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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里，一排排喷灌缓慢旋转着，向

四周干渴的土地喷洒甘霖。

“今年收麦天气晴好，麦粒干透了，

不用晾晒就可以直接入库。投资百万元

新建的大型烘干塔设备没有派上用场，

不过秋收时烘干玉米可能会用上。”孙玉

河说，宝丰农商银行的支持力度真是大，

听说他要新建一座烘干塔，工作人员就

来实地调查，一口水没喝、一支烟没抽，

100万元贷款很快就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孙玉河未雨绸缪建设大型烘干塔，

心中有“小九九”。

2010年，孙玉河的家庭农场流转了

150亩土地，2023年发展到1089亩，今

年麦收前，他又流转了400亩土地，使流

转土地总面积达到了1489亩。

“如果不是这个烘干塔，去年我可真

抓瞎了。”孙玉河指着村部广场内他去年

年初投资50万元（含配套费用）建设的

烘干塔说，这个旧的烘干塔去年一共烘

了700多亩的小麦，真是解决了大问题；

新的烘干塔一次可以烘干200吨小麦或

玉米，这边湿的进，那边干的出，再也不

怕连阴雨了。

近年来，宝丰农商银行加大涉农支

持力度，积极开展“整村授信”工作，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针对性地推出“金燕-助

农贷”“金燕-助商贷”“合家好”“永续

贷”等多款乡村振兴系列信贷产品，优化

升级了“金燕快贷”线上申贷系统，实现

了系统自动授信和利率定价，提高了办

贷效率。

开辟致富新航线

几天前，位于宝丰县前营乡和汝州

市小屯镇交界处的大型养羊场老板张龙

江，驱车赶到郑州新郑机场，乘飞机到内

蒙古自治区去买羊。在当地羊经纪的帮

助下，1000只小公羊买好装车后，张龙

江又乘飞机返回郑州新郑机场，然后开

车返回。

像这样来回奔波买羊，自去年以来

张龙江几乎每个月一趟。

“到内蒙古一些牧场1000多公里，

开车基本上得 2天，太累。我哥坐飞机

去买羊，那边有人接机，直接拉到牧场，

几个小时就能到，可方便。”在养羊场从

事管理的张银亭说。

60岁的张龙江和55岁的妹妹张银

亭2009年开始合伙养羊，从最初的200

多只发展到如今的 2个养羊场，月存栏

4000~6000只羊的规模。

“新养羊场占地 100亩，2018年建

成，可存栏12000只羊。根据目前的市

场容量，我们每个月购进1000只两个月

左右的小公羊回来育肥，喂养125天左

右，每个月出栏1000只；冬天是旺季，每

个月购进、出栏2000只，就这样循环养

殖。”张银亭介绍说。

说起和宝丰农商银行的结缘，这里

还有一段趣事。

2023年 3月，宝丰农商银行前营支

行在前营乡大吴庄村开展“整村授信”

活动，张银亭碰巧经过，询问道：“俺建

了个养羊场，要用钱，能贷多少？”该支

行副行长胡宇回答道：“根据情况不同，

额度也不一样，一般10万元就够了。”

听到胡宇的回答，张银亭摇摇头说：

“太少了，俺至少得用100万元！”

