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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感谢党和政府一直惦记

着我这个老兵，你们还专程上门来搞这

个认证服务，真是太感动了！”9月 24

日，汝阳县城关镇张河社区残疾军人李

书奇激动地对上门为他进行年度认证

的工作人员说。

为进一步落实退役军人优抚政策，

近日，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启动了辖区

内退役军人2024年年度认证工作。针

对高龄、残疾等行动不便的退役军人，

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的上门服务小组，逐

一前往退役军人家中，提供一对一认证

服务。

目前，该镇已顺利完成本年度352

名退役军人的年度认证工作，特别是针

对高龄、残疾等行动不便的退役军人上

门服务覆盖率达到100%。

（康佳璇）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新立 张新义 段阳东

“中国好人”、驻马店市道德模范、

市拔尖人才、优秀共产党员……9月

23日，记者在省人大代表、确山县天

源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根福

的办公室里看到，近百项证书、奖杯、

奖牌摆放得整整齐齐，见证着他数十

年来扎根乡村创业走过的不平凡道

路。

早在20多年前，刘根福就开始从

事中药材种植，给群众作示范。在他

和有关部门的积极申报下，确山夏枯

草被命名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让

很多群众从中受益。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刘根福经常

步入药材种植田间，看药材长势；走进

药材收购点，问药材价格；深入药农家

中，了解种植、管理方式；邀请中药材

协会会员座谈，倾听想法诉求。扎实

的调研走访，再加上他本人对中药材

也是行家里手，让他对中药材产业各

个环节的新情况、新动向、新需求，都

了然于心。

确山县对发展中药材产业高度重

视，正在建设高标准的中药材产业

园。如今，刘根福正忙于和有实力、前

景好的药品生产企业对接，开展招商

引资，入驻产业园，实现确山中药材

一、二、三产业融合，争取更好更大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让中药材赋能

确山高质量发展。

优抚年审上门服务暖人心

药材香飘增收路
（上接第一版）

无论是种植面积的减少，还是高

温、降雨带来的单产降低，都会减少市

场上的青椒供应。三者叠加，进一步

加剧了供求关系的变化。

本地青椒产量降低，能否从外地

调运补充？常年赴全国各蔬菜种植区

采购的胡文勇介绍说，按照以往经验，

无论是南菜北运还是北菜南运，都是

很好的办法，即使加上运输成本，也不

会对蔬菜价格带来过多的影响。

“今年的情况是，全国很多蔬菜种

植区都遇到河南这样的情况，包括面

积减少、天气等原因带来产量减少等，

很难做到相互补充。”胡文勇说。

理性面对 高产优质是法宝

蔬菜价格上涨，首先受益的就是菜

农。在焦作市马村区河马仙果小镇及

周边，100多亩青椒让菜农增收不少。

河马仙果小镇是由河南农业大学

和马村区政府联合打造的特色农业产

业园区，得益于河南农业大学的品种

和技术支持，种植户实现了产量、质量

双提升。

河南农业大学豫艺种业公司在河

马仙果小镇负责生产技术的蒋泽民介

绍说，周边菜农近年来大多选择种植

河南农业大学选育的“大麻花”“金富

175”等高产优质的青椒品种，产量

高、品相好，即使在青椒价格低迷的年

份，也能凭借优良的品质吸引采购商

高于市场价收购，在目前的市场行情

下，收益更高。

“如果抛开市场不谈，对于种植户而

言，收益的最佳保障就是产量和品质。”

马长生说，要种对、种好、卖好，种植户一

定要选对好品种、选对种植茬口。

对于种植户而言，受制于信息、种

植惯性等原因，难以预测和把握变幻

莫测的市场，但从种植入手，以产量和

品质取胜，不失为一种规避和减少市

场风险的办法。

“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

能在市场发生变化时减少冲击，保障

和提高收益。”马长生说。

青椒价格高涨，菜农受益，但消费

者就“作难”了。

青椒价格啥时候能降下来？李胜

利介绍说，目前青椒价格上涨，主要是

因为供应量减少，按照青椒主产区的

种植茬口来看，预计在 10月中旬左

右，河南本地和山东等外省产区的青

椒将会陆续上市。届时，在本地青椒

和外省青椒的“双重补充”下，随着供

求关系逐渐趋于平稳，青椒价格将会

逐渐回落。

青椒身价缘何一路“狂飙”

