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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沛洁）“牛庄村也

成明星村了，这都是东李联合党总支抱团发展的成

果。”10月 7日，叶县县委组织部干部田宇说。近日，

邓李乡组织乡、村干部到田庄乡东李村、牛庄村学习

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

2019年，叶县成立首个联合党总支——东李联合

党总支，由东李、牛庄、黄营等5个村党支部组成，共同

发展村集体经济。“其实，就是由东李村党支部带头，

带着几个村抱团发展。”田宇回忆道。

田宇当时是叶县县委组织部派驻东李村的第一

书记。田庄乡是典型的农业乡，青壮劳动力外出务

工增收，村里老人妇女粗放型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

作物。

2018年，东李村成立叶县四季丰农业种植有限公

司，走“党支部+公司+农户”共同致富的路子，按照“以

地入股、公司运营、利益共享”的原则，流转村民土地

1500亩种植强筋小麦，还为村里一家奶牛企业订单种

植饲草玉米，当年集体经济收入就突破 100万元，配

齐了拖拉机、深耕机、青贮饲料收获机等农机设备。

针对各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叶县县委

制定党建引领、联村共建的发展方针，田庄乡由此成

立东李联合党总支，以强村带弱村。

“先行发展起来的东李村发挥了巨大作用。”田宇

说，在东李村的带动下，几个村统一种植强筋小麦、饲

草玉米。联合党总支成立之初，为了解决带动村启动

资金不足的难题，东李村拿出10万元为带动村2100

亩流转土地购买化肥、种子，还为黄营村垫付10万元

土地流转资金。在东李联合党总支的带领下，统一供

种、统一订单，东李村派出机械帮助犁耙种收。第一

年，带动村集体仅饲草玉米亩产值就达2000多元。

有了收益，带动村发展积极性高涨。牛庄村购买

了价值11万元的大型拖拉机，不仅为本村500亩集体

土地耕种降低了近1万元成本，还外出作业，为村集体

增加机械劳务收入6.5万元，同时争取到粮仓项目，除了粮食销售增值外，招引

合作伙伴筛选育种，走上了多元化发展道路。

此外，田庄乡整合更多村集体发展资金，陆续在东李村发展上百座大棚，

东李村依此发展大棚产业，种植蜜薯、大棚高效蔬菜，土地亩收益成倍提高。

村集体越抱越紧，团越抱越大，田庄乡在东李村成立了红鹰创业孵化基

地；东李村联合其他村建起3个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吸引一家电子装配

企业入驻，使村集体获得稳定租金，近百人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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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6 日，洛阳市偃

