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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 （记者杨青 通讯员侯雨萌 沈春梅）12月

15日，随着我省道路救助基金向山东省聊城市脑科医

院成功支付两笔救助基金垫付款项，标志着我省道路

救助基金跨省垫付通道正式打通，将道路救助基金这

条为生命急救的“绿色通道”由省内延长至省外。

11月17日晚上11时许，台前县新南环路附近，杜

某驾驶电动三轮车带着妻子李某回家时与一辆小型轿

车相撞，夫妻两人受伤严重。事故发生后，杜某夫妻二

人被紧急送往台前县人民医院抢救，后因伤情过重，次

日凌晨转院至距离较近的山东省聊城市脑科医院进行

抢救。经医院检查，夫妻二人因颅脑重伤、全身多发骨

折等伤情，预计抢救费用超过20万元。

台前县交警大队事故科民警了解到两名伤者病

情危急，符合河南省道路救助基金第一种垫付情形，

即“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于是向伤者家属

告知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救助政策。

与之前道路救助基金所有垫付情形不同的是，杜

某夫妻二人均在省外医院救治，不在河南省范围内，

我省还未有过向省外医疗机构垫付救助基金的先例。

濮阳市道路救助基金立刻启动重大案件响应机

制，与之前从未对接过的外省医院建立联系，向院方

各涉及科室和人员充分介绍我省道路救助基金各项

政策条文，深入交流、答疑解惑，为后续正式向省外医

疗机构垫付救助基金提前铺设好道路。

11月 24日，台前县交警部门向中原农险台前县

道路救助基金服务网点和聊城市脑科医院发出垫付

通知书。

收到垫付通知书后，濮阳市及台前县道路救助基

金服务网点的工作人员立刻赶赴聊城开展案件现场

跟踪，并对伤者家属进行慰问。

办理过程中，道路救助基金服务网点工作人员与

院方医务处、重症医学科等处室面谈，详细讲解河南

省道路救助基金办理流程以及各项申请材料的填写

规范，为救助伤者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有前期良好

的沟通作为铺垫，聊城市脑科医院表示，将全力支持

河南省道路救助基金政策落实，实行挂账救治，积极

配合提供所需材料。

经过多日抢救，杜某和李某终于脱离了生命危

险，先后于12月2日、12月4日转出重症监护室。12月4日，台前县道路救

助基金服务网点工作人员协助家属及院方收集整理申请材料。中原农险

道路救助基金服务中心在受理当天7小时内完成案件审核，并成功向聊城

市脑科医院垫付杜某夫妻二人的抢救款项共计18.69万元。

12月22日，记者了解到，两位伤者正在康复中。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永安

“您品尝一下，这是我们村与南京

同仁堂品牌合作生产的原浆桑葚酒。”

