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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崔新娟

“我们转 5 次飞机

飞了4天，才从智利、厄

瓜多尔、阿根廷、巴西等地集聚陈

家沟。”10月8日，在太极拳发源地

温县陈家沟，来自南美洲国家智利

的AlbertoCatalan说，“我几乎每

年都要来这里，这次除了练太极拳

和器械，还学了陈家沟的舞虎。”

时而双臂画圆、柔若揽风，时

而转身发力、疾如雷霆；时而高空

钻圈、惊险震撼，时而倒拔垂柳、气

势恢宏……一边是俯首拨云的太

极拳习练、一边是登高长啸的陈家

沟舞虎，在陈家沟国际太极院习武

厅，31名来自南美洲的“洋弟子”

正在该院院长陈炳的指导下，如饥

似渴地汲取着中华传统文化精

髓。这些“洋弟子”年龄最大的77

岁、最小的 5 岁，组织他们来“取

经”的正是AlbertoCatalan。

据悉，陈家沟国际太极院由

“中国非遗年度人物”陈炳创建，是

温县规模最大的一所太极拳专业

传习场所，在美国、瑞士等20多个

国家设有 30多家陈炳太极院，每

年接待外籍学员500余人，外派教

练80多人。

“我的中文名字叫

陈绍南。”AlbertoCat-

alan介绍，他20世纪90

年代在北京体育大学留

学 时 接 触 太 极 拳 ，到

2009年随陈炳习练太极拳至今，

已与太极拳结缘近30年。

这些年，AlbertoCatalan 在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开了家陈炳国

际太极院，通过武术比赛、公益授

拳、文化讲座等形式培养太极拳

爱好者数千人；他还在网络平台

zoom上做太极拳网络直播，在玻

利维亚、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

圭、巴西、秘鲁等地收获大批粉

丝。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

源于陈家沟的太极拳举世瞩目。

而不为大众所知的是，曾因表演难

度大、功夫要求高而一度绝迹的陈

家沟舞虎也是传统文化的精粹。

近年来，在陈家沟拳师持之以恒的

艰苦传承下，陈家沟舞虎节目的盛

况时常在大型节庆中惊艳眼球。

“陈家沟真是一个宝藏。除了

太极拳、太极推手、刀、枪、剑、戟、

棍、鞭，我们还想学习陈家沟舞

虎。”AlbertoCatalan说，“这次带

着队伍过来，就是想要把陈家沟舞

虎也带到我们南美洲。”

□许金安 郭建立

“虽然假期碰上了连

阴雨，但游客热情不减，

日均超千人！”10月 7日，

正在总结假期文旅工作的新安县铁

门镇土古洞村第一书记、土古洞旅游

度假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向东说，这得

益于10月 1日开放的红色文旅新景

点——村地下党支部旧址的加持。

土古洞村位于新安县城西南 7

公里的国家郁山森林公园脚下，因村

中有一个1000多米长、有着2000多

年历史的藏兵洞而得名。

20多年前，村子同背靠的大山

一样，名不见经传，“无水无路无学

堂，光有四架山脊梁。人均收入几十

元，一年四季闹饥荒”是曾经的真实

写照。

1997年开始，村民陆续搬进新

村，40多座清末民初的窑洞瓦房民

居被有效保护。20世纪 90年代至

今，该村先后办起了矿泉水厂、温泉

山庄、水上乐园等企业，安置 100多

名村民就业，村集体经济收入年均超

过100万元。

近年来，该村对传统村落民房民

居和附属物按照收购、自主经营、承

包经营的方式，先后投入 1000多万

元，对古代军事遗存藏兵洞、白超垒

遗址、新石器文化遗址、

温泉系列等进行了整体

修 复 打 造 ，成 功 创 建

AAA 级景区，30多名村

民成为景区工作人员，实

现了“村子变景区、农民变旅游从业

人员、农副产品变旅游商品”目标。

土 古 洞 村 还 是 革 命 老 区 村 。

1939年春，土古洞地下党支部诞生

于村子的一孔土窑洞里，成为当地的

抗战堡垒和红色心脏。

该村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文旅

产业的同时，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

情怀。前不久，该村对地下党支部旧址

资源进行挖掘整理，不仅修缮旧址，还

建成展示室，10月1日对外开放。

如今，土古洞村已发展成为集旅

游观光、休闲娱乐、红色文化、古代军

事文化、民俗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景

区，“上山”（郁山森林公园）“下水”

（泡温泉）“进洞”（藏兵洞）“洗心”（红

色文化净化心灵）四位一体旅游发展

格局初步形成。

在旅游开发的带动下，土古洞

村这个曾经的贫穷落后村，如今成

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先后获得中

国乡风文明十佳村、中国美丽乡村

百佳范例村、中国传统古村落、国家

森林乡村等荣誉，入选洛阳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宝藏村”引来“洋弟子”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张
中坡 李善喜 逯光明）前段时间的

