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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
柳 马占奎）“我们姐妹俩都在大学找

到了勤工助学岗位。”“我参加了研究

生考试，笔试刚考完，感觉不错！”1月

3日，鲁山县关工委执行主任邢春瑜陆

续收到帮扶孩子的喜报。

考上大学的姐妹两个上小学时

父亲不幸去世，母亲患病走失，两人

跟随奶奶生活，当年都曾面临辍学境

地。鲁山县关工委得知情况后，立即

把她俩送进爱心人士的留守儿童之

家，并安排她们在县城小学就读，还

为姐妹俩分别找到一位有稳定工作

的“爱心妈妈”，使其学习生活无后顾

之忧。最终，姐姐被河南中医药大学

录取，妹妹被西南交通大学录取。

被湖南大学录取的赵村镇学生

徐某，父亲早逝，他和上初中的弟弟、

上小学的妹妹只能靠母亲在村里公益

岗位的收入维持生活。鲁山县关工委

得知情况后，联系了郑州爱心人士对

其进行资助，除住宿费、书费外，每月

还通过微信为其转1000元生活费，同

时资助徐某的弟弟每月500元。

自2013年起，鲁山县关工委发动

政府部门及爱心人士对失依儿童进行

结对帮扶，迄今共帮扶失依儿童 332

名，资助款物达 280余万元。已有 98

名失依儿童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

段学业，28人考入高等院校。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申东 程晓霞

“桑叶是个宝，霜打的桑叶是神仙

草！”因霜降后天气寒冷，桑叶叶片厚

实，药用价值更高。眼下，在淅川县寺

湾镇高湾村的桑叶加工厂内，农户们正

忙着将一片片霜桑叶加工、烘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凭借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寺湾镇

几乎家家栽桑、户户养蚕，当地百姓建

房的“第一桶金”大都来自种桑养蚕，全

镇桑树种植面积高达 2.8 万亩，湖桑树

“挤河滩、占四边、入庭院、上荒山”，万

亩桑田一望无际。

但随着国际市场蚕茧价格连年走

低，寺湾的蚕桑产业也不复往日荣光。

“辛辛苦苦一整年，收入还不够成本。”

村民们开始挖桑砍树、外出打工，桑树

种植面积锐减，时任寺湾镇桑蚕站技术

员的王志峰焦急又无奈。

转机出现在2018年，随着中医健康

和中药材市场的持续火热，药食同源的

桑产业再度进入寺湾人的视野。

“桑叶、桑枝、桑果都可入药，还能

做成桑叶茶、桑叶菜等养生食品，再加

上寺湾镇的气候十分适宜桑树生长，群

众都有种桑养蚕的经验！”这让寺湾镇

党委书记何丽看到重拾“中原桑蚕第一

镇”品牌、让一棵树撑起寺湾生态转型

大发展的希望。

“以打造特色优质产品为方向，

积极拓展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渠道，

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

连 接 ，形 成‘ 企 业 +农 户 ’利 益 共 同

体，规划三年内在全镇带动发展 1.5

万亩的湖桑产业，将寺湾的生态优势

转化为品牌优势、经济优势。”何丽信

心满满。

与此同时，随着乡村振兴号角的全

面吹响，淅川县以“五星”支部创建为统

领，结合产业发展、文明宜居、社会治理

“红旗”争创，创新推行“星旗同创”，提

出“争旗一面重奖百万”的激励机制，全

面激发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干

事创业的澎湃热情，寺湾镇也迎来了

“弯道超车”的好时机。自2018年至今，

寺湾镇持续从浙江桐乡购苗，奋力恢复

万亩桑树种植基地。

“我们出台桑产业扶持政策，由政

府统一购苗、群众缴纳桑苗款，验收合

格后再将购苗款以奖代补返还给村

民。同时，通过设置保底收购价、开展

产业标准化技术培训、培育龙头合作社

等方式不断扶强壮大桑产业。”寺湾镇

二级主任科员高宏杰说。

“只管种好树、摘好叶，收购商直接

到家门口，称重结现钱！”孙家铺村村民

周金虎笑着说，“一亩可产4000斤湿桑

叶，一斤能卖8毛左右，一年轻松收入两

万多元。”

