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4年10月17日 星期四
责编 / 成睿智 版式 / 张峰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上接第一版）

同时，鹤壁市实施农业社会化服

务提升，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推进淇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加快构建现代经营体

系，积极争取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质强能整建制推进试点，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

“融”字筑基
全力提升产业质效

近年来，鹤壁市以创建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为抓手，聚力城乡融

合发展，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着

力打造“一村一品”“多村一品”的产

业发展格局，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绘就城乡共同繁荣新景象。

乡村产业向优发展。鹤壁市精

准务实培育乡村富民产业，深入实

施“2111”涉农企业培育计划、绿色

食品业转型升级行动，新培育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家。淇县

成功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获批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累

计 22 个产品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

科学布局产业链。鹤壁市坚

持“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战略方

向，抓好冷链食品、农用化学品、生

物育种、智慧农业和种养产业 5 个

重点产业链建设。做好“一企一

策”涉农企业帮扶，不断提升涉农

企业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形

成“三链”联动，构建一批全链条全

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产业化联合

体，探索建立产业联农带农益农新

模式，增强乡村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美”字塑魂
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长效机制。近年来，鹤壁市深入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把乡村

建设行动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抓手，强化项目支撑，深化示范创建，

加快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并积极探索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路径，

在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上，

谋划实施和美乡村计划“1060”工程，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全市从‘千万工程’对照‘五星’

支部创建，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

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共创成‘五星’支

部 20个，累计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镇9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12

个、全国文明村镇7个，全市74.9%的

行政村和100%的乡镇达到了县级以

上文明村镇标准，农村居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黄舒

军表示，鹤壁市开展和美乡村建设五

大比拼行动，开展“一宅变四园”，10

个和美乡村组团发展，形成“连点成

线、串珠成链”的区域联动发展格局，

鹤壁市还在全省率先创新采用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运营模式，探

索乡村建设“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推

进机制，提升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水平。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进试点

各项改革任务落实，促进农村集体经

济不断发展壮大，带动更多农民群众

增收致富，推进我市乡村全面振兴，

为高质量建设富美鹤城提供有力支

撑。”黄舒军表示。

（上接第一版）

组建特色宣讲队伍。从全县机关

干部、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民间艺

人中遴选出289名宣讲团成员，把党的

创新理论与乡村振兴、“五星”支部创

建、移风易俗等群众关心的话题有机

结合，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临颍话”“百姓话”，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切口反映大主题、

小故事阐述大道理，引发听众共鸣，改

善宣讲效果。

丰富特色宣讲内容。面对面拉家

常、讲政策、看演出，心贴心解疑惑、

促惠民、享服务，让居民享受到“家门

口”的“福利”，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在快乐星期天共享宣讲平台

网络直播中集中展播“理论宣讲、文艺

宣讲、党史故事、时政评论、政策问

答、风土临颍及有奖问答”等内容，开

通政务便民“直通车”，开展医保政策

解读、毕业生档案管理讲解、反诈骗宣

传等，切实为群众急需办理的高频事

项答疑解惑。

立足资源整合 构建共享平台

为解决宣讲“生命力”的问题，临

颍县统筹社会各方力量，调动各种资

源，整合团委、妇联、公安、卫健、民政、

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的便民服务资

源，发挥各行业职能职责优势，突出接

地气、鼓士气、聚人气，共同打造“宣

讲+文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志

愿服务+发展成果展”的综合性宣讲大

平台，形成了宣传“搭台”、部门“唱

戏”、资源“共享”、活动“共振”、宣讲

“共融”的大宣讲格局。

同时，临颍县倡树节俭开展宣讲，

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结合具体情

况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多思

多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穷办法”