持续阴雨严重影响秋收进度，但方

城县博望镇采收葡萄的农民却一点

也不心焦。10月 8日，该镇张骞葡

萄园区负责人陈连平说：“产业大

户之间横向联合，结成‘田间互助

工坊’，开展季节性抱团合作，才使

8000 多亩葡萄按期采收、销售完

毕。”

据介绍，这种“田间互助工坊”以

互惠互利、友好协商为前提，由经营

同一产业、组织能力强的党员干部牵

头，以5至 10户为一个合伙单位，在

葡萄棚网搭建、疏花疏果、集中套袋、

采收分级等季节性生产中，对技术、

人力、机力等集中调配使用，开展突

击性活动时提前商定先后顺序，户主

管茶管饭，除另外雇请劳力外一律不

计报酬。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刚

一出现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为推

动产业发展、实现共同致富开辟了新

路子。

从 2021年开始，该镇沙山村党

员、村民组长陈连奇主动牵头，联合

种葡萄 6至 10亩的陈洪海、周波等

6户，结成“田间互助工坊”后，7家

统一购买化肥农药农膜、统一管理

模式、统一使用机具机械，统一技术

指导，在重点环节劳力集中干活，都

获得了大丰收，每亩产量突破 7000

斤，采收时一天完成一家，而且由 2

名电商媳妇从直播中获取销售信

息，提前签订单，售价高于“单打独

斗”者 10%以上。今年在市场波动

大的情况下，仍获得每亩 3.8万元的

高效益，而且每户节省雇工费万元

以上。

今年，沙山村党支部、村委会主

动出面协调组织，全村又组织“田间

互助工坊”8个，在今秋收购订单集

中而且连续阴雨影响采收的情况下，

这些“田间互助工坊”根据各户与收

购商预约采收时间，依次集中采收，

实现了户户满意。

该镇刘庄村葡萄种植专业户周

庆、张恒春等 7户还在购买农药、化

肥、农膜上与农资商订立“三包”供应

合同，实行统一采购；按种植面积统

一兑钱新打机井3眼，购电动两轮车

4辆，高压弥雾机5台，组成了实际意

义上的共富互助体。

“博望镇在黄金梨、张骞葡萄、温

棚蔬菜、月季花卉等特色产业发展中

都在积极探索适用于本产业的横向

联合途径，并不断充实完善，这是走

向共富道路上的合作共赢。下一步，

我们将瞄准乡村振兴新形势下专业

化生产的发展方向，及时介入，加强

组织，搞好协调，强化服务，力争让

‘田间互助工坊’惠及更多的农民，实

现共同致富目标。”博望镇政府主抓

农业的负责人说道。

10月7日，淇县高村镇万古村200多亩特色农产品（辣椒）种植示范点已到收获季，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辣椒。今
年，该村辣椒种植将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100余万元。 张胜旗 摄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韩
静 赵鹏 张伟）“我认领普法宣传员！”

“我认领群众调解员！”10月 8日，虽

已是晚上8点，但在临颍县城关街道

迎宾社区却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声

音。原来，这里正在召开社区在职党

员报到见面会。

近期，按照党员身份“亮”出来、

服务群众“干”起来的要求，临颍县组

织12个社区有序开展党员报到见面

会。目前，全县成立小区功能型党支

部219个，5579名在职党员到各社区

报到。

在城关街道迎宾社区党员“双报

到”见面会上，气氛非常热烈，社区书

记对社区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后，报到

党员结合社区矛盾调解、洁净家园、

基层治理服务等活动需求清单和个

人专长，积极认领小区志愿服务，并

为做好小区党建、服务群众等工作建

言献策。

“在职党员下沉到社区网格，有

效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

中的引领作用和党员的头雁效应，

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

力，为持续做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临颍县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军超表示，下

