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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宋超喜

“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

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说的是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的故事。

而新蔡县老城西街中段北侧仁义

巷的故事，与六尺巷的典故相似，是古

往今来人们展现传统美德之礼让精

神。“仁义巷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承

载着新蔡人的记忆与情怀，见证了小

城的发展与变迁。”7月 30日，新蔡县

市民谢石华告诉记者，“仁义巷的改造

提升，让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已成为

众多市民游客的打卡地。”

仁义巷的改造提升是新蔡县大力

实施“文旅活县”战略，厚植文旅发展

优势，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推动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绘就文旅融合

新画卷的一个缩影。

立足顶层设计，新蔡县把文旅产

业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精准

施策，持续发力。成立文旅工作领导

小组，聚焦文旅融合发展趋势，高标准

推进文旅产业规划编制，以打造豫东

南区域性副中心城市、全面建设魅力

水城繁荣新蔡为引领，以文旅活县为

动力，从工作理念、工作机制、产业布

局方面统筹推进，全力把“规划图”“路

线图”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传承文化根脉，激活优秀传统文

化生命力。聚焦丰富的文旅资源，新

蔡县切实加大对辛亥革命烈士纪念

祠、任芝铭故居、文庙、金粟寺、三眼

井、吕蔡故城等遗迹旧址修缮保护力

度，做好小李庄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红

色遗址的建设、提升，开展多种形式的

主题实践和研学活动，做到有效保护、

合理开发，确保新蔡历史文化资源得

到永续传承，擦亮厚重新蔡、红色新蔡

历史文化名片。

城市因水而兴、因水而灵动。新

蔡县城三面环水，汝河、洪河在此交

汇。依托独特的水资源优势，新蔡县

用好用活水资源，以水为“笔”描绘文

旅画卷，做好做美“水文章”。

新蔡县统筹推进水生态修复和

水利建设，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水灾害“四水同治”，朝着从“以水为

患”到“因水而兴”的方向迈进。规划

建设了一批水景公园，持续完善提升

49.2公里的水系联通工程建设。如今

的新蔡，亭廊水榭、垂柳画桥，移步换

景，入眼皆画。新蔡先后获得国家卫

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省级文明县

城、省级生态县、省级双拥模范县等荣

誉称号。

文旅深度融合激发出经济发展新

动能。该县蔡洪坊酒业依托 3000多

年的蔡酒文化，成功创建成3A级旅游

景区——蔡洪坊酒业酒文化园；3A级

旅游景区水韵天街，青砖黛瓦，古色古

香，店铺布局设计古朴雅致，特色美食

应有尽有，烟火气十足。

以文旅活县为载体，新蔡县注重

擦亮“旅游+体育”品牌名片，提高文旅

融合发展。今年 4月，新蔡县环湖半

程马拉松赛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

的 3000名跑友相聚在风光旖旎的如

意西湖岸边，用脚步见证水城之魅

力。新蔡的美景、美食、文化和城市风

貌，受到了广大参赛者和游客的频频

点赞。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挖掘和利用

丰富的文化资源，把文旅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让文物活起来、文化兴

起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新蔡赏美景、

品美食、看演出，进一步激活文旅发展

新动能，绘就文旅融合新画卷。”新蔡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刘久锋

表示。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乔连军

“张老板，糯米香醋味道不错，客人

都爱吃，今天你给我们再送 40 公斤

吧！”7月23日上午，商水县利民饭店老

板给张团结打来电话。每天都要给超

市、饭店送醋，张团结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46岁的张团结，曾在部队服

役 12年，退役后，在深圳一家企业做

了 10多年销售工作。为了返乡创办

酿醋厂，2019 年他毅然辞掉高薪工

作，回到老家商水县舒庄乡扶苏村后

陈庄自然村。

后陈庄虽然村子不大，但酿出的醋

和酱油却远近闻名。张团结的爷爷张

田，继承家传的酿醋技艺，生产红薯香

醋。张田去世前，把酿醋配方传给张团

结的父亲，可惜张团结的父亲中年早

逝，去世前嘱托年少的张团结一定要传

承家传的酿醋技艺。张团结长大后，当

兵12年，打工10多年。屈指算来，张

家红薯香醋的酿造中断了30年。

张团结从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

2019年，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

下，张团结投资 100万元在自家宅院

建起了酿醋厂。虽然有酿醋配方，小

时候也见过爷爷酿醋，但张团结没有

具体操作过。张团结只好按照酿醋配

方一次次试验，每批次香醋出缸后，他

都仔细品尝。就这样，张团结试验了

30多次，终于酿出了儿时记忆中的家

传红薯香醋。试验成功后，张团结申

请办理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商标注册证，开始定量生产。

虽然张团结的祖辈、父辈酿造的红

薯香醋非常有名，但中断酿造30年后，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并不了解张家红薯

香醋。为了使张家红薯香醋成功打开

市场，张团结同妻子一起跑市场，每进

一家超市、饭店就放2箱，每到一个村就

让群众免费品尝。就这样，张团结的红

薯香醋在当地市场渐渐有了一席之地。

有了市场，张团结追加投资扩大

生产规模，重点生产红薯香醋、糯米香

醋、酱油。为带动村民致富，张团结与

村民签订红心红薯种植订单，并按照

每公斤 2.4元的价格收购。村民陈兵

高兴地说：“以前红薯不敢多种，不好

卖，不好储藏。这几年好了，团结办酿

醋厂，有多少红薯他都要，而且价格

高，现货现钱。”

