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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嵩岳巍巍迎高朋，汝水汤汤庆盛事。

3月17日，中国诗歌学会在汝州市举办“中国诗歌

之城”授牌仪式，由此，汝州成为全国第六个、河南

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授牌仪式上，中国诗歌学会驻会副会长刘向

东宣读了中国诗歌学会授予汝州市为“中国诗歌

之城”的文件；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王山授牌，汝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副市长赵战营代表汝州接牌。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黄亚洲在致辞中表

示：“今天我们在一起见证了‘中国诗歌之城’这么

一个响亮的称号落户汝州，我也感到非常的光荣，

我相信汝州的各级政府会一棒一棒地传下去，我

相信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诗歌，能在汝州

的大地上永续流传，让汝州的精神文明建设掀起

新的高潮。”

“中国诗歌之城”授牌仪式暨文学名家诗记汝

州活动为期两天，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

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家》杂志、

中国视协影视合作促进委员会、浙江《文学港》杂

志、《上海诗人》《诗歌月刊》《诗林》、河南大学、河

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诗歌学会、《莽原》杂志、河

南省网络文学学会、平顶山市作家协会的领导和

著名诗人，汝州市委、市政府领导，汝州作家和诗

人参加了活动。

据悉，中国诗歌学会是经中宣部批准成立、由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全国性国家一级社团，“中国

诗歌之城”是由中国诗词学会授予，为诗歌的繁荣

发展做出贡献、在诗歌写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城

市的称号，是对当地诗歌发展的充分肯定。

2021年，汝州市申报创建“中国诗歌之城”，

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之城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

创建材料进行评估，并到汝州实地勘察、验收、评

审。评审委员会认为，汝州诗歌历史厚重、悠久、

文脉递进清晰、传承完整，涌现出一批优秀诗歌作

品和众多优秀诗人，对我国的诗歌传承、创新、普

及和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回顾汝州诗歌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以汝