目前，寺湾镇湖桑产业规模达6000

余亩，产值1800余万元，拥有10余家中

药材收购、加工点，带动900余户群众就

业，户均增收2万余元。

与此同时，桑尖菜、桑叶茶、桑果酒

等农副产品也陆续上市，一批文旅农融

合发展的致富产业正不断拓展着群众

的增收渠道。

在上街村，乡亲们把桑叶研磨成

粉，掺上面粉轧成绿色桑叶面。“上个月

刚加工出来的 20吨桑叶面，还没包装

好，就在朋友圈上被外地客商包圆儿

了。”村民张平平欣喜地说。

大华山村 2023年不仅成功举办了

第一届果桑采摘节，还把桑葚酿成美

酒，远销省内外……采摘节当天，丹江

两岸宾朋都慕名赶到大华山村，村党支

部书记胡足坤忙得没顾上吃午饭，高兴

地说：“乡亲真是尝到甜头啦。”

为乡村振兴种好“一棵树”
淅川县寺湾镇重塑“中原桑蚕第一镇”

□本报记者 张莹 通讯员 马凌珂

棚外天寒地冻，棚内春意浓浓。1

月 5日，周口市太康县常营镇黄集村的

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工人们正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将一棵棵小小的西瓜苗嫁

接到南瓜砧木上，经过生芽成活生长，

即将销往各地西瓜产区。

温室大棚里，一个挨一个的苗床

上，用于嫁接的密密麻麻的西瓜接穗苗

长出了两片稚嫩的叶子，工人正在将这

些西瓜苗拔掉、清洗，这是用于嫁接的

第一道工序。

另一个温室大棚大面积种植南瓜

苗，也叫南瓜砧木，专门进行西瓜苗嫁

接。只见八九个工人正在将砧木南瓜

苗上两个叶片修剪，掐掉南瓜苗顶心，

用嫁接专用针在南瓜苗顶部斜扎个眼，

紧接着工人熟练地用刀片在接穗西瓜

苗颈部斜切，将西瓜苗接穗精准地插到

南瓜砧木上，两个截面紧密贴合。

“嫁接完一盘苗一定要把工具蘸消

毒水消毒，包括手部也要消毒。”河南省

科技特派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副研究员尚建立在一旁给正在

嫁接的工人提醒。

西瓜重茬种植会导致西瓜枯萎病

等病害，严重时导致西瓜绝收。“西瓜苗

嫁接后能起到换根的作用，避免了重茬

种植发生的枯萎病病害等，植株的整体

抗病性和产量都会提高，同时西瓜耐储

运性、耐裂果性等增强，使商品性提

高。”尚建立说。

尚建立拔出一棵南瓜苗，说：“南瓜

苗根系很发达，采用嫁接苗种植的西瓜

产量更高。”

嫁接后的西瓜苗用白色的塑料薄

膜盖上。“在嫁接后7~10天是成活的关

键，10天后揭膜，在自然光照条件下生

长，伤口愈合，接穗苗长出新叶片就算

嫁接成功了。”尚建立说，“最后的工序

是去除南瓜砧木新长的叶片、挑出死

苗、补齐空缺即可。”