“土办法”，不求场面阵容的高大上，只

求活动的实效、群众的满意度。比如宣

讲中没有固定阵地场所、舞台车，就因

地制宜“搭台子”；依托良好的志愿服务

氛围，把热心公益的志愿者组织起来，

开展文艺演出、健康义诊、义务理发和

家电维修等活动，通过实践诠释了“土

办法”，应对了新情况，解决了新问题，

不断探索出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持续开

展的新路子。

立足常态长效 提升宣讲效果

为解决宣讲常态长效的问题，临颍

县建立完善“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日”制

度，实行月初计划、月中指导、月末评

估、年终考核，指导各乡镇（街道）制定

工作台账，按时开展好党的创新理论宣

讲日活动，月底对各乡镇（街道）活动开

展情况进行评估反馈，并纳入年度考

核，采取项目化管理，挂图式推进，全方

位、全过程督查考核，进一步推动理论

宣讲的制度化常态化开展。

据统计，近两年来，该县已持续开展

线上线下各类宣讲活动300余场次，受

教育群众30余万人次，培养出以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公安楷模、全国公安系

统二级英模、临颍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

所民警陈晓磐为代表的“晓磐说理”宣讲

小分队、“慧‘话’党史”宣讲小分队、“颍

山红巾帼”宣讲小分队、“临颍老兵”宣讲

小分队等一批叫得响、传得开、受欢迎的

优质宣讲小分队。

如今，“逛大集、听宣讲、看演出、享

服务”已成为全县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新时尚。

“临颍县将扎实做好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在宣讲

机制、宣讲阵地、宣讲方式方法上持续

发力，推进宣讲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往心里走，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转化为群众的思

想武器，让党的创新理论响彻颍川大

地、沁润百姓心田。”临颍县委书记李俊

伟说。

逛大集 听宣讲 看演出 享服务

深化改革 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本报记者 王侠

10月12日，在全省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山区片区）现场会上，卢氏县委副书

记、县长刘万增说：“作为全省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卢氏县紧盯特色农业

强县建设目标，紧扣‘农工贸游一体

化’生态农业体系建设方向，深化资

源整合、社企结合、三产融合‘三合’

模式，加强种质资源创造、经营模式

创新、新型业态创建，培育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打造乡村建设新样板。”

“通过资源整合，我县厚植新质

生产力沃土。”刘万增说，卢氏县深挖

资源禀赋，精选菌、药、果、蜂、文旅康

养五大特色产业，明晰“县域北部观

光农业示范区、中部循环农业试验

区、南部特色农业体验区”布局，推动

传统优势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培育打造；通过跨村联

合、跨区联动，打破行政界线，盘活闲

置地，整合低效地，规范土地流转，推

进“小田并大田”。

“我县搭建平台载体，推动社企

结合，打通新质生产力堵点。”刘万增

说，卢氏县抓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县、乡、村三级联动，坚持“六统一”原

则，推进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精

准对接生产销售渠道，变“单打独斗”

为“抱团发展”；积极引进培育研发能

力强、市场营销优、带动能力强的龙

头企业，食用菌产业引进培强了金海

生物、信念集团等龙头企业。

“促进‘三产融合’，释放新质生

产力动能。”刘万增说，卢氏县推进产

学研用结合，创新“院县共建”“技术

合同订单”等模式，建强专业+专家+

专班“三专”队伍，推进涉农企业“三

个全覆盖”，构建“应用基础研究+产

业技术攻关+成果转移转化”的创新

体系；推动产加销服贯通，深化农业

生产供应链、精深加工链、品牌价值

链“三链同构”，推动单一农产品生产

向粮经结合、种养结合、种养加工一

体化发展促进农工贸游融合；拓展农

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融

合农工贸游，加快推进以“文旅医养

一体化”为品牌标识的健康产业体

系，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桂焱炜 李鹏程 李明星）10月 14

日，汝州市旅游发展中心传来消

息，该市大峪镇的红叶迎来了最

佳观赏期。

据悉，汝州红叶观赏的最佳

时间为每年 10月中下旬至 11月

上旬，此时的大峪镇红叶满山、层

林尽染、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为方便游客更好地观赏红

叶，汝州市旅游发展中心精心规

划了多条观赏线路，包括东山观

赏区和中西部观赏区等。观赏

区以靳马线为主轴，沿途经过邢

窑村三岔口南天门生态农业基

地、观音堂、仙人堂等景点，游客

可以一路欣赏红叶美景，感受自

然与人文的和谐交融。该中心

还推出了弘宝汝瓷文化园红叶观

赏点，游客可以在欣赏红叶的同

时，感受汝州的历史文化和陶瓷

艺术，欣赏融山村、古寨、梯田于

一体的山乡风光和夜间灯光秀。

本报讯（记者田明）10 月 16

日，记者从河南省教育考试院获

悉，我省 2025 年普通高招网上报

名启动：艺术类为 2024 年 10 月 28

日 9：00 至 11 月 1 日 17：00；非艺

术类为 2024 年 11 月 4 日 9：00 至

11月 16日 17：00。

需要考生注意的是，2025年起，

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实行

“3+1+2”模式，包括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和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