师区大口镇引礼寨村制香车间，工

人们正忙着往机器里上料，经过研

磨、塑形等工序，原料变身为一片

片香薰。

郭云枝和张鲜桃负责对香薰进

行打包，尽管都已 60多岁，但两人

手脚麻利。“在这里干活不累，一天

能挣七八十元，我很知足。”郭云枝

乐呵呵地说。

“我们村能落地这个项目，离不

开上级的支持。”引礼寨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志强说，以前他在

登封工作，当地有不少制香小作坊，

生意红火。前两年，村里商讨产业

发展，李志强提到了制香产业，并带

领村民代表到南方制香企业考察学

习，认为制香产业“钱”景广阔。

在上级的资金扶持下，这个乡

村振兴项目于去年上马，今年年初

投入生产。

“刚开始并不顺利。”李志强坦

言，生产出来的香薰没有筋骨，浪费

了 1 吨多进口原料，损失 10 余万

元。他们派人到外地深造，向专家

请教，慢慢掌握了原料的科学配比。

香薰生产出来后，销售又摆在

面前。李志强和村干部四处奔走，

最终与南部沿海城市的一家大型电

商公司建立联系。前不久，他们又

与山东一家外贸公司合作，将产品

远销到越南、泰国等国家。

“现在生意火爆，马力全开进行

生产，产品还供不应求，有时晚上要

加班生产。”李志强说，为满足客户

需求，最近他们又建了一条生产线，

香薰产能每年400多万片。

引礼寨村立足产业资源禀赋，

将弘扬“礼”文化与促进产业发展同

步谋划，打造的香薰特色产业项目让

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目前，项目已

带动100余人就业，预计今年增加群

众收入370万元、村集体收入30万

元。

（许金安 秦朝阳 武雅倩）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赵林平 李红亚）“我

们猕猴桃基地自结果以来，

就跟各地的果品公司签订

了收购合同，果子一成熟他

们就来收购。”10月4日，内

乡县伏牛山猕猴桃基地，一

颗颗沉甸甸的猕猴桃缀满

枝头，负责人许志飞一边采

摘一边介绍。果园里，工人

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一箱箱新鲜的猕猴桃装车

发往各地。

周边市民群众也慕名

而来，共享甜“猕”产业带来

的采摘乐趣。“我是听朋友

介绍说这儿的猕猴桃个大、

汁多，口感好，一尝还真

甜。以后我还要带更多的

亲朋好友来这里体验。”游客符菲菲

开心地说。

近年来，内乡县以全面推行林长

制为契机，立足自然资源优势，聚焦

产业发展，以林业增效、林农增收为

目标，鼓励扶持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扩

规模、做品牌、增效益，辐射带动周边

群众发展经济林果，走出一条产业兴

旺的甜“猕”幸福路，群众日子越过越

甜，呈现出果业强、果乡美、果农富的

新景象。

目前，内乡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

3万余亩，产出的果品在广州国际森

林食品交易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下

一步，内乡县将着力在猕猴桃产业规

范化管理、优质果品引种改良、果品

品质提升上下功夫，推动基地种植规

模不断扩大，进一步放大品牌效应，

打造农文旅融合品牌，推动林果种植

与生态、文化、旅游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康
晓灿 田妍锐）“我们的豆腐以本土

大豆为原料，采用传统点浆工艺纯

手工制作而成，不添加任何化学制

剂，原汁原味、营养丰富。”10月5日，

在禹州市火龙镇刘沟村永正豆腐坊，

坊主刘永正和工人们忙得不亦乐乎，

他售卖的豆腐很受消费者欢迎。

“我十几岁就跟着父亲磨豆腐、

卖豆腐，干了 40多年，是许昌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现在

儿子也跟着我做豆腐，这门技术在

俺家也算是世代传承了。”刘永正自

豪地说。

据了解，刘沟村是禹州市有名

的“豆腐村”，村民世世代代以磨豆

腐为生，豆腐制作工艺已有千年历

史。近年来，村里依托传统豆腐制

作技艺，引导鼓励村民大力发展豆

腐产业。

“全村有一半人都会做豆腐。

目前村内大大小小的豆腐作坊有30

多家，主要以家庭作坊为主，产品销

往市区和附近乡镇。”该村党支部书

记董少卫说，刘沟豆腐因采用传统

工艺且味美醇香，已经成为一个特色

农产品品牌，直接带动了村庄经济快

速发展。

为了把传统的豆腐产业进一步

做大做强，刘沟村“两委”组织作坊

主多次外出参观学习，并聘请专家

来村指导，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打

造出集体验、休闲、豆制品深加工、

农特产品销售于一体的“豆腐苑”，

将原本较为分散的作坊集中起来，

推动传统手工豆腐作坊改造升级。

2019年，刘沟村的“豆腐苑”一

落成，铺位就被抢订一空，目前已入

驻8家豆腐企业，涵盖有豆腐作坊、

豆制品加工作坊、豆腐餐饮店，以及

特色产品展示厅等。在这里，不仅

可以观赏豆腐制作全过程，品尝到

地地道道的刘沟“豆腐宴”，还可以

选购各类纯天然无公害的特色豆制

品。

“现在平均每天能出2000斤豆

腐，还是供不应求！”最早入驻“豆腐

苑”的禹晨豆腐坊负责人连自伟说，

今年准备扩大规模、更新设备，生产

出更多的优质豆腐和豆制品。

如今，一走进刘沟村，淡淡的

豆香便迎面扑来。“接下来，我们将

加大豆制品深加工投入，进一步延

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打造

刘沟特色乡村经济模式，让刘沟真

正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

村。”董少卫表示。

□赵永涛

龙门石窟，这座屹立千年的艺术宝

库，以其丰富的供养人图像，成为考古

学、历史学与艺术学研究的璀璨瑰宝。

这些图像不仅是艺术的杰作，更是历史

的见证和考古的重要依据。

考古学价值：珍贵的历史见证
龙门石窟乐伎舞人音乐图像，提供

佛教伎乐供养的考古物证。龙门石窟位

