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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刘克 通讯员 赵晓聃

旭日普照、绿涛叠波，悬练峰下的卢

崖瀑布悬空直泻、洒脱如练，巍巍嵩山蓝

天碧水林海相映成趣。

“这里太美了，真想住下来。”

8 月 8 日当天，来自外省的游客王

宁，在登封嵩山峻极峰上看到美景后说

出了内心想法。

从峻极峰逐级而下，满目浓荫翠绿，

耳畔阵阵鸟鸣，沿途风景美不胜收。33

岁的杨卫华是土生土长的登封导游，经

常带着外地游客游览少林寺、嵩阳景区

和中岳景区，见证着登封越来越美的变

化。“这几年，登封修复废弃矿坑，推动绿

色发展，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每当听到

游客夸赞登封的话语，我就感到很自

豪。”杨卫华说。

去年以来，登封市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共投资

1.63 亿元完成绿化“彩化”面积 1.14 万

亩，累计创成国家级森林乡村 11个、省

级森林乡村14个、郑州市级森林乡村36

个、森林特色小镇7个，全市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登封坚定不移实施生态优先战略，

坚决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持续推行林长制、河长制、湖长制，实现

水有人治、林有人护。今年以来，共完成

新造林 525亩、森林抚育 8000亩，治理

河道26.8公里，完成废弃矿坑生态修复

42个，治理面积3934亩，创成绿色矿山

11 座，空气质量稳居郑州市县（市）首

位。依托环嵩山旅游公路增绿提质工

程，登封将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嵩山自

然风光、美丽乡村串珠成线，全长 33公

里的慢行交通系统、旅游驿站、最佳观景

平台点缀在绿海中，极大提升了旅游交

通可达性和舒适度。

依托自然生态优势，该市持续提升

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整体水平，“生态+”

效应不断显现。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

纵横交错的林间小径……走进少林街道

雷家沟村，处处是景，宛若身处山水画之

中。近年来，靠山吃山的雷家沟一改早

前开山采石的做法，通过不断挖掘本村

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貌，如今已成为远

近闻名的“艺术部落”。

“发挥雷家沟临近少林寺的优势，我

们从改善人居环境着手，不断提升村容

村貌，引导村民发展民宿、建设风车农

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就餐住宿、感受

田园风光。”雷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雷宏凯

介绍说。

生态建设与生态农业、生态旅游融

合发展，扮美了乡村，带富了村民。围绕

吃住游购娱，雷家沟已建起34家精品民

宿，周末和节假日游客接待量平均每天

有 2000多人，村民的年人均收入达 2.8

万余元，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惠及雷家

沟的村民。

以高效推进“两山转化”实现生态富

民，登封市先后获评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单位2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2

个、省级康养示范村 4个。全市经济林

基地总面积达 13.2 万亩、年产量 5.4 万

吨、产值4.9亿元。

在生态文明的建设道路上，登封已

经步入科学化、法治化、规范化、长效化

轨道。下一步，登封市将学习借鉴成都

建设公园城市的理念，结合大嵩山生态

保护和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高标准

规划实施全域生态建设行动，对环嵩山

旅游公路、国省干道、县乡干道及沿线村

庄进行风景园林式整体打造，通过“筑

景、聚人、成势”，涵养生态、美化生活、推

动转型，努力把登封建设成为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的后花园。

绿为底色 生态登封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向
平）“路修好后，地下管网也同步建好了，