一步，全县将持续做深做实党员报

到工作，引导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治

理，实现服务力量下沉、服务资源

往基层走、服务难题在基层解决，

用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党员的社

会担当。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徐嘉 杨优贤

“哎，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9月29日是中秋节，当

天，禹州市磨街乡刘门村柿子加工厂内热闹非凡，一场场精彩的文

艺节目轮番上演，这里正在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团圆节活动。

一大早，村民们就到场“打卡”，大家分工合作，精心准备“全民

宴”，这边将准备好的锅碗瓢盆和食材搬到露天厨房，那边配菜炒

菜、摆放桌椅板凳……大家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欢

声笑语不断。

“听我口令，1，2，3，刘门村首届‘福满中秋’包饺子大赛正式开

始！”在一边有条不紊地准备饭菜的同时，另一边的包饺子大赛已经

开始。

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活，揉面、擀皮、包馅

儿，互相切磋技艺，饺子皮经大家手里一捏，就变成了花瓣饺、草帽

饺，花样别致，甚是好看。各组有说有笑，通力合作，效率极高。围

观群众纷纷打气加油，整个过程充满欢声笑语，现场气氛非常融洽。

“上菜喽、上菜喽！”红烧肉、蒸碗、自制焖子……随着一道道色

香味俱全的美食接连摆上餐桌，包饺子大赛结束。当热气腾腾的饺

子端上来时，现场一片欢呼声，评委根据色、香、味、形打分，分别评

出一等奖1组，二等奖 2组，三等奖 3组，并为获奖者颁发了奖品。

村民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观看文艺表演，碗筷交错间流淌着浓浓

的邻里情。

刘门村的这场“全民宴”，不仅有热气腾腾的饺子，还配套了“体

检套餐”，该乡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老人现场进行了免费健康体

检。“刚量了血压，又吃上了饺子，服务‘一条龙’，大家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就像一家人一样，心里老美啦！”80多岁的高学大爷激动地说。

“我在外地工作，本来计划过年再回村，接到村里的电话后，特地赶了回

来。远亲不如近邻，中秋佳节能与村里的老少爷们儿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心里

有说不出的高兴。”刘门村“两委”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让长期在北京工作的

村民刘赛举感到无比的温暖。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在这里，不仅是一家人的团圆，更是全村的大团

圆。今天我们一共准备了116桌酒席，保证村里的上千人都能吃上这顿‘团圆

饭’。”村党支部书记李海亮告诉记者，这是他们村首次举办“全民宴”，今后还

将继续办下去。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宋
佳蔚 李繁森）10月 2日晚，秋雨霏霏

中，以“诗韵郏县·风华正茂”为主题

的第三届中国·郏县三苏文化诗词大

会在郏县三苏园景区广场举行。

大会通过“不识庐山真面目·赏

苏词”“人间有味是清欢·寻苏味”“腹

有诗书气自华·扬苏风”“此心安处是

吾乡·传苏情”四个篇章，运用歌舞、

朗诵等艺术表现形式，把大气磅礴、

乐观豁达的苏东坡诗、词和三苏文化

嵌入其中，巧妙地展示了郏县的雪花

牛肉、烧鸡、饸饹面、豆腐菜等特色美

食和郏县人民奋勇争先的精神风

貌。诗词大会现场，苏东坡扮演者还

分别朗诵了苏东坡在全国18个城市

所作的诗词。一首首动人的诗词和

铿锵有力的诵读，让看似毫无联系的

18个城市，因为一个千古伟人而被紧

紧联系在了一起。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邓
志伟 赵文靖）“鸡蛋、鸭蛋、鹌鹑蛋，别

被骗成穷光蛋”“草莓、蓝莓、蔓越莓，

小心诈骗听到没”……近日，走进渑

池县城关镇大润发和好又多超市，入

口处的易拉宝、货架上的立牌、地面

上的指向标识等，随处可见朗朗上口

的反诈标语，营造了浓厚的反诈宣传

氛围，让人耳目一新。

为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推进

防范电信诈骗“十个一”系列宣传活

动，全面构建“全民防诈、全社会反诈”

工作新格局，渑池县城关镇新华社区、

海露社区切实增强做好电诈防范宣传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防”字上

做文章，不断创新反诈宣传形式，充分

利用生活化的场景，携手辖区大型超

市联合打造“反诈超市”，成为全民反

诈宣传的新阵地。

渑池县城关镇

反诈宣传进超市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要
强 李耀稳）“过去不少农家院里的土

地都是闲置的，堆满杂物，既影响美

观又浪费资源。现在的庭院可不一

样了，院内干净整洁，各种花草绿植

点缀其中，不说增加多少收入，至少

获得了美丽宜居的庭院环境。”10月8

日，正在院子里整理花草的上蔡县大

路李乡湾李村村民李刘柱高兴地说。

近年来，上蔡县积极引导农民群

众整合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的空余土

地、空闲资源，采取“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发展特色庭院经济，把“方寸

地”建成“增收园”，让一个个农家小

院充满生机，美了庭院环境，富了群

众口袋。

上蔡县

庭院经济美环境富乡亲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我的村我的村我的村我的村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永安 杨洋洋）“张青兰家庭获评河南