“3”为全国统考科目，包括语

文、数学、外语（英语、俄语、日语、法

语、德语、西班牙语任选一门）3门，

不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考试含笔试

和听力两个部分；“1”为选择性考试

首选科目，包括物理和历史 2门，考

生任选 1门；“2”为选择性考试再选

科目，包括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

物学4门，考生任选2门。

考生须按规定时间登录河南省

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s：//www.

haeea.cn），进入“河南省普通高校招

生考生服务平台”，认真阅读报名要

求、考生诚信承诺书，按要求如实填

写基本信息，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负责。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

刘倩倩）10月 15日，河南日报农村

版记者从鹤壁市财政局获悉，鹤壁

市淇滨区日前成功入选财政部公

布的 2024 年国家级农村综合性改

革试点试验名单。目前，首批中央

财政奖补资金 7500 万元已拨付，

预计两年内可获中央财政奖补资

金 1.5 亿 元 、省 级 财 政 奖 补 资 金

2000万元。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项目

是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重

要项目。该项目重点任务包括：创新

富民乡村产业发展机制，创新数字乡

村发展机制，创新乡村人才振兴机

制，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旨在因地制

宜探索财政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有

效路径和示范样板，加快推进农村现

代化。

据了解，鹤壁市自2021年以来，

先后成功创建鹤山区“蜀龙花镜”省

级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淇县灵山小

镇省级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河南省

首批美丽乡村示范市及重点县试点、

鹤山区“北斗七星”国家级“五好两

宜”和美乡村试点，今年淇滨区又成

功入选国家级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试验名单，多项国家和省级农村综合

改革发展相关试点任务的深入推进，

不但带来了“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

更为鹤壁市乡村振兴工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和美乡村建设 大家谈

培育新质生产力 打造乡村建设新样板

“3+1+2”我省“新高考”来了

淇滨区成为国家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黄红立 许金安 宋会杰

“这个品种叫‘德营保银829’，辣度

高、无虫害、市场广，水肥充足地块平均

亩产 5000斤，公司保底价每斤 1.3 元，

采摘期长达3个多月！”10月 9日上午，

宜阳县韩城镇朱家沟村辣椒种植基地，

正在组织村民采收辣椒的吕绍营介绍，

“它适合旱地种植，在宜阳落户两年，发

展到了1200多亩，种植户都挣了钱！”

