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九又重阳九九又重阳九九又重阳九九又重阳 情长岁安康情长岁安康情长岁安康情长岁安康

综合新闻
2024年10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 / 李鹏 版式 / 李英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宋祖恒

10 月 9日，阳光明媚，在武陟

县大封镇老催庄村一个庭院，百岁

老人李文英正在与邻居姊妹们拉

家常，笑声朗朗。

李文英，生于1923年 12月 15

日，22岁时嫁到老催庄村，一生未

生孩子，后来收养了一个女儿，丈

夫在40多年前去世后，她就一个人

生活。

李文英家的小院里非常“丰

满”。院子的一角，那些她亲手栽

种的蔬菜，在阳光下泛着绿油油的

光泽，豆角藤蔓缠绕着竹架，似在

诉说着生命缠绵；丝瓜叶间，待熟

的果实，犹如羞涩的孩童躲躲藏

藏；青菜与南瓜错落有致地排列在

田垄上，仿佛是大自然绘制的朴实

画卷。

李文英眼角细密的皱纹和满

头银发，那是岁月留下的记忆。她

那双手虽已布满岁月的痕迹，却依

然灵活有力，能够轻松驾驭那些小

农具，照料着她心爱的“宝贝们”。

每当看到菜地里蔬菜茁壮成长，李

文英的脸上便会洋溢出满足而幸

福的笑容，那是她对生活的热爱。

李文英，除了勤奋，还有一颗

热爱生活的心，喜欢在做饭时自己

烧火，那跳动的火苗仿佛能点燃心

中的热情，让每顿饭都充满着家的

味道。虽饮食清淡，但李文英总能

将简单的食材变换出不同的味道，

让每一餐都成为享受。她常说，吃

自己种的菜心里踏实，味道也纯

正。一日三餐，老人从不隔顿。

除了日常劳作，李文英还有一

个爱好，那就是跳舞。前两年，每

当夜幕降临时，村里的广场上便响

起欢乐的音乐，李文英就会换上轻

便的衣服，加入跳舞的行列。

李文英的善良与爱心，亦是村

里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村慈善

幸福院落成开院时，老人毫不犹豫

地捐出自己积攒的200元，虽然不

多，却饱含着她对家乡的深情厚

谊。

为了让李文英能够安享幸福

晚年，大封镇政府特意为她翻盖了

3间新房，并配齐了家具。村里定

期为她发放养老金和慰问品，确保

她生活无忧无虑。

再过一个月，李文英就101周

岁了，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乐观

向上，她用自己的勤劳、善良和乐

观感染着身边每个人。村里60多

岁的老人，她都能叫上小名。她的

故事在周边乡镇流传开来，是激励

人们积极向上的力量源泉。

李文英平日性格开朗，喜欢与

人开个小玩笑，幽默的话总能把别

人逗得哈哈大笑。她一生不抽烟

不喝酒，现虽有点耳背但不聋，行

走眼睛能看得清。每每有人祝福

她时，她就会对现在美好的生活夸

个不停，竖起大拇指说：“俺这把年

纪要在旧社会，早就进地下了，现

吃穿不愁，共产党真好！”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

员吕运奇 贝宁）10 月 10 日上

午，由中牟农民书画协会、中牟

县人民文化馆、中牟县老年书画

研究会、中牟县电影电视家协会

共同举办的中牟县 2024 年“爱

在金秋情满重阳”书画展开展。

书画展上，来自中牟农村的

书画家和书法爱好者们，用细腻

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绘画出山

水、花鸟、人物，各有异趣，充分

体现了该县老年人对书画艺术

的认识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

表达了他们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中牟农民书画协会会长王兆才说：“重

阳节作为尊老敬老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深

厚的文化意义。夕阳是陈酿的酒，重阳是

芬芳的蜜。广大书画爱好者以书画的特殊

形式欢度重阳节，借此感怀岁月赋予的美

好年华，感悟生活留下的闪光足迹。”

