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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张海军 李海萍

“自由山水，清清卢氏”是这方山川

的地理属性，4004 平方公里，广袤辽

阔，山河瑰丽，林海葱郁，在河南省县

（市、区）中面积最大、平均海拔最高，森

林覆盖率超过70%。

“英雄土地，红色莘川”是这方山川

的精神特质，作为河南省 13个老苏区

县之一，滋养和保护了革命火种，英勇

事迹和革命热血光耀史册，全县拥有

69处革命遗址遗迹，红色资源星罗棋

布。

“我们要切实用心用情用力，加强

红色资源保护、管理、运用，擦亮卢氏红

色底色和革命老区名片。”卢氏县委书

记胡志权说，“通过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培植、发扬党员干部群众的

奋斗精神，滋养、激励全县人民在新征

程中加快建设现代化卢氏，谱写出彩中

原的卢氏锦绣篇章。”

展现红色莘川
擦亮老区名片

五里川镇河南村是我国著名的革

命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曹靖华的故

乡。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是新中国成

立后河南省首届人大代表，是远近闻名

的教育家，鲁迅先生曾为他撰写《教泽

碑文》。

目前，承载曹靖华及曹植甫光辉事

迹的靖华故里陈列馆正在日夜不停地

装修、布展，本月将要对外开放。据悉，

该陈列馆投资1100余万元，占地面积

7000 余平方米、建筑面积 1225 平方

米，是三门峡市首家高标准建设、利用

声光电技术的大型红色人文教育纪念

馆，汇聚了包括从中共一大纪念馆、上

海鲁迅纪念馆复制收集的文物。此前

2017年，卢氏县还投资 900余万元修

葺了曹靖华故居，配套修建了文化广场

和纪念设施。

与此同时，投资 2000万元的官坡

镇红军长征村项目、投资260万元的红

二十五军军部布展项目，以及县城红色

文化公园、木桐乡豫鄂陕党政军机关旧

址纪念馆等一大批红色资源保护项目

开始建设、完善、提升。这是卢氏县大

力研究挖掘、保护建设、宣传推介卢氏

红色资源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县 19

个乡镇已全面开始行动，每个乡镇至少

保护建设一处红色资源。

今年 5月 23日，胡志权主持召开

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座谈会，听取意见、

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强红色资源保护运

用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纲领性文件。

卢氏县要通过坚持不懈努力，把卢

氏打造成为“国内有影响、省内属一流”