看不到乱糟糟的线了，提升了品位，也不

用担心道路反复挖耽误事儿，我们的生意

也会越来越好。”8月13日，平顶山市湛河

区黄金城道栗不了果园店老板陈新伟开

心地说。

去年以来，湛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新（改）建道路 9条，摊铺沥青路面 10万

余平方米，均实现“最多挖一次”，这得益

于当地探索并为之实践的“拉链马路”治

理举措。

健全管理机制，织密挖掘“审批网”。

为实现“最多挖一次”，湛河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将所有建设主体单位纳入成员单

位，编制年度道路挖掘计划，加强科学规

划和精细化管理。各建设部门、管理部门

提前谋划、统筹兼顾，建设地下城市管道

综合走廊，预留管线，同步建设，开挖之前

严格按照挖掘审批流程、审批计划进行规

范施工，确实将“事前查勘、事中监管、事

后验收”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合并施工项目，打好部门“联动

仗”。项目谋划阶段，湛河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广泛征求热力、电力、燃气、自来

水、通信等管线单位意见，一同规划，同

步实施，实现从原先“单兵作战”到现在

“联合作战”的转变，在减少政府和企业

支出的同时，也方便了群众出行，提高了

群众满意度。该区的柏楼小区在道路改

建时，同步建设照明、排水等地下综合管

廊，告别地上“蜘蛛网”，柏楼新村变美

了，村庄也没了道路“开肠破肚”之忧。

信息资源共享，互搭互趁“顺风

车”。湛河区每年都会因基础破损、管线

抢修等特殊原因，需要临时开挖道路。

在施工前期管理中，湛河区根据制定的

年度开发计划，整合信息资源，将公共

管理交通、市政设施养护、道路日常养

护等信息纳入统一数据管理平台，打破

了部门隔阂，充分利用建管资源整合的

优势，实现了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程序

第一时间到位，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各

部门互搭互趁“顺风车”。

“‘最多挖一次’正是站在群众的立

场谋划和推进改革，并从群众的意见建

议中不断改进、不断提升的生动实践。”

湛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苑天增

说，“下一步，我们将总结试点成功的宝

贵经验，运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手

段，推进地下管线系统智能化改造，从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科学治

理等方面统筹发力，推行‘最多挖一

次’，让市民行路不再难。”

湛河区 修路先规划避免反复挖

本报讯“苍茫的天涯是

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

开……”8月 7日晚，汤阴县伏

道镇扁鹊庙广场上热闹非凡，

来自周边村庄的村民自发地用

动感的舞姿，激荡的歌声在这

里演绎美丽乡村的精彩。

每到傍晚时分，扁鹊庙广

场上便灯光明亮、人头攒动，有

跳广场舞的、有唱歌曲的、有卖

风味小吃的。

为进一步丰富农村群众文

化生活，培育乡风文明，近年

来，伏道镇将镇文化合作社作

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

积极引导、鼓励群众组建广场

舞、秧歌、盘鼓、戏曲等多支文

艺队伍，使村民成为文化活动

的组织者、参与者、受益者。同

时多方争取资金，不断加大文

化舞台、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力度，为群众提供自

我展示的机会和愉悦身心的平

台。

截至目前，伏道镇、村两级

共成立文化合作社 30个，发展

社员 1800余人，组织开展各类

文艺活动 70余场，服务群众 4

万余人。“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

步建强乡村文化合作社平台，在

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

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群众文化活

动多样化开展，满足群众文化需

求，巩固乡村文化阵地，推动乡

土文化传承，带动乡村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

动力。”伏道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王都君 李秀芳）

让村民成主角
汤阴县伏道镇文化合作社实力圈粉

本报讯 （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马月
明 赵朕）8月 9日一

大早，伴随着铿锵的

鼓点，沁阳市崇义镇

的志愿者们举着“乡

村光荣榜”的横幅来

到前杨香村，把荣誉

证书送到“好邻居”

栗拥军的手中，引来

广大村民驻足观看。

近日，崇义镇开

展了“乡村光荣榜”

选树活动，共收到

27 个村的 49 份先

进事迹材料。经过

层层筛选，最终选出

“好公婆”“好媳妇”

