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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季玮 张阳晨）10

月19日，濮阳市华龙区新蕾公园内传来阵阵歌声，

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慷慨激昂……追寻歌声，记者在

公园中心广场上看到，该区开心文化合作社文艺志

愿者正在开展志愿服务下基层活动。志愿者们情绪

饱满、积极专注的演出，赢得了群众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华龙区结合自身文化基础和资源禀

赋，创新乡村文化建设模式，构建区、乡、村文化合

作社三级网络体系，注重加强文化合作社建设，通

过丰富多彩的节目、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

表演、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文化振兴之“基”，引

乡村振兴之“路”。

该区文化馆馆长赵艳介绍说，文化合作社一方

面整合了民间的文化资源，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另一方面，汇聚了文化资源，通过打造文化品牌，嫁

接商业模式，实现了乡村文化融合发展。

一个个文化合作社的兴起掀起了当地乡村振

兴、文化先行的热潮。该区文化合作社通过组织

艺术团队“手拉手”“结对子”，送老师、送渠道、送

团队，打破地域界限，整合资源，开展交流活动，让

农民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受益

者，激活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并日渐走俏

基层。

文化合作社采取“总分社”式合作架构。华龙

区文化馆牵头成立的合作社为总社，下设22个文

化合作社分社，现有社员600余人、专业项目30余

个，每个分社有舞蹈、合唱、书画、杂技、戏曲、手工

剪纸、雕刻工艺等专业亮点，不定期举办培训班，邀

请省、市文化专家现场授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

迎。

“自从文化合作社成立以来，大家互助互学，不

少群众加入我们当中来，邻里之间文明和谐的氛围

越来越浓，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孟轲乡胡干城文化

合作社志愿者李彩平高兴地说。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化合作社社员还积极参

与产业基地建设，通过抖音等网络交流平台对该区

种植的菊花、蜜薯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推介，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百余名群众实现就业增收。该区将文化

合作社建设融入乡村旅游，以中国杂技之乡东北庄村为代表的杂技文

化，以东田村冀鲁豫兵工厂旧址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大集古镇、野生

动物园为代表的旅游文化，以登星牡丹、田园采摘为代表的休闲文化，

以华夏神木博物馆为代表的特色艺术文化，吸引各类人群消费，增加文

化产业收入。

统计显示，2023年以来，华龙区文化乡村游达50余万人次，实现

创收2352万余元，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 通讯

员康红军 段群峰）10月22日晚，

2023年全国“四季村晚”展示活

动——汝阳县窑沟“秋季村晚”在

柏树乡窑沟村精彩开演。群众欢

欢喜喜看“村晚”、热热闹闹庆丰

收，共享一场尽显乡村文化之美

的饕餮盛宴。

汝阳县窑沟“秋季村晚”由

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文化和旅游

部公共服务司、文化和旅游部全

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承办，河南省文化

馆、中国文化馆协会、全国乡村

春晚百县联盟组织委员会、洛阳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汝阳县

委、汝阳县人民政府共同实施。

此次活动以综合性文艺演

出+文创、农副产品展示为主，采

取多点位展现，沉浸式体验的方

式，让更多人走进窑沟村，感受

“村庄处处是舞台”的秀美风光。

当晚，“秋季村晚”随着唢呐合奏《庆丰

收》拉开序幕。歌伴舞、歌曲演唱、曲胡独

奏等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轮番上演，

生动展现出汝阳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

的丰硕成果和美好前景。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

员王世光 王博）10月 21日，河南

嵩县首届柴胡产业发展大会在嵩

县陆浑湖畔举办。来自省内外中

医药领域的行业领导、专家学者

和企业家齐聚一堂，共商嵩县“中

原药谷”发展大计，持续叫响“豫

药”品牌。当日，“嵩县柴胡产业

研究院”揭牌。

中国中药协会执行副会长刘

张林在大会致辞中表示，河南是

中医药大省，“嵩胡”闻名全国，大

会的召开对促进嵩县中医药产业

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据悉，嵩县中药材种植历史

悠久，种植中药材62.5万亩，产值

超过60亿元，产量占河南省的1/

9，为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十强县，

重点发展丹参、柴胡、皂角刺、连

翘、山茱萸、黄精等“六朵金花”，

其中柴胡被药界专家誉为“嵩

胡”、为国家原产地保护品种。

嵩县县委书记、县长辛俊峰

介绍说，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今年以来，嵩县以中医药传

统优势为依托，积极抢抓以细胞

技术、基因工程为引领的生物医

药，以高端民宿为引领和以健康

养生为实质的新文旅，以中医康

养为重点的大健康等风口产业，

全力打造“中原药谷”，努力实现

中药材产业百亿级目标，助推乡

村振兴。

嵩县举办首届柴胡产业发展大会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实习生陈炫
羽 通讯员杨艳旭）九九重阳、浓情非

