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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德
坤）6月 23日，位于舞钢市枣林镇铁炉

王村的天成鸽业公司省级现代化农业

产业园内，一栋栋新建成的双层楼房

里，数万对脚戴专属蓝色铁环“身份认

证”的鸽子或悠闲踱步，或振翅欲飞，或

咕咕向母鸽求爱，“鸽”声嘹亮，犹如演

奏着一曲幸福乐章。

鸽业公司的一排排多层立体化鸽

笼里，都有两条智能自动化输送带：一

条负责定时投喂精心配制的“鸽餐”饲

料，另一条则将鸽子产生的粪便及时传

送出去，进入收纳设备。偌大的鸽舍里

整洁明亮，闻不到丝毫的异样气味。

“这一批鸽子是2022年住上‘小洋

楼’的。目前，12座双层洋楼鸽舍全部

按照自动化、智能化标准建设并进行养

殖，每层都设有通风装置和日照补光，

不仅节省了养殖成本、提高了生产效

率，更关键的是，鸽子能充分沐浴阳光，

保持‘心情愉悦’健康绿色成长。”天成

鸽业公司董事长杨明军说，养殖场同时

还配备了饲料加工、消杀补光、喂养清

粪等先进智能设备，从鸽子下蛋到破壳

全部采取智能化温箱孵化，“目前已完

全实现了生产标准化、防疫设施化、养

殖良种化的健康科学养殖。”