近年来，中牟农民书画协会积极动员

组织老年书画家送文化下乡，开展书画交

流，繁荣中牟文化，举办了多次书画展览，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播正能量作出

了贡献。

□本报记者 曹怡然
通讯员 谭亚廷 李中傲

眼下，打开抖音或者小红书，输入

关键词“坐着高铁去石佛寺买玉镯”就

会呈现出海量关于镇平县石佛寺镇直

播带货的视频，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播

操着各地不同的方言，带着对石佛寺

的向往，寻找属于自己的“财富密码”。

今年国庆长假，“宝藏小镇”石佛寺

真是火出了圈，镇内各大专业市场每天

都有歌舞、戏曲等文艺节目不间断上

演，宾馆、饭店、各大专业市场、快递企

业都热闹非凡。记者走进该镇，探寻这

火爆背后存在的“秘籍”。

在石佛寺镇的中国玉文化博物馆

内，人流如织，第四届“玉见时尚”全国

珠宝玉雕文创设计大赛作品展，金奖获

得者“玉髓+南红玛瑙的组合”展台前吸

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拍照打卡。“文

创产品是玉文化元素和创意设计的结

合体，为玉产品赋予更多内涵，让产品

更有生命力和市场活性。”镇平县珠宝

玉雕文创中心设计总监吕洁说。

吕洁介绍，文化创意更是镇平珠

宝玉石产业的第一驱动力，玉雕文创

产品则是源于文化主题，再由创意转

化成具有商业价值的珠宝产品。它们

不仅需要承载文化精神、体现创新能

力，同时还要具备商业产品属性。文

创产品需要有审美、功能和内涵。它

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迎合消费者，也不

是最贵、最华丽的珠宝，而是要融汇古

今、沟通雅俗，让消费者欣赏并买单。

随着玉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以

及网络的传播，石佛寺吸引来了全国各

地的年轻人。2002年出生的西安小伙

李辰，今年6月底大学毕业后就直奔石

佛寺镇，珠宝鉴定专业出身的他对玉器

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每天工作十四

五个小时，找自己看上眼的上品货。”李辰

用一部手机把石佛寺与外界连接在一起。

36岁的刘士斌，从事玉器生意已

有14年，摆地摊、外出参加展销会、开

淘宝上店铺、手机直播，他的经历就是

石佛寺镇玉器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们的直播之所以能吸引粉丝，得益

于丰富的货品、优质的服务以及石佛

寺的高知名度。”刘士斌说，他2017年

起在实体店铺销售的基础上，开始网

上销售，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在镇平，像刘士斌这样的玉雕主

播已过万人，直播卖玉已成为镇平玉

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模式。镇平玉雕借

力网络得以快速发展，依托石佛寺镇

玉器市场丰富的产品，形成了网络直

播销售、平台产业带等多种电商业态

汇集的发展格局，建成了淘宝、快手、

抖音、拼多多等电商基地，并通过网络

直播带货裂变效应，培育出远近闻名

的玉器电商镇。目前，淘宝、快手、抖

音直播电商达1万余家，从事跨境电商

的企业和个体有1000多家。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石佛寺镇每

天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2余万

人次。据悉，石佛寺镇之所以有现在

的“盛景”，是因为该地汇聚了国内外

100 余种世界已知玉种，国内的和田

玉、独山玉、岫玉、昆仑玉、蓝田玉等，

以及国外的缅甸翡翠、巴西玛瑙、俄罗

斯白玉、阿富汗白玉等皆在此加工销

售，是中国玉品种最为齐全的集散地。

网络加持、文化赋能让玉文化产

业实现华丽转身，建在小镇上的大学

且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

支撑。位于石佛寺镇赵河河畔的南阳

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

专科层次高等职业院校，现有宝玉石

鉴定与加工、玉器设计等13个专业，学

生9000余人。

作为全球宝玉石的集散中心，镇

平有着巨大的玉产业市场和40万从业

大军，为职业教育实现理论实践一体

化教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

据了解，目前，镇平县共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大

师”2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2人、玉

石雕刻大师30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109人、玉石雕刻大师 723人，更有数

万熟练雕刻技工和各类人才。这些玉

雕艺术领军人才用独具特色的作品和

具有个性风格的艺术语言塑造了不同

的品牌，并形成了镇平玉雕流派风格。

镇平县玉管委主任宋哲介绍，近

年来，镇平县玉雕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加快，以“玉+”战略为引领，向“新”发

展，玉雕产业孵化和衍生出多种新型

业态，产业链条持续得到深化，玉文化

与玉产业两者良性协调发展，为产业

带来新的活力。

除了“玉+文创”，镇平县还整合发

展“玉+特色旅游”“玉+智造”等业态，

用玉文化促进玉产业发展，让玉产业

赋能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

者陈炫羽 通讯员夏天 王国倩
刘海涛）10月10日上午，由夏邑

县委宣传部、夏邑县红十字会共

同主办的夏邑县 2024 年“我们

的节日·重阳”主题文化活动在

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隆重

举行。

活动现场，彩旗飘扬，欢声

笑语。志愿者手持鲜艳的红丝

巾，面带微笑，逐一为到场的每

位老人轻轻披戴。这抹亮丽的

红色，不仅是对老年人辛勤付出

和智慧贡献的致敬，更是传递着

社会对老年群体深深的关爱与

尊重，这个简单而温馨的仪式，

瞬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活动上，志愿者身着传统服

饰，将重阳节的历史渊源、文化

内涵以及《论语》节选以诵读的形式娓娓

道来，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诗

意盎然的古代。除了传统文化的展示，该

县老年大学的学员们还带来了精彩的舞

蹈、合唱等节目，展现了老年人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和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此次活动吸引了全县百余位老人欢

聚一堂，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更是一

次心灵的洗礼。”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副主任冯景西说。

宝藏小镇石佛寺何以“火出圈”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上接第一版）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