12月 23日，鲁山县四棵树乡张沟村党

支部书记许建军向游客推介村里开发

的新产品。

在驻村帮扶单位河南城建学院的

帮扶下，张沟村建成100多亩的果桑产

业园，购买了一套制茶设备。除了一部

分桑葚让游客自助采摘外，该村将桑

叶、桑葚加工成桑叶茶、桑葚干，并依托

本乡的“德秀牌”野生葡萄酒厂设备生

产桑葚酒。

许建军介绍，张沟村的蚕桑产业已

初显成效，去年村里销售了30余万元的

桑葚鲜果和桑叶茶等产品。今年村里

桑葚产量达到 1.5万公斤，生产桑叶茶

4000公斤、桑葚原汁酒9000瓶，正在通

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售。此外，还在研制

桑叶面、桑葚醋等新产品。

在张沟村的一化柞蚕丝绸馆，各种

手工丝绸制品看上去十分轻盈精美。

2017年，该村申报的“鲁山一化柞蚕丝

绸”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

证。“我们村引进了河南伟富实业有限公

司的织女村项目，建成3000余亩的柞蚕

养殖基地和800平方米的丝绸展览馆，

打造集高端定制、生态采摘、休闲体验、

丝绸文化研学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常

年带动100余人务工。”许建军说。

鲁山县是“中国柞蚕之都”“河南省

丝绸文化之乡”，目前可用来养蚕的柞

坡有38.6万亩，柞蚕常年放养面积8万

亩，柞蚕卵放养量1000公斤，桑园种植

面积有500亩、养桑蚕600张。同时，该

县还有10万余人常年在20多个省份从

事丝绵家纺加工业，创立了河南仙女织

工贸有限公司、河南伟富实业有限公司

等龙头企业，年加工原料茧壳3500吨，

生产柞丝绵2800吨，销售柞丝绵被140

万床，蚕丝销售收入约15亿元。该县通

过做大做强蚕桑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

开辟了新“丝路”。

张沟村是平顶山市第一家“农家

乐”的诞生地，在蚕桑产业的带动影响

下，目前该村“农家乐”已发展到42家。

为稳定保持“农家乐”的经营效益，推进

乡村旅游业蓬勃发展，张沟村还新建了

玻璃滑道、网红桥，配齐吃、住、行、游、

购、娱等旅游六要素，努力将村庄打造

成“网红打卡地”。

许建军说，通过增加果桑产业园、一

化柞蚕丝绸馆等新的旅游元素，张沟村

始终保持着乡村旅游的生机和活力。每

逢周末等节假日，一些游客专程到这里

玩玻璃滑道、网红桥，观赏从煮茧缫丝、

打纬刷经到手工缝制的全套丝绸制作工

艺，上蚕坡看彩色柞蚕，到果园采摘桑

葚，到“农家乐”品尝乡村美食，体验天然

氧吧民宿，离开时还会带上点桑叶茶、桑

葚酒、蚕丝被等特色产品。

“我们村的‘农家乐’多年来经久不

衰，生意好的户有时光酱焖鸡一天就能

卖100多份。全村年均接待游客10万

余人，户均收入20万元左右，这都托了

蚕桑丝等多元化多业态特色经营的

福。”许建军高兴地说。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廖涛
李鑫 张青松）12月 25日，在南召县板

