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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联办

7月 6日，沈阳农业大学孟军

教授与河南农业大学任天宝副教

授签订区域创新中心合作协议。

当日，植烟土壤固碳培肥与浓香型

烟叶科技成果转化论坛在漯河举

办，国家生物炭科技创新联盟、农

业农村部生物炭与土壤改良重点

实验室协作网与河南生物炭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联合成立的河南创

新中心签约揭牌仪式同期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西农业大学教

授徐明岗（左三），中国工程院院

士、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周卫（左
四），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

学教授陈温福（左五），中国工程院

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沈其荣

（左六）和国家烟草行业学科带头

人刘国顺教授等现场共同见证。

全域优化
构筑宜居村镇 城乡融合更适配

6月 28日，记者驱车穿过杨集镇“网红

路”柳荫大道进入镇区，映入眼帘的是该镇

人民文化广场。每当夜色降临，这里便成为

镇区群众娱乐休闲的“主阵地”，在霓虹彩灯

的映衬下，广场舞、戏曲小剧场等丰富的“夜

生活”纷纷登场。

沿广场前行，紧邻的是穿镇而过的方城

母亲河——潘河。杨集镇群众的“品质生

活”，绝对离不开潘河沿岸治理工作的有力

加持。

“河道修好以后，河里水质比以前更清

澈了，沿岸游步道也干净整洁，晚上灯火通

明的，出门散个步、遛个弯儿真方便。”家住

镇区的居民赵红阳高兴地说。

近年来，杨集镇以城乡融合为主线，因

地制宜、因村施策，持续推进农村污水处理、

生活垃圾治理、户厕改造和“一宅变四园”

“池塘”“游园”等微景观建设，实施城镇通道

绿化美化建设，整合沿线生态、文旅、历史等

资源，建设“美丽廊道”。如今，杨集镇各村

“旧貌换新颜”，城乡融合优势突显。

厚植沃土
产城联动发力 城乡融合有抓手

方城药材资源丰富，品质优良，以裕丹

参、木瓜、菊花、艾草、决明子、地黄等为代表

的道地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1万亩。近年来，

该县依托丰富的中医药种植基础，加快构建

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其中重点打造的方城

县现代中医药产业园便坐落于杨集镇境内。

杨集镇紧邻伏牛山脉，境内拥有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裕丹参”“南阳艾”等道地药材

品种资源，为了承接好产业园落地发展，该

镇高标准成立杨集镇现代中医药产业园建

设工作指挥部，明确镇党委书记任总指挥，

亲自参与；各分管部门领导专责管理，具体

负责。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杨集镇与方城县

河南省芝元堂药业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按照“政府+公司+科研院校+基地+农

户”的经营模式，通过引进中医药龙头企业

和农业科研院校，以政府主导、企业带动、科

技支撑、基地为阵地、农民为员工，构建起集

中药材种植、科研、教学、观赏、养生、旅游于

一体的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

方城县现代中医药产业园项目落户杨

集镇，是该镇厚植发展沃土，积极承接项目

落地，促使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

农互促、城乡互补的融合发展缩影。

道路先行
助推文旅提速 城乡融合动能足

近年来，杨集镇依托境内丰富旅游资

源，抢抓城区居民周末游、近郊游、研学游、

采摘游的旅游市场先机，从旅游道路建设、

文旅资源整合、文旅产品开发等多角度出真

招、下真功，成功塑造出了具有杨集特色的

文旅品牌，走上了文旅产业带动农户吃“旅

游饭”，发“旅游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文旅发展离不开便捷的道路出行条件，

在杨集镇就有一条绿黄蓝三色平行的“彩

虹”旅游线路，该条线路全长10.12公里，在

串联起袅袅村庄、希望田野和大美山川的同

时，以点带面连接起境内的方城县七峰山、

七十二潭两个4A级景区和羊驼山、三环山

等景点，每到节假日，用“车水马龙”形容这

条农村旅游路毫不夸张。

采访中，记者恰好碰到喜爱自行车运动

的方城县城居民张浩。“我经常在这条路上自

行车慢骑，从县城骑到这半小时左右，几个骑

友一起有说有笑，还能欣赏路边的美景，舒心

得很。”如何将这部分群体吸引到杨集镇？该

镇党委书记刘长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们

在服务全域旅游的基础上，通过沿路栽植花

草，建设公路驿站，打造沿路微景观、发展农

家乐等途径，全力营造公路周边可赏、可玩、

可停、可‘打卡’的路域环境，为不同需求的游

客提供更多舒适的出游选择，让农村路成为

带动农文旅发展的‘快速路’。”

