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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玉荣）1 月 18
日，正阳县“2024网上年货节”在正阳
县电商运营服务中心启动，活动从1月
18日持续到2月 25日。

正阳县“2024网上年货节”活动由
正阳县商务局、县总工会、县机关事务中
心、县乡村振兴局主办，以“迎双节、促消
费、稳经济、促提升”为主题，旨在进一步
激发电子商务释放消费活力、推动消费
扶贫、保障市场主体的重要作用，抢抓春
节、元宵节等购买年货旺季契机，进一步
激发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此次活动设置了网上销售和线下
销售两个渠道。活动期间，以电子商务
中心特展馆入驻的正阳县帮扶产品为
主，在农购网正阳专区、正阳云商荟等
电商平台上设立“专业平台、专区、专业
页面”。创建不同形式的线上优惠促销
活动，主要用于正阳县城乡居民线上网
购年货。在正阳县电商运营服务中心
一楼农特产品展销馆，开设帮扶年货专
柜，丰富年货供应，在正阳云商荟开展
促销活动，对本地商品降价让利促销，
供广大居民线上线下体验选购；设立帮
扶专区，在县电商运营服务中心专置老

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选购专区，完
善无障碍通道，方便特殊群体人员进行
体验式选购；设立直播专区，活动期间
由主播直播带动，线上选购正阳县优质
年货产品。改进包装方式，提升产品形
象，提高年货大礼包质量，方便居民馈
赠亲友，宣传正阳帮扶产品；在正阳云
商荟、农购网正阳专区等线上平台设立
正阳县“优质年货专区”页面，用于正阳
县居民线上云逛本地年货节，线上线下
融合，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次活动不仅囊括了正阳县20个
乡镇（街道办）的上百种农特产品及企
业加工产品。

“大家通力协作，共同促进正阳
县消费帮扶工作取得实际效果。”正
阳县商务局负责人说，希望通过社会
各 界 共 同 努 力 ，在“2024 网 上 年 货
节”上，宣介正阳特产的特色，打造自
己的品牌，塑造自己的形象，给家乡
父老送上农特产和美味。以此为契
机，促进正阳县消费帮扶、电商帮扶
深入推进，带动正阳县农村电商高质
量发展。②9

驿城区：线上线下消费帮扶红红火火
正阳县：年货节上浓浓年味扑面来

1月 18日，在皇家驿站景区
市恒美工艺编织有限公司体验店
内，公司钩编女工在穿针引线，娴
熟地做着钩编工艺品。该公司创
立了恒美职业培训学校，让更多
的农村留守妇女、残障人士、下岗
工人、富余劳力掌握一技之长、勤
劳致富。目前，500 多人实现创
业、就业。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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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代廷伟）近日，记者
从市委政法委获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社教节目中心将联合我市举办《平安中
国 2024——驻马店篇》大型融媒体直
播活动，在央视频客户端开启9个小时
不间断直播，全面聚焦驻马店平安建设
成果。

据了解，《平安中国 2024——驻马
店篇》大型融媒体直播活动以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央视频等为主
平台，联络多家网络平台共同进行，从
安业、安居、安康、安心等方面展示驻马
店市近年来发展成就和农业城市基层
治理之路，多维度立体化塑造驻马店城
市品牌形象。

《平安中国 2024——驻马店篇》直
播活动从 1月 19日 11时开始，以 9小
时大型直播+40分钟电视专题报道的
形式播出。电视专题片将于当天 19：
22在 CCTV-12频道电视端和央视频
同步播出。40分钟电视专题片以平安

故事开篇，展现河南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在全省部署开展“三零”创
建工作以来，我市结合大型农业城市
实际，深入具体高质量推进创建活
动，探索构建基层善治新模式，以“小
支点”撬动“大格局”，不断赋能基层
治理新路径的生动实践，展现我市深
入推进平安建设，擦亮高质量发展民
生底色成效。

直播收看方式：观众可在各大应用
商城搜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或扫描
下端二维码，下载“央视频”APP，搜索
《一线》栏目，关注《一线》央视频号，进
行直播预约，积极点赞评论。观众还可
在驻马店网、今日驻马店客户端、驻马
店日报视频号等驻马店日报融媒体矩
阵收看直播。

专 题 片 收 看 方 式 ：观 众 可 通 过
CCTV-12 频道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和央视频APP同步收看《驻马店 筑牢
平安线》电视专题节目。②9

9小时直播
央视聚焦我市平安建设经验

1 月 18 日，遂平县志愿者协会开展“腊八送关爱‘粥’到暖人心”活动，邀请

社区居民和城区环卫工人一起感受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⑥5

本报记者 丁继坡 摄

本报讯 （记者 郑付生 吴勇峰）
1月 18日，驿城区在驻马店市乡村振
兴消费帮扶直采中心举行 2024年迎
新春消费帮扶活动线下启动仪式。目
的是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力乡村振兴、激
活消费潜力，营造良好的春节消费帮
扶环境。

在 2024年迎新春消费帮扶活动
中，驻马店市乡村振兴消费帮扶直采
中心积极搭建“直采+展厅+电商”线
上线下销售平台，精心筛选了区、市
115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 1000 多种优
质产品，其中包括天中农业有机草莓、
纯红薯粉条粉面、食用菌、土鸡蛋，十
三香系列产品、三秋伏陈醋、正道香
油、五龙口酒，以及泌阳花菇系列、正
阳花生系列、平舆芝麻系列等，同时还
积极与上下游企业对接合作，特地采
购了信阳的十宝系列、南阳艾系列的
保健产品、五常的大米、新疆的红枣核
桃、新疆棉花被、陕西小麦、赣南的脐
橙等，包括三品一标农副特产、地理标
志产品、非遗产品、手工艺品等。本次
活动共筹集各类优质年货产品 3500

