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

丰兴汉 董希锋 郭宏伟）初冬时节，

唐河县张店镇无公害草莓又上市

了，价位达每公斤60元。“种植草莓

是辛苦些，但价钱好，或在园里卖，

或送超市，俺承包了6个大棚，一个

棚年收入在 2万元以上。”11月 12

日，牛庄村种植大户牛同甫高兴地

说。

近年来，张店镇大力培育无公

害草莓品牌。该镇从中国农科院、

浙江等地引进红霞、宁玉、丰香等草

莓新品种，发展特色大棚，采用四膜

覆盖保温保墒，使用饼肥增加甜度，

采用微灌、滴灌技术，生产的草莓

“鲜、嫩、早”，甜味正、营养丰富，备

受消费者青睐。

为培育这一特色产业，该镇在

牛庄村成立了管理专业小组，印发

了技术明白卡，对草莓前期的育苗、

移栽及管理中的五个环节（培土、追

肥、疏蕾、疏花、疏果）以及防病治

虫、适时采收都做出了一一介绍，达

到了早播、勤管、细管、早上市。目

前，该镇已发展草莓种植面积 400

余亩，亩效益在2万元以上。

唐河县张店镇

草莓质优售价高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李岩 杨卫杰）近年来，郸城县汲水镇

利用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辣椒、

黑皮冬瓜、温室蔬菜、金银花、瓜蒌

子等特色产业，逐步形成规模化、多

元化、立体化产业发展趋势。

做强做优传统产业。汲水镇以

调整产业结构为抓手，不断扩大传

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种植辣椒2.4

万亩，成立辣椒种植合作社 21个，

种植冬瓜1.3万亩、花生0.8万亩，传

统经济作物布局得到优化，产业集

聚能力明显增强。

拓宽产业发展思路。汲水镇组

织支部书记、种植养殖大户外出学

习金银花、温室蔬菜、羊肚菌、水产

养殖等种植养殖技术，理清产业发

展思路。截至目前，该镇发展金银

花1000余亩，温室蔬菜大棚98座，

水产养殖400多亩，羊肚菌40多亩，

蚂蚱养殖60余亩，特色产业优势日

益凸显。

郸城县汲水镇

特色产业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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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张莹莹

