凡事怕琢磨，一来二去，他竟然钻研

出一门嫩花椒制作技术。于是，西沟村

农家乐多了几道远近闻名的特色菜——

馍夹花椒、炒花椒、花椒炒肉、花椒炒虾、

花椒炒鸡蛋。

花椒菜风味独特，尝过的客人都说

“简直停不下筷子”，时间长了，成了招

牌。当地流传一句话，“来人必点花椒

菜”。

林子大了招引鸟，名声大了招投

资。河南一品农业有限公司慕名而来，

在西沟村建起工厂，邀请王西争做技术

指导，专门生产作为食材的嫩花椒。根

据王西争的技术，一品农业公司购进相

应的筛选、清洗、烘干、炒制等设备，并进

行改造，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嫩花椒生产

线。“这条生产线是拼凑起来的，跟炒茶

设备很相似，太多的内容不方便透露，毕

竟涉及商业机密。”王西争笑着说。

在产业的带动下，周边村民开始大

规模种植花椒。2018年，涉村镇启动建

设万亩花椒基地项目，目前全镇花椒种

植面积已达8000多亩，仅西沟村就有

800多亩。“为了鼓励村民种植花椒，一

品农业公司按照高于市价20%的价格

收购，保证农民增收。”王西争介绍说，

“花椒一年苗、二年条、三年四年把钱

摇。现在村民种植的花椒还不到盛产

期，每年每亩地的收入大概是1500元，

再过一两年看吧，每年每亩地的收入将

达到3500元。”

经过加工，西沟村冷库里的嫩花椒

一斤卖100块，比起当作调味品的干花

椒，每100克能多卖好几块钱。

嫩花椒装进瓶里，身价更高。在西

沟村农产品展厅里，一箱4瓶嫩花椒售

价120元，每瓶50克，产品已经销往四

川、湖南、湖北、上海等地。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6月21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全面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稳住经济大盘新闻发布

会，介绍我省如何通过重大项目建

设支撑构建现代水网体系。

会上，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介

绍说，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实

施“四水同治”、统筹推进“五水综

改”部署安排，省水利厅谋划提出

了构建“三横一纵、四域贯通”河

南水网总体布局。近年来，我省

始终坚持“项目为王”，谋划实施

“四水同治”项目 1724 个、完成投

资2860亿元，其中总投资341亿元

的“十大水利工程”，已完成投资

267亿元。

今年，我省开工建设水利重点

工程（含续建）21项（类），总投资

1189.3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538亿

元、占比45.2%；年度计划投资430

亿元，截至5月底完成207亿元、完

成率48%。

“按照省委、省政府水利要为经

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要求，‘十四

五’期间谋划实施25项重点水利工

程，总投资2014亿元，目前已开工9

项。”孙运锋表示，计划6月底再集中

开工汉山水库工程、前坪水库灌区

工程、新乡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

线项目、三门峡水库清淤工程、大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

农村供水四化试点工程、黄河下游

引黄涵闸改建工程等7项工程。

据了解，这7项工程建成后可恢

复和提升供水能力13.3亿立方米，

发展和改善灌溉面积855万亩，年新

增粮食10.5亿公斤，增加生态补水

能力1.8亿立方米。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6月

21日，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全

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稳住经济大

盘新闻发布会上，省交通运输厅

党组书记、厅长徐强介绍了我省

公路水运重大项目6月份开工建

设情况。

徐强介绍说，目前，全省高速

公路在建项目共53个、总里程

3388公里、总投资4612亿元，其

中安罗高速上蔡至罗山段等16个

项目正在加快施工，年底有望通

车，其他公路水路在建项目也在全

力推进，预计上半年全省公路水路

将完成投资800亿元以上，大幅度

超额完成半年投资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将“十四

五”计划开工的 12 个、总投资

218.4亿元的公路水路项目，提前

到6月底前集中开工建设，涉及

公路、水运、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

三大类。目前，12个项目前期工

作取得重要进展，已经具备了开

工条件。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6月21日，

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全面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稳住经济大盘新闻发布会上，

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马健介绍

了河南省2022年6月新开工重大项目

的有关情况。

马健介绍说，为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

排，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梳理了

48个2022年6月新开工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总投资2768亿元。

其中，网络型基础设施项目23个、

总投资1490.8亿元；产业升级基础设

施项目4个、总投资62.7亿元；城市基

础设施项目11个、总投资928.5亿元；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7个、总投资

281亿元；国家安全基础设施项目3

个、总投资5.5亿元。

马健介绍了此次新开工的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四方面特点：一是投资体量大。

48个新开工项目总投资达2768亿元，新

增吸纳一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就业人

口。二是涵盖范围广。48个新开工项目

涵盖了网络型、产业升级、城市、农业农

村、国家安全等5大领域。三是惠及民生

强。48个新开工项目既有方便群众出行

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也有关系百姓切

身利益的公共设施补短板项目，还有事

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韧

性提升项目。四是前期工作实。48个

新开工项目均已列入国家和省市相关规

划，项目前期工作成熟，各项手续基本齐

备，可以尽快开工形成实物工作量。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孟庄镇纪委以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总抓手，深入开

