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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河镇

护航夏播显真情

本报讯 （记者 丁继坡 通讯员
吴昕褀）近日，河南省平安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 2022 年度全
省平安建设考评情况的通报》，遂平
县被评为 2022 年度“全省平安建设
优秀县”，连续 19 年保持“全省平安
建设优秀县”称号。这是继遂平县
2021 年被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
范县”、两次被授予全国平安建设最
高奖“长安杯”后获得的又一重要殊

荣，为连续争创“长安杯”打下坚实基
础。

2022年，遂平县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市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以
平安建设为统领，以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建设为抓手，以“三零”创建为目
标，常态化开展“六防六促”专项行动，
深入开展安全稳定“四大”活动，实施

“一二三四五六”工作模式，不断夯实
基层基础，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从

严从实从细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定各项措施落实，奋力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遂平和法治遂平，全县持续呈
现政治安定、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的良好局面。

2022年，遂平县持续深化“三零”
平安创建，被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表
彰为 2022 年度全省“三零”平安创建
工作表现突出的县区；深化“综治中
心＋网格化管理＋大数据＋脚底板”

治 理 模 式 ，打 通 服 务 群 众“ 最 后 一
米”；做深做实“六治融合”，“六治融
合”护平安经验在《河南日报》头版刊
发；创新基层微治理，基层微治理工
作经验被评为全市能力作风建设十
大经典案例。

遂平县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遂
平和法治遂平，为现代化遂平建设保
驾护航。⑤6

遂平县

连续19年保持“全省平安建设优秀县”称号

果园里桃李飘香、笑声阵阵。近日，记者走进泌阳县马谷田镇万亩果

园，看到成排的果树郁郁葱葱，铺满了山岗。村民在自家的果园旁撑起遮阳

伞，桌上摆满成熟的鲜果接待前来采摘、玩耍的游客。⑥5

本报记者 徐 明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新义 通讯
员 王云飞）“我种植的 1000多亩小
麦已经完成收割，这几天只要农机
能下地，我就开始大面积开展夏季
播种。”近日，确山县双河镇种植大
户白晶说。

据悉，为确保群众顺利完成
“三夏”生产，双河镇政府统筹规
划、提前布局，围绕夏粮晾晒、夏季
播种、秸秆禁烧等重点任务，积极
做好“三夏”服务，守稳守牢粮食安
全底线。该镇农办在做好常规天

气预警服务的同时，严密监测雨
情、墒情、农情变化，通过乡村大喇
叭、微信群和宣传车及时发布各种
夏种气象信息。

“将进入夏季播种的关键期，我
们安排了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摸
排调研，全力解决群众生产问题。”
该镇相关负责人说。同时，该镇纪
委加强对秸秆禁烧工作的监督，对
秸秆禁烧监管失责的相关部门和个
人严肃追究责任，确保禁烧责任不
走空、禁烧工作有实效。⑤6

西平县 点亮“夜经济”升腾“烟火气”
本报记者 许 静

麦收过后
插秧忙

田 园 好 风 光 ，夏 日 插 秧 忙 。 近

日，新蔡县关津乡牛湾村抢抓农时，

陆续开展水稻育秧插秧，稻田里一派

繁忙景象。⑥5

本报记者 苏 凯 通讯员 王丽
娜 摄影报道

夜幕降临，烟火升腾。西平县大
街小巷的夜市香味四溢，游客摩肩接
踵……点亮“夜经济”，成为不少城市
消费提档升级的发力点。今年以来，
西平县积极推动夜间经济街区建设，

“夜经济”加速向高品质、多业态拓
展，夜购、夜娱等消费场景逐渐升温，
生动折射出了该县经济稳步复苏的
良好态势。

记者走进西平县柏亭街道汤买
赵村，看到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刚
出锅的热豆腐热气腾腾，各种卤菜让
人垂涎欲滴，西平兔肉、粉浆面条等

特色小吃应有尽有。摊主的叫卖声、
食客的交谈声、商户播放的音乐声此
起彼伏。各色亮眼招牌灯光交错，饭
店里的各色美食让人味蕾大开……
烟火气愈发浓郁。

这是西平县“夜”经济点亮“夜西
平”的一个场景。逐渐升腾的烟火
气，彰显着西平县“夜经济”的活力。

文化路夜市一条街也热闹非凡，
奶茶的馨香、烧烤的浓香……大家围
桌而坐，吹微风、吃美食、谈人生，尽
享夏夜休闲好时光。

据当地人介绍，这条街属于西平

县比较繁华的路段，每到夜晚，前来品
尝美食、欣赏夜景、购买商品的人络绎
不绝，烟火气夹杂着夜的躁动，成就了
这个地方最接地气的夜生活。山野菜
豆面条是这条街的特色小吃，大排档
每天营业至深夜，座无虚席。置身其
间，让人感受了大都市的气息。

直到夜晚，还有市民呼朋唤友而
来，融入这份热闹和惬意之中。不经
意间，人气聚集，好不热闹。人们惬
意地吃饭、聊天，仔细欣赏窗外的璀
璨灯火……

“我们坚持审慎监管、柔性执法，

本着适度放宽的原则，明确时段放宽
相关摆卖管制、停车限制，帮助夜市
经营主体解决外摆范围划定、环境卫
生、活动审批、停车保障等问题。妥
善处理环境卫生和噪声污染问题，在
活跃街面市井气、烟火气的同时，保
证市容干净有序，实现城市繁荣与规
范发展的平衡与共赢，确保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稳步前行。”西平县城管局
负责人说。