“我会全心全意照顾

父母，父母安享晚年，是我

最大的心愿。”11月 13日，

鹤壁市第一中学教师张鹏

昌说。

今年 44岁的张鹏昌，躬

耕教坛 19 载，桃李满天下。

他还是一名孝子，悉心照顾瘫

痪父母25年，积极践行着为人

儿、为人父、为人夫的传统美

德，用孝心、爱心传递着温暖人

心的正能量。

25年前，张鹏昌读高二。一

天，在矿上工作的父亲突然晕倒

在岗位上，虽然抢救及时，却落下

半身不遂失去了劳动能力。面对

家庭变故，张鹏昌没有气馁，边学

习边照顾生病的父亲。次年高考，

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河南师范大学

录取。

大学毕业那年，母亲又因脑出

血不省人事，落下生活不能自理的

后遗症。两位至亲双双躺倒，张鹏

昌选择回鹤壁，回到母校教书育

人，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父母。

在学校，张鹏昌勇挑重担，连

续 15年担任高中年级班主任，每

天课程满满当当。回到家，他为

两位老人翻身擦洗，按摩僵硬的

肌肉。平日里，他一有空闲就给

两位老人播放戏曲，让两位老人

开心。

良好的家风对孩子的影响潜

移默化，张鹏昌的孩子从小便学着

照顾爷爷奶奶。张鹏昌所带的

2016级 2班被评为河南省文明班

级，他本人先后被评为鹤壁市优秀

班主任、河南省骨干教师、河南省

教学标兵。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李霞 乔靖芬

11月 12日，初冬的阳光洒在孟州市

城区的一座小院，透过宽大明亮的落地窗

照进一间卧室，下班回家的高翠红正在一

勺一勺耐心地服侍卧床的94岁老母亲吃

午饭。

“人过了半百的年纪，每天还能有

‘妈’叫着，就是一种幸福！俺高兴还来不

及哩。”谈及照顾卧床 20年的老母亲，高

翠红笑着说。

今年 53岁的高翠红在兄妹 5人中排

行最小。17岁那年，高翠红的父亲不幸去

世，母亲坚强撑起一个家。2003年4月的

一天，时年74岁的母亲突发脑出血，留下

后遗症从此生活不能自理。起初，兄妹几

人轮流照看，后来也请过护工，母亲总是

不习惯。看着母亲总是闷闷不乐，高翠红

萌生了亲自照顾母亲的念头。

那年高翠红 33岁，作为孟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的骨干，事业也恰逢上升

期。她跟爱人商量后，就搬来哥嫂的家里

跟母亲一起住。每天凌晨5点起床，为母

亲洗脸擦身、梳洗换衣、倒屎倒尿……在

饮食上，高翠红一日三餐总是变着花样，

“我每天还特意加了一道水果餐，蜂蜜与

香蕉、苹果等水果搭配，打成糊状，预防

便秘干结。”

瘫痪在床的老人最怕的是生褥

疮。高翠红每天给母亲擦洗一次身

子，一周洗一次澡雷打不动。她还特

意买来大量的书籍学习按摩，边唠嗑

儿边帮母亲按摩。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走

进高翠红母亲的住处，房间干净整

齐，没有任何异味。高翠红不仅把

母亲照顾得妥妥当当，单位的事也

没落下一点儿。

高翠红做的点点滴滴被街坊

邻里看在眼里，夸她是个“难得

的好闺女”。2022年，她被评为

孟州市自然资源系统“学习之

星”。“有妈在，心里踏实幸福。”

面对大家的夸赞，她总是淡淡

一笑说，“只要有我在，我就要

照顾到底。”

11月14日，民权县绿洲街道吴庄村村民在草莓大棚里劳作。今年以来，该街
道采取“党支部+基地+农户”模式，引导群众发展果蔬产业，蹚出了推动乡村振兴
的新路子。 本报记者 赵博 通讯员 王平萍 摄

本报讯 （记者郭培远）11月 13

日，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为城乡社

区居民就近、便利获得基本医疗和卫生

健康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结合实际，

省卫健委制定了2023~2025年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12条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这些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

举措主要包括：县域内双向转诊，预约

号源向基层下沉；推进中高级职称医

师值守门诊，促进基层首诊和分级诊

疗；推进远程诊疗和医学检查检验结

果共享互认，减轻群众就医费用负担；

适当延长门诊服务时间，方便上班、上

学等人群在家门口就近获得基本医疗

服务；预防接种推行分时段预约，开放

周末接种门诊；深化 65岁及以上老

人、0~6岁儿童“一老一小”健康管理

服务；为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等

慢性病患者提供运动、饮食处方或建

议；全面实施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处方

服务，方便居民配药开药；深化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推进电子健康档案向签

约居民个人开放；提高中医药服务水

平，基本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中医馆全覆盖，鼓励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中医阁；先诊疗