“好邻居”“家风家训

好传人”等 10 类共

13 名好榜样，并敲

锣打鼓挨家把荣誉

送上门。

“乡村光荣榜选树的都是大家身

边的榜样，对引导群众向善向好有着

巨大的示范作用。通过这么轰动的

表彰形式，推动比学赶超，让更多村

民了解到、也参与到‘文明幸福星’的

创建中来，为全面建设富强美丽幸福

和谐崇义凝聚强大奋进力量。”该镇

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

讯员李增强）“亲幼童，慈之心，

敬长者，孝为本……”8 月 10

日，在郏县长桥镇闫楼村，61

岁的张月恒正在用自家门口悬

挂的家训教导孙女。

穿行于闫楼村大街小巷，

家家户户门口整齐规范悬挂着

各自精心挑选适合自己家庭的

《家风家训》。

“家风家训展示牌上的内

容是我们村‘两委’从全村207

户农户中征集来的，由村‘两

委’干部严格把关，镇里统一制

作。通过征集活动，引导村民

树立良好的家风家训意识，引

领好村风，淳化好民风。”闫楼

村党支部书记闫留尚介绍说，

闫楼村通过悬挂家风家训小牌

子，让村民明确自己作为家庭

成员的责任和义务，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

闫楼村四组村民杨国松与

邻居闫聚娃因为争地边发生了

口角，闫留尚了解这一情况后，

结合双方家庭情况，以家风家

训入手，通过耐心说服教育，两

家很快握手言和。

“家规、家训、家风的创建，

不仅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更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该镇宣传

委员、副镇长周钰沛谈及创建

初衷时说。

“通过悬挂家风家训展示

牌，以点带面、示范带动，把每

家每户的家风家训亮出来，引

导村民树立良好的家风家训意

识，引领好村风，淳化好民风，

争取培养出更多有担当、有责

任感的村民。”长桥镇党委书记

李朝锋说。

立家规树家风
郏县长桥镇文明风正劲

本报讯 在洛阳市孟津区

平乐镇刘坡村乡愁馆内，犁耙、

土陶水缸、石磨、织布机、纺花

车等一件件充满年代感的老物

件见证了村子历史变迁，也勾

起群众对往昔的回忆。

“乡愁馆里忆乡愁，看到这

些，就想起了曾经的艰苦岁月，

要感党恩、跟党走，珍惜当下幸

福生活！”8月 12日，村民刘建

国说。

刘坡村原名刘家坡村，也

念“辽坡”“俩坡”。相传，明代

时一姓刘人家，在村子打窑洞

开了一家饭店，供行人吃饭、休

息，逐渐发展成为刘家坡村，

1954年改名刘坡村。

刘坡村建设乡愁馆以历史

沿革、村庄文化、民俗风情、党

建文化为重点，还原历史记忆，

留住美丽乡愁，不仅是后人了

解村史、追根溯往的源泉，更是

刘坡村致富奔小康的时代见

证。

“乡愁馆今年 4月对外开

放，由农耕文化、红色教育文

化、村发展史、村规民约、党建

等单元组成，占地900平方米，

展品180多件。”刘坡村党支部

书记吕川川说，“乡愁馆既是档

案馆也是文化馆，是村民了解

历史、了解家乡的重要平台和

重要的精神家园。乡愁馆不仅

增强了村民的自豪感和归属

感，还激发了大家热爱家乡、建

设家乡的豪情壮志，汇聚了乡

村振兴强劲动能。”

（许金安 郑占波 赵煦）

本报讯“以前，

我们房子周围到处

是鸡粪鸭粪，现在早

上起床后第一件事

就是把家里家外打

扫干净。”8月 10日，

光山县孙铁铺镇江

湾村 51岁的村民江

世军放下手中的活

说道，“村里最大的

变化就是大家学习

村规民约后,更懂得

爱护环境、尊老爱

幼、不铺张浪费了，

连3岁的小娃娃都知

道垃圾要丢到垃圾

桶。”

