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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县 弘扬中医文化 惠泽城乡群众

浚县党员教育中心 实地调研远程教育站点

7月18日，光山县寨河镇耿寨村新生合作社农民正在收获莲藕。今年春季，该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种植经营模式，引进种植了优质高效莲藕品种珍珠莲藕，现喜获丰收，亩均收入达5000余元。 谢万柏 摄

为进一步提高远程教育站点建设

质量，扎实推进站点规范化运行管理，

近日，浚县党员教育中心按照“推进一

批、管好一批”的原则，组织人员对

2023年建设的远程教育站点进行验

收，实地查看了各项设施、资料等，对

不完善的情况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和改

进措施。 （程孟霜）

今年以来，鹤壁市淇滨区金山街

道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扎实抓好

基层党建，做好环境治理、共建共治、

产业发展“三篇文章”，清理转运生活

垃圾30余吨、农业废弃物20吨，清理

沟渠25公里，拆除残垣断壁35处，刷

新人居环境“颜值”，带动 130户农户

积极发展中药材产业，合作社年收益

达 150万元以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走深走实走好。 （陈晓彤）

延津县以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

工作示范县”为契机，积极践行“马上

办理、马路办公”工作机制，在麦香公

园组织开展了“中医药文化夜市”惠民

活动。在活动现场，延津县中医院专

家为群众开展了义诊，不仅免费提供

艾灸、耳穴压豆、中医养生等特色服

务，还广泛宣传了中医药相关知识，让

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独特魅力。目前，延津县中医

药行业从业人员 350余人，下一步将

继续开拓进取、勇毅前行，力争在

2023年建成“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

范县”。 （刘岩）

□本报记者 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2023年第

28周（7月 10日至 16日，以下简称上

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

种丰富，价格总体稳中有降。

猪肉价格小幅震荡。上周全省肉

类零售均价为 63.75 元/公斤，较前一

周下降 0.6%。其中，猪肉（后腿肉）

27.04元/公斤，牛腿肉81.79元/公斤，

较前一周分别下降 2.5%、1.5%；羊腿

肉零售均价为 82.42 元/公斤，较前一

周上涨0.9%。目前生猪存栏量和出栏

量仍处于高位，加之夏季猪肉终端消

费依旧疲软，屠宰企业以销定产，市场

整体需求有限。预计近期猪肉价格仍

呈震荡调整态势。

蔬菜价格略有回落。上周全省蔬

菜零售均价为5.8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0.5%。据气象台预报，20日到22日

全省大部地区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或将影响部分蔬菜生产，延迟市场到货

时间。预计近期蔬菜价格降幅有限。

鸡蛋价格弱势维稳。上周全省鸡

蛋零售均价为9.18元/公斤，较前一周

下降 0.1%。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9.94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5%。目前全

省鸡蛋货源充足，终端需求无明显增

量，价格弱势维稳。随着高温天气持

续，蛋鸡产蛋率有所下降，市场鸡蛋供

应量增速放缓。预计后期鸡蛋价格有

回升的可能。

粮油价格稳中略降。上周全省粮

食零售均价为5.21元/公斤，与前一周

持平。食用油零售均价为 17.91 元/

升，较前一周下降0.4%。目前全省粮

油市场库存充足，需求平淡。预计近

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水果价格持续回落。上周全省水果

零售均价为9.72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2%。重点监测的8种水果，除苹果外均

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菠萝、葡萄、西瓜

降幅较大，分别下降 10.4%、4.1%、

2.9%。夏季水果供应量继续放大，预计

近期水果价格仍有回落的空间。

水产品价格略有波动。上周全省

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8.9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0.3%。高温天气下，鲜活类

水产运输、销售等环节损耗较大，同时

保鲜成本上升。预计近期水产品价格

将在现有价位波动运行。

本报讯 为增强师生防溺水安

全意识，防止学生发生溺水事故，近

日，郸城县第三实验小学邀请神鹰

救援队来校，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

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通过情景模拟的形式开

展，郸城县神鹰救援队队长刘勇结

合防溺水救援实际，为师生讲解了

落水后紧急救援的方法。该校师生

通过穿戴救生衣、抛救生绳和利用

空塑料瓶或木棍等方式，模拟了对

落水者的救援。

神鹰救援队还向师生展示了心

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方法，并通

过邀请师生实践的方法，让师生掌

握了一些简单的急救知识，学到了

意外落水后正确的呼救方式和基础

的自救方法。

此次活动是一堂安全教育课，

也是一堂生命教育课，既填补了学

生在防溺水方面的知识空缺，也

使学生认识到未成年人自觉远离

危险水体、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的重

要性。

另外，该校还采取主题班会、观

看警示片、张贴标语、绘制黑板报、背

诵“六不两会”等形式，进行防溺水安

全教育，进一步筑牢了安全“防护

网”，提高了全校师生的防溺水安全

意识。 （张伟）

博爱县清化镇街道科学利用衔接

资金实施优势特色产业项目，增加脱

贫群众收入。利用资金 549.5 万元，

实施项目4个，涵盖缝纫代加工、厂房

租赁、冷库、仓储等项目。每年可为村

集体增收42万元，可提供公益性岗位

25个，使脱贫群众年人均增收2万余

元。 （王科磊 毋东霞）

鹤壁市淇滨区金山街道 抓好基层党建 做好“三篇文章”

