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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封德 王玉贵

瑞雪初霁，红梅迎春。置身于南阳

市西峡县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仲景宛西制药）年产3000万

瓶丸剂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建设工地，机

械来往穿梭、马达轰鸣，一派火热有序

的施工场景；位于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的仲景食品工业城项目工地施工

正酣，项目总占地530亩、计划投资15

亿元，施工人员正在抢工期，力争 5月

份投产……

走进仲景宛西制药精心打造的文

化展厅，迎面矗立的张仲景铜像，高大

巍峨，让人肃然起敬；药材陈列厅里的

中药材水浸标本和腊叶标本琳琅满目，

甚是壮观；六味地黄丸等中成药、配方

颗粒、饮片产品有序排列在玻璃展台之

上，“药材好、药才好”的制药理念触目

可及……

传承张仲景精神，弘扬中医药文

化。仲景宛西制药利用现代科学推动

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打造了仲景大

健康产业链，张仲景“济世救人、仁爱

为怀”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传承，建厂

46年来，一个仅靠35万元起家的手工

作坊，一跃成为拥有近2万名员工、20

家子公司、年产值 120 多亿元的现代

化企业集团，缔造了被业界称道的“宛

药神话”。

新春伊始，在仲景宛西制药的中药

配方颗粒车间，机声鸣响中，前处理、煎

煮、浓缩、喷雾带干、干压制粒等生产流

程科学高效。沉浸在浓郁的药香中，一

幅济世宛药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历经“宛药长征”，缔造“仲景品牌”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走进仲景宛

西制药文化展厅，犹如开启时光闸门，

往日倾泻而出，46年嗣承仲景文化的

奋斗历程，如同一卷卷胶片，循着时间

的刻度，再现那段厚重的历史。

时间回到 1978 年，伴随着改革

开放的铿锵步履，仲景宛西制药的前

身——宛西制药厂挂牌成立。1985

年，34岁的孙耀志从县经贸委到宛西

制药厂任职时，这个县办国营药厂人心

涣散，濒临倒闭。“面对困境，他先借钱

发工资，稳定人心。次年便率队北上沈

阳，南下广州，东进上海，西赴兰州，穿

行9省 23市，历时9个月，行程万余公

里，学习技术，考察设备，寻求信息。这

在仲景宛西制药的发展史上被称为‘宛

药长征’。”回首那段岁月，仲景宛西制

药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李明黎深

情地说，虽然经历了很多磨难，但“宛药

人”心中那份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初心始

终没有放弃。

“宛药长征”归来，孙耀志转变传统

思维方式，借资 200 万元建造生产大

楼，选人才、聘专家，把大蜜丸做成浓缩

丸销往上海。同时与江苏省中医研究

院等合作，研制出中药颗粒冲剂月月舒

和六味地黄丸等系列产品。从那以后，

仲景宛西制药的产值、税利分别以年均

37%和44%的速度递增。

（下转第二版）

仲景之光普照医圣故里
——仲景宛西制药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吴向辉 实习生 代方莹

2月20日，年味儿还未完全散去，

全国人大代表，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中岭就已

经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

这些天，他四处奔走，邀请农技专

家到村里给村民培训大棚蔬菜种植技

术。他的目标很明确：让村民们掌握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为新的一年播下

丰收的种子。

十几年前，孙庄村村民们守着几

亩薄田，沿袭传统种植方式，分散经营、

结构单一，陷入发展困境，青壮劳动力

大都外出务工，村庄显得愈发萧条。

2011 年 11 月，孙中岭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后，带领全村群众找原因、寻