的红色名县；打造成为特色鲜明、内容

丰富的长征重要节点、革命先驱故里、

全民抗战模范、军民鱼水情深的著名

老区；打造成为周边省市人心向往、沉

浸体验的党史教育实践、党性锻造淬

炼的精神家园；打造成为省市干部职

工群众、青少年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

地。

此前，卢氏县已通过争取老区建

设、乡村振兴等项目资金，建成了红二

十五军军部纪念馆、中共卢氏县委诞生

地旧址、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十七师起

义里铺指挥所等一批革命遗址纪念场

馆。同时，通过常年协作，由洛阳师范

学院投资建设了该学院卢氏办学旧址

纪念馆。引进社会资金 2亿多元在双

龙湾镇建设了占地400余亩的马湾红

色教育基地，鼓励民间投资1000余万

元建成龙首山庄红色教育基地。

提升认识、科学规划、争取项目、多

方投资、汇聚人才、营造氛围，红色资源

保护运用工作在卢氏县形成共识、掀起

热潮。一个月来，卢氏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卫军强六次召开会议，研究县域

红色标识、红色元素建设方案，推进相

关工作。由浙江大学专家设计的大型

革命群雕以及一系列红色标识正在加

紧制作，不日将矗立在县城及周边巍巍

群山上。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奋斗精神

“一味地卖惨哭穷只能引得一时的

同情，而发扬老区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奋斗精神则能得到尊重乃至敬

仰。”胡志权“七一”专题党课引起全县

党员干部的共鸣。

曾经，卢氏县的干部群众一说起

家乡卢氏，除了全省面积最大、平均海

拔最高，往往还要加上人口密度最小、

贫困发生率最高。2020年 2月省政府

宣布卢氏县整体脱贫后，一些干部群

众还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想让政府

修条路、想要台变压器，还想要点整合

资金……

——要让全县党员干部群众从红

色资源中汲取营养，补足精神之钙，在

全县形成“爱党爱国爱家乡”的主流价

值观，凝聚共识，融进血液，把红色江山

世世代代传下去。

——发扬革命精神，激发拼劲血

性，变“拉一把、站起来”为“加把劲、跑

起来”，带起现代化卢氏建设新节奏、加

速度，促进卢氏乡村振兴、经济崛起、社

会发展。

——切实转变作风，密切干群关

系，浓厚鱼水深情，19 个乡镇摆开战

场、100个局委走上擂台、8000名干部

放下身段，大上项目、帮扶企业，惠及民

生福祉、保持和谐稳定。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一

时间成了卢氏党员干部思想引擎，一旦

点燃发动起来，其力量磅礴澎湃！上主

题党课、讲红色故事，寻找方法路径、再

踏新的征程，这片英雄的土地，从思想

转变到拼搏实干，犹如风雷激荡、荡涤

心灵，犹如春潮涌动、焕发生机。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全县

干部群众不等不靠、艰苦奋斗，自信自

强、破局突围。现在谈起卢氏特点，当

地人说的是胡志权总结的“高大上”：全

省海拔最高，多矿藏、多地貌，高品贵

重；全省面积最大，空间大、潜力大，大

有可为；是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洛阳、

三门峡城市饮水水源地，地处山之巅、

水之源，上风上水；到卢氏、有好事，到

卢氏、干成事。

卢氏，古称莘川，是成语故事“起死

回生”的发生地，也是红二十五军迂回

突围、巧入陕南的长征途经地，当年

3000名平均十七八岁的“娃娃兵”在卢

氏由货郎陈廷贤带路走秘密小道、冲出

豫陕边界铁锁雄关成为北上先锋，率先

到达陕北，为迎接中央红军奠定了坚实

基础。

“而今，卢氏现有的 105家企业就

好似当年的‘娃娃兵’。”胡志权说，“全

县干部职工要弘扬‘一家人’思想、‘店

小二’意识、‘三股劲’作风，爱护他们、

帮助他们。”卢氏县建立“一领导、一局

委、一专班、一企业”的包企工作机制纾

难解困，两个多月就解决问题上百个，

一批企业相继盘活，产销两旺。涉农企

业实行农电价格，洽谈投资建设三门峡

至卢氏天然气管道，一个个惠及企业的

措施相继出台，干部职工全心全意发展

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下转第二版)

红色莘川红旗展
——卢氏县加强红色资源保护运用纪实

□本报记者 王东亮 宋广军
通讯员 左瑛君

说长葛市佛耳湖镇岗李村村民从

事的是真正的甜蜜事业，没有人会反

对。

不信你看：全村常住人口1800多

人，从事蜂业的就有 1200多人，蜂业

出口企业5家，规模以上企业7家。蜂

蜡产销量占全国总产销量的70%，花

粉产销量占全国总产销量的60%，蜂

胶产销量占全国产销量的50%，蜂蜜

和蜂王浆产销量占全国产销量的

30%。岗李村也是长江以北最大的蜂

机具生产基地，蜂农所需要的蜂机具

在岗李村基本都能买到。

7月25日，一进村头，记者就看见

一个巨大的蜜蜂雕塑。墙上的画、路

边的广告，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小蜜

蜂的身影。

走进一条不长的街道，没几步就

是一家建在农家院里的工厂，有生产

摇蜜机的、有生产巢柜的、有生产巢础

的。别小瞧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是

很大，可拿到的很多都是出口订单。

村里蜂机具生产企业有30多家，

村民李浩杰办的厂子叫杰出蜂业，主要

生产巢柜。李浩杰说，在他这里干活的

都是六十岁以上的村民，干一天有六七

十元的收入，他们住得不远，不耽误照

顾孙子孙女，忙些家里的其他活儿。

村里的河南长兴蜂业有限公司是

长葛市最早创办的蜂业有限公司，也

是岗李村两家规模上亿元企业之

一。 长兴蜂业有300名员工，总经理

李亚彬今年 30多岁，英国留学归来，

继续父母的事业。目前，长兴蜂业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惊人的速度迅

速崛起，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蜂蜡出

口企业，年出口蜂蜡3600吨，绿箭、飘

柔、海飞丝、力士等国际大公司使用的

蜂蜡均采购于长兴蜂业。

岗李村党支部书记叫史强妞，是

一位敢想敢干的女企业家。不巧的

是，当天史强妞外出办事不在村里。

栗军涛是包村干部，2019年 8月

下村，他告诉记者，2016年以来，史强

妞带领村“两委”，拆除乱搭乱建房屋、

硬化道路、整修地坪、装路灯、建公厕，

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村党群服务中心是 2017年村委

多方筹资 160万元建起来的，村里两

家规模上亿元的企业捐款90多万元。

尚佳熹是名选调生，到村里任村

委主任助理已经快两年了，就在党群

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大厅为群众办事。

她告诉记者，电动车上牌、合作医疗收

费、养老保险认证，都可以在村里办。

从党群服务中心出来，转过一个

弯儿，不远的路边阴凉处，有两堆老人

在玩什么。走近一看，原来有几个在

打扑克，还有几个围着玩的是摆方。

用砖头在地上画出方格，小石子和短

树枝当子，老人们玩得不亦乐乎。李

留栓今年70多岁，儿子们都在外地工

作，老两口故土难离。记者问，咋不跟

儿子去城市享福，他说，村子越来越

美，干啥都方便，还有这么多老伙计，

还是在村里得劲儿！

(下转第二版)