道路通，百业兴。近年来，杨集镇按照

以“发展旅游路、支持产业路”的总体规划，

三年来，累计投资 1.8亿元，新建道路 23公

里，改扩建道路12公里，先后建成环七峰山

旅游路、鸿旺产业大道、荟萃云山双环旅游

通道和连通县城与镇区的人民路、七峰大道

改建和路域提升工程。

路好了，人多了，农文旅更旺了。杨集

镇在稳步发展文旅产业的同时，借助开设的

“夜游”旅游专线、新型“夜经济”消费场景等

举措，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105万余人次，

总营收达500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谭文华 吴栋玲）

“没想到这一会儿工夫，就补办好

了不动产权证书。”7月3日，在宁

陵县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家住

城郊乡清华园的李先生仅用片刻

时间，便领到了崭新的不动产权

证书，对中心的高效服务赞不绝

口。

以往，群众在办理不动产权证

书遗失补证时，需先办理遗失声

明，并等待公示满15个工作日后

才能提出补证申请，整个流程耗时

较长，给群众带来了诸多不便。随

着自然资源部最新政策的出台，这

一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根据自然资源部审议通过的

《自然资源部关于第六批修改的

部门规章的决定》，对《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相关条款

进行了调整，明确规定不动产权

属证书或登记证明遗失、灭失后，

权利人申请补发的，不动产登记

机构只需在其门户网站上刊发遗

失、灭失声明，即可立即办理补发

手续。

宁陵县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

积极响应这一政策变化，迅速行

动，依托河南省不动产登记网上

“一窗办事”平台，实现了遗失公告

在线刊登和补发业务的即时办理，

群众从申请到领证，整个过程实现

了立等可取。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秉持这

一理念，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

服务质量，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的政务服务。”该中心负责人

表示。

本报讯 7月 7日，小雨中，万

安山脚下的水泉社区，湿漉漉、水

灵灵，南窑、北窑、石窑门等自然

村新铺好的水泥路笔直、平坦；

“沐养山庄”几名游客正在凉亭下

悠闲地喝茶，一派生机勃勃。

水泉社区位于洛阳万安山

麓、伊滨区寇店镇南部。近年，该

社区以改善道路交通条件为突破

口，加快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依托

大谷关、客家之源纪念馆、水泉石

窟等文化“名片”，推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打造洛阳近郊游目的地，

乡村振兴气势磅礴。

培育文旅富民产业

依托文旅资源，把万安山山

顶公园、万安山野生动物园、大谷

关森林公园等串点成线，着力构

建“居民+集体+企业+市场”利益

合作联结机制。

利用良好自然、人文资源禀

赋，打造了“沐养山庄”“大谷关农

家菜”高端民宿；流转土地500余

亩，创办大谷关生态采摘园、九连

山蟠桃园；成功举办第十届洛阳

大谷关全国自行车公开邀请赛，

促进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社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办好民生实事，补齐公共基

础设施短板，让群众走上“柏油

路”“水泥路”，喝上“放心水”。

扩宽、改造、硬化通组通户道

路4公里；改造党建文化广场、高

标准建成社区体育公园；实施

3000余米道路“白变黑”工程，实

施供排水一体化工程，为群众提

供干净、健康的自来水。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社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加快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立后备