对策、补短板。如今，孙庄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一举成为村集体年收

入超过350万元的“明星村”。

孙中岭坦言，制约农村发展的主

要原因在于分散经营不能适应市场经

济发展的需要，概括起来就是“散、弱、

缺”，土地分散，人心涣散，村集体服务

能力薄弱，缺人才、缺资金。

孙中岭说：“找到制约发展的瓶颈

之后就要大胆地探索实践。”随后，孙庄

村注册成立了合作社，村民以土地、人

力、资金、农机、人才入股经营，建成了

占地1800亩的“乡谣农场”，实施“全民

参股+公司化管理”的合作经营模式，

进行有机蔬菜、水果种植，并发展起了

观光休闲农业、循环农业、创意农业等。

经过全村共同努力，孙庄村实现

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的转变，做到了“把群众组织起来、

把资源整合起来、把产业发展起来”。

“实行村民股份合作化经营，换回

来的是大家共同富裕的底气。”孙中岭

介绍说，2023年“乡谣农场”实现亩均

收益 8530元，吸纳 600余人就业，带

动周边 5000多户农户种植高品质农

产品，孙庄村还被授予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称号，村里的合作社获国家

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下一步，孙庄村将扩大产业链规

模，打造一座“三产融合”的现代化生

态农业示范基地，运用“互联网+”模

式，推动农产品标准化种植。“要让更

多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日子越过

越红火。”孙中岭信心满怀。

作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孙

中岭牢记自己肩负的职责，为了更好

地建言献策、履职尽责，他积极进行理

论学习并走访调研身边群众，倾听他

们的呼声。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孙中岭提

出了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构等建

议，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与高

度重视。今年，他准备提出关于加快

数字乡村建设以推动乡村振兴的建

议，希望能通过引入数字技术，为乡村

发展注入新动力，助力乡村实现全面

振兴和繁荣发展。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甜
甜）“摆摊”问政是今年襄城县两会一

大亮点。2月 21日上午，在襄城县文

博中心二楼大厅，十家单位集中“摆

摊”，回应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

问政咨询。

现场，襄城县农业农村局、县科工

局、县人社局等单位的“摊位”依次排

开，做足功课的代表委员们直奔现场。

“如何扭转县级医院人满为患、乡

镇医院病号稀少的局面？”“如何构建

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

的就医模式？”“如何进一步实现乡镇

首诊、分级治疗、双向转诊的科学模

式？”该县政协委员刘亚东来到县卫健

委“摊位”前，连抛“三问”。

在各单位“摊位”前，精神饱满、热

情似火的代表委员们不仅接连提出一

个个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还提出一

条条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建议。

代表委员们咨询时，各单位都认

真做好记录，对代表委员们提出的问

题，予以耐心细致、实事求是地解答；

对暂不能解答的问题，做好记录，并承

诺研究后及时答复，实现了代表委员

为群众履职与政府为群众服务的精准

合拍。

“通过‘摆摊’问政，倾听了来自一

线群众的呼声，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工

作，有利于凝聚城市向前的最大合

力！”该县科工局局长盛岳岗表示。

当天上午，该活动共有 317人参

与，通过“摆摊”问政，当场答复问题

63个，收集意见建议102条。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雨水过后，全省8500多万亩小麦

陆续返青起身，进入旺盛生长期。农

人们开始忙碌。

2月 23日一早，不顾雪后天冷路

滑，新乡县七里营镇种粮大户马有永驱

车到地头，查看小麦生长情况。前段时

间地里红蜘蛛“出没”，打过药后，马有

永时时惦记着麦苗。深一脚浅一脚在

田间行走，欠下身子仔细瞧，看到害虫

被明显抑制，马有永长舒一口气，然后

立即驱车赶往新乡市参加一场会议。

这场会是新乡市种粮大户联合体

成立大会。联合体由新乡市农科院主

导，新乡 35家合作社、家庭农场为成

员单位，马有永成立的新乡县永昌家

庭农场，成为副理事长单位。

“搞现代农业，单家独户仍有很多

难以克服的困难，联合体成立得好！”

发言时，马有永以这些年与新乡市农

科院的合作感受入题，认为联合体能

让各农场、合作社之间实现优势互补、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作为中原农谷所在地的市级农业