甜甜蜜蜜的岗李村

本报讯（记者李晓辉）8月 10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

委、省政府工作安排，牢牢把握“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

省农业农村厅以学增智，以学促干，用

乡村振兴实绩检验主题教育实效。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省农业

农村厅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330万

亩，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000

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升级版”，集中

连片建设 1500 万亩亩均总投资超

4000元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在新乡

和周口首批建设的200万亩已基本完

成建设任务。开展种质资源保护、育种

创新攻关、龙头种企培育等 6大行动，

全面落实党中央种业振兴战略，强力推

动中原农谷建设。

加快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省农业

农村厅积极组织实施万亿级绿色食品

产业集群培育行动，建设十大优势特色

农产品基地。大力发展小麦、生猪、中

药材等 20个优势特色产业链。2022

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5109家、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4%。累

计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186个，创

建肉牛、香菇等7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构建12个国家级、100个省级、274

个市级、278个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体

系，建设92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8个

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5个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县，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省

农业农村厅围绕垃圾、污水、改厕、村容

村貌提升等重点任务，深入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开展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建设管理整治提升行

动，推动垃圾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盖所有行

政村和97%的自然村，110个县实现环

卫一体化治理。科学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加快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37.7%。开展

农村厕所革命，优化改厕技术模式，新

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16.3 万户，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0%。

本报讯（记者杨青）去年的 8月

10日，“河南一号”卫星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成功，运行平稳。8月 10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河南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及应用

成效，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上，省自然资源厅一级巡

视员杜清华介绍，“河南一号”卫星的

投入使用，使河南在全国自然资源系

统，一跃成为第二个拥有自己卫星的

省份。“河南一号”在耕地保护、国土

空间规划、生态修复、测绘地理信息

等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太空中的“千里眼”

“‘河南一号’卫星影像数据和产品

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支撑了自然资源日

常变更调查、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与

成效评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监管、矿

山综合整治、增减挂钩项目审批、基础

测绘更新和城市空间监测等重点工作

的开展。”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心党

委书记、主任郭幸生说，在耕地保护方

面，利用“河南一号”卫星影像，聚焦耕

地“非农化”“非粮化”、挖湖造景、大棚

房治理、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持续开

展了相关监测监管和专项整治行动，为

守好耕地红线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年来，利用该卫星影像完成了

全省千余宗疑似闲置土地的内业核查

和实地核实工作，消除了闲置土地

500余宗，在2022年自然资源部前三

个季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开发利用

监测监管情况的通报中，河南新增闲

置土地净减少量位居全国前列。

(下转第二版)

升空一年的“河南星”都干了啥？

以学增智以学促干
省农业农村厅用乡村振兴实绩检验主题教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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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光
山县罗陈乡杨湾
村农丰芡实家庭
农场芡实种植基
地里，农民正在采
收芡实。近年来，
罗陈乡利用荒塘、
低洼水田，引导农
民发展芡实种植，
采取“家庭农场+
基地+农户”的种
植经营模式，引进
种植连片高效品
种芡实，亩纯收益
达5000多元。

谢万柏 摄

8月8日，正阳县油坊店乡雷岗村的辣椒基地里，村民正在采摘辣椒。近年来，
油坊店乡引导农民由零散种植辣椒向大面积种植发展，“火辣”的产业让农民的日子
越来越红火。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高万宝 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
博）巨网捕捞、鲜味鱼宴品尝、优质水

产品展示……赏陆浑秋韵，品尝全鱼

宴。8月 8日，立秋时节，洛阳第八届

陆浑开渔节在嵩县陆浑渔文化展示中

心广场开幕，吸引数千名游客纷至沓

来，捕鱼现场一派鱼跃人欢的丰收景

象。当天，第一网捕鱼2万余斤，鱼王

重达36斤。

陆浑水库，拥有5万亩水面、蓄水

13亿立方米，是国家大型水库，有“洛

阳南湖”“中原红海湾”之称。“陆浑开

渔节”于2022年入选全国丰收节庆首

批特色活动名单。近年来，通过科学

投放、合理捕捞滤食性鱼类，大力发展

“保水渔业”，每年向陆浑水库增殖放

流滤水性花白鲢300余吨，扩种、引种

银鱼卵 5亿粒，选育伊河鲂鱼 200万

尾，使陆浑水库渔业年产量达1300吨

以上。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少
辉）“县里开展的文艺下乡活动真是太

好了，让俺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8

月 8日晚，在濮阳县五星乡葛邱村文

化广场上，前来观看文艺下乡演出的

李素美高兴地说。

当日，“新时代新征程新风貌”濮

阳县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文

艺下乡活动在葛邱村拉开序幕，既有

豫剧、大平调、曲剧、坠子等，也有围绕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新创作

编排的现代小戏，现场掌声、喝彩声此

起彼伏。

为进一步发挥文艺队伍在宣传党

的二十大精神中的“播种机”作用，濮阳

县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编排了《永远

跟党走》《人民欢庆二十大》《新征程再

出发》《二十大精神指航程》等一批接地

气、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文艺节目，并

结合农村实际和农民群众文化需求，

启动开展文艺下乡活动。本次文艺下

乡活动将在各乡镇演出44场，以戏曲

艺术表演团体进乡村演出的形式，为

群众开展文化惠民服务。

鱼跃人欢庆
嵩县陆浑水库开渔了

好戏送进村
濮阳县农民直呼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