50岁的村民王变，因年龄偏大又无

技术，不好找工作。自从张团结创办酿

醋厂以来，王变一直在酿醋厂打工，月

工资2000多元。如今像王变这样在酿

醋厂打工的村民有10多人，他们既能

顾家，又能挣钱。

如今，张团结的糯米香醋、红薯香

醋不仅在当地畅销，还销往漯河、驻马

店等地。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王晓磊 杨浩放）“大伙看看，这个玉

米叶片上的黄点就是黄斑病，这几

棵也是。除了黄斑病，持续阴雨天

气还导致玉米叶片萎缩，另外，玉

米南方锈病在部分地块也开始蔓

延，都得加紧防治。”7月 25日，在

舞钢市武功乡大李村的农田里，

该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王合生

叮嘱旁边的广源家庭农场负责人

李海清等人。

据了解，近期持续阴雨天气，

导致李海清种植的玉米叶片上出

现了黄色斑点。李海清为此打电

话向专家求“诊”，王合生一行当即

赶到玉米大田查看。

眼下正值秋作物病虫害发生

和防控的关键期。近期持续降雨，

造成一些低洼地块积水或玉米病

虫害发生，舞钢市农技人员全员紧

急奔赴各乡镇村庄，深入田间地

头，现场指导农户抓紧挖沟排水，

同时加紧防治病虫害。

在广源家庭农场，王合生一行顺

便查看了大田里长势茂盛的大豆。

“近年来，各级主推的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效果不错，与玉米套种之

后，大豆产量明显提高。”王合生说。

“非常感谢王专家，这几年全

靠专家指导，我种的玉米比其他种

植户都要好。”李海清由衷地说。

“针对玉米南方锈病流行危害

形势，要引起重视，加快普查。一

旦发现，要结合‘一喷多促’，立即

组织大面积防治，全面喷防，阻断

浸染循环，抑制发病，坚决控制病

害大面积暴发，最大限度减轻病害

危害损失。”王合生提醒广大农民

朋友。

本报讯 （记者李
燕 见习记者陈炫羽 通

讯员马学贤）“当前大

豆要做好豆荚螟、甜

菜夜蛾、食心虫等病

虫害防治，选准一些

对 路 的药剂进行防

治。”7月22日，在柘城

县远襄镇王双庙村，柘

城县农业农村局农技

站站长、农业技术推

广研究员皇雅领向种

植户王养建说。

眼下正值大豆玉

米等秋作物生长的关

键期，也是病虫害发

生和防控的关键节

点。柘城县农业农村

局积极组织农技人员

到田间地头，指导种

植户做好雨后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田间

管理。

大豆雨后防治病

虫害是关键。在王养建的 150亩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田里，结合大豆

当前生长特点，皇雅领就病虫害怎样

防治、下一步如何管理等，对王养建

进行了讲解。

皇雅领说：“大豆病虫害防治药

剂可选用宁南霉素、氰烯菌酯、高效

氯氰菊酯等对路的杀菌剂和杀虫

剂。喷施药剂时可加入磷酸二氢钾

及微量元素，增强植株抗性，提高结

实率，实现一喷多效；其次要在大豆

结荚期进行科学追肥，可根据田间作

物长势，亩追施低氮复合肥 10公斤

左右，促进植株生长，提高产量。”

“农技人员的讲解，让我明白了

该用什么药、施什么肥，我会根据专

家意见及时做好管理工作，确保大豆

玉米正常生长和发育，争取有个好收

成。”王养建说。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新华社北京 7月 30日电 记者 30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针对洪涝灾情对农