人才及乡贤人才库，储备“镇选村

培”人员5名，后备干部3名。

开展党群服务中心“7+N”提

升，广泛开展广场舞、大鼓、篮球

赛等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023年评选“好媳妇、好婆婆、好

妯娌”4人、道德模范2人、最美家

庭 3户，推动村风民风进一步好

转。 （许金安 张若含）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肖银银）“阿姨，笑一笑，头

再稍微向左偏一点。”6月 30日，

在信阳市平桥区平东街道牌袁社

区，摄影师耐心地对正在拍照的

老人说。

为给老年群众提供更多关

爱、留住美好时光、传递正能量，6

月 30日，平桥区民政局联合摄影

公司到平东街道各社区，开展“夕

阳红·最美微笑”老年公益拍照活

动，为辖区55周岁及以上人群送

上一份特别祝福。

拍照当天，社区门口很是热

闹，前来拍照的人好奇地排队等

候。拍照前，细心的摄影师还会

帮助打理发型、整理服饰。

不少老人好久没有拍过照片

了，坐在镜头前显得有些羞涩和

紧张。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他们

很快放松，随着“咔嚓”快门声响，

老人们精神矍铄的模样被定格在

相机里。拍完后，志愿者耐心细

致地进行修图、打印。一张张简

单的照片，定格的是光阴的片段，

送去的是关爱，留下的是温暖。

“街道和社区把事情办到老年

人心坎里了，拍的证件照好多地方

都能用，感谢你们。”中山社区来参

加活动的陈奶奶开心地说。

用爱心传递爱老助老的文明

风尚，用镜头记录幸福瞬间。本

次摄影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升

了老人的幸福感，营造了助老爱

老的浓厚氛围，推动了文明和谐

社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付
峰 张永久）7月 2日一大早，项城市

范集镇史庄村村民靳永祥就在自家

庭院的小菜园里忙活起来，除草、浇

水，把黄瓜藤蔓绑到支架上……“你

看，我家的这个菜园有辣椒、西红柿、

豆角等，施的都是农家肥，这些蔬菜

成熟后，自己吃不完就送一些给邻

居、亲戚朋友，有时还拿到集市上去

卖，不仅实现了吃菜的自给自足，也

补贴了家庭日常开支，今年已经卖了

1000多块钱。”经过一阵忙碌，靳永

祥虽然出了一身汗，但开心极了。

方寸之地做文章，小庭院里能

增收。近年来，范集镇按照“整治

人居环境、发展庭院经济、扮靓美

丽乡村”的思路，根据村民意愿以

及各家各户的地形、位置，利用房

前屋后的零星荒地、闲置地，鼓励

农户以家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

体，打造民宿、农家乐、土鸡土蜂养

殖、果蔬种植等形式多样的致富庭

院，让村民家里的土鸡蛋等庭院经

济产品走出乡村，成为发展壮大庭

院经济、助农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使“巴掌大”的农家庭院变成群众

增收的“聚宝盆”。

为激发群众参与发展庭院经济的

积极性，镇村干部深入走访群众，在详

细了解庭院情况、种植需求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给农户免费发放黄瓜、茄子、

辣椒等蔬菜种子和果树苗，并定期对

接邀请农业专家提供技术指导，以实

实在在的举措，鼓励和支持群众发展

庭院经济、增加家庭收入。

史庄村今年71岁的村民张凤兰

家门口也有一片红砖围成的菜园

子，还养了 10 余盆花卉装点菜园

子。张凤兰一边忙着管护自家的小

菜园，一边笑着跟记者唠嗑：“我这

菜地种的都是自己爱吃的应季蔬

菜，小葱、西红柿、茄子、韭菜每样都

种一点，你瞅瞅，长得多好。”她家每

天吃的蔬菜都是直接从这里摘的，

天天轮换着吃，新鲜又安全，不仅节

省了一笔额外的买菜费用，还丰富

了他们的餐桌。

眼下，该镇各村农户院内的小

菜园都种满蔬菜，围栏里养着鸡鸭，

房前屋后尽是鲜花绿树，花香果香

让人沉醉，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小小庭院变成了一处处风景，也成

了家家户户的“增收园”，一幅乡村

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晨

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古诗里

的诗情画意，变成了范集镇群众打

理庭院经济的日常写照。

美在农家，富在庭院。截至目

前，该镇已打造庭院经济示范户375

家，带动群众累计发展果蔬种植

1500余亩，养鸡鸭 8000余只、土蜂

100余箱，发展民宿12家、农家乐28

家。预计庭院经济示范户户均年增

收3000元以上，实现院内美化和经

济发展双赢。

“下一步，我们还要持续推动、

引领带动更多群众发展庭院经济，

让农家百花齐放的小庭院丰富群众

的‘菜篮子’、鼓起村民的‘钱袋子‘，

成为百姓名副其实的‘幸福园’，为

乡村振兴助力添彩。”范集镇人大主

席黄春明告诉记者。

按照有关部门工作安排，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及所属相关企业近期将在
辖区继续增加2024年产小麦收储规模，第四批具体收购库点等相关信息如下：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将增加新产小麦收储规模

