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4年8月13日 星期二
责编 / 李鹏 版式 / 张峰 校对 / 王仰瑞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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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9日，栾川县秋扒乡

白岩寺村乡里中心，一场由村民自

发组织的戏曲文化演出精彩上演。

村民自发表演的戏曲充满了生活气

息，把党的好政策、党纪党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振兴融入耳

熟能详的曲艺唱段中，用曲艺化、口

语化的方式，让群众在感受戏曲魅力

的同时，使新思想、新政策入耳、入

脑、入心。

白岩寺友谊曲剧团创作的《古

韵新声风俗新篇》，将移风易俗思想

政策融入其中，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

价彩礼、婚丧简办，破除陈规陋习，传

唱文明新风。这是白岩寺村激发农

村文艺爱好者内生动力，盘活农村文

化资源、激发文化活力的一个“鲜

活”场景。

据了解，白岩寺友谊曲剧团成立

于 2006年，由白岩寺村文艺骨干牵

头，戏曲爱好者组成，他们自购乐器，

自编、自导、自演。农闲时，剧团成员

就聚集起来排练演出，真正让戏曲文

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中。

据了解，秋扒乡将进一步厚植农

村文化土壤，引导剧团参与乡村治理

工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让

新政策、新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

动力。 （许金安 李艳艳 符新艺）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世
冰）8月 10 日，清丰县菌菇产业农旅

融合·产村一体示范项目“蘑菇点灯”

开工仪式在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

举行。

据了解，清丰县和中青博纳联合

打造“蘑菇点灯”项目，是推动清丰县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附加值

的重要一招。双方深度合作将延伸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提高

菌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为农

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赵家村“蘑菇点灯”项目总占地面

积约 200亩，总投资约 4500 万元，在

重点打造文旅业态的同时，围绕产业科

研、转化应用、产品出品、营销推广、产

品销售五大关键环节形成产供销产业

闭环，从种植端品种多、产量高、质量

好，延伸到供销端产品多、渠道广、价格

高，实现产品变现、强农富民，成为真正

意义的农旅深度融合示范项目。

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采购商，

清丰县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等县直有

关部门及19个乡镇办负责同志参加活

动。与会人员还前往赵家食用菌基

地、大地密码、食用菌工厂化基地等地

调研，并举行座谈会，对接产销合作资

源，促进菌菇产业链延伸发展。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霍婉
玉 刘俐东）“快点，看村晚去！”8月8日

傍晚，吃过饭的村民们纷纷从家中走

出，步履匆匆。

晚上7点，“建安区2024年我的乡

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暨夏季村晚展

示活动”热闹开场。男女老少齐聚，现

场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其乐融融。

“村晚”在磅礴大气的鼓舞《龙腾

盛世》中拉开序幕。戏曲《寻儿记》《铡

刀下的红梅》等唱段深受观众喜爱，台

上台下互动频频，不断有戏迷、票友跟

唱；舞蹈《好日子》《中国美》配乐优美、

舞姿迷人；唢呐独奏《欢乐饲养场》把

演出推向高潮；经典戏剧小品《借簪

子》笑料不断，喝彩声、欢笑声此起彼

伏……

两个小时里，来自许昌市建安区

桂村乡、灵井镇、艾庄乡的14个文化合

作社推选的22个节目同台竞技。这些

节目多为演员们立足于农村现实生活

所创作编排，承载着建安区的乡音、乡

土、乡情、乡韵，体现了自然淳朴、真情

实景的美丽乡村，真切地体现了“村

晚”是村民自己的舞台，表达了基层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抒发了大家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借簪子’太经典了，每次‘要借

要借要借哩’‘不借不借就不借’的唱

词一响我就忍俊不禁。”“节目特别接

地气，越看越想看，看了还想看。”舞台

下，村民们一边看一边讨论。

“村晚”搭台，文旅经济“唱戏”。

为了让“村晚”不仅好看，还好玩，活动

现场设置了“政策摆摊”专区，通过“党

员摆摊群众赶集”的方式找准服务群

众着力点，现场为群众提供政策答疑、

法律咨询等服务；农产品展销区，返乡

创业人才现场推介桃子、葡萄等特色

农产品；还有义诊专区，来自桂村乡卫

生院的医生为群众开展免费测量血

压、问诊等服务。热闹有料的“村晚”，

吸引了近千名观众驻足。

“村晚不仅是一台文化惠民的成

果演出，更是一次文旅节庆展示、群众

文艺展示、特色文化传承、好物美景推

介的全方位呈现。”建安区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负责人刘玉琴说。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陈
思远）8月 10日晚，2024全省民宿康