后结算，推动村卫生室全部纳入当地

医保定点管理，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改

善就医服务环境，推行“一人一诊室”，

保护患者隐私，维护就医秩序。

本报讯 （记者戴晓涵）11 月 14

日，“垃圾分类‘郑’在行动”科普知识

系列讲座启动仪式暨郑州市金水区生

活垃圾分类志愿宣讲团成立仪式活动

在郑州师范学院举行。

活动现场，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

局副局长录军胜向郑州市金水区生活

垃圾分类志愿宣讲团团长韩阳及郑州

市金水区生活垃圾分类志愿宣讲团郑

州师范学院分部代表王丽娜授予团旗。

成立仪式上，韩阳以“低碳生活

新时尚 垃圾分类我能行”为主题进行

了志愿宣讲并表态发言。他表示，将

持续加强垃圾分类志愿宣讲团讲师

队伍的培养与建设，不断吸纳志愿讲

师，组建垃圾分类志愿专家团队，系

统开发垃圾分类培训课程体系，推动

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

度积极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
成亮 陈远志）“我养殖了 30头夏

南牛，年出栏小牛20头左右，收益

可达 20万元。”11月 9日，正在给

牛添喂饲料的泌阳县双庙街乡贾

庄村养牛大户郝申伟满脸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贾庄村大力鼓励支持村民、合

作社养殖夏南牛。目前，全村272

户农户和 9家合作社与恒都夏南

牛公司实现强强绑定，形成了夏南

牛全产业养殖链。2022年，全村

养殖夏南牛超过300头，经济效益

超150万元，养牛使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到21.6万元。

“我们种植艾草以及半枝莲、

夏枯草、白花蛇舌草等中草药，带

动本村 200余户村民种植中草药

实现就业增收。”黄山口乡安庄村

的康顺中药材公司负责人金娟

说。安庄村因地制宜，确定中药材

种植加工和养殖业为主导产业，以

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我今年种了 70多亩小麦，全

部是弱筋小麦，直接供应四川郎酒

集团，销路很好！一亩地能比普通

小麦多收500元！”高店镇瓦房村种

植大户杨之汉笑着说。瓦房村立

足本地优势资源，走出了一条产业

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的振兴之路。

近年来，泌阳县瞄准高效农

业，大力发展夏南牛、食用菌、中草

药、弱筋小麦等特色种植养殖产

业，在“新”字上做文章，在“特”字

上出效益，积极探索集体、村民各

方增收机制，特色种植养殖业焕发

出新活力，不但拓宽了农民增收渠

道，村级集体经济也不断壮大。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

宋祖恒 陆新宇）11月 9日，走进武

陟县三阳乡冢头村的红薯加工作

坊，几十名工人正在忙碌着制作粉

条，劳动的场面和晾晒红薯粉条的

场景，十分壮观。

“粉条是真是假，加工过程很重

要，中间不掺假，才能加工成纯真粉

条，泡煮都不会断。”该村党支部书

记常小刚说。

近年来，该村通过与科研院校

联姻，培育出了商薯19、洛薯13、西

瓜红等 10个优质红薯新品种。去

年，该村成立了焦作启润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以公司与农户的整合形

式，实行耕、种、收、加、售统一，同心

打市场、树品牌、守信誉，加工成的

纯真手工粉条成了香饽饽。

目前，该村种植优质红薯达

600多亩，收获的红薯一半出售，一

半用传统工艺做成手工粉条，不加

任何色素和添加剂，最高峰时每公

斤卖到40元，不仅畅销周边县、市，

还远销北京、上海、广州及海南等

地。懂粉条的人还专程到该村粉条

加工坊、晾晒架上现场订购。

“村里手工粉条出售不犯愁，已

有大客户签下订单。”常小刚说。

近年来，三阳乡大力实施“一村

一业”“一村一品”工程，采取公司+

农户的种植模式，建成集红薯育苗、

规模种植、产品深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特色产业体系，将村集体经济发

展与农户增收有效联结。

武陟县三阳乡

手工粉条不愁销

本报讯 11月 14日上午，从中原

农谷·2023国际未来农业食品百强大

会新闻发布会上传来消息，此次大会将

于11月22日至24日在新乡市举行。

此次大会紧密结合行业发展现

状，聚焦生物育种、种业创新链、合成

生物等多个细分行业主题，共研卡脖

子难题，互通行业资源，探索产业链合

作新模式，同时将发布20个非上市企

业价值榜单和《2023百强企业成长性

分析报告》。

“国际未来农业食品百强大会”在

全球融合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

生，其业务领域覆盖种业、畜牧业、水

产渔业、智能农机、食品饮料等多个板

块，聚合了8000余家产业企业、1000

余家投资机构，于 2019年、2020年、

2022年先后举办了三届。

“此次大会创造了三个‘首次’：一

是百强大会首次落地河南，二是百强

榜单发布首次落地河南，三是几百位

农业种业领袖企业家首次集聚河南。”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商务局局长程丽表

示，举办此次大会是提升中原农谷知

名度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接

下来的中原农谷产业发展、企业招引

奠定坚实基础。

（马丙宇 徐明琪）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尹硕
刘浩博）“今年10月，儿子和女友准备谈

