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郑占波 谢计超

“农家书屋的书籍贴近农村，从中了解政策、学习知识

后发展生产，乡村振兴有奔头，美好生活有盼头。”2月 3

日，在洛阳市孟津区城关镇寨沟村农家书屋，蔬菜种植大

户潘宗万正在翻看《特色蔬菜栽培技术》。

“农家书屋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粮仓’。”孟津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鲁俊生说，自从启动农家书屋建设以

来，农家书屋在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促进乡村文明建设方

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搭建阵地 打通惠民“最后一公里”

走进小浪底镇庙护村农家书屋，一排排书架整齐划

一，一册册图书陈列有序。“有红色革命书籍、有养殖技术

书籍，还有小朋友们爱看的各类故事书，图书种类齐全。”

该村老党员谢金松说。

近年来，孟津区高度重视农家书屋这项文化惠民工程。

为了建设好农家书屋，该区以人口比较集中、交通便利、基础

设施较好的村委会为中心，打造农家书屋280多个。农家书

屋严格按照“六有一保证”进行规范化建设管理，即有图书

室、有“农家书屋”牌子、有图书柜、有阅览桌椅、有制度、有专

兼职农家书屋管理员，保证每天全天按时开放。

孟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浩介绍：“我们在充分征求农

民意见的基础上，将党报党刊和适合农民阅读的政治、经

济、科技、法律、卫生、文艺等出版物配向农家书屋，满足农

民的多样阅读需求。同时，有针对性地配备少儿类、文化类

等书籍，增配农技书籍，并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分享活动，

使农家书屋成为乡村儿童‘关爱站’、群众致富‘加油站’。”

文化粮仓 既富脑袋又富口袋

“祖辈吃尽了知识匮乏的苦头，我们要建设好自己的

文化阵地。”平乐镇刘坡村党支部书记吕川川说，村里的农

家书屋建筑面积100平方米，每周全天向全体村民开放，

以全民阅读为契机，积极开展大豆、玉米、小麦等粮食种植

培训，为农户们“充知识电”，让农户们“学技术经”，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源头活水。

“我以前因为家里穷，没读多少书，现在村里建有书

屋，我有空就会去看书，很多养猪的技术都是在那里学到的。”城关镇九泉村益

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雷志刚告诉记者。

近年来，孟津区各农家书屋根据农民生产生活实际，有针对性地选农民看

得懂、用得上的书，比如种子选择、瓜苗培育、施肥技术、病虫害防治等。同时，

还不定期邀请有关农业专家开展讲座、培训等，帮助农户消化吸收书本上知识，

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庄稼地里的问题。

数字赋能 筑起智慧“加油站”

2月1日，在朝阳镇煤窑村农家书屋，村民朱晓婷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对着墙

壁上的二维码扫了一下，指尖在屏幕上选择了一本历史书籍，饶有兴趣地“听”了

起来。这是该村农家书屋新建的“有声图书”馆，扫码就可以阅读海量书籍。

据了解，孟津区高标准提升改造农村数字书屋46个，配备了触摸屏式自助

电子阅读机、移动自动借阅还书机等设备，实现图书借阅市、区、村三级统借统

还。在农家书屋的“有声图书”墙旁边，有多个耳机设备，村民戴上耳机就可以

收听书籍的内容。

截至目前，孟津区已在辖区建成农家书屋282个，农村数字书屋46个，每个

书屋藏书均在7000册以上，全区农家书屋藏书总量达68万多册，书屋已实现城

乡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程
凡珂）2月 2日，汤阴县农业农村局组

织 50余名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春耕生产技术指导，为春耕“保驾护

航”，力争开好头，起好步。

春节假期刚过，汤阴县农业农村

局就在全县集中开展了春季科技培训

活动，按照“组织到乡、培训到村、指导

到户”的要求，县、乡两级农业科技人

员在全县各乡镇、村集中开展了农业

技术培训。

技术人员根据当前苗情、墒情、

虫情、施肥、气候特点等，向农民讲解

田间管理要点及各种病虫害的防治

方法，对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现场指

导。

截至目前，汤阴县已开展科技培

训 125场次，培训农民 2400余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8600余份，使全县种植