张银亭的话立即引起了胡宇等人的

注意，第二天他们便带人实地上门走访，

发现十分偏僻的两县市交界处居然“藏

着”一家这么大的养殖场，刚好张银亭符

合“农担贷”的条件，于是张银亭成了全

县首笔“农担贷”的放款对象，授信额度

200万元。

“每月买羊、买饲料，资金需求很

大。有了信贷资金的支持，大大缓解了

我们的资金压力。”张银亭真诚地说。

据悉，宝丰农商银行积极发挥县域

经济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金

融”“政府+市场”政策性担保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对

特色农业、品牌农业、家庭农场、种植养

殖大户进行有力的信贷支持，有效破解

了辖内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下一步，宝丰农商银行将以‘党

建+金融服务’为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整村授信’，完善与创新贷款产

品，持续开展普惠金融贷款营销工作，提

高金融服务水平，用‘金融引擎’‘贷’动

乡村振兴。”宝丰农商银行有关负责人

说。

本报讯 6月 15日，按照

医养结合服务协议，浚县善

堂中心卫生院医养服务中心

组织由眼科、内科、中医科、

口腔科、耳鼻喉科等骨干医

生组成的义诊团队，到善堂

镇敬老院开展以“医养结合、

幸福养老”为主题的义诊活

动。

活动现场，义诊团队为

老人们进行了健康指导、眼

底检测、血压测量、耳针疗

法、耳穴贴敷等服务，免费发

放中药驱蚊包52人次。活动

最后，义诊团队还与老人们

一起做“手指操”互动，受到

了老人们的欢迎。

据悉，按照医养结合服

务要求，善堂中心卫生院医

养服务中心已制订详细义诊

计划，义诊活动将在全镇陆

续开展。 （王玉庆）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

符浩）6月 18日，淮滨县龙泉路一家蛋糕

店内的“爱心柜台”上面摆放着整齐的酸

梅汤和面包，外卖小哥和环卫工人们排队

进店，每人都能免费领取一份酸梅汤或者

面包。

据了解，这个“爱心柜台”由蛋糕店的

老板郭琪提供。据她介绍，每当自己在空

调房里避暑度夏时，却有如环卫工人、外

卖骑手等室外工作者在骄阳下挥汗如雨，

维护着城市的整洁和秩序，所以就想着去

为他们送点清凉，于是便把店里的货物柜

改为“爱心柜台”，力所能及地为高温下的

坚守者送去清凉。

“环卫工人干活很辛苦，现在蛋糕店

郭老板为我们提供了酸梅汤，我们喝了很

凉爽，心里也很甜。”环卫工人闻向海说。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的雨雪冰冻天气

时为环卫工人送胡辣汤和包子，到炎炎夏

日里设立“爱心柜台”，郭琪用自己的爱心

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传递满

满正能量。

关爱老人 义诊暖心你“战”高温 我送清凉

“金融引擎”为乡村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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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年人外语发音常见误

区有哪些？”“不同地区的发音有哪些

区别？”6月 17日晚，洛阳市洛龙区定

鼎门社区青年之家，“青年夜校”首期

课程中，受众抛出了一个个疑问。

授课现场，讲师李睿针对英语口语

练习过程中的常见难点和青年们交流

互动，指导发音，并为学员们送上独家

学习秘籍，解决青年们日常学习困惑。

“一直对英语口语感兴趣，现在有

了好机会，碎片时间得到了有效利

用。”洛龙区青年马永超表示，将利用

夜校学习提升口语水平。

为进一步满足辖区青年精神文化

需求、自我成长需求和“破圈”社交需

求，洛龙区以辖区21所青年之家为阵

地，在广泛了解青年兴趣、学习需求的

基础上，开设“青年夜校”，后期还将开

展技能学习、传统文化、创意手作、音

乐器乐、体育运动等系列文化培训，邀

请业界专家、专业教育工作者、志愿服

务教师等授课，打造学习、社交的“年

轻园地”。

“夜校主要针对有学习、社交需求

的青年居民开展晚间和周末节假日培

训，首期课程报名踊跃，非常受青年人

的欢迎。”共青团洛龙区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青年夜校”将全面做好辖区相

关资源整合，保证课程常态化、高质量

开展，真正实现内涵更丰富、阵地场所

更灵活、活动方式更多元、服务青年更

精准。 （许金安 姚嘉慧）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陈
灏）“冰粥六块，消暑解渴”“香辣烤面