专注养鸽近30年的杨明军，目前已

先后培育出了“天成王鸽”等13个肉鸽良

种品系和30万对核心种群，而他的拥有

“世界十大名鸽”称号的天成鸽业公司，

已先后与国内30多个省市的近9000家

鸽业养殖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一鸽俊更要百鸽舞”。位于该市

尚店镇的舞彩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是

在天成鸽业公司辐射带动下新成长起

来的一家鸽业养殖及销售的新型农业

企业，目前已发展标准化鸽舍8栋，养殖

种鸽1万余对，月产乳鸽1.5万只，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初步显现。

为擦亮“舞钢鹁鸽”金字招牌，近年

来，舞钢市出台扶持鸽子产业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大力鼓励特色养殖，在产

业扩规、用地保障、融资贴息、保险托

底、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养殖户全方位

支持。

现如今在舞钢市，小鸽子已“长”成

大产业。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该

市养鸽特色产业已覆盖10个乡（镇、街

道），有天成鸽业、物华天宝鸽业、舞彩

鸽业、翔跃鸽业等22家养鸽企业和8家

养鸽合作社，存栏种鸽110万对以上，年

繁育种鸽60万对、出栏乳鸽1500万只、

生产鸽蛋1200万枚以上，鸽业年产值近

10亿元。

在高“鸽”猛进的过程中，舞钢市持

续强化绿色引领，探索推行以“绿色食

品原料—畜禽养殖—鸽粪处理—绿色

还田”为主线的循环饲养模式，推动种、

养、加生态循环绿色发展。2020年，该

市通过了“舞钢鹁鸽”农产品地理标志

区域品牌申请，同时积极帮助相关企业

获得地理标志产品认证3个、名特优新

产品认证2个、绿色产品认证1个。

当前，围绕鸽产品深加工、鸽餐饮、

鸽文化、鸽旅游等，舞钢市正倾力打造

“中国鸽都”。以天成鸽业公司龙头企

业为依托，该市加强同北京、广东以及

省内的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高等院校

进行深度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

发展。目前，该市已申请与鸽业产业关

联的国家专利106项，荣获国家及省部

级科技奖7项，成功创建国家畜禽养殖

标准化示范场、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化示范基地、国家肉鸽养殖标准化

示范区、中国农科院家禽研究所肉鸽研

究基地，还先后参与我省重大科技专项

“地方畜禽精准快育种体系构建与新品

种选育”项目、研究与实施“天成王鸽配

套系选育与精准快育种体系构建”课

题，有效破解了现代肉鸽育种关键“卡

脖子”问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方

特色肉鸽新品种全面提升了全省乃至

全国的畜禽行业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吴向辉 文/图

6月24日，清晨6时，在郑州市经三

路与晨旭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胡辣汤店

里，老板娘杨伟娜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

往售卖窗口的汤盆中倒入刚熬好的两大

桶胡辣汤后，架起手机支架，调整好手机

镜头，便一边直播一边卖汤。

“无论是跑代驾的司机，还是外卖小

哥，或是环卫工人，第一个进店的顾客都

免单，这已经成了多年的习惯。”杨伟娜

说，“一大早来喝汤的都是最辛劳的，想通

过这种方式向他们表示敬意，希望他们喝

上一碗热汤后开启一天的美好生活。”

一笑起来脸上就露出两个浅浅的酒

窝，加上可爱的小虎牙，杨伟娜与电影

明星巩俐颇有几分相似，因此顾客们都

亲切地称她为“胡辣汤女神”（右图）。

“让那妞给盛汤，她盛的汤喝着就是

香。”一位大妈点名让“女神”盛汤。“这些

大爷大妈都是附近的老主顾，平时我都

是要多给盛半勺或一勺的。”杨伟娜盛汤

的功夫练了有十多年，每次盛汤，她都是

将木勺在汤盆中一推一搅，手腕翻转，三

勺一碗，满满当当，不稀不稠，还保证有

两三片肉。

杨伟娜 1986 年出生，18岁那年她

跟着父母从黑龙江回到老家河南。

“小时候在东北没喝过胡辣汤，更不

会做胡辣汤。因为老家是西华的，回河

南后就跟着这边的亲戚学做胡辣汤生

意，我和老公也是因为胡辣汤结缘的。”

杨伟娜说。杨伟娜的老公叫李云飞，是

西华县逍遥镇人，家里三代人做胡辣

汤。机缘巧合，杨伟娜爱上了喝胡辣汤，

更爱上了做胡辣汤和做胡辣汤的人。

杨伟娜和丈夫在郑州做胡辣汤生意

已有十多年，2011年，他们将店开到了

现在的位置，虽然这里不是闹市区，但每

天的客流量非常大，加上做的胡辣汤味

道好、分量足，服务态度热情，周边的人

都喜欢到她家吃早餐。

6月1日，杨伟娜在网络平台开始了

第一次直播，短短半个月时间粉丝数量

就突破了1900人，有不少人慕名而来只

为一睹“胡辣汤女神”的风采。“也没想着

出名当网红，就是想多吸引些顾客，让河

南的美食文化能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

今，“胡辣汤女神”在网络平台迅速走红，

吸引了广州、杭州、淄博甚至国外的食客

前来光顾。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郭春
梅 关晓萌）“我虽然得过国家、省、市很

多荣誉，但今天这个证书，让我倍感自

豪，倍感责任重大！”6月 23日，在洛阳

市孟津区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区乡村

振兴观摩推进会上，洛阳市农发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有着“瓜王”美誉的

朱忠厚从洛阳市政协副主席、区委书记

何武周手中接过了“孟津区农业乡土专

家”的聘书。

和朱忠厚一起被孟津区委聘为“农业

乡土专家”的还有孟津区翠玲果树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孟津梨”种植专家徐翠

玲等8位乡土农业专家。

记者在会议现场看到，孟津的这次

会议打破以往会议模式，特别邀请了国

内乡村民宿运营的两位专家为大家授

课，安排洛阳市农发农业科技公司、洛

阳洋丰果业有限公司等 5家龙头企业

代表上台传经送宝、交流经验。

“聘请本土农业专家，让龙头农业企

业讲经验，就是为充分发挥农业龙头、行

业专家的资源优势，发挥农业发展专家

自身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在农业产业培

育、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贡献更多技术力量，助力孟津农业产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何武周说。

□本报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 余晓建 朱欣童

6月 21日早晨7时许，记者在新乡

县翟坡镇东大阳堤村遇到村党支部书

记陈来胜时，他已经在社区大院忙活开

了，汗水早已打湿了他的衬衫。

“今天乡村振兴调研组来村里调研，

还给我们授牌‘乡村振兴人才培育调研基

地’，这是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新鼓励！”