如今的江湾村

有了崭新的面貌，得

益于村规民约作用

的发挥。

今 年 1 月 份 以

来，江湾村聚焦村民

自治中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将红

白喜事、赡养老人、邻里关系等内容

纳入村规民约。同时将村规民约的

执行与“三星文明户”“乡村光荣榜”

等评定相结合，设立“红黑榜”、积分

评定，有效降低了滥办酒席、盲目攀

比等陈规陋习的发生，逐步形成“制

定、执行、监督”的“闭环”运行机制，

有效增强了村规民约的约束力。截

至目前，江湾村共评定“三星文明户”

114户，今年以来开展红白理事会、村

民议事会、饺子宴等移风易俗活动30

余场次，据统计，江湾村红白喜事比

上年花销同比降低了63万元。

孙铁铺镇28个村（社区）通过持

续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结合全国

卫生乡镇和“五星”支部创建，让村

规民约不仅“严”于纸面、“跃”于墙

上，更“印”在群众心里，“规”住了歪

风旧俗，“约”出了时代新风。

（李振阳 上官幼林 程昊 胡宏达）

本报讯 （记者刘亚鑫 实习生朱欣
童）8月13日，新乡城市文创冰淇淋发售

会在平原博物院召开，现场发售新乡市

城市版、新小爵版、中原农谷版、炫在红

旗版等四款文创冰淇淋。

“以前都是在景区才能看见这种文创

冰淇淋，今天特意过来把四种都买了，一

会儿和朋友一起去拍照‘打卡’。”拿着刚

买的文创冰淇淋，江女士兴奋地说。

近年来，新乡市文创产业培育持续

发力。2022年，新乡市官方吉祥物“新

小爵”正式发布，该系列文创产品亮相大

型活动备受好评。平原博物院推出“牧

野礼物”50余件（套），比干庙、武王庙等

文旅景点纳入网易《我的世界》游戏场

景，新乡文旅在潜移默化中走进青年游

客群体。

此次活动于8月 13日~9月 10日在

新乡市博物馆、新乡市图书馆、新乡宝龙

广场等地设立新乡礼物城市快闪店。同

时，中国邮政新乡分公司各网点、新乡胖

东来商场、新乡市体育中心等场所及新

乡市域内各商超网点也将同步发售城市

文创冰淇淋。

2023年8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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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在清丰县马村乡前姚村，多肉植物种植户马丽萍正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多肉植物。近年来，清丰县引导农民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探
索“种植+观光”“线上+线下”模式，打造乡村农旅融合新业态，带动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世冰 纪全举 摄

给乡愁安个家
孟津区刘坡村乡愁馆留乡愁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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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城市文创冰淇淋上市

8月7日，民权
县花园乡刘庄村村
民在看村宣传栏里
的“乡村光荣榜”。
今年以来，该县花
园乡、王庄寨镇围
绕“文明幸福星”创
建重点，开展了“好
媳妇”“好婆婆”“好
妯娌”等评选活动，
用评比表彰树立榜
样，引导群众向善
向美。

王自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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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中国农科

院基因组所近日联合多家单位发布完整

的水稻参考基因组，为水稻研究领域提供

了新的有力工具和重要大数据基础。

据了解，多年来，“日本晴”参考基因

组是水稻功能基因组学领域最重要的遗

传资源之一，为水稻基因组研究和分子遗

传改良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日本晴”

参考基因组及其注释仍然是国际公认使

用最广泛的水稻参考基因组。然而由于

当时测序技术的限制，“日本晴”参考基因

组对复杂结构区域的组装存在不足，在基

因组中存在缺口和未知碱基。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表示，此次发

表的水稻“日本晴”参考基因组所有染

色体端粒到端粒的组装结果，是在水稻

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基因组完整无

缺口组装。该成果是水稻基因组组装

和基因组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据悉，这项研究成果近日由中国农

科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联合崖州湾

实验室、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农科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和扬州大学等多个单位在

国际知名刊物《分子植物》在线发表。

我国科研人员发布
完整的水稻参考基因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