制一体改革的关键，是要更加注重系

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

重改革实效，也就是要坚持问题导

向，针对教育科技人才有效衔接不

够、融合发展不足的问题，通过强化

体制机制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

性循环。要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高度，推动深层

次、系统化、前瞻性改革，从顶层设

计、评价体系、保障机制等方面协同

发力，实现系统推进的目标。比如，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牵头，依托河南农

业大学建设的中国现代农业联合研

究生院，由26家农业高校、农业科研

机构集群组合而成，有效推动了科教

融汇、产教融合，既能够发挥高等教

育的基础性作用，又能发挥科学研究

的引领性作用，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推进的生动格局。

推动农业生产提速升级

李成伟表示，河南农业大学在河

南多地开展的“周年多熟吨半粮万元

田”种植模式集成示范，实现了全产

业链创新技术的高效集成，推动了农

业生产这一传统产业生产模式的高

阶升级，实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模式创新深度

融合、科技创新与集成应用深度融

合。

学校选取了沿黄农业大县、粮食

大县民权，在确保小麦、玉米两季粮

食亩产不低于 3000 斤的前提下，利

用套种优质特色蔬菜（食用菌、中草

药等），或者玉米收获后到小麦播种

前的空窗期加种一茬优质特色蔬菜

的形式，实现周年多熟目标，从而使

大田亩均经济收益达1万元以上，打

造粮食主产区产能提升、增收增效、

乡村全面振兴的示范样板。

“周年多熟吨半粮万元田”种植

模式集成示范是以现代农业技术高

度集成为基，以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为

核，以高产高效和农民增收协同并重

为要，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

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系统性农业生

产变革，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的示范探索，也是实现产能

提升和农民增收有机统一的有益探

索，应当在更大范围予以示范推广。

李成伟说，下一步，学校将围绕

“四个面向”要求，突出科教融汇、产

教融合特色，锚定国家粮食安全、乡

村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在助力

中国式现代化中积极走在前列、做出

表率。

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 学用相长
（上接第一版）

学习借鉴促发展

“学习经验，借鉴发展。”卫辉市

安都乡斜道村党支部委员马培鑫说：

“参观了小古城村基层民主法治建

设，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们探索形

成的‘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民主协

商‘四议’工作法很实用，我们村发展

动力不足，要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

验，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漫步在小古城村，民主法治建设

随处可见。“古城说法”的牌匾一个接

一个，小古城民主协商展示馆形象展

示了民主法治的成果。小古城村通

过拓展协商平台，丰富协商形式，细

化协商步骤，探索协商模式，以党建

引领民主协商助力乡村振兴，串起了

强村富民的共富图景。

“有事要商量，遇事好商量，做事

多商量。我一定要把这三句话带回

村里，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新乡县合

河乡都小郭村党支部副书记孔维军

说。

在余村，学员们对余村经验更是

如饥如渴。余村是“两山”理论的发

源地，不仅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标杆、

