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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乡土人才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丁继坡 通讯员 王 丽

近日，遂平县阳丰镇杰美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经理王书美获得遂平县
第十一届拔尖人才荣誉称号，成为获
得该项荣誉的乡土人才之一，实现了
遂平县乡土人才管理培育工作的新
突破。

王书美从事葡萄种植 10 年，她
通过科学的实践，潜心钻研发明的
15项 SOD 葡萄种植新型实用技术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2019 年获国家知
识产权局 15项实用新型专利，“阳光
玫瑰”“金手指”葡萄品种分别获得国
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和河南省第四
届优质果评比金奖；年创产值 1500
万元，在全国、全省同行业中处于领
先地位，被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中
国果品协会葡萄分会授予葡萄新品

种技术研发示范基地。
花庄镇花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明

纪懂技术、善经营，积极带领群众发
展产业致富，累计投入 1500 万元建
设 了 年 产 200 万 棒 菌 棚 生 产 车 间
2400 平方米，标准化食用菌大棚 82
座。成立遂平县明纪特色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积极推进“三品一标”
的创建，于 2020 年 10 月注册了“遂
花香菇”商标，涵盖一类产品系列 31
种，成功通过绿色产品认证，并通过
代 种 代 养、劳 务 承 包、集 体 收 益 分
红、转移就业、创业带动、电商服务
六种模式，与脱困户建立了紧密的
利益联结，实现了脱困户收益和村
集体经济收益两个全覆盖，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同

时，王明纪也多了个新身份，获得遂
平县第十一届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如今，像王书美、王明纪一样脱
颖而出的乡土人才还有很多。遂平
县在人才管理工作中，高度重视乡
土人才的培育管理，紧紧围绕乡土
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广泛调研，挖掘
乡土人才，突破学历、年龄和职称等
限制，把长期在本地生活的具有一
技之长的能工巧匠、经商能手和艺
术人才等纳入乡土人才信息库，做
到情况清、底数明，统一管理。强化
政策引导，鼓励人才向基层集聚，政
策向乡土人才倾斜，用心呵护投入
乡村振兴事业的各类人才，激励他
们在农村广阔天地中大显身手，打
开乡村振兴新局面。优化人才成长

环境，完善农村多元化投资保障体
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建
设美丽乡村，为乡土人才创造良好
的创业环境。健全乡土人才的生长
机制，充分调动乡土人才的创造性，
利用乡土人才的技术技能优势，发
展产业、带强产业，不断为农业农村
发展注入新活力，形成人才促进乡
村振兴、乡村振兴吸纳更多人才的
良好氛围。

遂平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乡土人才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我们要把培
育和用好乡土人才作为实现群众增
收致富的突破口，不断健全完善人才
发现、培育、使用、激励机制，为乡村
振兴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⑤6

芦庙乡泡菜“出海”俏销韩国

本报讯 （记者 许 静）8 月 26
日，在西平县芦庙乡韩庄村扶贫车
间，工人正忙着为韩国客户赶制一
批泡菜订单。一颗颗新鲜的大白
菜、小葱、萝卜等经过清洗、拌料、
腌制等加工流程后，被封口装箱，
准备扬帆出海。

2017 年，为壮大村集体经济，
韩庄村扶贫车间依托河南旺福农
副产品有限公司与西平大韩食品
强强联合，以加工蔬菜为主，每年
增加村集体收入近 5万元。

河南旺福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流
转土地 2000 亩，拥有国内先进的
速冻制冷设备，年加工生产蔬菜 1
万吨，冷库储藏量 3000 吨，主要有
速冻荠菜、甜玉米、蚕豆、青豆角、
青麦仁、有机花菜等品种，年产值
3000万元。

“在韩国，消费者很喜欢中国

的泡菜产品。”河南旺福农副产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说，“2022 年，公司
购置了国内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日
产泡菜 50 吨，日产值 120 万元，年
产值 4 亿元，出口额在河南省泡菜
行业占比 90%。”

为延长产业链条，河南旺福农
副产品有限公司采取“企业+基地”

“企业+农户”模式发展种植基地，
实现了多方参与、多方受益的目
标。

“我们今年计划建设绿色蔬菜
种植基地 5000 亩，亩产白菜 18斤，
每 亩 实 现 农 户 获 利 不 低 于 3000
元。同时，还将建设特色蔬菜生产
基地、蔬菜种苗生产基地及新技术
示范园区，不仅节约了原材料，而
且解决了周边村民的就业问题。”
谈及以后的打算，芦庙乡有关负责
人说。⑤6

文旅融合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本报记者 方 祥 徐 明

新新闻超市

连日来，泌阳县马谷田镇下河村
水果基地的鲜果进入采摘旺季。漫山
遍野的果树郁郁葱葱，沉甸甸的瓢梨
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果香。

“现在正是采摘梨的最佳时期，每
天都有游客和收购商前来采购。梨园
挂果多且个大多汁，深受游客青睐。”
家住下河村的果农张明兰说。目前，

该基地硕果累累，预计采摘鲜果 7万
多斤，仅梨园一项就能增收 10 万多
元。

以前，由于地处浅山丘陵地区，
下河村村民收入微薄。如今，村民
用勤劳的双手积极改造荒山荒坡，
不仅绿化了土地，而且打造了万亩
果园品牌效应。果以景而诱人，景

因果而壮观，美丽的田园风景为村
民带来了经济效应，让村民的生活
越来越美好。

该村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积极发展林果业，不断丰
富林果种植品种，成了村民增收致
富的有效途径。在深入推进乡村振
兴 的 同 时 ，该 村 积 极 推 进“ 四 美 村