1月至5月，正是西瓜育苗季节。太

康县种植的西瓜90%以上使用嫁接苗，

温室大棚里培育的中果型西瓜美都和

小果型西瓜2K品种嫁接苗，最早的将在

春节前后定植到大棚。

西瓜苗床上的灯泡，吸引了记者的

注意，灯泡每隔一米就有一个，离苗床

半米高。“前段下雪天，苗温度低，用电

灯泡来补光、增温。”银悦种植家庭农

场、育苗基地负责人黄银辉说。

育苗最怕遭遇极端天气。“嫁接苗

的成活率与光照温度有直接关系，育苗

棚顶有补光灯照射加温，只要没有太阳

就要补光。去年12月，正育苗时遭遇大

雪低温天气，棚内增加了电暖气等大型

加温设施，大棚外还盖上了棉被，保证

了低温嫁接育苗正常进行。”黄银辉说。

“育苗场第一批苗是在大雪前嫁接

的，成活没问题，仅是生长受到了一点

影响，表现在叶片发育不良，但是整体

情况很好，目前天气转好，生长很快会

跟上，也没有病害等问题。目前嫁接的

第二批苗的质量会更好！”尚建立说。

黄银辉的育苗基地共建有 20多个

大棚，占地十多亩，累计年育苗量接近

1000万株，在太康县是比较大的西瓜育

苗场。

“近期天气一好，嫁接苗就会迅速

长起来，首批嫁接苗已经达到商品苗标

准了，后期还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增

温补光。”尚建立说。

科技为小瓜苗插上翅膀。黄银辉告

诉记者：“目前西瓜嫁接苗供不应求，订单

不断，再有一个礼拜，首批20多万株订单

种植的嫁接苗，即将运往附近的扶沟县、

通许县等地，春节前后移栽大棚种植。今

年预计将生产嫁接苗200多万株！”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1 月 4

日，记者从南阳市教育局获悉，南

阳市教育局中小学校外违规学科

培训“随手拍”投诉举报小程序正

式上线，这标志着南阳市为校外违

规学科培训戴上了“紧箍咒”。

为进一步巩固“双减”工作成

果，持续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南

阳市教育局开发了中小学校外违

规学科培训“随手拍”投诉举报小

程序，当大家发现身边违规学科类

培训问题时，可随时进入南阳市中

小学校外违规学科培训“随手拍”

小程序反映，举报中小学校外学科

类违规培训行为。除此之外，也可

通过监督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及

时向违规培训发生地的主管部门

投诉反映。

据了解，此平台仅接受面向中

小学生的违规学科培训（违规竞

赛）行为的投诉举报，涉及面向中

小学生的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投诉，可向培

训机构所在地县一级文广旅、体

育、科技部门反映，涉及其他类培

训（托管、教育咨询、成人培训、职

业技能培训）机构的投诉，请按照

“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和

属地管理原则，向培训机构所在地

的县一级审批部门投诉。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彭良凯）1月 3日，信阳市平桥区“台

胞台属之家”揭牌仪式在五里店街道郝

堂村举行，这也是全省首家村级“台胞

台属之家”。

“台胞台属之家”将依托郝堂村全

国首批“美丽乡村”这个品牌，通过创新

服务载体、丰富活动内容、强化联络联

谊，把其打造成广大台胞台属的爱国之

家、温暖之家、友谊之家、奋斗之家，搭

建起对台互联互通、情感交融的桥梁。

本报讯（记者杨青）1月5日，中国

邮政发行《甲辰年》特种邮票一套两枚，

这是自1980年我国推出生肖邮票以来

发行的第 45套生肖邮票，也是第四轮

的“龙票”。当天上午，由河南省邮政分

公司、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联合

主办的“天龙行健，舞动中原”《甲辰年》

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在郑州园博园举行。

在十二生肖中，龙是神兽，象征尊

贵和力量，在民间寓意吉祥好运。此

次发行的《甲辰年》特种邮票一套两

枚，面值2.40元。第一图名为“天龙行

健”，展现了一条昂首奋发的金龙，其

形象和姿态源自故宫九龙壁，灵动宛转

而不失敦厚威严。第二图名为“辰龙献

瑞”，图案源于中国传统吉祥纹样“祥龙

拱璧”，画面整体与邮票外形构成“天圆

地方”的格局，和谐而庄重。邮票设计

汲取了中国历代经典龙形象中的文化

基因，结合生肖文化特征和邮票艺术特

点，诠释出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时期的

龙形象。

本报讯“尽管现在网上交流快

捷方便，我觉得用书信交流更能拉近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感谢老师让

我们参与了这次有意义的活动，不仅

让我学会了怎么写信，也让我交到了

远方的朋友。”1月 5日，汤阴县支村

学校四年级学生冯丽媛在打开笔友

来信时高兴地说。

为锻炼孩子的实践能力，达到知

行合一的教学目标，汤阴县支村学校

开展了“笔墨抒心，书信寄情手拉手”