州为中心的北汝河流域是中华诗歌发祥地的组成

部分，《诗经·国风·周南》就收入一首民歌《汝

坟》。汝州丰厚的历史文化滋润，使得汝州文人雅

士辈出，唐朝诗人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

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一作白头吟）》”家喻

户晓。唐代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还有许棠、李频、

郑谷、薛能、罗隐等唐朝一众诗人，都曾以汝州为

题赋诗作词。

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在行走汝州的过程

中，写下了《汝州》《汝州等慈寺阁望嵩岳》等诸多

诗篇。苏轼曾3次到汝州，他的《温泉七记》记录

了汝州温泉的盛况。元明清等朝代，都有诗人咏

诵汝州，仅乾隆皇帝就为汝瓷赋诗10余首。

贺敬之、雷抒雁等著名诗人先后到汝州采风，

留下歌咏汝州的作品。活跃在中国诗坛的汝州诗

人以弘扬祖国诗歌文化为己任，从不同维度进行

诗歌创作，在国内外诗歌刊物及媒体上发表诗歌

作品1200多首，被诗歌界称为“汝州现象”。

3月 18日，来自上述单位和机构的名人名家

前往中国汝瓷小镇、张公巷汝窑遗址、千年古刹风

穴寺、怪坡等地，进行采风与诗词创作。（张鸿飞
李晓伟 郭营战）

（请继续阅读RⅣ版《一座城与诗歌的深度纠
缠》）

本报讯 3月 16日，河南省普降大雪，

在汝州人纷纷踏雪赏花的同时，汝州市农

业农村局的农业专家却牵挂着地里的小

麦，思考着怎样应对低温冻害。

连日来，在骑岭乡安庄村等地的麦田

里，高级农艺师薛振国给农户讲解近期的

低温天气对小麦生长造成的影响。

薛振国说，汝州的小麦目前处于返青

起身期，是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的关键

期，是小麦两极分化的重要转折点，十分关

键。这次降雪，部分地区有发生小麦春季

冻害的可能性，汝州市农业农村局及时调

查受冻情况，分类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争取

小蘖成穗，弥补损失。在小麦需水需肥的

高峰期，降雪给农作物提供了充足的增湿

保墒作用。但是，对已经拔节的小麦可能

会造成冻害，影响麦田小蘖的成活率，造成

麦田苗数不足，影响产量。

为切实加强春季麦田管理，汝州市农

业农村局印发了《关于切实抓好春季农业

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乡镇、街道提高

认识，细化管控措施，确保技术指导深入

田间。该局同时组织专家综合研判，成立

5个春管技术专家指导组和 21个春管技

术指导组分包 21个乡镇街道，开展工作

指导和技术服务，及时帮助解决春季农业

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如果出现小

麦冻害，可采取镇压划锄提墒增温，要在

返青期第一时间追施10~15公斤尿素，小

水灌溉保苗，保证麦田基本苗数和小麦起

身后小蘖的成穗率，搭好稳产架子，争取

麦田不减产。

目前，一二类麦田占全市90%左右，是

保证夏粮丰产丰收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对

此类麦田的春季肥水管理及后期病虫害防

治，确保夏粮丰产丰收。（王俊哲 宋乐义）

本报讯 3月 17日，前一日一场不期而至的

大雪，把银装素裹的山川大地与天际连成一片。

11时许，汝州市乡村振兴局、汝州市金融局

有关负责人王国锋、杜文勋，按着前一天的约定，

踏雪驱车前往寄料镇徐庄村。与他俩同行的有

一位特别邀请的客人、邮储银行汝州市支行副行

长倪浩，此行的目的是听取徐庄村人徐世勇关于

金银花种植的情况介绍，了解资金需求。

徐世勇是汝州市世勇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领

头人，2017年开始从封丘县引进种植金银花，

从十几亩地开始，合作社“滚雪球”式发展到如

今的十几户社员320亩地，既富裕了自己，也为

村里的妇女和老人等弱劳力，以及周边蟒川、王

寨，远至汝阳县的乡亲提供了挣钱的渠道，从每

年的5月 10日开始到 10月 10日的采摘期，来

这里务工的乡亲每人每摘一斤花，能拿到 5元

工钱。

“手快的年轻人，最高一天能拿110多元，

六七十岁的老人一天能拿60元左右。”在此前

的采访中，徐世勇说，“他们只要搬一把椅子，围

着一棵棵树干5~6个小时，一天就能挣60元左

右。”

交流座谈中，寄料镇党委副书记于园飞、徐

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河云，介绍了寄料镇、徐庄村

药材种植情况和发展规划，徐世勇介绍了合作

社发展、金银花采摘用工、销售加工等情况，就

资金支持需要与杜文勋、倪浩作了深入交流。

倪浩在介绍邮储银行汝州市支行服务“三

农”、助推乡村振兴时说，一、邮储银行与汝州市

人社局合作的创业担保小额贷款，最高可贷

150万元，可享受两年全额贴息；二、邮储银行

与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合作的支农助

农贷款，最高可贷200万元；三、邮储银行对信

用村的农户主动授信的信用户贷款，单户最高

可贷20万元，额度内随支随用，灵活方便。

在踏雪到金银花种植地块、烤房等处考察

时，徐世勇表示还要与合作社的社员们商议一

番，再与倪浩联系，杜文勋催促二人互留了联系

方式。 （张鸿飞 文/图）

本报讯 3月 18日上午，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弘宝汝瓷文化园2023年非遗科普

研学暨古法柴烧汝窑开窑仪式正式启动。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古陶瓷专

家郭木森，河南省古陶瓷鉴赏研究会会长

丁忠诚，河南省古陶瓷鉴赏研究会副会长

丁关海，许昌市钧瓷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党

委书记、主任、钧官窑博物馆原馆长、钧瓷

研究所原所长张金伟，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宝丰县清凉寺君子汝瓷研究所所长王君

子，平顶山市科协副主席程成、科普部部长

张现会应邀参加活动。

弘宝汝瓷创始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

师王振芳，介绍了弘宝汝瓷非遗科普研学

活动开展情况。

汝州市二级巡视员陈国重宣布：弘宝

汝瓷2023年非遗科普研学活动正式启动。

汝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赵

战营在讲话中指出，长期以来，弘宝汝瓷在

坚持传承创新、做大做强汝瓷产业的同时，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广泛开展科普教育和