遗。10月 21日，宝丰县城关镇净肠河

畔，由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

发展中心、宝丰县委宣传部主办，城关

镇人民政府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

集活动精彩开启。

活动现场，豫剧、河南坠子、提线木

偶戏、宝丰魔术等非遗演艺台前座无虚

席；扎锅簰、缝制虎头鞋、画糖画、做香

囊、剪纸等非遗技艺各展风采；宝丰酒、

买根烧鸡、翟集米醋、单记老牌羊肉冲

汤等非遗美食让游客垂涎欲滴……

在扫帚、锅簰展位内，一群老人围

坐在一起，用最原生态的材料，最简单

的工具，现场制作锅簰，引来不少游客

驻足观看。“锅簰制作技艺是县级非遗，

也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主导产业，一帮

老年人每年农闲时节可以制作三四千

个，每个卖20元，卖得很好。”姚洼村62

岁的村民李景说。

“各位家人上午好，这里是我的家乡

河南宝丰，这是我们这里的非遗美食‘买

根烧鸡’，它的特点是软烂鲜香，老人小

孩都能咬得动，想尝尝的宝子们可通过

下方小黄车下单呀！”当地知名主播小张

正在通过互联网软件同步推广城关镇的

美食。“买根烧鸡”第五代传承人、今年57

岁的买红卫说：“‘买根烧鸡’迄今已经有

170多年历史，以香、嫩、烂、味美而著称，

平时一天可销售三四百只，逢重要节假

日每天可销售1000只以上。”

据城关镇党委书记尚宏鑫介绍，此

次活动为期3天，采取“主场启动、多点联

动”的方式进行，共设置200余个展位，

参与展演、展示的非遗

项目达50余个。非遗

大集的举办打造了城

关镇“非遗+展会”的新

模式，丰富了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城乡融合

发展的“非遗+”模式。

本报讯 （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超
张书珲）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

传统美德，进一步倡导敬老、爱老、助

老的文明风尚，10月 19日，柘城县凤

凰街道沙土李社区在文化广场开展了

2023年“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主

题活动，为老人们送上暖心的节日祝

福。

“这次活动很温暖，很实在，感谢

党对老人的关心，我们聚在一起，很热

闹、很幸福！”活动现场，74岁的马德

福老人说。在活动中，最令人动容的

是为父母洗脚环节，子女们主动挽起

衣袖、双膝下跪为父母洗脚，把平常说

不出的心里话向父母诉说，现场有不

少人流下了眼泪。

这次活动，沙土李社区邀请 100

多位老人参与，文艺志愿者还为老人

们献上了扇子舞、豫剧、小品等节目。

当日上午，柘城县恒康老年公寓

组织开展“九九重阳节 银龄展风采”

趣味运动会，60多名老人欢聚一堂，

喜度重阳。公寓活动中心准备的快乐

拍拍健身操、乒乓球接力转运赛、漂洋

过海等比赛项目既好玩又有趣，老人

们玩得不亦乐乎。

沙土李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大成

说，老人们为社会发展贡献了一辈子，

老了就要享受发展成果、享受幸福生

活，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向
平）“等我们拿到婚纱照了，一定挂在

家里最显眼的位置，让大家都能看到

我们的风采！”10月 21日上午，在平顶

山市湛河区姚孟街道名都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开展的“爱在重阳情暖夕

阳”婚纱摄影活动现场，宋松云老夫妇

俩高兴得合不拢嘴。

当天，名都社区为 8对金婚、钻石

婚夫妇免费拍摄婚纱照，送上一份最

暖心的重阳礼物。

“以前吃饭都成问题，哪里想着拍婚

纱照啊，这一直以来是我心中的遗憾。

听说社区开展这个活动，我拉着老伴到

社区报了名。”今年78岁的高成献说。

高成献和爱人结婚50多年了，说

到婚后的相处之道，他笑眯眯地说：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只有相互理

解、付出，才能快乐生活，白头偕老。”