陈来胜擦擦额头上的汗水自信地说。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这些金灿灿的奖牌奖杯

占满了东大阳堤村村委会的一面墙，也

正是陈来胜自信的理由。

东大阳堤村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

领乡村治理的新路径，围绕“四治融

合”，巧用乡村治理“一三五”工作法，即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带好村

“三委”、党员和村民代表、志愿服务三

支队伍；建立民主决策机制、综合治理

机制、为民服务机制、文化建设机制、有

效监督机制五个机制，走稳“党建强、产

业兴、文化活、民心聚、群众富”的乡村

振兴之路。

十多年前，东大阳堤村是个远近闻

名的落后村；如今该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村民就地转变成产业工人，村集

体年收入300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先

进村。

“我们搞好乡村治理的关键在村党

支部和党员干部，心贴心服务群众，提

高群众参与度，切实做到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谈起这些年的工

作，陈来胜依旧充满热情。

眼下，东大阳堤村正在谋划“康养+

医养+旅游”产业链，为村集体经济可持

续发展装上新引擎。产业链形成后，预

计可提供上百个就业岗位，实现村集体

经济增收500万元~1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田明）6月25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3全省文旅文创

发展大会将于 6月底在洛阳举行。

本次大会主题为“行走河南·读懂

中国”，形式为“工作会议+实地观

摩+产业招商+引客入豫+宣传推

介+配套活动”。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黄东升介绍，截至目前，大会共梳理

41个重点文旅项目，投资总额525.6

亿元；遴选21个重大项目进行现场

签约，投资总额365.8亿元。这些项

目包含文物数字化开发、文化创意园

区建设、旅游度假区建设、元宇宙基

地等。

据悉，本次大会除安排工作会

议和实地观摩、线路考察外，还立

足培育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新产业

新业态、提振文旅消费，策划开展

系列主题活动，主要有“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文化旅游季暨第五届全

球文旅创作者大会启动仪式、“百

万学子游河南”“中华霓裳汉服秀”

文创产品和非遗项目主题展等。

从明年起，大会将实行申办机

制，每年举办一次，每年一座城市，

各地通过竞争取得大会承办资格，

达到“办一次会议带动一座城市文

旅产业发展”的目的。

本报讯 6月 25日，重庆市供销

合作总社旗下重庆市农产品集团

首家市外“供销肉食”分销中心在

郑州正式开业，重庆市供销合作总

社副主任张海清、河南省供销合作

总社副主任张留根共同为分销中

心揭牌。

近年来，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

抢抓发展机遇，谋划万吨级肉类加

工基地建设，同步搭建全国肉类销

售网络。而“供销肉食”郑州分销中

心的设立，是渝豫两地供销社“为农

为民”服务中的创新举措和重要探

索，为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助力乡

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重庆市供销合作总

社还将通过“以销定采”模式，携

手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大型商贸

流通企业，发挥供销社流通服务

的独特优势，推进农产品产供销

一体化，积极构建联结工厂到消

费终端的农产品市场网络，减少

流通环节，降低终端成本。在未

来 3年，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将扎

根中原，计划与省内 100家以上客

户建立起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销

售网络遍布河南省大中型城市，

让一手优质进口货源进入永辉、

万德隆、沃尔玛等商超，走入千家

万户，共同促进重庆与河南两地

供销合作事业“渝来豫好”“豫”发

红火。 （赵博 孙好闯）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陈鹏旭 王召阳）6月 21日，从鲁山