于洛阳市，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八作司

洞壁的乐伎舞人音乐图像引人注目，这些

图像展现了十身乐伎舞人的场景，乐伎舞

人以不同的乐器演奏和舞蹈，展示了丰富

多样的音乐表演形式。图像中的乐伎舞

人身着华丽的服饰，姿态各异，栩栩如

生。他们手持笙、排箫等管乐器，吹奏出

悠扬的音调；敲击鼓类乐器，营造出有力

的节奏。这些图像以细致入微的雕刻技

巧，表现了乐伎舞人的面部表情、肢体动

态和服饰细节。乐伎舞人穿着华丽的衣

裳，头戴花冠，身着长袍，配饰精美，体现

了唐代高度发展的艺术水平。

龙门石窟乐伎舞人音乐图像的出

现与唐代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唐

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顶峰，佛

教寺庙成为宗教仪式、经典诵读和音乐

表演的场所。这些音乐图像是佛教伎

乐供养的重要考古物证，揭示了当时乐

器的形制与演奏方式，以及乐伎舞人与

佛教伎乐供养的关系。龙门石窟供养

人图像还为研究唐代音乐、乐器形制与

演奏方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如图像中

的笙、排箫、鼓、阮等乐器的形制特点，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乐器制作工艺

与音乐表达手法。

历史学价值：时代的记忆载体
《龙门石窟供养人：中古中国佛教

造像中的信仰、政治与资助》一书是美

国的倪雅梅教授对中古时期龙门石窟

供养人的研究体现，从信仰、政治与资

助的角度，深入探讨了龙门石窟供养人

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书中指出，这

些供养人包括了皇室贵族、朝廷高官、

僧尼、行会、街坊等不同阶层的人物，他

们通过捐资刻像的方式表达对佛教文

化的崇敬和向往，为龙门石窟的修建提

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

龙门石窟供养人的题记和铭文，也

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

题记记录了佛教经典、供养人的名字及

其对佛教信仰的赞美和崇敬之情，反映

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

龙门石窟文物被盗贩卖案，如《帝

后礼佛图》的流失，反映了民国时期的

社会混乱及文物保护困境。龙门石窟

拥有 15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石

刻艺术宝库和世界文化遗产。然而，

在民国时期，龙门石窟发生了多次文

物被盗贩卖案，许多珍贵的文物遭到

了破坏和流失。其中，《帝后礼佛图》

的流失是最为严重的一起文物被盗贩

卖案。《帝后礼佛图》是龙门石窟宾阳

中洞洞口两侧石壁上的两组大型浮

雕，分别是《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

图》。这两组浮雕展现了北魏孝文帝

和文昭皇后礼佛的场景，具有极高的

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然而，在民国

时期，由于社会局势混乱，文物保护不

力，《帝后礼佛图》被古董商岳彬勾结

美国人普爱伦盗卖给了美国纳尔逊·
阿特金斯博物馆。这起文物被盗贩卖

案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社会混乱及文物

保护困境，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文物

保护的重要性。

艺术学价值：不朽的艺术杰作
龙门石窟石刻佛像的艺术形象变

化，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文化

融合，如北魏到隋唐的过渡时期，佛像艺

术形象的演变反映了时代的变迁。龙门

石窟的石刻佛像艺术形象经历了三个阶

段的变化，在北魏时期，石窟艺术延续了

云冈石窟的佛像造型风格，佛像造型为

过大的肉髻、过小的耳朵、不正确的手

印。其后随着逐步汉化，佛像的衣服也

演变成宽袍大袖式的“褒衣博带”风格。

在北魏到隋唐的过渡时期，龙门石窟的

建造开始进入繁盛阶段。唐朝营造石窟

的供养人群体十分复杂，涵盖了各个阶

层。这一时期，佛像艺术形象发生了显

著变化，佛教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

总之，龙门石窟供养人图像具有极

高的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学价值。这

些图像不仅是艺术的杰作，更是历史的

见证和考古的重要依据。我们应该加

强对龙门石窟的保护和研究，让这些璀

璨的瑰宝永远流传下去。

（作者系洛阳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副教授，该文系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
专项项目2023XWH250阶段成果）

龙门石窟供养人图像：考古学历史学与艺术学的璀璨瑰宝

本报讯（记者杨青）9月30日，河

南省支持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发展

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举行，对省政府

办公厅近日印发的《河南省支持个体

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发展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进行专题宣传解读。

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是民营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9月底，

