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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聂瑞
祥）“村里主路上卫生打扫得比较干

净，小巷内边边角角的卫生还有待提

升，趁着全镇‘周五清洁日’再收拾一

遍，也是用行动引导群众加入人居环

境整治的氛围中。”3月 1日，淇县高村

镇三里屯村的党员群众在村党支部书

记栗振华的带领下，全村开展大扫除，

干部群众干得热火朝天。像三里屯村

这样的19个村（社区）周五开展清洁活

动已经成为高村镇的全民行动。

据了解，自 2023年 11月以来，高

村镇以“周五清洁日”活动为载体，以

“务实”贯穿活动始终，锚定“淇县最干

净乡镇”目标，把握“党员带头、全员参

与”两个方向，紧抓“集中研讨、比学赶

超、建章立制”三项举措，明确“两部、

四沿、五旁、一周边”四个重点，落实

“工作职责、任务目标、宣传发动、督导

考评、奖惩运用”五个保障，探索践行

“周五清洁日12345”工作机制，高标准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高村镇统筹全镇机关干部、镇直

单位干部、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志

愿者等，在城乡接合部、村庄接合部即

“两部”，铁路沿线、高速公路、国省县

乡干道和河道沿线即“四沿”，宅旁、村

旁、田旁、路旁、水旁即“五旁”，企业周

边即“一周边”开展清扫。截至目前，

已先后开展活动15期次，出动钩机、铲

车等大型车辆480余辆次，发动党员干

部群众 6200 余人次，清运各类垃圾

4200余立方米，镇村面貌持续改善，群

众主人翁意识有效提升。

“高村镇以‘周五清洁日’为重要

抓手，用实际行动搭起干群‘连心桥’，

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全面提升乡村人

居环境整治综合能力和水平，共绘淇

园古镇干净整洁新篇章。”高村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李魏说。

本报讯“难道你不认识某家

吗？你不过也是朝中一个臣子，与

我一般，何足为奇……”2月 28日，

在安阳县崔家桥镇路马房村，虽然

春寒料峭，却挡不住大家对戏曲的

热爱，一曲《李刚打朝》吸引了该村

的男女老少，村民们早早地搬了凳

子，在戏场占一个好位置。

舞台上，演员们奋力地演出，

优美的唱腔、多彩的脸谱、亮丽的

服饰深深地吸引观众的目光。大

家聚精会神地观看，就连孩子们也

停止了嬉闹，被演员们深深地吸引

了。青年男女们不时拿起手机，拍

照留念，记录着精妙的场景。

“现在的政策就是好，我们村

民不用出家门就能欣赏到这精彩

的戏曲，真棒！”村民吕俊民伸出大

拇指说道。

“让传统文化回到群众中，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大

家的自觉行动。为让大家再次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崔家桥镇文

化站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与各村

对接，服务好、配合好戏曲下乡项

目。接下来，我们会让戏曲下乡深

入千家万户。”崔家桥镇副镇长郝

冰歆说。 （王都君 李志刚）

□王都君 梁瑞芳

石板路蜿蜒曲折、院落布局层层

叠叠……3月 2日，伴着一路上的美

景，记者走进了位于滑县枣村乡堤上

村的白马林谷民宿。

这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民宿，

是村民们的骄傲。白马林谷民宿不

仅是属于村集体的产业，更是村民

们从修建到完工全程参与的项目，

很多村民如今就在其中担任厨师、

管家、保洁员。对于堤上村的村民

们来说，这间民宿就像是他们精心

养育的“孩子”。

“项目需要配套服务，带动了很

多村民就业，也增加了村集体经济

的收入，2023 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到了 25万元。同时，村里还牵

头成立了滑县第一家以旅游为主的

合作社，吸纳全村106户村民入股成

为股民，并运用‘双绑’机制将合作社

与民宿运营方成功绑定，运营方每年

向村集体交纳收益分红不低于 20万

元。”堤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闫素玲说。

白马林谷民宿带给堤上村的变

化，不仅是村集体的收入增加了，村民

们精心养育的“孩子”也开始回报了。

“俺村里变化很大，路也修通了，

环境也好了，大棚也建这里了，让我

们不出村就可以挣钱，我们都很开

心。”村民闫喜彦说。

闫喜彦提到的“大棚”，就是村里

借助民宿产业发展的大棚采摘和共

享菜园休闲农业，同时带动了村里的

特色农产品销售，进一步拓宽村民增

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堤上村

还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同步实施乡村

振兴项目，对村内地下雨污管网、弱

电入地等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提升。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村里老年人