婚论嫁，订婚时，我同亲家商量彩礼的事

儿。亲家说，啥彩礼？都是形式，只要他

们小两口过得幸福，比什么都好，我们看

中的是亲家一家的人品……’”11月 14

日，在邓州市举行的“推进移风易俗建设

和美乡村”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中，白牛镇

故事桥村村民刘展讲述了自己的开心事。

活动现场以移风易俗快板书、“倡

树婚嫁新风，抵制高额彩礼”和“十抵

制十提倡”倡议书、干群签名等形式

开展，各乡镇（街、区）领导和文明专

干及群众等240余人参加。

近年来，邓州市坚持推进移风易

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建设和美乡村，全面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创建全

国文明村镇 3个、河南省文明村镇 6

个，3人入选河南省“乡村光荣榜”。

本报讯 （通讯员薛建祥 胡新华
陈宁 记者尹小剑）初冬时节，位于信

阳市平桥区明港镇的明河公园呈现出

一派迷人的水乡风光。公园内的红枫

叶在此时达到了最佳观赏期。

11月 14日，沿着小径漫步，满眼

都是绚烂的红枫叶，如同燃烧的火焰，

将公园点缀得五彩斑斓。阳光透过枫

叶间的缝隙洒在地上，形成了美丽的

光影交错，仿佛置身于一幅水彩画中。

除了红枫叶，公园内的其他景致

也同样令人陶醉。明河水银波荡漾，

飞鸟不时轻点水面，为明河增添了几

分生动。

近年来，明港镇注重生态文明建

设，以绿荫城、以水润城，励精图治，举

全镇之力实施生态治理，绿化美化，倾

力建设明河公园。通过不懈努力，如

今的明河焕发活力，展现出生态新面

貌。

本报讯 11月 10日，走进林州市

振林街道胡家庄村郝家庄自然村的背

街小巷，压路机、挖掘机等机械有序作

业，有的在平整路基，有的在硬化路面，

车辆人员在胡同里来回穿梭，干部群众

干劲十足，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

“我家门口的巷子之前坑坑洼洼

的，下雨天容易积水，现在村里对路

面进行硬化，真是修到了我们心坎

里。”村民刘存启高兴地说。

“胡家庄村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对未硬化的背街小巷进行了

全面勘察，广泛征求周边村民的需求

和意见，多方筹资26万余元，共硬化背

街小巷3000余平方米。”胡家庄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郝富明说。

胡家庄村硬化背街小巷，让“烦心路”

变“顺心路”是振林街道“未巡先改”的一

个缩影。今年以来，振林街道坚持“同病”

共治、“已病”早治、“未病”先防，把影响民

生、群众出行的问题列为优先自查对象，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堵

点问题，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王都君侯宪丽）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毋
昆 马月明 靳清利）“现在来看病比以

前方便多了，村委大院既能办事又能

看病，越来越为老百姓着想了。”11月

13日，沁阳市崇义镇南山村村民陈学

礼高兴地说。

据了解，今年崇义镇先后将南山村、

赵儒村、小金陵村、南范村村委大院的空

闲房屋作为卫生室进行了重新装修改

造，让群众在村委大院享受便民办事服

务的同时也能进行健康咨询和治疗。

下一步，崇义镇将与镇卫生院充

分结合，加强卫生室管理奖惩，调动村

医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指导、培训等

方式，提升村医的医疗能力和管理能

力，从而进一步提升村卫生室服务能

力，实现“小病不用出村、大病及时施

救”的目标，全方位提升群众幸福感。

“父母安享晚年，
是我最大的心愿”
张鹏昌伺候瘫痪父母25年感染身边人

“有妈在，心里踏实幸福”
高翠红照料卧床母亲20年被赞“难得的好闺女”

延长门诊时间 先诊疗后结算
省卫健委发布便民惠民服务12条

金水区生活垃圾分类志愿宣讲团成立

国际未来农业食品百强大会22日举行

邓州市 移风易俗“移”出新风尚

平桥区 生态治理增添好“枫”景

林州市振林街道

背街小巷硬化 出行顺畅了

沁阳市崇义镇

村里设卫生室 瞧病方便了
11月 14日，

清丰县大屯乡东
纪庄村山药种植
基地，农民正在采
收铁棍山药。近
年来，清丰县不断
优化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
山药种植，带动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
世冰 纪全举 摄

泌阳县

“新”字做文章“特”字出效益

产业有特色产业有特色产业有特色产业有特色 增收有门路增收有门路增收有门路增收有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