四院士见证河南创新中心签约揭牌

1.中央储备粮洛阳直属库有限公司

收购地点：新安零三二零河南省粮食储备库有限

公司，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磁涧镇。

业务咨询人：楚松涛

电话：15538881978、0379-82886615

2.中央储备粮开封直属库有限公司

收购地点：豫粮集团尉氏县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孔庄村东300米；兰

考县小宋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兰考

县小宋镇程寨村；通许县天仓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城南

分公司，位于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邸阁乡杨庄村南。

业务咨询人：李树锋

电话：13592132559、0371-23162219

3.中央储备粮安阳直属库有限公司

收购地点：滑县白道口镇丰硕粮油购销有限公

司，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白道口镇白道口村。

业务咨询人：申雁泽

电话：18537200876、0372-3809581

4.中央储备粮漯河直属库有限公司

收购地点：漯河市郾城区靳庄粮食种植专业合作

社，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商桥镇靳庄村。

业务咨询人：何冰强

电话：13939559115、0395-2623301

5.中央储备粮商丘直属库有限公司

收购地点：河南世通谷物有限公司夏邑直属库，

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会亭镇西技术开发区6号；

商丘市益民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梁

园区刘口镇大堤北200米；商丘市金地粮油购销有限

公司，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梁园站高速出

口西200米黄河路北侧。

业务咨询人：杜文举

电话：13837064484、0370-3601515

6.中央储备粮周口直属库

收购地点：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位

于河南省周口市交通路东段 31 号；西华县清河驿

粮油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清河驿

乡。

业务咨询人：高伟

电话：18738860029

7.中央储备粮南阳直属库有限公司

收购地点：方城县城关金粮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城关镇。

业务咨询人：乔德刚

电话：13837782046、0377-65075890

8.河南豫粮麦业有限公司

收购地点：获嘉县郑飞恒诚面业有限公司，位于

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城关镇前寺庄村。

业务咨询人：孙世军

电话：18037135161、0371-6910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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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证立等可取
高效服务群众点赞

补设施短板 育富民产业
伊滨区水泉社区打造洛阳近郊游目的地

定格瞬间 留下美好
信阳市平桥区免费为老人拍照片

□本报记者 李东辉 文/图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刘文举

盛夏万物秀，

莫负好时节。携三

五好友，从方城县

城向北，15分钟车

程，就可直达素有

方城“后花园”美誉

的国家旅游名镇、

中国摄影小镇、河

南省乡村振兴示范

镇——杨集镇。

杨集镇镇域面

积166平方公里，人

口7.2万人，属于典

型的城乡接合乡

镇。近年来，杨集

镇立足区位优势、

产业基础、便利交

通、旅游资源等要

素，工业强镇、旅游

兴镇、生态立镇，以

城带乡、城乡互促，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

样板，实现“产、城、

人、文”深度融合。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产城人文深度融合成就群众品质生活

庭院方寸地农民增收园
项城市范集镇发展庭院经济

7月4日，在渑池县英豪镇东马村鑫地果蔬生
态庄园，农民在玉米地里掰水果玉米。该庄园有
日光温室大棚13座，今年在其中6座种了水果玉
米。目前，水果玉米已经成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采收。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王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