的幸福指数，堤上村还开办了民生大

食堂，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一天三顿

可以到大食堂免费吃，对于村里行动

不便的老人，还有志愿者把饭送到家

里。

“民生大食堂的建成使用，不仅

有效解决了老人们的吃饭问题，也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交流

学习和相互陪伴的温馨环境，极大

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解

决了其子女创业务工的后顾之忧。”

闫素玲说。

堤上村产业强、乡村兴、村民富

是滑县发展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滑县以产

业增效、促农增收为目标，以产业兴

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按照

“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的产业格

局，发展八里营甜瓜、慈周寨樱桃番

茄、高平温棚蔬菜、上官菊花、城关史

固西瓜等符合村庄实际的特色产业，

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奠定

坚实的经济基础，共谋乡村振兴发展

之路。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周芳

春节期间，修武县云台山镇推出的

寻觅云乡·打卡岸上——“叠彩云乡”春

节集章打卡活动，1700余名游客成功

参与，民宿接待量达34万余人，旅游综

合收入 348 万元。一枚印章，一条线

路，蕴含着云台山镇对乡村文旅的运营

理念，整合资源，串珠成线，把资源变资

产，成功带火了“休闲游”“乡村游”。

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怎样

增强乡村自身“造血功能”，让村庄活

起来、产业旺起来、村民富起来？

“修武县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探

索区域化党建推动乡村振兴新路径，

探索乡村运营路径，把资源优势、生态

优势加快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3月 1日，修武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谢迎征说。

率先靠公司化运营走上致富道路

的七贤镇沙墙村，成功实现民宿产业

的整村运营。

“成立云宿大公司，干部任职又监

管，村民就业有保障，月增收入 3000

多。”沙墙村的经验做法，通过快板节

目，作为党建引领乡村运营推动乡村

振兴的典型在全县推广。

该村成立了修武县第一家村集体

合作社领办的焦作市沙墙村云宿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将46家民宿纳入管理，

村集体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务派遣、

布草洗涤、土特产购销等协议，集体、

群众和民宿主三方共同受益。

同样，通过乡村运营做大村集体

经济蛋糕的大位村，成立股份经济合

作社，全方位、全要素整合优势资源，

下设农业、劳务、置业、机械 4个合作

社，2023年总收入达170万元，净利润

40余万元。

县级层面，修武县以“强品牌、抓

项目、促增收”为重点，坚持运营思维

前置，引导乡村两级立足优势，找准定

位，激活内生动力。该县通过塑造“叠

彩云乡”公共品牌，成立强村公司，引

入职业经理人，开发“叠彩云乡”名优

特产30余种，举办主题活动9次，同步

建设示范街区，开通直播间，创办文创

集合店，“叠彩云乡”品牌影响力持续

攀升，仅年货市集销售额达 50 余万

元。“叠彩云乡”品牌已成为修武县服

务乡村振兴的主力品牌。

“强化乡村运营理念，重点做好名

优特产营销服务、‘云宿’宣传推广服

务和乡旅研学运营服务，让每一个乡

村都充满活力与希望。”修武县乡村文

旅共兴党委职业经理人郑瀛说。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赵永昌

“程支书，你去年的粉条生产销售

咋样啊？”“咱做的是纯红薯粉条，又细

又筋道，都说好吃。前几天，东边王桥

村群众又来购买了20多捆……”3月3

日上午，天气放晴，阳光正暖，记者走进

商水县平店乡程岗村，刚一见面，被誉

为“粉条支书”的程文喜就十分高兴地

介绍起他们的粉条产销情况。

48岁的程文喜曾是一名在外创业

老板，2021年回到程岗村就任村党支

部书记。近年来，他和妻子赵怀芝成立

了商水县青禾家庭农场，流转土地230

多亩，成为当地种植大户。去年种植红

薯60多亩、加工淀粉2.5万公斤、已做

成粉条0.65万公斤，创收10多万元。

说起这个“粉条支书”，村民们纷纷

称赞他有思路、有头脑、有魄力、能干

事。在程文喜的带动下，程岗村从事粉

条加工的有 60多户，全村粉条年产量

15万公斤左右，产值 480多万元。当

记者问到有什么新年心愿时，程文喜一

口气说出了今年“四个心愿”。

愿乡村振兴政策更优。作为县十

四届政协委员，在今年的县“两会”上，

程文喜提出了“继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内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支持力度”等3个提案。“乡村