大户、技术骨干基本都得到了培训。

□本报记者 张莹

浅山环抱、柏油路直通农家……2

月 2日，记者走进南召县城郊乡大庄

村，阳光正好，鸟儿清脆地鸣叫……大

山里的小山村显得异常静谧。

“门前的这条柏油路通到家家户

户，村里 500多住家户墙上彩绘有近

百幅……”大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宗保

一边走，一边介绍说。

山路上少有人行走，村委会广场

停着白色的小汽车，小山村干净整洁，

新春佳节面貌一新。

“我们村总面积29平方公里，林地

就 占 了 28600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近

100%，村庄绿化率在 80%以上，是国

家评定的森林乡村。”张宗保说。

大庄村偏远，离南召县城有十多

公里，坐落在伏牛山余脉，生态环境是

大庄村的王牌。

冬日，大庄村天空湛蓝，民居散落

在山中，保持着原生态。“夏天，山上树

木茂盛，空气清新，更是避暑纳凉、亲

近自然的绝佳去处。”张宗保说。

大庄村始终坚持“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村里成立护林队，

对全村林地巡逻看管，杜绝乱采滥伐，

护林防火。我们对全村道路河流进行

了全方位栽树绿化；治理河流污水，配

备污水管道，垃圾都是当天收集装箱

运到垃圾场处理分离……”张宗保说。

“大庄真美！村民真幸福！”置身

其中，记者不由感叹。

山地是大庄村特有的资源优势。

2019年以来，大庄村利用特有的生态

自然禀赋，开始发展香菇种植，建造香

菇大棚40余座，种植香菇30余万袋。

依山而建的香菇塑料大棚前，村

民正三三两两地将刚采摘的香菇进行

简单处理。村民余德高兴地说：“我今

年50岁了，不用外出在家就能打工，一

天工资100元。”

“去年全村香菇总产值 500 余万

元！香菇生产旺季，吸引村里70余人

打工就业。”张宗保说。年还没过完，

大庄村成筐成筐的鲜香菇开始外销，

不只是销往国内，还销往国外，香菇产

业已经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

绿水青山为大庄村带来了生态红

利。张宗保告诉记者：“去年，大庄村

集体收入超过20万元，其中香菇大棚

租赁费收入10万元！”

2023年2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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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80口大锅角逐口大锅角逐 比比谁家味最美比比谁家味最美
洛宁举办首届蒸肉大赛洛宁举办首届蒸肉大赛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李峰 文/图

2月 5日农历正月十五，洛

宁县在景阳镇南洞村举办首届

“‘非遗代代传’洛宁蒸肉争霸

赛”，共有来自18个乡镇的180

口大锅参加角逐。

洛宁蒸肉是洛宁乃至豫西

传统名吃之一，由来已久，由肉

片、大葱、粉条、调料、面粉搅拌

后，笼蒸而成。其味道鲜美、

风味独特，是洛宁民间招待贵

客的最高礼遇和重大节日的

必备佳肴之一。洛宁蒸肉可

口亲民、好吃不贵，既能登上

大雅之堂，也深受老百姓的喜

爱。

2009年10月，洛宁蒸肉被

批准列入第一批县级非遗名

录；2010年2月，被洛阳市选入

第二批市级非遗名录，是洛宁

县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小山村的“生态红利”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范长坡 姬冠鹏 文/图

停车堵车、小雨雪、寒冷夜；泡面、

火腿肠、卤鸡蛋……

历经 22个多小时的艰辛奔波，2

月3日上午9时许，满载700余名叶县

籍务工人员的大客车顺利抵达昆山市

人力资源市场。

昆山市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并

向务工人员发放了包含150元补贴的

移动话费卡和日常生活物品的爱心大

礼包。此后，多家企业的大客车将返

岗务工人员接回厂里……

“真的十分感谢，感激叶县、昆山

两地党委、政府为我们这些普通打工

者所做的一切。”来自叶县辛店镇辛店

村的杨志红说。

“昆山市2022年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5006.7亿元，成为全国首个GDP突

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连续18年位居

全国百强县市首位。人是最积极、最

重要、最根本的要素。昆山市能取得

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以叶县为代表的

劳务输出县的支持，他们是昆山发展

的功臣，是支撑昆山制造、昆山创造的

坚实基础和中坚力量。”刚刚从 2023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河南专场

活动返回的昆山市人社局局长何智勇

说。

有了有了““金刚钻金刚钻””能揽能揽““瓷器活瓷器活””

叶县是劳动力转移就业大县，全

县有25万人常年在外务工，其中仅在

昆山市就有4万多名，占河南省在昆山

市务工人员的五分之一左右。

为进一步提高务工人员综合素

质，近几年，叶县以“人人持证 技能叶

县”为统领，利用县域内的职业中专、

技能培训学校等教育资源，对劳动力

进行免费培训，让其掌握“一技之长”