（上接第一版）

“这不是我个人的成绩，光靠自己

做不成。”王桂凤说，从种子公司成立

到基地建设再到新厂建立，国家、科研

院所、高校、领导干部、家人都是坚实

的“后盾”。

自从两个儿媳嫁过来，王桂凤便

开始“做工作”，儿媳们也被婆婆的精

神感染，从此，婆媳两代“一条道”，向

小麦育种领域“进军”。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庆典，

王桂凤受邀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那

时那刻，她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培育出

更多优质种子。

她没有食言，先后培育水稻新品

种10个、小麦新品种5个，直接或间接

累计推广自主培育的新品种 6000多

万亩，帮助农民增收80多亿元。

活到老，学到老。王桂凤电脑用

得比儿媳还“行”。“她只要想学啥，就

非得学会。”这是儿媳眼中的王桂凤。

王桂凤喜欢学习，也愿意学习，她经常

用手机关注前沿科研成果。得知中原

农谷入驻了许多农业科研“大拿”，她

满是欣喜与期待。

王桂凤常说：“要为国家的粮食安

全做好本职工作。”谈及发展，她说，现

在有好政策，不仅农业项目多了，环境

也好，办啥事儿都快，市场监管也越来

越严，种业的春天来了。

共和国同龄人王桂凤的种子情怀

□高武勋 方娜 李宏远 文/图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豫西大地披

上了一袭丰收的盛装。在第七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笔者来到三门峡

市湖滨区，实地探访五谷丰登、产业兴

旺的新气象，亲身感受乡村振兴战略下

农村建设的新风貌。

果蔬飘香
绿色产业方兴未艾

在湖滨区磁钟乡寺庄村三门峡玉

森农业有限公司玉露香梨种植基地里，

连片的香梨树郁郁葱葱、枝叶繁茂，一

个个香梨挂满枝头，呈现出一派喜人的

丰收景象。由于这里海拔710米，昼夜

温差较大，出产的香梨色泽青翠、入口

爆汁、脆甜爽口，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

采摘品尝。

该公司负责人段瑜介绍，公司是省

农科院的试验基地，目前已打造成为优

质林果高效栽培示范基地，主推省力密

植栽培模式、省力密植整形修剪技术、

花果精细化管理技术、水肥一体化技

术、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梨园配套机

械化应用、梨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目

标亩产 2500公斤左右，优果率达 80%

以上。

近年来，湖滨区积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突出党建引领，通过“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根据当地气候和地貌

特征，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

展草莓、香梨、葡萄、桃等特色林果业，

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增添新

活力。

目前，三门峡玉森农业有限公司和

三门峡市湖滨区豫源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玉露香梨、三门峡市湖滨区关山花

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高庙山花

椒、三门峡市湖滨区富刚扁桃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扁桃获得中国绿色食

品认证。

湖滨区是三门峡市委、市政府所在

地，也是全市政治、商贸、金融、文化中

心。该区立足近郊区位优势以及地形

地貌条件、村民种植传统等，按照“为城

市服务、靠城市发展”的发展思路，大力

发展绿色精品蔬菜产业。

湖滨区现有富村、陈宋坡、磁钟、

小安四大蔬菜种植基地，这些基地依

托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政策扶持，

逐步发展成为集种植、观光、采摘、体

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园区。近年

来，全区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 16000

亩，其中大田蔬菜播种面积达到10000

亩，而设施蔬菜则占据了 6000亩。全

年蔬菜总产量高达 50000 吨，充分保

障了周边市场供应。同时，全区还涌

现出三门峡市湖滨区富蔬兴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一批蔬菜种植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这些主体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

创新，不断推动蔬菜产业向更高层次

发展。

此外，湖滨区发展各类食用菌产业

57.5万袋，总产值约200万元。除了三

门峡恒盛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三门峡

瑞禾蓝天花专业合作社规模化种植食

用菌以外，会兴街道和交口乡分散种植

的食用菌，也成为当地市场供应的重要

组成部分。

湖滨区在大力发展果蔬产业的同

时，还积极谋划中药材产业。截至2023

年，湖滨区中药材种植品种囊括了药用

牡丹、丹参、皂角、板蓝根、菊花、金银

花、柴胡等数十种道地药材。

截至目前，湖滨区已形成了“三味

奇香菇酱”“牡仙花茶”“关山花椒”“铭

鑫金银花”“樱桃山小米”“大晟丰禾火

龙果”等特色品牌，不仅有效提升了农

产品市场竞争力，加速推动了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而且让

一批批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湖滨

区的绿色招牌。

三产融合
带动群众稳步增收

位于湖滨区工业园的三门峡牡仙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

一家专注于农业种植、工业深加工及物

流贸易“三产融合”模式的农产品深加

工企业。该公司在湖滨区拥有5000余

亩牡丹种植基地，核心区域覆盖三门峡

周边万余亩，融合杜仲、桑葚、核桃等林

木，创新实施林下套种药用牡丹。

该公司占地500亩，配备16条高标

准生产线，产品涵盖八大类超400种产

品，以牡丹系列为市场特色。

该公司坚持创新驱动，与中科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深

度合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致力于新

资源油料的研发与应用，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

目前，该公司资产总额达29547万

元，年销售收入8130万元，净利润 703

万元，展现出稳健的发展态势。此外，

该公司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不仅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从育种到采