科研单位，新乡市农科院始终坚持科

技创新和示范转化。马有永今年 62

岁，种粮 24年，流转土地近 5000亩，

全是种子繁育田，从新麦 18、新麦 26

到新麦 45、新麦 9389，新乡市农科院

给了马有永强有力的品种支持。

成立大会召开之后，紧接着是联

合体第一次培训会，新乡市农科院请

来了省优势特色农业产业科技支撑行

动计划优质小麦专项首席专家、省农

科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开讲

小麦春季管理。

培训时，原阳县旺盛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吴振邦听得认真并与实际

相结合。“我们实行的是稻麦轮作，麦

子产量一直不理想，今天这课让我找

到了破题思路。”吴振邦兴奋地分享，

他之前一直忽视小麦越冬水的浇灌，

专家的授课让他如获至宝。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确保粮

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的目标，重

点是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借力“中

原农谷”，发力联合体，新乡市农科院稳

步走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大道上。

本报讯（记者李燕 实习生陈
炫羽 通讯员马学贤）“汤圆出锅

啦……”2 月 24 日，农历正月十

五，柘城县双河街道观景台社区

居民们欢聚一堂，大家迫不及待

地品尝美味、聊家常、话团圆、庆

元宵，共同感受这份幸福时光。

在该社区活动室，居民祖华丽

一边给孩子们讲述元宵节的来历，

一边和大家一起动手，比赛汤圆谁

做得又快又好。社区小居民张沫

语高兴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包汤

圆，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通过此次活动，群众在传统

节日里感受了传统习俗，了解了

元宵节的相关知识，增进了邻里

感情，共同度过了一个喜庆、温馨

的元宵佳节。

本报讯 2月 23日，汤阴县城

关镇段庄村民间艺术剪纸工作室

内，热闹非凡，剪纸非遗传承作品

《龙凤呈祥》受到了剪纸爱好者和

孩子们的一致欢迎，大家以非遗

剪纸庆祝元宵佳节。

“要像拿铅笔一样拿着这把刀，

然后让刀锋按照线条慢慢地来刻。”

工作室内，在非遗传承人原水明耐

心细致的教导下，孩子们手里的龙

年吉祥剪纸慢慢地出现了轮廓。

一沓红纸、一把剪刀，经过原

水明一双巧手精心创作，寓意家

庭和睦、吉祥喜庆的《龙凤呈祥》

《花鸟富贵》《寿比南山》《喜上眉

梢》等作品就呈现在大家眼前。

据了解，原水明自幼酷爱剪

纸、绘画，学习剪纸技艺后创作剪

出大量剪纸精品，其剪纸作品多

次在省内外展出，并获得诸多奖

项，主要以传统吉祥图案和民族

英雄岳飞题材的剪纸见长。

为了更好地传承剪纸技艺，

城关镇多次邀请原水明等民间艺

人举办非遗进社区等活动。

“参加元宵剪纸活动让我对

元宵节和剪纸都有了新的认识，

也让我喜欢上剪纸艺术，开学了

也要教教我的同学们。”今年 12

岁的魏文娟高兴地说。（王都君）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罗玉兰）2月23日，商城县

在该县图书馆举办了2024年“我

们的节日·元宵节”暨“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有奖灯谜竞猜活动，许

多市民带着孩子踏雪而来，一起猜

灯谜、闹元宵。

在图书馆的大厅内，悬挂百余

条灯谜，谜面有汉字、成语、地名、

动物、水果、俗语等，内容广泛，意

趣十足。猜对灯谜还能赢得奖品

一份，参与者兴致勃勃，现场猜中

的惊喜声和欢笑声不断，广大市民

在喜庆的节日氛围中享受着中国

传统文化的乐趣。

猜灯谜活动是商城县图书馆

每年必办的传统节日活动之一，

至今已连续开展十一届。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鸿
雨 孙书贤）2月 25日上午 9点半，郏县