全省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771万户、

带动就业约 1464 万人，小微企业

282.5 万户、带动就业约 847 万人。

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万战

伟介绍，《措施》从支持创业创新、优

化发展环境、降低经营成本、加强资

金支持、激发市场活力等5个方面提

出了16条政策举措，重点把握了“三

个突出”：突出普惠性和连续性，针对

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量大面广特

点，延续、优化了一批受惠面广、支持

力度大、契合需求期待的惠企政策，

为市场投资经营活动创造稳定可预

期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提振发展信

心；突出针对性和实用性，从经营主

体反映最集中、最迫切的诉求出发，

聚焦需求不足、成本上升、经营困难

等突出难题，提出了一批针对性强、

能够快速落地的政策措施，能具体的

尽量具体、能量化的尽量量化，让经

营主体可感可及；突出系统性和协同

性，从扩大有效需求和提高供给质量

两方面，加强财税、金融与营商、创业

等政策的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是稳经

济特别是稳就业的主力支撑，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省工商局一级巡视员雷生云表

示，为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

环境，《措施》从简化优化市场准入、实

施包容审慎监管、严查违规收费行为、

严厉打击不当谋利、持续优化保险保

障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维护个体工

商户和小微企业合法权益。比如，进

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除涉及

消防、燃气、建筑物安全等隐患排查、

执法检查事项外，按照随机、最少、合

并原则，切实减少抽查比例和频次，在

城市管理、生态环保、市场监管等重点

领域，依法实施“首违不罚”“轻微免

罚”；深化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对

“职业索赔行为”进行从严审查和依法

规制；推广“助商保”，运用市场化手段

为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在经营期间

发生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公众责任

等方面提供普惠保险服务等。

提振信心 激发活力
河南推出16条举措支持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发展

9月27日，洛宁县检察院组织全院
干警集中收看洛阳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封勇讲授的专题党课。李龙 摄

创新思路
适应新时代统战工作发展

内乡县王店镇党委政府积极

适应新时期统战工作理念，统战

工作向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

多领域发展；统战工作向发挥优

势、服务经济社会大局发展；统战

工作内容由传统领域向新的社会

阶层发展。 （李明华）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护民生”专项行动部署要求，保障学

校师生饮食安全，林州市人民检察院

联合食安办、公安局等单位对本市部

分学校食堂及周边食品店开展食品

安全专项检查活动。此次联合检查

重点聚焦学校食堂食品原料是否健

康安全，索证索票是否到位，食品贮

存条件是否符合标准，是否严格落实

专人专锁专管留样管理规定，餐饮具

清洗、消毒，保洁设备是否正常运转

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有效等情

况；学校周边食品店是否存在销售

“三无”食品、超过保质期食品，向未

成年人出售烟酒类商品等违法违规

行为。

下一步，林州市人民检察院将继

续能动履职，扎实开展校园食品安全

排查整治工作，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零容忍。 （李智慧 李小恬）

靠前监督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
炫羽 通讯员王凯）“叔叔，我妈妈不

慎摔倒在地上不能动了，您能帮忙

联系下医院吗？”10月 4日晚，一名

女游客在游玩时不慎摔倒，导致右

腿膝关节严重受伤，无法自行移动，

此时正在商丘古城巡逻的睢阳区交

通运输局执勤人员接到游客女儿的

求助。

执勤人员迅速展开行动，他们一

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联系具备医

务知识的应急人员赶到事发现场，并

对附近交通进行疏导，确保路况畅

通，为救援车辆顺利到达争取时间。

在众人的通力协作下，伤者被紧

急送往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接受进一步救治。整个救援过程迅

速有序，赢得现场游客的点赞。

据了解，为确保国庆期间商丘古

城景区的安全和谐、整洁有序，睢阳

区交通运输局提前准备、周详规划，

成立了商丘古城景区综合保障工作

领导小组，每天投入大量人力和车

辆，加强巡查保障，做好景区内外的

秩序维持、服务保障和安全等相关工

作，确保道路交通平安有序。

紧急救助受伤游客获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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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沟玩转豆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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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在灵宝市焦村镇西常册村妮娜皇后葡萄基地，
游客在采摘葡萄。该葡萄种植基地种植优质葡萄50 亩，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葡萄俏销上海、北京、福州、南京等
地，年销售收入可达1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段景波 摄

10月6日，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东郊口村村民孟二凤正在收获柿子。金秋十月，东郊口村山坡野岭
上的柿子陆续成熟，村民们采用传统的土法削皮、吊挂、晾晒，做出的柿饼细腻绵软、味美甘爽，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毕兴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