活动，四年级学生与湖南省邵阳市双

清区渡头桥镇江口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结对写信，一封封诚意满满的信架起

两地学生的友谊之桥，开启了一场美

妙的书信之旅。

根据活动安排，两个学校的学生

随机分配相应的笔友，同学们奋笔疾

书，以书信为媒，用笔锋涂上情感的

颜料，用字眼绘出内心的风景，他们

向远方的朋友介绍自己家乡的风景

和特产，讲述自己的学校和爱好，好

像朋友就在眼前一样，娓娓道来。

“非常开心，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写

信的魅力。”“他们写了他们家乡很多

好玩的地方，很多好吃的东西，我特别

想去他们家乡体验一下。”收到对方的

回信后，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全面了

解学习书信的基本格式、写作技巧、沟

通方式，锻炼了孩子的语言组织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及写作的耐心，也提升

了孩子沟通交流的能力，为孩子健康

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汤阴县支

村学校校长范玉敏说。

（王都君）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史保堂）

“您好，我们是经济普查员，正在开展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现场登记，请您出示

下营业执照。”近日，商丘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高铁东站地区经济普查工作人

员正在开展“五经普”入户普查。

据了解，为扎实做好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工作，全面了解辖区经济发展情

况，示范区高铁东站地区及早动员部

署，组建普查“两员”队伍；加强广泛宣

传，营造普查氛围；统筹协调推进，确保

普查全覆盖，把握时间节点，强化责任

意识，扎实推进“五经普”工作，确保高

质量高标准完成经济普查任务。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
华 尤运兵）“舞动快乐，舞出健康，

我们与音乐共舞，点亮生活的每一

个角落……”1月 5日傍晚，在正阳

县永兴镇赵庙村的新时代文化广

场上，一场充满活力的舞蹈表演吸

引了大批村民驻足观赏。这是永

兴镇大力推进村级文化广场建设

成果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永兴镇以“文化育人，

文化塑村”的理念为指引，将村级

文化广场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文化

振兴、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

要抓手。全镇 13个村都建设了集

宣传、娱乐、休闲、健身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农村文化广场。这

些广场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更为

乡村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广场便成为

村民们休闲娱乐的热门场所。该镇

文化站负责人表示：“广场最热闹的

就是村民们自发组织的各种文体活

动，如K歌比赛、广场舞表演、戏曲演

出、篮球比赛和乒乓球比赛等。每次

活动都吸引了周边村民前来观看、助

威，场面热闹非凡，十分壮观。”

“过去没有地方玩，生活很单

调。自从村里建起了广场，吃完晚

饭就想带孩子去玩。广场里人多

热闹，有唱歌的、跳舞的、直播的、

卖杂货的，就像天天在赶集一样，

让生活一下子充满了欢乐。”68岁

的吴以荣说起广场带来的快乐生

活，一脸的兴奋。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村级

文化广场的建设，不仅提升了村民

的生活品质和文明素质，丰富了他

们的文化生活，还美化了村容村

貌，改善了人居环境，成为美丽乡

村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本报讯“非常感谢你们帮我追

回资金，让我的辛苦钱失而复得。”