山坪镇樊楼村，村党支部书记卢俊延

穿梭在各香菇大棚间，指导着工人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富硒香菇采摘和越冬

管理工作。

在南召县板山坪镇，十里八村的

人见到卢俊延，都会亲切地叫他“香菇

书记”。这源于他善抓香菇产业，组织

发动群众大规模标准化种植香菇，牵

头成立香菇合作社，与省科研机构合

作开发“富硒香菇”，“富硒香菇”获得

国家认证，广大山区群众从中受益。

朱爱林是樊楼村村民，这些天她

都在菌旺合作社种植基地采摘、分拣

香菇，不仅月务工收入可观，而且能照

顾到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我们这里种

植的富硒香菇，富含微量元素硒，营养

价值高、口感好，供不应求。我每天务

工收入100多元，一个月能挣3000多

元。”朱爱林高兴地说。

樊楼村属深山村，柞木资源丰富，家

家种植香菇。然而由于种植技术落后，

制棒、消杀、灭菌等环节费时长、效率低，

再加上日常管理不到位，农户种植香菇

坏袋率在20%~30%之间。

在板山坪镇党委政府牵线搭桥下，

河南省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研究所富硒香菇课题组深入樊楼村实地

调研，最终签订科研合作协议。2020年

3月，菌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河南

省农科院达成了科研合作意向，依托樊

楼村食用菌标准化种植基地开展富硒香

菇课题研究，开展“富硒香菇”项目技术

研发，目前种植富硒袋料香菇20万棒，

年产富硒香菇（鲜菇）40万斤。2022年

樊楼村村集体收入25.5万元，仅香菇产

业 就 收 入 16.5 万 元 ，占 总 收 入 的

64.7%。依靠种植富硒香菇，樊楼村实

现了以产业富民、产业强村的目的。

河南省农科院农产品质量安全研

究所富硒农产品团队负责人王铁良介

绍，富硒香菇采用生物营养强化技术，

以香菇为载体，把硒营养强化剂通过菌

丝转化变为人体吸收利用的有机硒，不

仅提高了香菇的口感、食用功效和营养

价值，而且与普通香菇相比，鲜香菇一

斤售价可达普通香菇的2至4倍。

据介绍，南召拥有 122万亩柞坡，

每年柞坡轮伐修剪的柞树枝条可产出

10万吨木屑，林业修枝抚育可生产近

15万吨木屑。香菇生产原料多以柞木

为主，柞木由于生长速度慢，质地细密，

各类营养成分积累高，是香菇生产最佳

的原料。截至目前，南召县14个乡镇、

162个行政村种植袋料香菇，年种植规

模6300万袋，培育香菇生产专业乡镇3

个、专业村33个、专业合作社52家，建

成规模15万袋以上的种植基地25个，

年产香菇（鲜香菇）6.1万吨。

本报讯 （记者李燕 实习生陈炫
羽 通讯员张增峰 宁津瑜）“在外地一

说到民权，就会想到‘中国文哲大师

庄子故里’‘中国画虎第一村’王公

庄、中州四大名寺之一的‘千年古刹

白云禅寺’、葡萄酒和贡麻花……”

12月 25日，河南民权郑州商会副会

长王万杰动情地说。

“画老虎能挣钱！”放在以前，这

谁敢想？从一个人的画虎传承，到现

在每个村民都开始临摹绘画，由荷锄

弄镰的农民一转身嬗变为手握画笔

的画家，现如今，北关镇王公庄全村

1300余人中，有 900多人从事绘画

及相关产业。

“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就是传承

中华民族文化，就是要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路。”民权县文广旅局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民权县依托县域资源优

势，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

进文旅商体深度融合，着力推动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眼下，在民权县，林七乡充分深

挖葵丘会盟文化、文子文化，着力打

造农文旅融合的蒹葭湾景区；人和

镇内西村缝红布、穿骨架、烫印花、

粘金饰、安穗子……大红灯笼照亮

农民新生活；胡集乡非遗传承百年

张家纯粮酿醋，沿袭古法酿造，将传

承与创新合二为一……这些初具规

模的特色文化产业逐渐成为乡村振

兴的“助推器”。

民权县

发展文化产业
带动农民增收

本报讯“近期，我们更加注重产

品科技含量，希望能进一步带动全县

高分子复合材料产业链发展，打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12月 25日，桐柏县

工商联副主席、信鸿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胡守忠说。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构建创新