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期盼国家及有关

部门尽快出台更加完善的惠农利农政

策。比如如何解决家庭农场等经营主

体办公用房、晾晒场、农机仓库等实际

需求问题，应该统筹考虑……”程文喜

诚恳地说。

愿粉条产业做大做强。程岗村粉

条加工已有100多年历史，通过申请非

遗、注册商标、精美包装等，产品供不应

求。“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经过外出参

观考察，在乡党委、乡政府的引导下，今

年我已签订 60亩蜜薯种植供苗合同。

在种植纯白高淀粉红薯基础上，还准备

种植30亩左右紫薯，要生产多品种、多

口味粉条，叫响品牌、占领市场。”程文

喜信心十足。

愿粉条带动农民增收。据了解，程

岗村红薯种植面积达300多亩，已经涌

现了程小中、陈自力、詹帅、刘恒钊等

20多家粉条加工大户。“下一步，我们

要结合‘五星’支部‘产业兴旺星’创建，

吸纳更多的村民参与其中，做大做强合

作社、家庭农场。同时，采取规模发展、

线上线下销售，形成完整的红薯粉条产

业链，带动全村更多的农户增收致富奔

小康。”程文喜向记者描绘了粉条产业

发展美好前景。

愿农民更富村庄更美。这几年，粉

条加工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了。

如何改善提升村容村貌？村干部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很多村民不主动配合，我们要挨家

挨户做工作，广泛发动群众筹资筹劳，

让村庄环境更美，让乡亲们日子更有奔

头。”程文喜的目标十分坚定。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刘艳红）“欢聚一堂，欢聚一堂，听