筋，走过不要错过”“套圈套圈，十块钱

12个圈”……6月 17日，夜幕刚刚降

临，许昌市建安区北海公园就热闹起

来，中部的龙泉街上更是人声鼎沸，色

香味俱全的各种特色美食、琳琅满目

的小商品、各式各样的休闲游乐项目

吸引着市民前来打卡游玩、品尝美食。

“自从有了这条夜市小街，感觉北

海的人气更旺了，晚上来这里散散步

逛一逛，很有烟火气。”正在一家摊位

上买冰粥的市民张丽告诉记者。

走进人潮涌动的夜市，点一份特色

小吃，听一场露天音乐会，体验一次传统

与新潮的邂逅之旅……这样的休闲场景，

成为当下建安区不少市民的生活日常。

在北海公园，美食文化活动燃情

开启，湖畔音乐会、灯光喷泉秀、惠民

文艺汇演等轮番上阵；在五女店镇青

云牧场，“噼里啪啦”的炉火、吱吱冒油

的肉串，热闹的篝火晚会、露天烧烤吸

引众多市民来此欢聚。大家围坐在桌

旁，聊天、撸串、开怀畅饮，一时间悦动

的篝火、美食的香气、游客的欢笑声，

交织成一幅动人的市井画卷……

今年以来，建安区把夜间经济作为

丰富消费新业态、培育消费新热点、扩大

消费新供给、增强消费新动力的重要抓

手，围绕“让城市亮起来、让人气聚起来、

让消费火起来”目标，大力开展夜间购物

餐饮、休闲娱乐等活动，促进商文旅融合

发展，激发消费新活力。截至目前，该区

北海广场、南湖游园等夜市均已全面开

放，设有室外摊位近300个，日均人流量

15000人以上，营业额逾40万元。

为打造优良的夜间消费环境，建安

区市场监管、城管、公安、消防等部门，共

同落实行业管理职责，针对食品安全、设

施设备安全、燃气安全、消防安全、环境

安全等领域重点管理，各街道积极履行

辖区夜经济集聚区的属地管理责任，共

同助力夜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建安区城市管理局局长艾松宽表

示，下一步，建安区将持续擦亮“夜经

济”品牌，创新模式，挖掘更多关注点

和引爆点，发展夜市、夜游、夜娱、夜购

等多种业态，打造广受消费者喜爱的

夜色消费主场，推动商圈人气“聚”起

来、夜间消费“火”起来、群众生活“乐”

起来，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添

新动能。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盛
志国 丁丽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

里的岗位最适合。”6月 17日 18时刚

过，邓州市人民公园的广场上就人潮

涌动、气氛热烈，邓州市2024年“稳岗

就业 你我同行”夏季就业夜市招聘会

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活动招聘会正在

如火如荼举行，现场吸引了无数市民

前来参与。

一顶顶红色帐篷整齐摆放，各企业

人力资源负责人当起了“摊主”，热情地

“吆喝”着，吸引求职者们纷纷驻足。

“我们积极探索就业服务新模式，

通过让企业‘摆地摊’亮岗位，求职者

‘逛夜市’找工作的方式，搭建企业与求

职人员供需平台，解决企业‘用工难’、

求职者‘就业难’两难问题，让就业服务

更接地气，助力求职者实现更高质量的

就业。”该市人社局局长吴冰说。

夜幕降临，广场上的人流量逐渐变

大，来到摊位前的求职者也逐渐增多起

来。他们有的浏览招聘信息；有的与企

业负责人沟通，了解薪资及岗位情况；

有的与朋友商量，选择心仪的工作。

家住市区的石玉果想找到一个会

计职位，她仔细查看各企业招聘信息，

询问薪资待遇、岗位要求、上班时间等，

最终与一家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她说：

“这种类型的招聘会很好，既新颖又接

地气，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希望以

后多举办类似的招聘活动。”

人气最高的要数邓州市圣新源纺

织品有限公司的摊位了，许多在家带

孩子、照顾老人的女性频频光顾。“这

次我们推出了较多岗位，咨询的人挺

多，求职的意向很强烈，比预期的要

好。”该企业负责人程前说。

记者从该市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

中心获悉，在6月17日至18日两天的

活动中，共组织用人单位106家，涵盖

制造业、信息技术业、畜牧业、服务业

等 13个行业，提供 1530 余个就业岗

位，吸引10000余名群众参与，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740余人。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马学贤）“白天鹅、白

鹭等珍稀鸟类经常在容湖翱翔、栖

息，震旦鸦雀更是柘城的骄傲，作为

柘城人都会好好保护它们。”6月18

日，柘城县居民郭新建说。

在柘城县容湖国家湿地公园，

成群的震旦鸦雀、白鹭、黑翅长腿

鹬等在这里安家、栖息觅食。它们

时而在芦苇丛里翩飞起舞，时而划

过一道美丽的弧线掠水而过，吸引

很多游客驻足拍照，构成了一幅和

谐的生态画卷。

据悉，柘城容湖是明朝嘉靖年

间黄河决口冲灌城池、历经湮沉而

形成的自然湖泊，如今已成为“国

家湿地公园”、国家AAA级景区、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近年来，柘城县按照系统谋

划、科学推进的绿化发展理念，对

容湖风景区及湖心岛和湿地进行

科学统建，除满足人们日常需求

外，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适度留

野，在城市中心留下一片适合震旦

鸦雀、白鹭、白燕等珍稀鸟类栖息

的空间。清澈的湖水、清新的空

气、茂盛的芦苇为震旦鸦雀等珍稀

鸟类提供了优质的栖息之地，容湖

湿地公园成了它们的家。

据了解，柘城县容湖风景区管

理中心建立了日常巡逻队伍和应

急处置机制，为鸟类栖息提供了安

全舒适的自然环境。据统计，目前

柘城容湖国家湿地公园共有鸟类

188 种 ，占 全 国 鸟 类 种 数 的

13.71%。其中，拥有国家级重点保

护鸟类25种。

“我们为了给珍稀鸟类提供更

好的栖息生活环境，新设防腐松木

材质木桩 150 多个。目前景区内

停留的有震旦鸦雀、苍鹭、夜鹭、

白鹭、黑翅长腿鹬等 10多种珍贵

鸟类，我们一定会像爱护自己的眼

睛一样保护湿地动物资源。”柘城

县容湖风景区管理中心负责人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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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好生态 引得百鸟来