博爱县清化镇街道 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郸城县第三实验小学

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胡
少佳）这个暑假，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

小学里，不断传出欢声笑语。

据了解，由于山区留守儿童比较

多，为了让孩子们在暑假有人管、有人

教，黑虎庙小学一直有老师和支教大

学生留守。

“学校在暑假一直是开放的，周边

有20多个孩子每天都来学校。学校的

值班老师和大学生支教团队，专门为孩

子们设计了一些特色课程。”7月17日，

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介绍说。

张玉滚说，孩子们在学校里，每天

保障一个小时做暑假作业的时间，此

外还安排了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

安全教育课、实践课等。

“你看，这是我刚做的脸谱，还能

来回翻动呢。”七岁的张艺馨，在老师

的指导下，完成了川剧脸谱的制作。

“走吧，孩子们，我们去种中药材

了。”来自东华大学的在读博士生路雯

涵，带着孩子们走向操场边新开辟的

中药材研学基地。在路雯涵等支教大

学生的带领下，孩子们把从山上挖来

的艾草、金银花、野菊花等各种中药材

种进了基地里。

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张玉滚

说：“留守儿童的暑期安全，一直是学

校的牵挂。现在有了这个模式，可以

让孩子们过一个既安全又有意义的暑

假，老师们就是不放假也是值得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淅川县马蹬

镇人大主席团以人大代表联络站为

前沿阵地，不断优化工作机制，高标

准建设、规范化运行，使之成为联系

群众、服务群众的主阵地。

今年 2 月，马蹬镇人大主席团

设立了人大代表联络站，积极组织

开展视察走访、政策宣讲、调研座

谈、民意收集等活动，固定每周三为

代表活动日。在代表活动日，驻站

人大代表轮流值班接待群众，方便

群众反映建议和诉求，用实际行动

当好党的“传声筒”、做好群众的“贴

心人”。

前不久，一名群众通过人大代

表接访，反映了镇文化广场存在渗

水现象，给群众日常休闲娱乐造成

不便。渗水情况通过马蹬镇人大主

席团反映到镇党委政府后，镇党委

政府迅速组织文化站、水利站、村镇

发展中心等单位进行了整改。

据介绍，上半年，马蹬镇人大代

表团参与“星旗同创”、重点工作观

摩、民生工程建设督导检查10余次，

有效促进了镇党委政府抓工作落实、

促民生改善的力度。 （王剑 杨栋）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涵儒 王俊鹏）7

月 17日，叶县保安镇冯庵村的燕山农场内，300亩水

蜜桃香气扑鼻。在农场负责人屈昂带领下，工人们正

忙着采摘、分拣、称重、包装，以备外运销售。

“我是从平顶山市区过来的，听说燕山农场的水

蜜桃外观、口感都特别好，今天特意来品尝一下，味道

确实不错，准备买一些带回去给家人、朋友。”游客雷

淮北说。

屈昂是本地人，早年曾在广东、江苏等地打工。

在无锡打工时，他发现当地的水蜜桃特别甜，且产业

分工明确，就萌生了返乡种植水蜜桃的念头。

2016年，屈昂返回家乡，在燕山水库附近流转了

5亩土地，引进种植无锡的水蜜桃品种。由于管理得

当，水蜜桃挂果成熟后口感特别好，甜度高、汁水丰

富，受到游客和客户的广泛称赞。

为了提高水蜜桃的品质，屈昂将每亩桃树由 50

多棵减少到了30棵，同时注重施用有机肥。剪枝时，

他请来技术专家做指导，把每一棵桃树的产量控制在

合理范围，确保每个水蜜桃都能得到充分的光照。

同时，屈昂为水蜜桃注册了“燕山农场”的商标，

设计了多个样式的礼品盒，对采摘人员进行了专业培

训。他还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把水蜜桃种植面积

扩大到了附近村，种植面积也扩大到了上百亩，并通

过统一提供树苗和管理，带领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目前，在屈昂的示范带领下，保安镇水蜜桃种

植面积已从 5 亩扩大到了 300 亩，亩均收益 2.5 万

元，采摘期从 6月到 8月中旬，并通过订单销售到郑

州、平顶山、上海、广州等城市。

猪肉价格小幅震荡 蔬菜价格略有回落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淅川县马蹬镇人大代表

争做群众“贴心人”

制作脸谱、种中药材

这些留守儿童，暑假有点儿忙

7月18日，禹州市磨街乡磨街村果农李梦茹在采摘李子。近年来，她引进、种植优质
新品种李子40亩，亩均收入1万余元。在她的示范带动下，该村李子种植面积已达近百
亩，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徐嘉 摄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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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徐
嘉）“现在查信息真是方便多了，尤其

是各单位发布的采购意向和采购需

求，哪个项目适合我们一目了然。”7月

17日，河南省希文实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在禹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领取