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的民营

经济发展良好生态，桐柏县委统战

部、县工商联先后举办民营经济人

士素质能力提升、青蓝接力系列活

动，推动成立桐柏县企业家协会、企

业家联谊会，开展“民营企业家访

谈”，高标准打造民营经济“两个健

康”实践创新中心，激活发展动能。

同时，有效创新暖企惠企服务模式，

专班护航、分包调研，集聚在外商会

资源优势，助力招引项目投资额超

30亿元。 （李湘圆）

桐柏县

发挥统战优势
助力民企发展

本报讯 12月 22日，《关于加快

洛阳特色餐饮传承与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

意见明确，2023年年底前，推出

标志性菜品20道，开展特色餐饮促消

费活动20场以上，全市餐饮业营业额

突破300亿元，持续营造洛阳特色餐

饮传承创新发展浓厚氛围；力争到

2025年，推出标志性菜品100道，培育

知名品牌企业20家，全市餐饮业营业

额达到400亿元，初步建立洛阳特色

餐饮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到2035年，

洛阳特色餐饮消费体系更加完善，

“洛阳味道”知名度、美誉度和产业核

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全面提升。

为实现上述目标，意见围绕传

承创新行动、标准规范行动、品牌培

育行动等方面提出建设数字档案、研

发特色菜品、创新发展模式、标准规

范引领、打造知名菜品、培育名店名

厨、加强人才培训、开展技能大赛、建

设食材基地、壮大预制菜产业、打造

特色美食街区、开展美食促消费活

动、打造美食旅游IP、常态化宣传推

广、强化质量监管、加强品牌保护等

十六条举措。 （许金安 李现森）

洛阳市

十六条举措支持特色餐饮业发展

本报讯 入冬以来，邓州市陶营

镇强化党建引领，干群齐心化身乡村

“美容师”，扎实推进生态宜居与人

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卫生

整洁、规范有序、生态文明的和美乡

村，争创“生态宜居星”。

陶营镇广泛动员党员、干部、群

众共同参与，采取拉网式、全覆盖、人

力机械齐上阵的方式，对全域进行

“地毯式”清理，不留死角、不留盲点，

仅 12月上半月就出动劳力 1200人

次、大型机械200余台次。

此外，陶营镇还结合实际情况，

高效利用闲置资源，通过盘活一块块

闲置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小游园

和休闲广场，不仅提升了乡村颜值，

还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截至目

前，全镇已完成王良村、单营村、上岗

村等 17处闲置地改造，建成休闲广

场 2个、小游园 3个，并配备了健身

器材、篮球架和乒乓球台。

（陈卓 陈居峰）

邓州市陶营镇

干群齐心
争当乡村“美容师”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蒋晗
娄晓榕）12月25日，记者从漯河市西城

区获悉，该区认真践行“深、实、细、准、

效”五字诀，坚持“调”“研”结合，精准施

策、打通堵点，以高质量调查研究推动

实体工作开展。

找准出发点。区党工委领导班子

坚持“开门办公、上门服务、出门调研”，

深入开展“走基层、找问题、办实事、促

发展”活动，围绕百亿级城市提升项目、

“五型经济”、基层治理等工作重点，科

学谋定调研课题22个，通过下沉一线、

角色互换，采取召开座谈会、“四不两

直”、随机走访等方式，直奔田间地头、

项目现场等生产一线访谈500余人次，

面对面咨询群众，寻找解决办法，11项

“保交楼”、4185套住房交付率 100%，

513件信访案件化解率 100%，28个项

目投产达效、新增税收近亿元。

把准切入点。聚焦“城市经济核心

区、城市建设新名片”建设，依托“双联

双包”“万人助万企”等分包联系制度，

以“大走访、大服务、大解题”为切入点，

县乡两级党员干部“一对一”分包企业，

点对点帮助企业解决手续审批等各类

问题 300余个、为企业解决贷款 7.6亿

元，高级中学等 12个惠民利企重点项

目全力推进，干细胞研究实验室等科技

型企业意向签约，“三个一批”项目签约

开工率、开工投产率均达100%，主题教

育成效实实在在转化成为推动发展成

果。

瞄准落脚点。围绕“一老一小一青

壮”，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在农村

深入开展乡村塑形、美丽家园、收入倍增

三大行动，在社区实行“双核双轨”村改

居治理模式，并依托基层党群服务阵地，

个性化配套养老托幼、共享食堂、智慧医

疗等多元服务，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

升。聚焦解决就业、医疗等民生领域急

难愁盼问题，实行每月一调度一公示、挂

牌督办制，累计开展“送岗位送政策”服

务18场，扶持500余人自主创业，带动

1280人实现就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300余次、解决群众实际困难130余件。