养旅游产品宣传推广活动在西峡县

老界岭景区启动。启动仪式上，舞蹈

《虎头韵非遗情》《清风细雨》，豫剧

《重渡沟》选段“干事歌”、“红旗渠精

神传万代”，沉浸式康养推介《南阳

记》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

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活动现场，主办方发布了南阳市

50家A级旅游景区对2024年全国应

届高考生、中招生推出免首道门票等

一系列暑期优惠政策，南阳文旅为全

国游客准备了 1500 张免费门票和

500张“通关文牒”福利。

老界岭拥有独特的南北地貌，平

均海拔1000 米左右，夏季平均气温

22℃，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和康养福

地，也是全省重点发展的四大民宿

集群之一。今年暑期，河南省围绕

“夏爽中原·老家河南”主题，相继推

出“消夏避暑、休闲度假、大遗址研

学、体育+运动、音乐+旅游”等系列主

题活动，此次民宿康养旅游产品宣传

推广活动是“夏爽中原 老家河南”夏

季文旅消费季活动的主要内容、“康

养+旅游”新业态产品策划的重点活

动之一。

南阳地处伏牛山腹地和医圣故

里，既有“天然药库”伏牛山之地利，

又有“中华医圣”张仲景之人和优势，

是发展康养度假旅游的理想之地。

当地依托独特的山水资源、深厚的

中医药文化底蕴，积极将中医药融

入景区的新业态发展中，大力开发

特色民宿、医药康养等新业态旅游

产品，发展壮大了一批民宿集群和

民宿重点村镇。目前，南阳市共有

70 家民宿，被评定为国家甲级民宿

1 家、市级民宿 20 家，农家乐、农家

宾馆 496 家。大力发展乡村民宿，

正成为南阳提升旅游业品质、推动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自编自演自编自演自编自演自编自演 幸福生活唱着过

文艺节目接地气 政策宣传来“出摊”文旅特产争推介

这台“村晚”有戏又有料

“蘑菇点灯”
一起叩响“致富门”

全省民宿康养旅游产品
宣传推广活动启动

（上接第一版）

生态赋能 打造文旅金招牌

“我是和朋友一起过来游玩的，

这里空气清新，有山有水，配套设

施完善，还有特色的民俗表演，真

是不虚此行。”到帅洼村游玩的张

女士说。

帅洼村坐落在大别山麓，来到这

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有“全国生

态文化村”的标志石门，进门后，一条

条柏油路曲径通幽，掩映在青山绿水

间的帅洼村如一幅水墨画，一到假

期，游客纷至沓来。

近年来，帅洼村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思路，充分打

好“全国生态文化村”这张金字招

牌，念好“农字经、林字经”，不仅发

展太空莲、茶叶、油茶、红薯粉条、杉

木经济林等“多彩田园”有机生态农

产品，还充分开发利用好这好山、好

水、好风光，大力发展休闲民俗康养

旅游业。2019 年以来，该村先后打

造旅游景点 10 余处，开办农家乐 4

家、民宿 39 间，年接待游客 5 万余

人，在村就业 600 余人，人均收入 2

万余元。2023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 81.6 万元，先后成功创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省级乡村康养

旅游示范村”。

帅洼村党支部书记胡善信表示，

如今的帅洼村，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

交相辉映，身临其中不仅可以体验九

架岭、千鹅冲、胜天湖等自然生态农

旅，更可以享受“来一趟、玩一天、住

一宿、听一曲、拎一兜”的帅洼味道。

可以说，城市有的，这里都有，城市没

有的，这里“花儿正红”。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一村一品’的

发展理念，总结好推广好我乡特色

产业先行村‘土地运营型、资源开

发型、土地股份合作型、村庄经营

型’的发展模式，引导各村有样学

样、挖掘潜力，探索出强村富民的

新路子，谱写晏河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出彩篇章！”晏河乡党委书记

向艳霞说。

（上接第一版）

李建军表示，下一步，安阳要坚

持“边建设、边科研、边转化”，服务承

接好科研力量转移，遴选一批省级以

上龙头企业、合作社对接中国农科院

科研成果，重点围绕小麦、玉米、大

豆、油料、生猪、肉鸡5个产业打造全

产业链平台，推动相关科技成果优先

在河南转化。

聚焦强村富民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持续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不