或“多技之长”。

从去年春节开始，叶县专门开通

了“技能叶县春节云课堂”网络直播，

以用工需求为依据，对劳动力进行就

业创业政策、职业技能、安全意识等专

业培训，帮助群众实现从“普通工”到

“技能工”的跨越。

“从昆山的用工情况看，普通工人

月薪一般在6000元左右，若拿到职业

技能证书，月薪就可达到8000元。近

几年，叶县每年免费培训劳动力都在

8000人以上，还有一定数量的人通过

专业技能培训拿到了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叶县人社局劳动就业局局长樊建

峰说。

记者在对务工者的采访中，发现

多名首次赴昆山务工人员或接受了县

里的技能培训，或是技校毕业。

来自常村镇常村村 44 岁的李娟

说，她和叶县职业中专毕业的儿子第

一次到昆山打工，职业介绍机构已为

他们联系好工作，到昆山后进厂再进

行简短培训就可以上岗。

让务工人员享受温馨贴心服务让务工人员享受温馨贴心服务

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让

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节奏被打乱，务

工人员岀不了门返不了岗，昆山市的

一些企业因缺人手而开不了工。怎么

办？叶县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果断

做出县里租赁大客车送务工人员返昆

返岗的决策。

护送近千人乃至上千人奔波 800

余公里返岗，这些人几顿饭的吃喝、一

二十辆车的调度、路上的安全问题绝

不是一个小事情。为此叶县召开专题

会议进行研究，针对路上出现的各种

可能情况，抽调一至二名县领导带队，

县人社部门和各乡镇派出工作人员跟

车护送，县医院派出医务人员随队前

往，县交通运输局派出引导车，购买方

便面、火腿肠、卤鸡蛋分发到每个外出

务工人员的手中，规划需进入的几个

高速服务区……

因春节后正处于返岗高峰，进入

安徽境内后几条高速汇集，向东方向

车辆较多，路上擦碰小事故频发，车队

走走停停，堵车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

小时成为常态，一遇到这种情况，各车

车长都尽力做好务工人员的情绪引

导，防止人员下车。每到一个服务区，

上千人的队伍加上各方旅客，服务区

人满为患，茶水间排起长队，后来者只

能用温水泡方便面。凌晨大客车禁行

时段，有人在车上睡觉，有人在车下溜

达，各路护送人员责任在肩，一刻不敢

大意，四处查看，默默地守护着这些务

工人员……

“县里这几年‘点对点’包车送工，

非常暖心贴心，真的十分感动。”连续3

年乘专车返岗的一名务工人员说。

“叶县这几年的‘点对点’送工

也让我们企业十分感动，‘好孩子’集

团这次第一次同叶县合作，专门招收

100 名叶县籍的老乡到集团务工，同

时派专车来接人。”欢迎仪式后，昆山

好孩子集团 人 力 资 源 部 部 长 王 瑜

说。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县，叶县近年

来工业发展迅速，一大批企业落户平

顶山尼龙新材料开发区和叶县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尽管如此，劳动力富余

的态势依然比较突出。县主要领导的

态度很明确，提供贴心保姆式的服务，

尽量多输出富余劳动力，让农民朋友

通过转移就业致富。这几年，叶县籍

来昆山的务工人员就增加近万人。”叶

县人社局局长虎永福说。

昆山市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叶县籍返岗务工人员昆山市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叶县籍返岗务工人员

参赛的蒸锅依次排开参赛的蒸锅依次排开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吕
运奇）即日起至今年6月30日，在郑州

市中牟县行政区域内，新购已取得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新建商品住房或商

业用房并在此期间缴纳契税的，将按

照契税缴纳金额给予补贴。

中牟县于2月2日出台了《中牟县

2023年“首季开门红、半年双过半”提

信心促增长政策措施》，从稳增长、扩

投资、促消费等方面推出包括购房契

税补贴、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在内的16

条举措。

据介绍，在购房契税补贴措施中，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购买的，商

品住房和商业用房分别按照缴纳契税

金额的 30%、40%给予补贴；在 2023

年 4月 1日至 6月 30日购买的，商品

住房和商业用房分别按照缴纳契税金

额的20%、30%给予补贴。每月10日

前兑付上月补贴。

为加快恢复接触性消费，该县组

织开展“春游中牟”系列文旅消费惠民

活动。在 2月 10日~3月 10日，向全

社会发放 200万元旅游消费券，提振

旅游行业市场恢复信心。鼓励A级景

区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举行联游套票、

门票打折等优惠活动。

在工业经济方面，该县对2023年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以上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每

增加500万元，奖励1万元，单户企业

最高奖励50万元。对年产值30亿元

以上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一季度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以上的，奖励

200万元以上；二季度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10%以上的，奖励100万元以上。

对 2023年第一季度满负荷生产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10万元的

财政奖励。对 2023年第一季度满负

荷生产且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

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20万

元的财政奖励。

在中牟县购房可享契税补贴

锅盖一掀锅盖一掀，，香气扑面来香气扑面来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从中

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5

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

突破600亿立方米。按照黄河多年平均

天然径流量580亿立方米计算，相当于为

北方地区调来了超过黄河一年的水量。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

年 12月实现全面通水。通水以来，年调

水量持续攀升。中线所调南水已由规划

的辅助水源成为受水区的主力水源；东线

北延工程的供水范围已扩至河北、天津，

提高了受水区供水保障能力。目前，工程

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5亿人。

据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南

水北调集团在做好年度正常供水工作的

基础上，与水源、沿线省市密切协作，统筹

正常供水和生态补水，兼顾输水调度和防

汛抗洪。在主汛期前，增大河流生态补水

流量，助力修复华北地区河湖生态系统。

进入主汛期后，实时优化调度，动态调整

上下游之间补水流量，根据河流行洪情况

错峰调度，全力加大向北方供水。

生态补水方面，南水北调中线累计向

北方50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90多亿立

方米，使滹沱河、白洋淀等一批河湖生态改

善，华北地区浅层地下水水位止跌回升。

南水北调工程调水突破600亿立方米

汤阴县春耕备播打好“科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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