第31届“农信杯”民间艺术表演赛在震

天撼地的大盘鼓声中开幕，吸引数万名

群众沿路观看。

当天，从铫期路到龙山大道，绵延2

公里的道路上，由各乡镇精选出的30支

代表队2700多名群众，分别表演着各自

拿手的民间艺术节目，大铜器、舞龙、舞

狮等精彩纷呈的表演让人目不暇接。

在人民广场上，戏曲表演、非遗大

集、书画作品展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9名豫西王派曲艺家各设“擂台”，

《小老鼠告状》《秦琼打擂》等精彩坠子

书让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

本届民间艺术表演赛由郏县县委、

县政府主办，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县农信社承办。

“举办民间艺术表演大赛能让老百

姓走得近、看得懂，因此备受欢迎。我们

将进一步发掘、保护和发展好这些民间

艺术精品，推动地方特色文化不断发展

与繁荣。”郏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

县长杨洪峰说。

襄城县“摆摊”问政听民声

联合学技 农谷增粮

··日日志志

孙中岭

合作经营产业兴 共同富裕底气足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将分别于3

月5日和3月4日在北京开幕。为迎接全国两会的召开，营造团结奋

进、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本报今日起推出“代表委员履职故事”栏目，

结合代表委员2023年履职情况，以微观视角讲述他们的履职故事，展

现他们心系国是、情牵民生、汇聚民意、凝聚力量的履职风采。

开
栏
的
话

吃汤圆话团圆民间艺术表演引来数万人

非遗剪纸显魅力

猜灯谜赢好礼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

员李娟）2月25日，正月十六，卫辉市仁

里屯乒乓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该市唐庄

镇仁里屯村激烈开赛，热热闹闹庆元宵。

此次乒乓球联赛从 2023 年 11 月

25日开赛以来，共有来自豫北5个地市、

8个县区的128名选手报名参加比赛，经

过六轮擂主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96

位擂主同台竞技总决赛，其中选手最小

的年龄8岁，最大的年龄70岁。

比赛现场，双方选手你来我往，势

均力敌，接发球、削球、扣杀……各种战

术技巧轮番上阵，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博得现场观众的掌声和喝彩。

当牛、羊、猪、鹅、鱼轮番上场，成为

比赛冠军、亚军和季军奖品时，总决赛颁

奖现场热闹异常。这些特色的农产品不

仅让大家捧腹大笑，还为乡村体育注入

了无限乐趣，体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卫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清洲表

示，卫辉市将全力支持乒乓球超级联赛

举办，提供更好的条件，推动仁里屯“村

乒”联赛火爆出圈，全面展现卫辉乡村

振兴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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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月2525日日，，尉氏县尉氏县群众在新尉广场开展民俗展演活动群众在新尉广场开展民俗展演活动。。李新义李新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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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月2424日日，，在孟州市南庄镇在孟州市南庄镇““喜迎元宵节喜迎元宵节””文艺汇演活动中文艺汇演活动中，，群众在表演骑毛炉群众在表演骑毛炉、、划旱船等划旱船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远高杨远高 通讯员通讯员 张冰张冰 摄摄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2月24日，
汝阳县城关镇
南街社区艺人
在表演非遗文
化劳司官骑柳
棍。康红军 摄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3日电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23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引导平台企

业及其用工合作企业健全用工管理制度，

提高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

针对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

过长等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

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明确，劳动者达到连

续最长接单时间和每日最长工作时间的，

系统应推送休息提示，并停止推送订单一

定时间，以防止过度劳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

益保障指引》还强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

法定节假日工作的，企业应向劳动者支付高

于正常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合理报酬。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

引》明确了平台企业制定和修订劳动规则

时需遵循的原则及履行的民主程序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引导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与企业协商或通过

工会组织、相关部门机构等提供的维权服

务渠道，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又添新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