“结婚62年，在 88岁时又拍婚纱

照，没想到咱也幸福了一把！”卢渊宝

老人感慨道。

“坐在家里又是送保温杯、又是

拍婚纱照，想不到啊！”88岁的赵国

瑞行动不便，社区人员上门拍照，不

仅圆老人的幸福梦，更让老人感受

到了社区的关心和爱护。

名都社区党委书记张朋亮说，

此次活动以重阳节为契机，弘扬尊

老敬老传统的同时，也能让年轻人

感受一下老年人的风采，学习这些

金婚、钻石婚夫妻的珍贵品质，珍惜

婚姻家庭的和谐美满。

10 月 22 日，
汝南县张楼镇张
楼社区组织辖区
内300多名70岁
以上老人欢聚一
堂吃饺子，欢庆九
九重阳节。本报

记 者 黄 华 通 讯

员 付忠于 摄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 余晓建 刘通

能带根吃的笨菠菜你吃过吗？涮在

麻辣鲜香的火锅里，透着别样的清爽甘

甜。通过巴奴火锅店，笨菠菜走向了全国

各地的餐桌，成为火锅的完美搭档。

“之所以被命名为笨菠菜，是由于它

的生长周期比普通菠菜长，也因为它采

用低密度种植，菜秆短，整个叶子趴在地

上，看起来憨憨大大的。”巴奴集团采购

部工作人员郭晓博介绍说。

10月21日，位于中原农谷西区的新

乡县与巴奴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

揭牌成立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新乡县丰

禾农牧合作社成为全国唯一一家为巴奴

集团供应笨菠菜的合作社，供应量每年

可达500吨。

也就是说，以后你在巴奴火锅店吃

到的笨菠菜几乎都出自新乡县。

作为火锅头部企业的巴奴，为何偏

爱小县城的笨菠菜？

“种子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种的是

河南农大选育的品种。”丰禾农牧合作社

理事长邵瑞杰说，巴奴集团选择新乡县

的笨菠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品质，而品

质的先天决定因素则是种子。

好种打基础，良种配良法，新乡县的

笨菠菜才更加出众。“全部采用精播机

器，保障每棵苗的均匀度，让菠菜有足够

的生长空间，才能形成‘笨’的效果。”在

地头，丰禾农牧合作社技术员裴亚超拔

出一棵笨菠菜向记者展示，“巴奴集团对

菜品的要求较高，所以采收也很关键，还

要挖到两厘米以上的根，以保证笨菠菜

供应的品质、口感、形态。”

目前，新乡县已经实现了笨菠菜从

播种到管理的机械化，眼下正在进行采

摘的机械化改造，完成后预计可以降低

60%的生产成本。

小小的笨菠菜受青睐，折射出的是新

乡县在中原农谷建设过程中的“智慧经”。

新乡县抢抓中原农谷建设重大战略

机遇，以良种繁育为核心，发挥院地合作、

种业强县、工业强县等优势，推进全产业

链布局，努力建成国家高标准良种繁育示

范推广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

智慧田园示范基地，打造“育繁推”一体化

现代种业强县。同时充分发挥现代设施

农业快速发展的产业优势，全面加快乡村

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新乡县乡村振兴示范基地的成立对

于高标准打造品种选育基地，推动高校、

科研院所和种业企业协同发力，精准对接

市场需求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新乡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张罡说，此次新乡县和巴奴

集团的合作是一次政企合作发展新模式

的有益探索，也为全县的农产品产业带动

群众增收拓展广阔空间。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

刘天鹏）10月22日下午，“中国长

寿之乡”授牌仪式在西平县人民

广场举行。

西平县委副书记、县长侯公

涛说，西平人自古强调孝敬长辈

文化，注重家庭和睦，老年人倍受

尊重，多种文化的交融与滋养，造

就了独具特色的西平长寿文化。

数据显示，目前西平县有80岁以

上老人2.5万余人，百岁以上老人

102人，人均寿命79.6岁，比全国

人均寿命高 2.16岁，各项指标均

超出长寿之乡认定标准。

目前西平县共建有396个公

园和文化广场，供群众休闲散

心。要想长寿不仅需要有休闲娱

乐的小游园，还得吃得健康。西

平目前共有 10个绿色农产品通

过国家认证，是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近年来，西平县先后投入

6100 余 万 元 用 于 养 老 事 业 发

展。目前，全县每千人常住人口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 6.59张，

远高于全省县级4.5张平均水平；

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达

4.99 人，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

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的目标。

“中国长寿之乡”由人民日报

《中国城市报》社、中国健康城市

研究所、中国保健营养杂志社评

定。

“我们将以本次授牌为契机，

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

发展健康养老产业，努力把西平

打造成为特色鲜明、文化厚重、产

业发达的健康长寿幸福之城，进

一步提升高质量发展软实力。”驻

马店市副市长、西平县委书记李

全喜表示。

西平获颁“中国长寿之乡”
全县人均寿命79.6岁，比全国人均寿命高2.16岁

10月20日，获得“洛宁县2023年第三届文明家庭”的10户家庭代表在永宁湖体育
公园受到表彰。近年来，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持续开展“文明家庭”“道德模范”等评
选活动，广树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引领作用，着力提升居民文明素质，倡导文明新风，焕发
文明新气象。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李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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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谷笨菠菜 直通巴奴店

宝丰县

非遗大集精彩不断

柘城县 趣味运动会 好玩又有趣

湛河区 8对老夫妇圆梦婚纱照

··日志日志

华龙区

10月22日，洛阳市洛龙区李楼街道石
人社区举行“金秋重阳包饺子欢乐颂”活动，
社区妇女聚在一起为村里近400名60岁以
上的老人包饺子，庆祝九九
重阳节。本报记者 杨远
高 通讯员 高锦涛 摄

九九重阳九九重阳九九重阳九九重阳 敬老情浓敬老情浓敬老情浓敬老情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