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

被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 3A级

非遗旅游景区、河南省中小学社会实践教

育基地等。希望弘宝汝瓷进一步开阔思

路、创新方法，充分发挥阵地平台作用，持

续做好汝瓷烧制技艺的传承。

在古法柴烧汝窑开窑仪式现场，《地理

标志产品汝瓷》国家标准起草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弘宝汝瓷创始人范随州、古陶瓷专家郭

木森研究员，为开窑剪彩。

活动现场，在弘宝汝瓷手工技艺指导

老师带领下，游客们体验了传统手工拉坯、

捏塑技艺，并有幸目睹了古法手工拉坯技

艺表演。（张晓丹 文/图）

本报讯 3月 15日，汝州市财政国资工

作会议在体育文化中心召开，回顾总结

2022年工作，研究部署2023年工作。

汝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国朝到

会指导并讲话，汝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

长、国资事务中心书记韩增群作工作报

告。汝州市财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

俊锋主持会议。

会议表彰了过去一年财政国资系统涌

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疫情防控先进个

人、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等；汝

州市财政局党组成员、派驻财政局纪检监察

组组长王永锋宣读2023年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要点；汝州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国资事务

中心主任杜中堂总结安排了国资工作。

会议明确，2023年要突出做好8个方

面重点工作：一是充分挖潜增收，提升财政

综合保障能力；二是加强支出管理，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发力对上争取，扭转

财政发展被动局面；四是落实过“紧日子”，

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五是强化底线思维，

积极稳妥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六是主

动担当作为，稳经济促消费激活经济新动

能；七是做实监督问效，不断提升财政治理

效能；八是固本强基，强化财政干部队伍建

设。 （毕国强 杨书华）

本报讯 3月初，汝州市委组织部下发

《关于开展2023年 3月份“五星”支部创建

系列活动的通知》，以“我为‘五星’创建添

光彩”为主题，通过“三个抓好”掀起“五星”

创建新热潮。

抓好主题党日活动，提高党员参与

率。各乡镇、街道结合实际，确定每月 10

日或23日统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全

体党员进行一次宣誓，不忘初心；党支部书

记或驻村第一书记围绕“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内容，进行一次党课教育；开展一次“春

风行动”，对全村主要街道及重点区域进行

一次大扫除，提升人居环境。截至目前，共

有14个乡镇、街道近300个村（社区）党支

部近2万名党员参加此项活动，极大提高

了党员的“五星”创建参与率。

举办三轮“我为‘五星’创建添光彩”主

题线上知识大比拼活动，以“问卷星”为载

体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五星”创建基础知识

答题竞赛，以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为

单位统计排名并设置一二三等奖和党支部

活动经费奖励。目前，参与线上知识大比

拼的人数超过20万人次。

紧紧围绕“我为‘五星’创建添光彩”主

题，发动联户党员为联系户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和服务，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五星”

支部创建工作。截至目前，汝州市有16001

名党员与184144户群众建立了联系，提升

了“五星”支部创建的支持率。（鲁宁宁）

（请继续阅读RⅢ版）

搭好金融桥奔向“金银”路
汝州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访金银花种植基地，了解资金需求

全国第六河南唯一

汝州荣膺“中国诗歌之城”
专家把“麦”问诊应对低温冻害

“三个抓好”掀起“创星”热潮

汝州市财政国资工作会议召开

弘宝汝瓷非遗科普研学活动启动

▶汝瓷插花

▲柴窑开窑仪式

▶手拉坯体验

徐世勇（左二）介绍情况

授牌 郭营战 摄

会场 郭营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