千万工程的实践地，还是乡村运营的

模范生。

乡村治理的余村经验、生态优势

转化成经济优势的余村模式、带动周

边村联动发展的余村探索，推动余村

在乡村经济、乡村法治、乡村文化、乡

村治理、乡村生态、乡村党建全面强

起来。

“余村的强是全面强，通过学习

余村，再对照‘五星’创建的要求，认

识到自己的不足。”新乡市凤泉区大

块镇大块村党委书记刘学新说，“以

前总以为把村集体经济搞上去，让群

众富起来就行了，现在看来，我们要

全面补课。”

新乡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介

绍，这次培训就是希望学员们带着村

里的问题学、带着当前的任务学、带

着肩上的责任学，进一步提升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能力和水平。

深化改革激活力

“改革关头勇者胜。一路走来，

发现深化改革成了先进地区乡村先

行一步、走在前列的法宝。”晚上9时，

刚刚结束主题研讨的新乡市平原示

范区原武镇南关村党支部书记张一

铭说。

——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深化

农村改革，组建了由全镇19个行政村

入股的浙江练城强村产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施发明说，公

司于 2020 年成立，现下辖 4 个子公

司，形成9大主营业务。2023年公司

完成签约业务量 8000 万元，利税突

破800万元，至今年6月已把2000万

元的红利分到各村，实现共同富裕。

——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也找

到了深化农村改革的路径，通过全镇

15个行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组建湖

州南浔湖笔新农村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负责人王志新说，通过信用

贷款、自筹资金等方式，每个行政村

出资300万元，激发乡村资源要素活

力，拓展羊光互补共富工坊等各项业

务近30项，2023年，公司成为浙江首

个营收破亿元的强村公司，第一个在

浙江股改挂牌。

听着深化改革的故事，想着自己

家乡的变化，新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纬七路街道贾堤村党支部书记贾云

峰对农村改革有了新的认识。贾云

峰说：“贾堤村是个整体搬迁村，群众

对物业水平的提高有很大期待。村

里原计划引进一家物业公司，学习了

人家的经验后，准备回去组织自己的

物业队伍，既能服务好群众，村集体

又有了收入。”

在学习过程中，学员们发现，农

村改革贯穿了所有教学点所在村的

发展历程，缪家村的统筹城乡，余村

的乡村运营，径山村的产业发展，特

别是山塘村的毗邻党建更是点睛之

作。

走进山塘村，学员们找不到上海

市金山区山塘村和浙江省嘉兴市山

塘村的分界线，在辅导员的指引下，

发现两村之间的山塘河才是两省市

两村的界线。虽说是两省市，可如今

两省市山塘村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带

动各条线深度融合，建立共商共议机

制，联合开发明月山塘大景区，实现

小村的凤凰涅槃。

“山塘村变化让我们看到了抱团

发展的希望，以前都是单打独斗，没

有想到毗邻村的发展诉求。如果我

们能联合起来，资源资金优势就会更

明显。”作为一名“90”后，视野开阔的

原阳县大宾镇马大宾村党支部委员

马轶坤说。

产业升级富群众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这

一论断在教学点更让学员们坚定发

展产业的决心。

走进径山村，学员们就被径山村

的产业发展所折服。径山村有农户

540多户，1600多人，利用良好的生

态资源，打造出以茶叶、竹子、竹笋和

乡村旅游为主导的美丽乡村，喊出了

“让世界看到径山”的乡村游广告语，

成为集民宿、文化体验、茶产业于一

体的3A级全域景区村庄。

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朱召村党

总支书记杨洪彬说：“朱召村是新乡

城郊村，虽说有产业，但产业不强，链

条短、规模小、品牌弱，看到径山村的

发展足迹，我对产业升级、村民增收

有了更大的信心。”