本报讯 12月 24日，“河南思客

作家文丛”第二辑，“文学的视阈——

《涛自大海生》首发式暨河南思客第

九届年会”在郑州中原图书大厦举

行。来自省内60多名作家、学者就作

家如何拓宽文学视阈，提高作品站

位，提升文化素养展开深入研讨。

河南大学出版社杨光辉在致辞

中表示，《河南思客》以文弘业，以文

培元，成为我省有一定影响力的文

学平台和文化品牌，是一支特色鲜

明的中原文学豫军。

作为我省文学爱好者的创作、

分享平台，《河南思客》用文学的力

量为读者营造健康向上的生存氛

围，用立体的视阈拓展读者的人生

视野，用广阔的叙事赋能提升中原

文化影响力。该文学品牌成立九

年，以“两创”精神引导签约作家、作

者，用恢弘的叙事场面描写时代之

变、讴歌祖国之美，构建文学爱好者

成长成才的洼地，为中原更加出彩

谱写新时代之歌。

（李保平）

“河南思客作家文丛”第二辑

《涛自大海生》首发式在郑州举行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乡市平原

示范区原武镇深耕精神文明建设，

将文明创建工作融入中心工作，助

力乡村振兴，建设幸福美丽家园。

该镇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党员带头真抓实干，把文明创

建与中心工作有机结合，通过文明

创建为群众带来更多幸福感。加强

志愿服务站点建设和管理，培育志

愿服务队伍，定期组织开展理论宣

讲、爱国卫生、普法下乡等志愿活

动，发动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强化

宣传引导，利用专题会、微信号等，

持续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

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据了解，原武镇目前已成功创建

市级文明村 7 个、区级文明村 10

个。下一步，原武镇将继续践行“二

马”机制，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绘

就乡村振兴新篇章。

（陈玉 李明娟）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原武镇

文明创建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
红 郭晓娜）“请大家听我的口令，一二上

步，三四撤步，五六七八，踮脚，双手抱花

放在左肩，后转一圈……”

12月23日，在禹州市方岗镇文化广

场，40余名农村文艺骨干正跟随着市舞

蹈家协会3位老师示范的《永远跟党走》

节奏，学跳现代舞。

这是方岗镇与禹州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融媒体

中心联合举办的一场“艺心联基层”农村

文艺骨干理论实践培训，也是该镇培育

文艺“头雁”的系列活动之一。

近年来，方岗镇突出抓好农村文艺

骨干这些“头雁”的重点培养，以“头雁”

带飞文艺“雁阵”，极大地促进了广场

舞、健身操以及舞狮、龙灯、竹马、旱船、

腰鼓、铜器等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

该镇文化站通过对各村调查发

现，方东、方北、昌王等一些群众性文

化活动繁荣的村，都有一个到几个文

艺爱好者在组织、动员和推广。而群

众性文化活动的推广和开展，也特别

需要这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领导，

文艺“头雁”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于是，该镇文化站多次聘请群众

文艺专家前来现场授课，为各村培养

音乐、舞蹈、戏曲、小品、器乐等文艺骨

干，实现了村村都有文化“头雁”。这些

文艺骨干充分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动员

全镇 24个村分别成立了广场舞队、腰

鼓队等各具特色的文艺团队，积极开展

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此外，该镇文化站还积极鼓励文艺

“头雁”每周日开展“快乐星期天”系列

文化活动，用健康向上的正能量占领农

村文化阵地。方东村广场舞爱好者张

晓红，十几年来不断坚持和创新广场

舞，带动全村上百名爱好者加入，并且

连年在全市“舞动禹州”广场舞大赛上

夺得一等奖，成为方岗镇群众文化的一

张名片。

﹃
绿
色
通
道
﹄
延
长
至
省
外

河
南
省
道
路
救
助
基
金
实
现
跨
省
救
助

12月25日，沈丘县付井镇王营村“巧媳妇工程示范基地”，留守妇女在车间里忙
着加工订单服装。近年来，沈丘县妇联不断探索推进“巧媳妇工程”，兴办“巧媳妇”来
料项目加工点，搭建就业平台，使农村留守妇女就近灵活就业，增收致富。谢辛凌 摄

12月25日，夏邑县韩道口镇韩庄村村民在加工手工艺品。临近元旦，韩庄村手工艺品店铺生意红火，多种吉祥手工艺品畅销市场。苗育才 摄

一只蚕吐出乡村振兴新“丝路”

禹州市方岗镇 文艺“头雁”带火群众文化

漯河市西城区“调”“研”结合深化主题教育成果转化

南召县 富硒香菇拓宽富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