一听幸福和美满的二重唱；欢聚一

堂，欢聚一堂，看看硕果和笑容上

了金榜……”2月 27 日，在禹州市

方岗镇文化广场，一曲《欢聚一堂》

拉开了全镇第十届民间传统文艺

汇演的序幕。

每年举办由各村选送节目的

民间传统文艺汇演，是方岗镇活跃

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集中检阅。本

次汇演中，既有朱庄村的《太极功

夫扇》、杨南村的《盛世腰鼓》、昌王

村的《划旱船》等传统节目，也有方

南村的手花舞《火火，火起来》、方

东村的舞蹈《扇舞飞扬》、段村的舞

蹈《蓝花花》，更有和沟村新潮的旗

袍秀，镇政府工作人员也精心编排

了舞蹈《天天好时光》参加汇演，展

示新时代基层干部一心为民的风

采。“今天的节目真精彩，没想到咱

镇里也能演出这么好的节目！”观看

节目的村民杜晓娜佩服地夸赞道。

演员们在台上表演，该镇组织

的专业评委现场打分。昌王村、方

东村代表队荣获特等奖，杨南村、

段村代表队荣获一等奖，刘岗、石

灰赵、西炉、朱庄、和沟、方南等村

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镇领导当

场给我们颁发金灿灿的奖牌，心里

特别激动，下次还要带领我们的文

艺队编排更加精彩的节目！”方东

村的方晓红激动地说。

方岗镇文艺汇演既比出了优

秀节目，也让大家在比赛中看到了

差距，更激励着各村不断提升群众

文艺活动水平，让群众文艺活动火

起来。春节期间，徐门村的铜器表

演、和沟村的狮子龙灯、方南村的

传统腰鼓等，让群众感受到了浓浓

的年味。而每天晚上，遍布各村的

广场舞、健美操表演，更是一道道

群众文艺活动的亮丽风景线。

“我们要不断丰富和提升全

镇群众性文化活动水平，以文化

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出

一道道既有清丽山水、又有净美

人居，既有田园诗意、又有乡愁古

韵的乡村风景线。”方岗镇党委书

记王洋表示。

本报讯（记者魏静敏）2月29日，

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崔刚一行在河南

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河南省草莓协会会长周厚成的陪同

下，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

究所草莓新品种选育试验基地参观交

流。该试验基地是“中莓”系列草莓品

种诞生之地，积累了郑州果树研究所

草莓科研人员十几年来选育的几百个

新品系，不断进行品种改良和配套栽

培技术的创新，为草莓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河南是我国的草莓主产省之一。

近年来，随着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河南草莓生产效益显著提高，种植

面积逐年增加，目前已达 20余万亩，

在乡村特色产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详细了解了“中莓”系列品种的

培育、草莓脱毒种苗繁育技术以及种

苗的生长情况之后，专家一行纷纷对

郑州果树研究所在品种培育、育苗技

术上的成就表示赞赏。“郑州果树研究

所草莓的新品种培育已经达到了一个

很高的水平，有很多品种超过了目前

大面积种植的红颜、香野、章姬等；科

研工作者严谨细致的作风、规范的育

种流程以及草莓的管理技术，都是值

得学习的地方，为中国草莓产业的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的草莓市场

就得跟科研单位紧密合作，市场加上

科技的支撑，才能让好品质的草莓有

好市场，草莓产业才能发展得越来越

好。”崔刚说。

据介绍，郑州果树研究所草莓团队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河南省重大科技

专项、河南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等

科技项目支持下，聚焦种业创新，从品

种和种苗两个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加速

新品种选育和推广应用，已成功培育

出优质、早熟、抗病、丰产的草莓新品

种，逐渐打破了国内草莓生产一直由

国外品种“领衔主演”的局面。

参观中，专家一行一致认为“中

莓”香玉酸甜可口，口感细腻，香味浓

郁，果实饱满。与此同时，他们并未掩

饰自己的惊艳之情，直言“中莓”草莓

非常出色。“好的草莓品种，为一个好

的市场开拓提供了最有效的保障。只

有有了好的品种，才能种出好品质的

草莓，就更有机会去打造一个好的品

牌。”山东泉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莹说。

“通过这次参观交流，将为草莓产

业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内涵，为优化

产业布局和提升品牌价值带来新的动

力和启发，并加深业内人士之间的沟

通交流和合作，在思想碰撞中找到共

同发展的新路径。”周厚成说。

本报讯（记者张莹 通讯员马凌
珂）入春以来，天气回暖，果树也开始

萌芽，正是开展果树春季管理的关键

时节。3月2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专家、河南省科技特派员

张留燕和于会丽前往原阳县开展技术

指导服务。

“要根据桃树树龄、立地条件选

择最适宜的施肥部位，把肥料施在毛

根的集中分布区，以局部施肥技术来

代替全园施肥技术，局部改善根系环

境，提高肥料的利用率，高效省工节

本。”安泽农牧专业合作社有桃园 60

亩，张留燕和于会丽紧扣当前桃园

管理实际，以水肥管理、春季果树病

虫害防治等为重点，采用理论讲解与

现场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详细讲解桃

树春季需要注意的事项。在现场，专

家不仅将果树春季管护关键技术送

到果农手中，还给合作社赠送了一批

肥料。

专家的到来，吸引了周边不少果

农前来学习。“每年春天桃树面临倒春

寒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减轻倒

春寒的危害？”来到现场的原阳县官厂

镇回回营村的果农焦急地问。“目前，

当地桃倒春寒防治措施主要以地下提

前灌水为主，地上喷施磷酸二氢钾+

氨基酸+海藻肥，上下结合的方式预

防。听着简单落实难，建议天天关注

天气预报，提前预防，落实到位，才能

减少倒春寒危害引起的减产问题。”专

家耐心地解答道。“是这样的，去年见

邻居家灌水，最终他家桃树没事，自己

当时觉得水哪有这么大作用就没灌，

结果去年减产 1/3，今年一定听你们

的！”另一个果农激动地说。

“以前都是按老经验老办法管理，

施肥的时期、种类、位置和深度等都大

有学问，今天听了专家的讲解分析，受

益匪浅！”安泽农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娄宽新说。

通过实地指导，结合线上指导，张

留燕所在的团队为合作社制定了桃树

全年同步施肥套餐，为今年桃树丰产、

获得更高收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果树专家把脉果园春管

“中莓”系列草莓得到山东专家盛赞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禹州市方岗镇 乡村文艺火起来

安阳县崔家桥镇 戏曲下乡村民乐“粉条支书”的新年心愿

▲3月4日,柘城县朱襄镇陈
丰庄村组织全村开展以穿辣椒、
挑粮食等为主要内容的趣味运动
会。 张超 摄

▶2月29日，温县组织戏曲
下乡，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
图为在武德镇武德镇村文化中
心，一名小朋友被演员所吸引。

徐宏星 摄

3月3日，尉氏县张市镇边岗村的数百个温室大棚在夕阳下格外美丽。近年来，尉氏县
采用“党支部+基地+农户”模式，培育了多个大型种植基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在产业发展中
得到实惠。 李新义 摄

乡村运营点燃振兴新引擎修武县

周五清扫常态化
人居环境常提升

淇县

一村一特色乡村图景新滑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