东林村的产业升级更有代表

性。东林村的生态资源、区位优势等

并不是特别明显，但该村以科技为支

撑，打造出“一根草、一只羊、一袋肥、

一片田”的农牧循环经济产业链，成

为全国绿色生态产业化的样板。

绿色稻田里跑着小火车，东林农

场的生态羊场湖羊满圈，生态果园引

人入胜……东林村在循环农业上下

足了工夫，让城里人在这里感受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美。

获嘉县照镜镇桑庄村也是美丽

乡村的代表，村内独具特色的房屋，

平整舒畅的柏油马路，清雅隽秀的凉

亭，充满生机的各式小园让人目不暇

接，但村党支部书记张照学并不满

足。他说，学成归村后，要把村内村

外一体化规划，村景连着田景，村道

接着乡道，真正把桑庄村也变成城里

人的打卡地。

现场就是课堂，支书就是老师。

新乡市村党支部书记后备干部专题

培训班的学员们认真看、仔细听、深

入想、及时问，找到了可学习可借鉴

的做法和路径，提振了精气神，增强

了“五星”创建的信心，用“辛苦指数”

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真正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让乡村振兴的

壮丽画卷在牧野大地上铺展开来。

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10月10日，宜阳县中医院医养照护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给老人送上精彩的节目和亲手制作的贺卡，与老人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重阳节。 田义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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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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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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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执
笔
﹃
描
﹄
重
阳

本报讯 （记者田明 通讯员周红
飞 黄璞）10月 9日下午，在鹤壁市钜桥

镇刘寨村千亩大田里，河南农业大学选

育的玉米新品种YD268棵棵挺拔、穗

穗饱满，一片金色的丰收景象。来自中

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河南省

种业发展中心等单位的测产专家，和来

自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种子经销商、

种粮大户400余人汇聚在此，共同见证

YD268的机收籽粒现场测产。

随着收割机现场收割脱粒、称重、

籽粒定量去杂测定水分等一系列标准

程序，测产专家组组长、中国农业科学

院研究员李少昆宣布最终测产结果，

YD268机械收获籽粒实收面积 1.407

亩，折合标准籽粒含水量 14%后实收

亩产量为1182.92公斤！

YD268选育人、河南农业大学学

术副校长汤继华表示，该品种是其团

队新选育的“全能型”品种，具有矮秆

耐密植、适应区域广、宜籽粒机收、耐

高温、抗倒伏、抗多种病害等多种优良

特性，经过多地试验点种植检验，各地

区表现均稳定优异。

汤继华的信心和底气来自其在玉

米育种领域的 30年积淀。从 1994年

起，他所带领的团队在玉米籽粒发育与

灌浆、主要病害的抗性、雄性不育、杂种

优势形成的遗传机理研究等方面均取

得了一定的突破，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其带领团队瞄准市场需求，聚

焦耐密多抗育种目标，相继申请了 10

余个玉米功能基因的发明专利，选育出

了22个通过国审和省审玉米新品种，并

在生产上大面积示范推广。

YD268近年来的一贯优异表现，不

仅得到业界专家肯定，更赢得市场认

可，大量优秀种子企业纷纷投来合作意

向。在现场测产次日即10月10日召开

的YD268签约发布大会上，河南农业

大学与多家公司共同签署授权协议。

该协议达成技术转让费2680万元，再

创我国种业界玉米品种转让费纪录。

“玉米新品种YD268正是适应当

前生产需求的新一代玉米品种的优秀

代表，相信通过校企深度合作，必将推

动YD268的快速推广，对进一步促进

玉米种业振兴，解决种业‘卡脖子’问

题，提升玉米种业竞争力，保障粮食生

产新一轮千亿斤提升计划顺利实施产

生积极作用。”河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李成伟表示。

亩产1182.92公斤 技术转让2680万元
河南农大玉米新品种YD268交出亮眼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