摘的全链条就业机会，还带动了 4130

户农户增收。

河南三味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

一家传统的烘焙食品企业，近年来与交

口乡马家店村及三门峡市湖滨区富刚

扁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帮扶

协议和种植采购协议，建立了多个扁桃

种植基地，总面积达数千亩，形成了规

模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

该公司就地取材，所有药食同源的

原材料均从当地采购。公司与农户签

订种植回收协议，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统一提供苗木、统一技术

服务、统一产品回收，建立了稳定的供

销关系。

通过订单农业，该公司不仅确保了

原材料的稳定供应，还帮助农户规避了

市场风险，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

与此同时，该公司不断进行设备自

动化升级和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通

过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实现

了日产月饼二十万块、年产能一万吨

的生产规模，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产

品供应。

此外，该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电子商

务体系，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将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国际市场。

该公司通过积极探索和实践三产

融合的发展模式，有效推动了农业、工

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产业链

的延伸和价值的提升。

三门峡市山君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也是三产融合发展的实践者。该

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10 月，主营黑玉

米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及农业技

术咨询与技术服务。截至目前，该公

司在豫西地区拥有黑玉米种植基地

5000 余亩、现代化玉米加工厂 7000

平方米，常温储存仓库 2000 平方米，

低温储存仓库 1000 平方米，从黑玉

米的种植、加工、储存与销售，做到了

全产业链运营。

截至2024年1月，该公司流转土地

1500亩，先后带动周边140户农户种植

黑玉米3500余亩，带动就业320人。

三产融合的发展模式，不仅实现了

企业自身的快速发展和壮大，提升了竞

争力，还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

产业升级，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资源整合
文旅产业势头强劲

三门峡是因万里黄河第一坝而兴

起的城市，而黄河大坝就位于湖滨区辖

区内。湖滨区依托丰富的黄河文化、生

态文化资源，精心整合，建设了多个文

旅综合体，如中流砥柱景区、中流砥柱

博物馆、中流砥柱研学中心和铁路文化

公园等。这些项目不仅传承了地域特

色，还丰富了旅游业态，提升了游客的

体验感和满意度。

湖滨区积极实施“文化+”“旅游+”

战略，推动文化旅游与农业、商业、教育

等多个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举办乡村

旅游主题活动、开发研学旅游线路、打造

精品民宿等方式，实现了文旅产业的多

元化发展，拓宽了游客的消费选择。

湖滨区在文旅项目建设上投入巨

资，加快推进沿黄文化展示中心、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等重点项目的建设。这

些项目不仅提升了区域的文旅产业基

础设施水平，还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

展，形成了区域联动、共同发展的良好

格局。

湖滨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农耕文

化、非遗文化等文化内涵，研发推出一

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通过

搭建文创产品展示交易中心、举办各类

展会等方式，推广和销售文创产品，不

仅提升了文化产品的附加值，还推动了

文化的活态传承和创新转化。

湖滨区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中坚

持“一盘棋”的发展理念，注重区域内

部的协同发展和资源整合。通过制定

科学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引导各

类资源和要素向文旅产业聚集，形成

了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

力。

湖滨区的文旅文创融合发展不仅

提升了区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带动

了当地群众的增收致富。通过发展采

摘、民宿、农家乐等乡村旅游产业，为村

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

全面推动了乡村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宜居宜业
着力打造和美乡村

近年来，湖滨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形成党政齐抓共管、上下协调贯

通、多方合力共建的工作格局。充分尊

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

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广

泛动员农民群众参与村级公共事务。

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多样性，坚持

从实际出发，根据乡村客观条件，分类

明确建设重点，逐步拓展建设领域，不

搞整齐划一，防止一刀切，打造具有湖

滨特色的和美乡村。

在农村环境整治方面，湖滨区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

复为主的方针，加强乡村生态建设，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发展

新格局。

湖滨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PPP项目，推动村庄道路、污水处理、厕

所改造、环境整治、绿化亮化等工程实

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

该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坚持规划引领，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不断提升农村