县交通运输局传来好消息：交通运

输部近日公布了2022年度全国“十

大最美农村路”名单，该县环湖路

榜上有名，系河南省唯一。

鲁山县环湖路始建于 2002

年，全长 25.164 公里，是鲁山县连

接库区、董周、下汤等乡镇的重要

通道，道路整体环绕二级水源保

护地昭平台水库而建，起点位于

库区乡西沟村，终点位于库区乡

张湾村。

鲁山县环湖路于 2002年修建

时为二级县道农村公路，2019年按

照二级公路标准进行了升级改造，

铺设了沥青混凝土路面，并在沿线

建设公路驿站 1 处、停车场 1 处。

环湖路将昭平湖、奥伦达房车部

落、皇姑浴温泉、姑嫂石等沿线景

点串联起来，“一条大道、全线绿

化、两边风景、三季有花、四季见

绿、常年洁美”的公路景观设计，加

上山水观光、骑行旅游、休闲度假、

农事体验等众多休闲旅游项目，使

环湖路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成了当

地有名的网红打卡地，成为鲁山县

助力乡村经济腾飞的振兴之路。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

员王博）6 月 20 日至 21 日，嵩县

首届“中原药谷”高质量发展高

峰 论 坛 在 嵩 县 陆 浑 湖 畔 召 开 。

1000 多位中医药领域专家学者、

业界精英齐聚一堂，传承文化、

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共商合作，

为嵩县打造“中原药谷”注入新

动力。

论坛期间，来自中国医学科学

院、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国初级卫

生保健基金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围绕嵩县“中原药谷”建设、伏牛山

天然药库中药材资源优势、全国康

养基地发展趋势、中药材质量安全

与产业发展等话题，为中医药产业

传承创新把脉支招，积极搭建中医

药产业交流合作新平台，助力嵩县

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建言献策。

全省文旅文创发展大会6月底在洛举行
从明年起大会将实行申办机制

重庆“供销肉食”进驻中原大地
渝豫供销“牵手”谱写供销合作发展新局面

鲁山县环湖路获评“全国最美农村路”

首届“中原药谷”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举办

“鸽”声嘹亮
舞钢市倾力打造“中国鸽都”

“胡辣汤女神”杨伟娜

用心盛好每一碗汤

农民专家是主角 龙头企业讲经验
孟津这个会议挺特别

小村大治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王
星）6月 25日是第 33个全国“土地

日”，宣传主题是“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为提升全社会保

护耕地、节约集约和依法依规用地

意识，6月 25日，我省在温县举行

全国土地日主场活动。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上下始

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扛稳保

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

责任，出台最严的追责问责制度，全

面推行网格化、田长制管理，建设并

运行实时发现、实时推送、实时处置

的智能化“天眼”执法监管系统，坚

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

化”，努力做到把各类违法行为发现

在初始、消灭在萌芽，全省违法违规

占用耕地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在保

护耕地的同时，紧紧围绕推动高质

量发展，通过高质量编制国土空间

规划、推动实施“1+N”节约集约用

地政策体系，着力提升资源要素保

障能力，坚定不移推进节约集约用

地，土地利用效率显著提升。5年

来，我省累计盘活批而未供土地205

万亩，处置闲置土地33万亩，24个

县（市）被评为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

约示范县（市）。

本报讯（记者杨青）6月 25日，记者

从省人社厅获悉，河南省 2023年度“凤

归中原”返乡创业大赛近日启动。大赛

以“凤归中原创未来 乡村振兴争出彩”

为主题，旨在为河南省返乡创业项目搭

建宣传展示、对接交流平台，营造全社会

支持创新创业良好氛围。

大赛由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共同主办，

按照“1+2”模式设置参赛组别，即1个主

体赛、“农民工返乡创业”和“高校毕业生

入乡创业”2个专项赛，参赛者只能选择

一个组别报名参赛。7月至8月，由各省

辖市、济源示范区组织选拔赛，9月举办

全省决赛。各参赛组别分别设立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若

干名。

大赛组织单位将与省级专家服务

团、投资机构、孵化平台等联手，通过强

化辅导服务、促进投融资对接、加强政策

扶持等方式，推动人才、技术、成果和项

目的有效对接，促进参赛优质项目成长。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第33个全国“土地日”河南省主场活动在温县举行

6月20日，商城县汪岗镇韩冲村便民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在给困难群众办理低保申报，解答相关政策方面的疑问。今年以来，该村积
极推进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把为民服务作为“五星”支部创建的重要工作来抓，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河南省“凤归中原”返乡创业大赛启动

民生百态MINSHENG

BAIT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