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近年来，

安阳市总结推广了“三变”改革冯庄

模式、“近郊研学”西裴模式、“龙头带

动”姜庄模式、“三产融合”将台模式

等十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不断

拓宽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增收渠道，提

升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全市农村年集

体经济收入 5万元以上的达 100%，

集体经济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占比

74%。

“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安阳市

积极探索多村联盟模式，抱团发展集

体经济，按照‘地理位置相近、产业发

展相融、资源优势互补、发展规模适

当’的思路，在安阳县永和镇后荣村、

后油房村、后李村、朱小庄村、冯村、

田营村、铁炉村和王小庄村八个村试

点成立集体经济发展‘八村联盟’，实

现主体联合、要素联合、产业联合，增

强集体经济发展实力，探索了平原农

区村村联合发展集体经济的一条新

路子。”李建军说，八村集体经济总收

入由联盟前的150万元，增长到2023

年的300万元。

“下一步，我们还要持续总结推

广韩陵镇六村联营、白璧镇四村联建

等发展模式，推动乡村产业‘一枝独

秀’向村强民富‘满园春色’转变。”李

建军表示。

（上接第一版）

需要注意的是，授粉后20多天的

玉米，若苞叶短，大部分籽粒裸露在

外，可采取青贮方式，减轻损失。

针对我省正在开花授粉的玉米

田块，应注意哪些问题？王群介绍，

此时应辅助授粉促结实。可根据玉

米雄穗发育状况，采取人工辅助授粉

措施，选择玉米盛花期的晴朗上午，

采用无人机进行盘旋飞行，增加雌穗

花丝的授粉率，提高果穗结实率。

“由于前期降雨多，土壤湿渍，玉

米开花授粉，田间湿度大，群体郁蔽，

更易发生病虫危害，开花散粉后，结

合‘一喷多促’及时加强病虫害防

治。”王群提醒，病害应主要防治玉米

（南方）锈病、弯孢霉叶斑病、大小斑

病、穗腐病等，虫害主要防治玉米螟、

桃蛀螟、棉铃虫等，可采用无人机飞

防作业，防病治虫防早衰，为后期玉

米籽粒灌浆期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

环境。

（上接第一版）

“在我们虞城，荠菜是个抢手货，因

为品质好，所以需求量大。我们自产的

荠菜不能满足公司需求，在产品质量满

足标准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大量收购农

户种植的荠菜。”懂菜农业采购部门负

责人董建蓉说。

“新鲜荠菜比较容易腐烂，不易保

存。我们就先将其筛选、清洗、漂烫，加

工速冻成半成品，或将荠菜加工成‘荠

菜团子’蒸熟、速冻包装。既保留了荠

菜的营养与风味，又延长了保质期。”杨

存朝说道。

此外，懂菜农业紧跟市场趋势，针

对不同消费群体推出了速冻果蔬、面

点、预制菜等食品系列，构建了“绿色生

产基地+食品厂（中央厨房）+旗舰门

店+团餐食堂+线上平台”的一体化发

展模式。凭借强大的生产能力（日产

120万个馒头花卷、20万份预制营养配

餐、年产2.5万吨速冻食品等）和卓越的

产品质量，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并与国

内多家知名上市食品企业及餐饮商超

连锁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追求卓越品质的同时，懂菜农业

也不忘社会责任，通过提供就业岗位、

促进农民增收等方式，积极回馈社会。

公司还获得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2022年度河南预制菜最具竞

争力供应链企业”“商丘市智能化车间”

等多项荣誉称号，充分展现了其在农产

品深加工领域的领先地位和良好企业

形象。

科技创新激活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我们持续与河南农业大

学、河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合作，共

同探索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路径。通过

科研基地合作共建、数字农业技术创

新、种植加工科技创新、新品种新技术

研发与推广等多领域的深度合作，成

功研发出包括品种培育系统、速冻保

鲜技术在内的 13 种实用新型专利及

软件著作权，这些创新成果为公司农

业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河

南懂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胜

利如是说。

为了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的高素质人才，懂菜农业与科研院校合

作建设了多媒体培训中心，并举办了多

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班。这些培训班

不仅传授了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和

深加工技术等实用知识，还注重培养学

员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将科技成果

送到田间地头，有效促进了农业技术的

普及和应用，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懂菜农业年均组织40余场

农业专业技术农民培训班，年培训

3300余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通过现代科

技与传统农业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产品质量，增强农

产品深加工领域创新。争做以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为主体的农业创新

龙头企业、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

量。”董胜利说。

用“智”保“质”懂菜农业尽显“科技范儿”

深化农村改革 推动全面振兴

打造“一村一品”晏河向富而行

面对旱涝交替
河南玉米如何应对？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成
亮 陈远志）8月 12日 5点多，晨光熹