庄”“五好庭院”建设，以幽雅的自然
和人文环境助力乡村文旅高质量融
合发展。

“随着梨园的名声不断扩大，我们
将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产业优势，抢抓
机遇延长产业链条，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吸引企业入驻，对各类鲜果进行深
加工。”马谷田镇负责人说。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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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1 日，在正阳县闾河乡大吴

村猕猴桃种植基地，迎来了前来采摘

的游客。

为打造绿色环保猕猴桃果园，该基

地负责人将大量鸡、羊等粪便和豆饼发

酵处理后给猕猴桃树施肥，并人工除

草。如今，猕猴桃变身“致富果。”⑥5

本报记者 李玉荣 通讯员 李
明 摄影报道

猕猴桃变身

“致富果”

8 月 25 日，平舆县中心医院组织医疗专家开展 2023 年“全国残疾预防

日”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

群众讲解了出生缺陷、发育障碍等相关知识，并现场就预防先天残疾为群众

答疑解惑。⑥5 本报记者 陈文科 通讯员 姚小立 摄影报道

8 月 26 日，正阳县兰青乡刘湖村 2023 年度教育基金奖励表彰大会上喜

报频传，18 名新考上的大学生和村小学优秀教师领取了村里颁发的奖

金。⑥5 本报记者 李玉荣 本报见习记者 余 川 摄影报道

近日，汝南县城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沿街商户开展诚信宣传进店铺活

动，增强商户对诚信建设的认识和理解。⑥5

本报记者 邓丹华 本报见习记者 张 闯 通讯员 王 淇 摄影报道

在现如今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背
景下，如何合理推动广播电视网络数
字化发展，让信息技术在广播电视的
影像输送中发挥最佳的助力效果，是
值得思考的问题。

信息化发展永久地改变了资讯方
式和传播环境，新的媒体业态中广播
电视正在向数字化方向积极转型，过
渡到数字化传播模式的广播电视拥有
信号稳定、画面流畅和传输迅速等优
势，可以大幅度提升观众的观感体
验。网络数字化是网络化和数字化的
合称，网络指信息的呈现形式，如在广
播电视中添加网络音频和视频，即可
完成网络化转型，数字化指信息的传
输信息，通过广播电视数字化建设，可
以提高信号传播稳定度和传播范围。
在网络数字化改革后，大量信息技术
融入影像输出中，原来制约摄像工作
的画面难题也得到缓解。在当前，不
少信息技术都支持在线调整画面，避
免直播过程中出现观看障碍。在广播
电视数字化转型后，就可以利用运动
补偿技术，调整相邻帧，减少动态模

糊，摄像师在拍摄画面时也可以拥有
更多的发挥空间，拍出尽可能漂亮的
影像画面。

信息技术的融入和网络数字化
转型也推动了广播电视的个性化发
展，在传统的广播电视新闻播送中，
所有的资讯推动都有固定性，大众无
法根据自己的喜好获取自己想要看
到的资讯信息，只能根据广播电视的
推动方式和传播规律，在对应的时间
和地点来观看和听取自己想要知道
的资讯信息。这种推动方式存在极
大的限制，如果观众的生活规律和工
作安排与广播电视的新闻播送存在
冲突，那么观众只能等待下一次的资
讯推送，而为了满足观众的资讯需
求，在传统的资讯服务中，广播电视
也加入了重播和复播等环节，让没有
及时获取到资讯信息的民众可以再
一次从广播电视获得想要的资讯信
息，这样虽然一定程度满足了观众的
观看和收听需求，但也占用了更多的
节目资源。

在信息技术引入的情况，广播电

视的输出端口变得更加广泛，输出时
间和方式也更为多元和自由，通过各
类移动端设备，观众可以在任意的时
间、地点得到自己想要的资讯信息，且
能够依靠信息技术提供的信息截取和
共享功能，将原本错过的资讯信息重
新观阅，且依靠网络化带来的开放型
端口，观众也不必拘泥于固定的资讯
信息，而是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偏向任
意选择自己喜欢的资讯内容，满足自
己的观阅需求，因此在信息技术的支
持下，广播电视将会向更个性化、针对
化的方向持续发展。

广播电视要注意当前的时代特
点，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网剧的发展，
各大网剧正在占据影视主流，广播电
视可以通过政府构建的合作渠道，与
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实现资讯信
息专供，以弥补过去存在的地区资讯
信息引入无法和内地实现同步的问
题。同时，广播电视应用各种互联网
新技术和新设备，这些技术应用大致
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支撑网络资讯信
息的技术接入，包括基于云计算的基

础平台和连接各种应用平台；其二基
于地区民众需求的内容生产和分布，
如数字技术、推荐算法等；其三满足垂
直领域和个性化需求的服务提供，引
进各类与传统文化、人文形态相关的
资讯素材等。

新媒体融合时代背景下广播电视
要和网络平台积极合作，搭建属于地
区的网络观阅渠道，资讯信息播放不
仅要保留 SDI上传、介质上传等功能，
还要添加网页上传、客户端上传等功
能。同时，继承现有系统的数据接口，
使得资讯信息资源校对系统能够和相
关融媒体平台等共享数据。

在信息技术的应用逐渐加深的大
背景下，广播电视也要更注重对信息
技术的应用，以及对自身网络数字化
转型的促进，要依靠各类信息技术的
应用，加强和观众的互动反馈，扩宽信
息资源的搜索和获取渠道，加强信息
的推送和呈现方式，带给民众更真实、
更立体的观看体验，让资讯服务的质
量得到飞跃性的提升。（作者单位 汝
南县融媒体中心）

谈媒体融合时代信息技术
对广播电视转型的发展影响

□ 郭宝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