夜经济夜经济夜经济夜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青年夜校青年夜校青年夜校青年夜校开启花样夜生活

人才夜市人才夜市人才夜市人才夜市接地气聚人气

越 越精彩

6月19日，在尉氏县南曹乡南曹村，尉氏本地的自媒体人向全国网友展示当地
的小磨香油、芝麻叶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尉氏县积极引导当地的主播及自媒体人
参与农产品销售，让尉氏本地的土特产品搭上电商快车，销往全国各地。李新义 摄

66月月1616日晚日晚，，市民市民、、游客在南阳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游玩游客在南阳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游玩。。入夏以来入夏以来，，南阳市南阳市
推出系列提振经济促消费措施推出系列提振经济促消费措施，，丰富夜间经济新业态丰富夜间经济新业态，，增强城市活力增强城市活力。。 高嵩高嵩 摄摄

夜夜

爱
心
满
满

□本报记者 焦宏昌

近年来，兰考县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贯通城乡的

重要抓手，大力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以交通高质量促城

乡一体化，多措并举，以路域提升促产业兴旺，探索出一条

以“四好农村路”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子，让农村公路真正成

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

建设高标准

6月 15日，记者从县城出发沿兰赵线一路向东十来公

里，就到了代庄村，和公路并肩延伸向远方的是清亮的水

渠，有人垂钓，也有孩童在周边玩耍，与路边显眼的“全国

最美农村路”石刻相映成趣。

在“四好农村路”建设中，围绕“三铁联运、高速绕城、

快速互通、干线畅美”，兰考通盘布局、科学规划，推进“四

横六纵”骨干路网升级，打通“大动脉”、疏通“中梗阻”、畅

通“微循环”，提升路网结构和服务功能。道路建设方面，

在省定标准的基础上，新建县道路面宽度不低于11米，乡

道路面宽度不低于7.5米，统一规划路、林、沟、渠，形成“一

路两河、一路一景”。创新运用海绵理念，所有国省县乡村

五级道路路肩留足做实，做好沿路植树和草皮绿化，路肩

外侧统一设计植草浅碟边沟。生态交通廊道、产业示范

带、美丽乡村示范带、全域旅游示范带“一廊三带”成为兰

考城乡最亮丽的风景线。

管护常态化

“建好”是基础，“管好”是手段，“护好”是保障。在道

路管护方面，兰考落实“路长制”，设置公示牌接受社会监

督。建立县有管理中心、乡有管养站、村有养护室三级管

护体系，配备护路员2592名，定路段、定人员、定标准。配

备县级执法人员74人、协管员38名、村级管理员454名。

购置150余辆洗扫车、高压清洗车、道路养护车，形成机械

化定时清扫与人工日常养护有机互补。“通过专业的管护

队伍，兰考的农村公路做到了能养尽养，养必到位，实现了

‘行车无扬尘、沿路无垃圾’。”兰考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朱恩

鹏说。

此外，兰考还创新推进路田（宅）分家，累计拆除沿路

门楼3200座、围墙1.7万平方米，把群众的宅院变成菜园、

花园、游园、果园，目前累计建成“一宅变四园”1.35万户，形

成了“兰考路域模式”。

运营可持续

“运营好”是目的。按照“以路带产、以路兴产”模式，兰考带动沿路乡

镇种植蜜瓜3万亩、红薯8万亩、花生25万亩、优质饲草17.6万亩，建设和

在建万头奶牛场5个。推进“农村公路+客运出行”“农村公路+物流发展”，

形成县乡村三级公交网络。优化城乡客运线26条、城市公交线路12条，

推进城市公交向周边乡村延伸。投资6750万元，建设农村三级物流体系，

建成1个县综合物流中心、13个乡镇综合服务站、200个村级综合服务点，

实现县有配送中心、乡有服务站、村有服务点，全县日均发送快递1.7万单，

年交易额突破100亿元。

“原来村里路不通，产业薄弱，村民也穷，出门从来不好意思提家乡。”

代庄村党支部书记代玉建说，“现在公路通了，村里新建了200亩大棚，葡

萄成熟后，大货车开到了田间地头，周末附近的居民带着孩子来采摘，还带

动了村里的农家乐和养殖业，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近五年来，兰考累计投入8.9亿元修建农村公路760公里，种植绿化树

160万株，先后获“‘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全国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县级）”等荣誉称号。

“截至目前，兰考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590公里，其中中等路以上1455

公里，占农村公路的92%，自然村通硬化率达100%，所有建制村通客车、

通邮递。”朱恩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