省最美家庭真是实至名归，她家艰

苦创业、勤俭质朴的家风在我县很

有影响。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她

家先后走出5名博士、6名硕士、3名

本科生，成为乡亲们羡慕的‘秀才

窝’。”10月 7日，鲁山县妇联主席段

雪枫在谈及该县张青兰家庭时由衷

地说。

段雪枫介绍，2023 年第三季河

南省最美家庭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张

青兰家庭获得“河南省勤俭持家最美

家庭”殊荣。

今年87岁的张青兰是鲁山县马

楼乡沙庄村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以

勤俭持家、顽强奋斗的身教为子孙树

立了好榜样。早在20世纪50年代，

张青兰的公公李材林常年植树造林，

硬是将大荒山改造成大青山，被评为

省级林业劳动模范、河南省人大代

表，涵养起良好家风。

张青兰共有五子一女，孙子、

孙女、外孙女 20 余个。她传承好

家风，含辛茹苦供养子、孙成才，子

孙中先后出现 5名博士、6名硕士、

3名本科生。其中格外值得一提的

是，张青兰的长子李松是 1977 年

恢复高考后沙庄村的第一个大学

生，现在是国际医药研究领域的科

学家，曾捐赠 210 万余元的物资支

援国内红十字会及家乡马楼乡抗

疫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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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村吃上“旅游饭”

第三届中国·郏县三苏文化诗词大会举行

临颍县

党员报到进社区 服务群众零距离

鲁山县“秀才窝”家庭获评河南省最美家庭

方城县博望镇

“田间互助工坊”助力共富梦想

温县
陈家沟

新安县
土古洞村

柘城县认真做好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宣传工作

为推进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

开展，柘城县农业农村局成立了以局

长为组长、分管副职为副组长、有关

股站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地膜科学使

用回收工作领导小组。

该局举办培训班 30 多期，印发

《农膜科学使用回收宣传手册》等宣

传资料 5 万余份，宣传条幅 800 余

条，制作宣传版面 20 个，充分利用

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进

行广泛宣传，提高群众地膜科学回

收意识。同时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

开展执法检查，对农资销售门店销

售的地膜进行质量检查，从源头上

监管地膜质量，杜绝不合格地膜上

市。 （余复海）

“二马”机制解难题
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新乡市

牧野镇坚持“马上办理、马路办公”，

积极开展帮扶慰问活动，为受帮扶

家庭送去了米、面、油等慰问品。同

时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宣传国家政

策，建立长效机制，促进特扶家庭

与镇、村（社区）分包人员的紧密联

系 ，让 群 众 真 切 感 受 到 政 府 的 关

怀。 （郭洋）

新乡市牧野区
用心用情稳就业 实绩实效惠民生

2023年新乡市牧野区人社局积

极践行“马上办理、马路办公”工作

机制，坚持就业优先导向，聚焦“稳

就业”“保就业”工作主线，通过落实

就业优先政策，紧盯产业需求，聚焦

重点群体，优化创业环境等措施，拓

宽就业渠道，兜牢民生底线，实现稳

定就业。下一步，该局将聚焦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就业需求，叫响劳务品牌，

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建设

贡献强劲力量。 （牧宣）

践行“二马”机制
确保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

为全面完成 2023年财政收入任

务，获嘉县城关镇财政所以“马上办

理、马路办公”工作机制为抓手，积极

与税务部门沟通联动，通过保税源、

挖税源、引税源等方式，确保应收尽

收、颗粒归仓。努力实现全年财政收

入任务完成。 （张银平）

因迁址更名，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批准，以下机构换发《中华人

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米河镇支行
机构编码：B1036S241010077 许可证流水号：00927938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3月04日
住所：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行政路130号 6号楼 29号、30号、31号、32号 电

话：0371-68533090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行授权的业务。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3年09月19日

金融许可证公告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峰
瑜 龙奇）“现在去县城里方便得很，家

门口没多远就能坐上新能源公交车

了。”10月 7日，民权县白云寺镇苍头

村村民高秋成笑呵呵地说道。

这是近年来该县大力推进“绿

色”城市建设，满足广大城乡群众安

全、便捷、“绿色”公交出行需求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民权县交通运输部

门在组织工作人员对全县所有城乡

客运线路进行交通基础设施、车流、

客流、道路通行条件等情况进行现场

勘查的基础上，为“绿色”公交开通运

营奠定基础，着力下好城乡“绿色”公

交高质量发展“一盘棋”。

“现在城区和大部分乡镇都设立

了新能源公交充电站，通过手机App

直接扫码充电，非常方便。”民权县公

交车司机崔海军说。该县交通运输

局引导和支持客运企业推进转型升

级动能置换，投入资金建设完成新能

源充电桩 75个，淘汰老旧燃油车 73

辆，更新“绿色”公交车59辆，开通运

营城乡公交线路9条，实现了“绿色”

公交城乡全覆盖。

民权县

“绿色”公交城乡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