《中标通知书》后感慨地说，政府采购

真是既透明公平又规范高效。

近年来，禹州市以深化“放管服

效”改革为契机，以“互联网+政府采

购”为依托，强化信息公开管理、深化

信息化平台应用、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全力推动政府采购全过程信息公开。

据了解，该市依托“河南省政府采

购网”“许昌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预算

一体化”三个互联网平台，为采购人提

供政府采购信息“一站式”服务，实现

从意向发布到计划备案、从项目评标

到合同签订、从项目验收到资金支付

等各个环节全流程信息公开，为实现

“阳光采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该市还不断加大对预算单

位的内控制度建立、采购需求制定、政

府采购项目贯彻执行政府采购法规政

策及开展政府采购项目合同资金支付

等情况的专项检查力度，实现政府采

购全过程监管，督促预算单位切实履

行公开责任，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信息

发布制度，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采购

准备和组织行为。

全流程公开 全过程监管

禹州全力打造“阳光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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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一车西瓜拉到集市，一

会儿就卖完了；乡里两个超市要的西

瓜，也一早就送到了。大家都晓得咱

的西瓜好吃，根本不用发愁销路！”7

月15日，在罗山县庙仙乡项寨村陶然

农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郑为业一

边采摘西瓜一边笑着说。

据了解，竹竿河流经庙仙乡的吴

乡、南李店、围孜、项寨、章楼、姜嘴、周

店等七个村，流域约 12 公里。近年

来，庙仙乡加大沿河荒滩荒地的综合

开发力度，根据各村沿河地理特点、产

业状况，精心制定沿河产业发展规划，

落实激励引导措施，明晰所有权、放活

经营权，激发群众参与发展沿河生态

农业的热情。

该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立

“党支部+合作社+生态产业”的经营模

式，吸纳乡土能人加入，增强发展后

劲。该乡项寨村党支部引导返乡人士

在沿河滩地建成500余亩的红薯种植

示范区，栽种红薯、紫薯，加工成薯干、

薯汁、薯糖、粉条等产品，受到消费者欢

迎。章楼村党支部实行“村企共建”，发

展700余亩的沙地油料花生种植，并进

行深加工，每年能给村集体增收2万元。

截至目前，该乡竹竿河沿岸已建

成林木、花生、西瓜、油栗、红薯等生态

产业的“绿色长廊”，年创收1200余万

元，组建沿河生态产业联盟7个，建设

沿河经济作物种植区13个，参与合作

社11家，带动农民370余人。

“现在，这些荒滩荒地已经成了

‘绿色银行’。下一步，庙仙乡将不断

探索沿河生态发展的新路子，持续加

大激励扶持力度，拉动沿河‘绿色经

济’，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了老百姓

的‘金山银山’。”庙仙乡党委书记吴士

军表示。 （尹小剑 李振阳 何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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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沿河荒滩，变身“绿色银行”

产业为基 夯实乡村振兴路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强）7月16日，在

鲁山县库区乡，有不少农民在公路边摆摊，向过往行人

兜售从山里采来的野生红蘑菇。

“不少人认为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但是这种野生

红蘑菇却可以食用。”常年从事野生红蘑菇收购的刘志

永说，“这种野生红蘑菇，每到‘三伏天’就会在山林里

大量出现，是鲁山的土特产之一。”

刘志永所说的野生红蘑菇，学名叫野生红菇。它

常常生长在野生栗树下，因此鲁山西部山区的群众也

叫它“栗蛾”。“山上蘑菇种类多，有些类似野生红蘑菇

的菌菇确实有毒，不是山里人一般分辨不出来。”库区

乡火石岈村党支部书记张国朝说。

每当野生红蘑菇大量上市的季节，一位来自福建

的大客户，就会来到鲁山住在刘志永家。“我收购的

野生红蘑菇，大多都卖给了这位福建客户。”刘志永

介绍说。

“开了伞的野生红蘑菇，一般烘干出售。刚露出地

面、菌伞尚未开放的野生红蘑菇，我们叫做‘小菇丁’，

是一等品。”刘志永说，他收购的“小菇丁”都是先放进

冷库，等攒够300斤，再用冷藏车运往南方售卖。

鲁山县野生红蘑菇的产地，除库区乡外，还有下汤

镇、瓦屋镇、团城乡、四棵树乡等。在鲁山县，目前有三四

个收购野生红蘑菇的大户，刘志永是其中之一。

据刘志永了解，鲁山县一年外销野生红蘑菇干品5

万多斤，按8斤鲜蘑菇烘成1斤蘑菇干品来算，整个鲁

山县一年出售野生红蘑菇鲜品40万斤左右。

“我们库区乡属于浅山丘陵区，山坡上栗树多，野生

红蘑菇也多。一个人一个多月时间内靠采野生红蘑菇，

能收入两三千元。有的村民全家齐上阵，一个采收季能

挣不少钱。”张国朝说。

镇平县高丘镇

罗山县庙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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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观察刚栽种的中药材 胡少佳摄

农民摆摊销售野生红蘑菇农民摆摊销售野生红蘑菇 乔新强乔新强摄摄

农场工人在收获水蜜桃农场工人在收获水蜜桃 王涵儒王涵儒王俊鹏王俊鹏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