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

能力。

此外，湖滨区积极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

化解在源头。深入推进平安乡村、法治

乡村建设，守好基层安全底线。深化移

风易俗，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星级文明

户、乡村光荣榜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湖滨区委书记周建文表示：“目前，

湖滨区正处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我们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

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引入新技

术、新装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品质，

促进农业绿色化、智能化、品牌化，为实

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美好愿景而不懈奋斗。”

湖滨区 向新提质推动“三农”产业高质量发展

高庙乡唐洼村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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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康
晓灿）“医不见药王不妙，药不经禹州

不香。”9月 21日，中国中药协会标准

驱动中药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暨第十

四届禹州中医药交易会在禹州开幕。

来自全国各省市有关单位、行业协会、

知名院校、友好城市、医药企业的领导

和专家参加开幕式。

禹州市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中药材种植、加工历史悠久，明清

时期就已成为全国四大中药材集散

地之一。特别是近年来，禹州市抢

抓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立

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发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禹州

药会”的品牌效应，把医药健康产业

作为全市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进行重

点培育，形成了“有基地、有市场、有

龙头、有品牌、有标准”全产业链发

展格局。目前，禹州市中药材种植

面积逾 50万亩，禹白芷、禹南星等 6

种药材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全市

中医药企业达到 78家，涵盖中药材

初加工、饮片生产、中成药制药、生物

制药等领域，每年加工各类中医药产

品1000种以上。

药香禹州引客来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9月 26日，

第二十一届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

在鄢陵县花博公园开幕。来自全国各

地的花卉专家、媒体、客商会聚鄢陵，赏

花看花，探讨交流，寻求商机。

鄢陵县位于河南省中部，生态环境

良好，是“南花北移、北花南迁”的天然

驯化基地，拥有 1400多年的花木种植

传承，培植花木2400多个品种，被命名

为“中国花木之都”，享有“鄢陵蜡梅冠

天下”盛誉，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

花博会 21 载，届届有亮点，年年

有突破。围绕“中国花都·美丽家园”

固定主题，本届花博会将“深化转型升

级·扮靓幸福生活”作为年度主题。会

徽是以鲜花、绿叶等元素构成的“中”

字造型，寓意“绿色、创新、合作、美

丽”理念，吉祥物为花仙子“朵朵”。

本次花博会主要活动共计6项，其

中，9月 1日至 10月 31日，举行为期 2

个月的“花都生态文化游”，重点策划实

施各类主题旅游活动，着力打响以花木

观光、生态休闲、健康养生为特色的休

闲旅游品牌。

花都鄢陵迎盛会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侯国防 陈海棠

“我们留在家乡就是想把明式家

具制作技艺在鹿邑发扬光大，让咱们

的优秀传统技艺传承下去，后继有

人。”9月 23日，鹿邑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明式家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宋烈田

向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介绍说。

今年55岁的宋烈田出生于杨湖口

镇杨湖口村一个普通农家。他自幼受

父辈做木工活影响，耳濡目染之下，对

木匠这个职业满怀热忱，每天放学后他

都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推刨子、凿眼，

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具。

2002年年初，宋烈田怀揣着梦想

去北京闯荡，先后应聘到两家家具厂

工作。在北京的十多年间，宋烈田多

次与故宫博物院明清家具研究专家交

流学习，掌握了许多古典技艺。

练就了一身本领，宋烈田考虑更多

的是让自己的好手艺传承下去，让他欣

慰的是两个儿子对明式家具技艺很感

兴趣，宋烈田索性就带着两个儿子一块

干，教学相长，技艺也在不断精进。

2018年，宋烈田父子三人婉拒了北京

一些家具厂的高薪聘请，怀着对家乡的

热爱，带着学习成果回到老家创业。

在家具制作工艺流程中，父子三

人分工明确。宋烈田主要负责家具绘

图与设计工作，同时做好木材的选材

与配料，然后根据木材的纹理性能合

理搭配，因材施艺。长子宋黎明心思

缜密，专注于雕刻工艺与电脑制图，擅

长把丰富多样的图案精雕细刻在家具

上，展现家具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

使家具更具有观赏性。次子宋文明热

衷于传统文化学习与研究，以打造古

典家具榫卯结构的最高水准为目标，

在制作上传承古法榫卯技艺，其严谨

细致的榫卯制作态度，尽在一件件独

具匠心的家具中体现。

多年的匠心传承赢得了社会的肯

定和赞誉，宋烈田家庭获得“中华木作

世家”称号，宋烈田父子制作的明式圈

椅曾被评为“京华杯”中国京作家具代

表作品，获得京作家具选美大会行业

评审金奖。

父子接力传承非遗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