吕绍营是宜阳本地人，与农业打了

一辈子交道。作为致富带头人，他不断

培育、引进特色产业，带富一方群众，助

力乡村振兴。

农民致富带头人

吕绍营有多重身份：河南德营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益农信息社

洛阳地区负责人、宜阳县农业产业化

企业协会会长。标准的新型职业农民，

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群众致富路上的

“带头大哥”。他说，在乡村振兴中，要

加强“一乡一品”“一村一品”建设，不断

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通

过提升品牌知名度增加农民收入，推

动农村繁荣。

1997年，26岁的吕绍营 7000元起

家，干起了个体户，投身养殖肉鸡、繁育

鸡苗、饲料销售等领域。到2012年时，

吕绍营的公司带动500余户农民增收，

年销售收入突破8000万元，成为农业产

业化明星企业，2013年入选“洛阳市促

进全民创业先进企业”。2014年，吕绍

营转战养猪领域，与河南科技大学合作，

培育了特种土猪品种，先后在宜阳、洛

宁、嵩县、栾川等地建设了生态猪场，年

出栏3000多头，销售额2000多万元，带

动80多户农民致富。

作为农业产业化协会会长，2018

年，吕绍营曾带着当地的土蜂蜜、土鸡

蛋、红薯粉条和黑杂粮系列产品，以及土

猪肉、韩城烧鸡等土特产，“跑”了全国

20多个展销会和博览会，擦亮了宜阳优

质特色农产品品牌。

小辣椒带火新生活

早在十年前，吕绍营在经营肉鸡产

业时，就关注到了辣椒。当时，洛阳的辣

椒产量低、收益低，规模效应不明显。

是短板也是机遇。2013年，吕绍营

从安徽“保银集团”了解到，当地有一种

辣椒适应性强、采摘期长，经济效益十分

可观。他眼前一亮，多次请专家实地考

察调研，确认宜阳县浅山丘陵区适应种

植。5年前，他委托“保银集团”根据洛

阳气候特点培育新品种，2020年，“德营

保银829”辣椒诞生。

“信誉就是敲门砖，公司负责技术指

导和叶面肥供应，保底价每斤 1.3 元地

头收购！”吕绍营说，这给群众吃了定心

丸。

去年4月，宜阳县白杨、韩城、柳泉

等7个乡镇和偃师区缑氏、顾县、府店等

3个乡镇的110余户群众，种下了1200

多亩辣椒；今年，又在宜阳县张坞镇、三

乡镇推广1000亩。

在实践过程中，吕绍营还探索出“麦

椒套种”“瓜椒套种”模式，提高了土地综

合利用效能。他计划明年在洛阳地区推

广1万亩，并着手建设初加工生产线，打

造洛阳辣椒“红色”名片。

“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河

南省优秀乡村实用人才、洛阳市高素质

农民创业创新大赛获奖选手……吕绍营

身上的标签还有很多。

以德赢市场，以信赢客户。吕绍营

说，在带领群众致富的道路上，他将永不

止步。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

员王永强 王晨光）10月 14日，记

者从长垣市委宣传部获悉，近日

在郑州举行的由河南省旅游协

会组织的“2024文创旅游商品设

计开发交流会暨中国特色旅游

商品大赛河南优秀参赛商品发

布活动”中，长垣市选送的“天子

御酎酒”在 300余套参赛商品中

脱颖而出，荣获“2024 河南省旅

游商品大赛”金奖。

据了解，“天子御酎酒”是一

种独立于红酒、药酒、白酒、黄酒

之外的独特酒种，即“酎酒”，是

独具特色的酒种，其作为全国唯

一使用高油料作物酿造的养生

酒，酿造过程久且讲究，需分三

次追加原料、九次投料，才能酿

制出开坛闻香、口感醇厚、回味

留香的优质酒，具有补五脏通六

腑、益精养脑、调气血驱邪毒、延

年益寿等功效。2015年 9月，酎

酒酿造技艺荣获第四批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长垣酎酒
火“出圈”

致富路上的“带头大哥”吕绍营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四好农村路”让幸福直通家门口
□王都君 杨健 王璐

路，是出行的希望，更是发展的动

力。在汤阴县韩庄镇，一条条纵横交

错的农村公路，串起千家万户，连接起

广阔乡村的新生活。

近十年来，韩庄镇立足服务乡

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全域建设“四好农村路”，打造出

一条条方便群众出行的安心路、带

动产业发展的致富路、促进乡村振

兴的幸福路。

方便出行的安心路

10月 16日，驱车行驶在韩庄镇羑

康路上，沥青路面宽阔干净，两侧花草

丛生，秋风不时拂面，让人感到无比的

惬意和舒适。

“以前这路啊，坑坑洼洼的，最

愁下雨天，到处都是泥。”以前的土

路让当地村民们苦不堪言，路虽通，

却难走，于是修路成了乡亲们共同

的愿望。

群众有需求，政府有行动。10公

里长的羑康路，从羑河村一路向西通

往王佐村，这条乡道使沿途所有村庄

之间实现了互联互通，让农村群众真

正实现了“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

车”，以往的小街巷变成了村民的幸

福大道。

产业发展的致富路

在韩庄，康大路是当地有名的产

业路，北与安阳市龙安区贯通，南与鹤

壁市连接，沿线有各类产业帮扶基地、

农业示范园30余处。

“康大路经过我们园区，给我们农

庄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种植的

果蔬好卖了，而且交通的便利也引来

了乡村采摘游，现在每到节假日、星期

天，前来旅游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争

相体验采摘游带来的快乐。”三禾农庄

负责人说道。

韩庄镇北张贾村的三禾农庄就

是康大路穿越而过的农庄之一。近

年来依托康大路便捷的交通条件，

三禾农庄流转土地 1200 余亩，建设

大棚 47 栋，种植草莓、葡萄、吊蔓西

瓜、火龙果、黄瓜等果蔬，成为安阳

市周边知名度较高的果蔬种植及采

摘基地，带领周边村民走上了“调结

构、促增收”的致富之路。

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沿途风景很美，驿站、公厕等配

套设施齐全，还有凉亭步道、竹林驿站

等景点，感觉骑友的推荐很不错。”张

先生是一名骑行爱好者，此次骑友推

荐其来韩庄镇小河村骑行，深感不虚

此行。

漫步在韩庄镇彩虹路，道路平整

开阔、生态环境优美，深吸一口清新

的空气，沁人心脾，不时可见骑行者

的身影。

截至目前，该镇有县、乡、村公

路 133.037 公里，“四好农村路”四

通八达，助力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

篇章。

汝州大峪镇
红叶满山

10月16日，柘城县起台镇南街村村民在栽种大蒜。近年来，柘城县在种好粮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经济作物，形成以中药材、辣椒、
大蒜等为主的经济作物种植圈。 张子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