这里“热”起来的“夜经济”，升腾
的“烟火气”，让西平县这座美丽小城
焕发全新活力。⑤6

近日，记者在上蔡县街头看到，路边的摊位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香包，

色泽艳丽、形态各异、清香四溢，充满了节日的浓厚氛围。⑥5

本报记者 刘永奇 通讯员 周金高 摄影报道

驿城区 郑付生 13939671098 遂平县 丁继坡 15516806969
西平县 许 静 13513863226 上蔡县 刘永奇 15939659995
汝南县 邓丹华 13303969188 平舆县 徐佳瑞 15836627179
正阳县 李玉荣 13939618718 确山县 张新义 13839677641
泌阳县 方 祥 13393951202 新蔡县 苏 凯 18739628886

各 县 区 记 者 站 负 责 人

建好“菜园子”丰富“菜篮子”
本报记者 邓丹华

近日，汝南县沃野田间果蔬飘
香。一座座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蔬菜。“菜
篮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
生。汝南县 3.5万座大棚不仅保障了
城市蔬菜供应，更为汝南农民带来了
美好生活。

设施蔬菜带动群众增收

采摘、除草、打药、掰瓜岔……
汝南县老君庙镇小方村乡村振兴产
业园很热闹，100多名妇女在大棚里
忙碌。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棚里充满
了欢声笑语。

“只有把这些杈子剪掉，光照和
通风才好，小瓜长得才好。”在充满香
气的小白瓜棚，62岁的赵井花边干活
边说。

赵井花是小方村村民，她家的 8

亩地都流转了，儿子、媳妇跑“小洋
马”，她在园区务工。“一天挣 60 元
钱，还能照顾家里，我很满意。”赵井
花说，“这几年，我不仅在村里建起了
新房，还给儿子买了小轿车。这日子
是越过越美了。”

“别看我没他包的棚多，但我包
的都是大棚，1个顶他 5个。我种的
品种也比较全。”在隔壁大棚，正在
采摘番茄的夏春华告诉记者，他承
包 了 13 座 大 棚 ，每 个 棚 占 地 5 亩
多。大棚里种的有青椒、番茄、甜瓜
等蔬果，虽然收入不多，但就这一
茬，也能收入 50 多万元，净利润 20
多万元。

据小方村党支部负责人介绍，
目前，小方村建有各种大棚 300 多
座，种植面积 1000 多亩，带动劳动
力 就 业 200 多 人 ，人 均 收 入 超 过
2300元。

设施蔬菜叫响全国

采摘、分拣、打包、运输……在三
门闸街道番顺番茄产业园，种植户和
工人各司其职，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番茄价格还可以，前年更
好，一个棚净利润 3万元。”在番顺番
茄产业园分拣车间，提起收益，前来
卖番茄的种植户赵东升兴奋地说。

他是三门闸街道赵庄村人，从产
业园建成后，就开始承包大棚，每年
由于市场行情不同，收益也不一样，
但总体种番茄比种普通农作物收益
高。前年市场行情好，他大赚了一
笔，11个大棚净收入30万元。

据了解，目前，番顺番茄产业园
共有75户农户，承包300个大棚。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
乡村振兴过程中，汝南县把设施蔬菜

作为主导产业来抓，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多元投入、统一管理、利益
共享，推动全县蔬菜产业向设施化、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其中三
门闸、老君庙、金铺等 9 个重点乡镇
（街道）共种植设施蔬菜7万亩。

该县规划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立了国内最大
的鲜食番茄生产基地，58天自然成熟
的“番顺”牌番茄国内畅销。

目前，全县常年蔬菜种植面积超
过 32 万亩，其中设施蔬菜种植面积
7.7万亩，日光温室、钢结构拱棚分别
是 1.3 万座、2.2 万座，优质蔬菜年产
量80多万吨，年产值25亿元，带动全
县近 13 万人从事设施蔬菜生产、管
理、运输、销售、社会化服务等，不仅
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农民
钱袋子。⑤6

本报讯 （记者 苏 凯）近日，新
蔡县润诚艾草种植合作社在关津乡
李洼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艾
草节”，民俗、舞蹈、独唱……活动
中，由村民自编自演的各种节目层
出不穷，话艾草、聊收成、品粽子，村
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天我要请李洼村的老少爷
们吃烤全羊。”现场最引人注目的，
是新蔡县润诚艾草种植合作社总经
理李红灯为乡亲们精心准备的一桌
全羊宴。村民梅大妈一边品尝着烤
羊肉一边连连称赞：“红灯这孩子，
真中！”

3年前，“85后”的李红灯在外学
习了艾草种植技术后回到李洼村做

起了艾草种植，经过努力，他种植的
艾草面积发展到500多亩，带动周边
乡镇（街道）群众种植艾草600多亩，
并成立新蔡县润诚艾草种植合作
社。在李红灯的带动和影响下，李
洼村实现了由传统农作物种植到经
济化、规模化艾草种植模式的华丽
转身，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艾草特
色小村。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作为
新农人，当初选择返乡创业就是想
通过新技术影响周围更多的人，让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此次活动是对
我成绩的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鼓
励。”谈及举办此次艾草节的初衷，
李红灯说。⑤6

新蔡县特色小村

“艾草节”上共享丰收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