展以案促改工作，吸取郑州市“7·20”特大

暴雨灾害追责问责案件和长沙“4·29”自

建房倒塌事故的经验教训，持续对辖区安

全隐患进行排查，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加强警示教育，增强忧患意识。为

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孟庄镇纪委

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

上级指示精神，集中观看安全事故典型

案例警示教育片，提高干部队伍安全生

产意识，增强应急处突工作能力。

开展深度自查，坚决整治违建。孟

庄镇纪委把抓好安全隐患排查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联合村镇办、应急办深入排查

危房、自建房以及排水排涝、抗洪抢险等

装备配备，对查摆出的安全问题始终紧

盯不放，逐一列出清单、建立整改台账，

明确整改方向、落实整改措施，确保彻底

整改到位。同时，严格规范自建房报批

制度，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巡查，确保不

漏“一村一组、一户一房”，坚决防范重大

事故发生。

严格监督执纪，启动约谈问责。孟

庄镇纪委压实监督责任，强力监督推进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对问题整改进行日

通报，紧抓工作落实。针对安全生产过

程中出现的违纪行为，纪委干部实地取

证、约谈询问，深究案件事实，从严追责

问责。 （田原）

□本报记者杨利伟

疫情企稳。6月16日，黄河岸边沉寂

了几个月的姜庄村再次喧闹起来。游客

纷纷来姜庄黄河古村落，体验“住农家屋、

吃农家饭、干农家活”的地道民俗……台

前县“2022年品特色美食·游大美台前最

美网红景点”打卡评选活动，再次让姜庄

村成为“网红”。

姜庄村位于台前县夹河乡，紧挨黄

河、毗邻山东。它是河南境内“黄河岸边

的最后一个村庄”，古老而又普通。

夏日走进姜庄，南望黄河，东眺群山，

古村、古道、古树、古渡口，与周围的万木

葱茏、鸟语花香融为一体，远离城市的喧

闹，回到泥土的芬芳里，藏身于静谧安详，

仿佛走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我们的姜庄老村成了‘网红村’，四

面八方的游客都来这里参观游玩。原来

的荒凉老村变成了宝地，村民的满足感、

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姜庄村党支部

书记姜丙鹏的一席话说出了村民内心的

喜悦。

古村落蝶变“网红村”，其底蕴来自哪

里？“就是我们姜庄的厚重文化和淳朴乡

风。”姜丙鹏说。

姜庄的“姜”，是姜子牙的姜，不是碰

巧相同，而是真的跟姜子牙有关。据传，

400多年前姜子牙后裔中的一支到这里开

荒种地。因此姜庄的民宿也取名叫作“姜

子牙的渡口”。

姜庄位处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

该村保存了镇河神兽、石龟碑文等具有历史

意义的物件，图样复杂，颇具神秘色彩。

距姜庄不远的白铺村，是历史上著名

的二十四孝之一“割股侍母”故事的发生

地，受其影响，姜庄的孝道氛围十分浓厚。

古运河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德

孝文化、姓氏文化、民俗文化、儒家文化、

梁山文化、农耕文化……在古老的姜庄村

里交相辉映、熠熠生辉。

依托厚重的文化和淳朴的乡风，姜庄

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村容村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姜庄共有十处

民院，三处公共建筑，简称“十三院”，村

党群服务中心、文化中心等坐落其中，也

成了风景的一部分。村子成了景区，也

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现在我卖卖香囊

什么的，每月能挣到2000元左右，能照

顾家，还能有钱赚，反正是挺好的。”村里

的杨奶奶说。

“自从姜庄民宿建设好，俺们的收入

比以前高多了，感谢政府发展了这么好的

项目。”正在民宿务工的村民姜士德说，民

宿建好后，他参加了泥塑、插画、餐饮小吃

等方面的培训，并顺利应聘了民宿的工作

岗位，月收入2000多元。

“在乡风文明建设的带动下，如今的

姜庄村，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基础设施更

加完善，群众生活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夹河乡党委

书记兰锐说，下一步姜庄将依托其浓厚的

文化氛围，以姜庄民宿为支点，充分发挥

姜庄黄河古村落民俗小镇典型示范作用，

新发展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游文化品牌，

在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中实现台

前老区群众的美好梦想。

全国韭菜种子 一半平顶山造 花椒当菜
多卖几块

我省将集中开工7项水利工程

年新增粮食10.5亿公斤

我省6月新开工48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个
高
速
公
路
项
目
有
望
年
底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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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以案促改防范重大事故

美丽静谧的姜庄黄河古村落美丽静谧的姜庄黄河古村落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国务院关于

儿童健康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21日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报告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儿童健康工

作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儿

童健康水平整体明显提高。

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婴儿死亡率、5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 5.0‰和 7.1‰，较

2012年下降51.5%和46.2%，总体优于中高

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

率和低体重率等指标逐步改善，儿童常见传

染病得到有效控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

等严重致残出生缺陷得到初步控制。

近视肥胖防控、重大疾病救治、心理健康

等事关儿童健康的重点问题牵动人心。报告

显示，我国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2020年，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

率91.8%。持续实施艾滋病、乙肝母婴阻断，

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2021年的3.3%，降

至历史最低点。

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整体提高

走基层农媒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