1月2日，客户董先生赶到滑县农商

银行利民支行，将写有“失而复得

暖人心 品德高尚心灵美”的锦旗送

给利民支行综合柜员申亚菲，由衷

感谢她专业高效的服务。

原来，2023 年 12 月 26 日上

午，董先生匆匆来到利民支行打印

银行卡流水，称其误点了骗子发来

的链接，随后手机被对方控制，并

于凌晨修改了支付密码，导致银行

卡里的钱不翼而飞。

通过查看董先生银行卡流水

及微信交易情况，申亚菲发现，该

笔资金是从银行卡转到微信零钱

后又充值了游戏，对方账户为宁

波市某游戏公司。通过查询该公

司名下游戏，最后锁定了一款具

有充值功能的游戏。申亚菲在网

上查询到该公司联系方式后，主

动与对方联系。该公司表示这两

天连续接到此类报案，且当天确

实有大额异常充值快进快出的情

况，资金尚在平台还未到公司账

户。当天下午，该公司将这笔资

金进行了拦截，并将董先生的 1.1

万元退还。 （史如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马泓磊）1月 3日，平顶山市湛河区

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爱采

购”平台成功上架百度首页。该平

台由平顶山锐之旗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运营，现年35岁的总经理贾耀

虎以数字技术激发传统产业活力，

2023年 6月份以来，已帮助平顶山

46家企业把产品上架百度平台，整

体实现了营业额500%的激增。

锐之旗网络科技是湛河区青

年企业家创富新时代、创领新动能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湛河区委统战部、区

工商联大力实施“青蓝接力”行动，

推动成立平顶山市湛河区青年企

业家联合会，为全区青年企业家引

路、搭台、服务，助力他们成长为保

障民生、促进创新的生力军。目

前，全区已涌现出一批优秀青年企

业家，成为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拔节

向上的活力源泉。

平顶山冠宏矿山技术装备有

限公司总经理宋昊阳被选为湛河

区青企联首任会长，90后的他带领

企业先后投入数百万元研发经费，

与国内知名院所进行长期产学研

合作，成立了平顶山市矿用液压钻

机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致力于矿用

液压钻机新产品研究开发与技术

改良。

河南省石人山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鲁云鹏是一名90后的“创二

代”，接手企业经营后，他坚持“品

牌”战略，主抓食品生产管理和市

场拓展，组建了一支业务精湛的市

场拓展团队，在全国各地设办事处

20多个，吸纳经销商近两千家。

平顶山市益洁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鑫以为市民提供安全、

绿色的生活为目标，锚定自动化医

废处置行业，不断升级技术，实现全

程医废不落地，做到高效无污染的

同时又能实现能源再生循环。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张志超 罗菲）“自从村里有了这个

书屋以后，孩子们都在一块儿学

习，学习效率提高了，成绩也上来

了，我也跟着看了不少书呢！”1月3

日，封丘县应举镇毛寨村村民左景

义高兴地说。

作为毛寨村农家书屋协管员

的宋邦翠深知农家书屋的重要性，

自2021年到岗工作以来，除了进行

日常打扫、书籍分类、登记记录等

工作，她还积极发动村民通过各种

方式参与到阅读中来。

“我们村农家书屋存放的书

籍，涵盖农业、经济、法律、科技、医

学等多个方面，为方便村民借阅查

找图书，书屋协管员将每一本书都

仔细整理归置，每一类书的摆放位

置都牢记于心。”毛寨村党支部书

记申茂锁说。

毛寨村农家书屋还把涉农政

策、民生工程、种养科学技术及文

化、历史、法律法规等各类知识，通

过宣讲会、读书会、“亲子阅读”等

多种形式，向村民广泛宣传，进一

步提高了村民读书学习的主动性，

培养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增加了读

书乐趣。

“随手拍”小程序上线
南阳市为校外违规学科培训戴上“紧箍咒”

龙年生肖邮票发行

湛河区

“青蓝接力”赋能经济拔节向上

封丘县毛寨村

农家书屋助力乡村“全民阅读”

汤阴县 书信为媒豫湘两地孩子交朋友

西瓜嫁嫁嫁嫁南瓜 结出甜蜜果果果果

鲁山县关工委 关爱失依儿童 十年助学成才

正阳县永兴镇

村级文化广场点亮乡村新生活

滑县农商银行利民支行

帮客户追回被骗资金1.1万元

商丘市示范区高铁东站

“五经普”全覆盖

平桥区成立全省首家
村级“台胞台属之家”

1月7日，孟州市大定街道段东村志尚蔬菜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的大棚内青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收获、装筐，
一派繁忙。 赵春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