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近日财政部积

极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中央财政农业

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38 亿元，支持河

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等灾区开展农

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

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疏渠排涝等

防汛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

受灾地区积极应对洪涝等灾害影响，扎

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助力减

少农业损失，打牢秋粮丰收基础。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7月 29日，

记者从河南省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

赛组委会获悉，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选

拔，全省共有84名选手入围省级决赛，

其中初创组和成长组各42名。

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总工会、团省委、

省妇联等6部门联合主办的河南省高素

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今年已经是第七

届。大赛始终聚焦“新时代·新农民·新风

采”主题，旨在为有志“双创”的农民搭建

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的舞台，树

立创业创新导向，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届大赛亮点突出。参赛项目数

量再创新高，达到345个，比去年增加

20.87%；参赛项目规模化、专业化程度

更高，农业企业数量大幅度增加，占比

达60.3%；参赛选手趋于年轻化、高学

历化，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19岁。

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副处长吴秀

云说，这反映出近年来在党的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有文

化、素质高、能力强的人关注农业、投

身农业，为河南“三农”增光添彩。

据了解，今年大赛决赛将于8月底

在兰考县举办。

本报讯 （记者田明）7月 30日，记

者从河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我省普通

高招本科一批录取工作已结束，从总体

投档录取情况看，各院校生源充足，招

生计划圆满完成。与本科一批同期录

取的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艺术类本科

批也同时结束。

据悉，在本科一批录取期间，录取

现场工作人员积极为高校提供热情周

到、高效便捷的优质服务，在工作交互

中大力推介河南优质生源，尽最大努力

为河南考生争取更多圆梦好大学的机

会，最大限度满足考生期盼。

在录取过程中，省教育考试院全心

全意为考生办实事。录取工作开始以

来，共向考生推送录取状态信息264万

条，通过电话、网络以及服务大厅等渠

道答复考生咨询问题11.8万条。根据

录取工作安排，本科二批录取工作于今

日正式开始。

本报讯 （记者魏静敏 通讯员朱芳
汪洋）7月 26日，中牟县姚家镇在姚家

村成功举办主题党日和草莓种植技能

培训活动，60余名草莓种植户党员参

与，党建深度融合和引领草莓产业发展。

姚家镇草莓专家工作站的专家为

农户带来了宝贵的种植技术和前沿理

念，旨在解决莓农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

水平，进一步推动姚家镇草莓产业发展。

“去年我们村引种了一个棚的中莓

华悦，前期能卖到 30至 40元一斤，后

期疏花疏果等管理没跟上，口感香味都

还好，就是果实变小。如今有专家指

导，今年我们村要加大新品种引进力

度，以优良品种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姚

家村党支部书记姚国亮说。

“这次草莓种植技能培训对我来说

太实用了！让我对大棚草莓种植充满

了信心。”十八里卢村的卢延飞说。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张中
坡 孙元满）7月 26日，在方城县杨楼镇

牛世隆村、赵庄村的田间地头，该县农

业农村局、杨楼镇农业中心、县人寿财

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丈量土地，忙着

和农户签订保险合同。

“去年玉米因气候原因造成减产，

多亏入了保险，给俺进行了理赔。今年

承包的土地多，我又交了200亩玉米保

险。”牛世隆村种植大户老解说。

赵庄村村民王安政今年种了 300

亩玉米，7月份他通过人寿保险公司给

玉米上了保险，各级财政补贴后，个人

每亩只交 8.6 元，300 亩玉米他交了

2580元：“一亩地几块钱，要是气候不稳

定，或者是有啥病虫害，有了保险也不

用担心收入了，像是吃下了‘定心丸’。”

在赵庄村，像王安政这样的投保

农户已有150余户，少的有几亩地，多

的有几百亩。“只要上了玉米、花生保

险，遇到干热风、暴雨、洪水、内涝、旱

灾等重大灾害时候都能迅速得到补

偿，不用担忧因受灾而遭受损失。”王

安政说。

今年杨楼镇秋粮作物种植面积13

万余亩，目前农户参险率达85%以上。

本报讯 （记者郭明瑞 通讯员贺
国立）7月 30日，记者获悉，日前河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

政厅、河南省教育厅联合发文，公布

2024 年河南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基地

型项目名单，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

有限公司“中原菇农”培训基地被认

定为省级人力资源品牌培训基地，是

河南省食用菌产业唯一一家获此认

定单位。

本次认定工作是依照部省共建全

民技能振兴工程备忘录和《高质量推

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方

案》文件要求，经过各级推荐、专家评审

和网上公示等环节，全省仅有 20家获

省级人力资源品牌培训基地认定。

近年来，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

限公司坚持技能培训、重视产学研结

合，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工作。通过“中原菇农”培训基地

的培训和技术普及，该公司联结和带

动周围 30 多个食用菌生产专业村及

遍布全省各地的 5 万多个种植户、13

个年产千吨的珍稀食用菌生产基地做

大做强乡村食用菌产业，为食用菌产

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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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紧急下达农业生产
防灾救灾资金2.38亿元

84名选手入围决赛
河南省2024年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预赛收官

我省高招本科二批录取工作开始

我省食用菌产业唯一一家
“中原菇农”被认定为省级人力资源品牌培训基地

庄稼上“保险”种粮更踏实

技能升级 交流共融
中牟县姚家镇举办草莓种植技能培训

文旅巧融合 焕发新活力

退役老兵张团结辞去深圳高薪工作，返乡创办酿醋厂，依托家传酿醋技艺，
将红薯香醋卖到全省各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脱下绿军装当上“卖醋郎”

科学防御 做好“一喷多促”
舞钢农技人员提醒农户警惕玉米南方锈病传播

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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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防
治
病
虫
害

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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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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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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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农
户
做
好
大
豆
管
理 7月22日，温县黄庄镇西王里村村民在花生田间进行机器施肥、人工除草，为秋季丰收打好基础。徐宏星 摄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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