微，泌阳县郭集镇杨树岗村，一声声

叮当叮当的牛铃声，从家家户户的院

落里传出，奏响一曲了动听的乡村晨

曲。这时，50多岁的村民郝义成已经

开始忙活起来了，拌饲料、喂牛，一天

的生活就这样开始。

早些年，郝义成只身在北京打

工。去年，他回到了家乡，决心在家

乡干出一番事业。“郭集镇和南阳市

搭界，一直有养殖南阳黄牛的传统

习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牛。”郝

义成虽然离家多年，却对家乡的产

业发展非常熟悉。“俺回来后经过调

查，发现养牛效益真中！特别是近年

泌阳县研发出了我国第一个肉牛品

牌——夏南牛，为发展养牛产业提供

了机遇。”郝义成当即将打工的50多

万元积蓄投资养牛。“俺去年购买了

12头母牛，当年就繁育了 7头牛犊，

收入 10多万元。不仅是俺家，牛经

济也让俺村村民过上了牛日子。”郝

义成说。

牛产业带富效果好，杨树岗村大力

支持养牛大户发展，带动群众致富。养

牛大户周顶的牛场存栏量500多头，年

收入不菲。“俺的养牛场常年有20多人

来务工，让杨树岗村的闲散劳动力在家

门口实现了就业。”周顶说。

“周顶在杨树岗起到很好的带富

作用。他的养牛场通过‘公司+农户’

的方式，由杨树岗村委会担保，将牛

交给具有成熟养殖经验和技术的农

户代管，养牛场负责技术培训、疾病

预防以及销售，确保代管农户稳赚不

赔。”杨树岗村党支部书记周景武说。

“代管养牛，这发展模式真中。

俺的养牛技术是杠杠的，可就是缺资

金，要多养牛，多挣钱，很难。现在村

委会给担保，养牛场提供牛让俺代

管，代管根据养牛效益分成，俺今年

代管了18头。”代管养牛户刘富景喜

滋滋地说。

目前，缺乏养牛资金但具备养牛

技术的20多户群众，在村委会的鼓励

和担保支持下，纷纷加入养殖场的代

管行列中。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娟
娟 聂金歌）为深入贯彻落实最高检、省

检察院“检护民生”“检察护企”专项行

动，解决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操心事、揪

心事、烦心事，8月 11日，宝丰县检察

院邀请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文化产业

园的20名企业家代表走进基层法律监

督联络站，为企业家代表讲授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法治课。

在基层法律监督联络站，宝丰县

检察院干警根据企业代表的需求，有

针对性地讲授《如何预防电信诈骗》

《合同中常见的法律风险》等法治知

识。“如何预防电信诈骗？”“以个人名

义借款归企业实际使用的，谁来负借

款责任？”检察院干警“一对一”向现场

企业家代表答疑解惑，回应他们当前

关心的问题。

“直播间日订单量有多少？”“每单

毛利润有多少？”课后，宝丰县检察院

副检察长谷英格实地走访了商户、直

播间，认真了解大黄文化产业园发展

现状，并与现场商户进行亲切交流。

“感谢县检察院干警‘面对面’地

为我们答疑解惑，不仅增强了我们的

法治意识，也提高了企业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的风险防范能力。下一步，我

将立足自身发展，号召企业职工、合作

商户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合法生产经

营，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企业家代表王晓辉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郝
军 张小裴）8 月 12 日，记者从孟州

市民政局了解到，自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

展以来，孟州市民政部门以深挖和

整改问题为切入点，不断健全完善

各项规章制度，倡导深入基层调查

研究，现场剖析解决实际问题，收效

显著。

截至 7月底，孟州市民政部门共

排查发现养老服务、婚姻殡葬、社会

救助等方面 16个问题，并立行立改

全部整改到位。实施了公布婚姻登

记中心地址和办公电话、殡仪馆高

峰时期引导群众祭祀等 8项便民措

施。孟州市民政局修订完善了《孟

州市敬老院管理规范（修订版）》等 6

项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与相关部

门联合制定了《孟州市文明新风二

十条（试行）》，从建章立制上规范从

业人员的行政行为，做到依规办事，

依法办事。

以“检”之力 助企前行

担保代管担保代管担保代管担保代管 “牛保姆”净赚不赔

发现问题 立行立改

8月5日，记者在河南懂菜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亲身体验了新质

生产力的强大魅力。

懂菜农业不仅仅是一个企业，

更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生动

实践的缩影。在这里，记者看到了

科技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入

农业，从精准的卫星遥感技术监测

作物生长，到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

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大数据云

平台分析市场需求，到物联网技术

实时监控农产品质量。这一切，都

让传统农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

活力。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应用

的不断深化，未来的农业将不再是

简单的种植与收获，而是一个集高

效、绿色、智能、可持续于一体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

记者手记

8月11日，辉县市宝泉度假区，碧水丹山，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山水之间尽情玩乐，感受青山绿水魅力河南。 宋福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