多个单品，进驻合作企业300多家，随
后还将采取贸易订货会、产销对接会、
定向采购会等方式，吸引更多优质商
品进驻，扩大消费帮扶规模，既能让城
区更多居民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年货产
品，也能把更多本地优质农产品推向
全省全国。

驿城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区直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积极配
合，区发展改革和供销部门负责协
调推动，共同开展助农活动，财政部
门负责组织财政预算单位、国有企
业采购驿城区脱贫地区的农副产
品，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农产品
生产企业、合作社等，参加产销对接
活动，乡村振兴部门负责引导组织
定点帮扶单位、校地结对帮扶高校
等单位采购，商务部门负责组织农
批、商超、电商等企业积极采购助农
产品，工会部门负责将驿城区脱贫
地区的农副产品纳入慰问品和福利
采购范围，各乡镇办和相关部门，根
据各自职责分工，组织实施，确保
2024 年迎新春消费帮扶活动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②9

本报讯 （记者 吴勇峰）1 月 18
日，驻马店市 2023年度最受市民欢迎
的“十大掌上惠民服务”颁奖仪式在市
民中心举行。副市长杨大群出席仪式
并讲话。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数
字政府建设和惠民服务工作，聚焦发展
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
难点堵点问题，对“咱的驻马店”APP
等数字化服务平台持续升级，平台使用
体验和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先后获得
了全国“智慧城市数字化典范案例”等
十余项国家级荣誉。2023年 12月，市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依托“咱的驻
马店”APP官方平台，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 2023年度最受市民欢迎的“十大
掌上惠民服务”评选活动，经过投票评

选有10家单位获奖。
杨大群强调，要瞄准先进，打造城

市品牌。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要继续发扬优势，瞄准国内先进，将“咱
的驻马店”APP 打造成知名优秀品
牌。要拓展服务，实现“指尖即办”。
市 直 各 单 位 要 依 托“ 咱 的 驻 马 店 ”
APP，推动各项政务服务应用向移动
端汇聚，进一步实现公积金、人社、卫
健等高频事项“应上尽上”“掌上可
办”，认真落实“有诉即办”“一件事一
次办”全覆盖。要以点带面，赋能数
字政府。各单位要扎实推进驻马店
市数字政府建设，在系统融通、数据
共享、业务协同等方面积极配合，推
动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政
府建设高质量发展。②9

驻马店市2023年度最受市民
欢迎的“十大掌上惠民服务”

颁奖仪式举行

李建超到遂平县调研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加强一线人员培训演练
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 （记者 殷瑞杰）1月 18日
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建超在
遂平县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
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
安全风险隐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
线，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

李建超一行先后来到天立元购物
广场、裕宏包装、史丹利、华洋汽水、屋
外屋食品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
报等方式，对场所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
实、企业经营资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事故应急救援能力、员工安全培训教
育、设施设备检修维护等情况进行详细

检查督导。
调研途中，李建超一行来到徐店居

委会，现场查看并询问村级消防器材、
消防演练等情况。李建超指出，安全生
产责任重于泰山，各级各部门要时刻
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问题导
向，全面排查整治隐患问题。要科学
制定应急预案，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工
作，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
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日常
安全巡查监督，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
治，提高应对各类风险和处置突发事件
的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②9

（上接第一版）记者走进“地窖”后
发现，这“地窖”其实是一半建在地下、
一半建在地上的一个半地下贮藏窖，地
下部分有一米多深，地上有四五米高。
沿“地窖”入口处的斜坡下去进入，一袋
一袋的红薯摆放在地面上，层层叠叠有
七八层，内部空气的温度明显要高于外
部。“地窖”内光线比较暗，墙壁上有窗
户，上面安装有排气扇。

“红薯的最佳储存温度为 10 摄氏
度~15摄氏度，湿度为80%~90%，如果
温度过高或过低，或者湿度过大或过
小，都可能导致红薯腐烂、发芽或失
水。”赵四海告诉记者，“你看我的手机，
24小时都可以查看窖内的温度，现在窖
内温度是12.8摄氏度，湿度也很合适。”
原来，赵四海在红薯窖内安装了一个温
度传感器，在手机上安装有一个软件，
传感器随时可以把温度发到手机上。

赵四海介绍，冬季红薯的日常管理
必须定期检查窖内温度、湿度和红薯的
保存情况，利用窗户和排风扇保持空气
流动和控制温度。同时，及时处理有问
题的红薯，如果发现有虫害，要用药进
行熏杀，并保持窖内清洁卫生，这样可
以保持贮藏的红薯不腐不烂。春节前

后，冬储的红薯口感好，能卖上一个较
高的价格。

赵四海去年种了 100多亩红薯，亩
产在 5000 斤左右，纯收入有 10 万元，
目前建有 3个红薯半地下贮藏窖。赵
四海有 20 多年脱毒红薯种苗繁育经
验，2010年，成立了确山县瓦岗红薯协
会和确山县宏丰现代农业专业合作
社。协会上联科研机构、加工企业，下
联合作社、种植户、经销户，形成了红薯
产业链；合作社年育苗可达 1200万株，
涵盖烟薯、浙薯、广薯等 10多个品种，
薯苗远销山东、安徽等地。

冬季是制作手工红薯粉条的旺季，
在确山县瓦岗镇邱岗岭一个红薯加工
车间，当地村民在热火朝天加工红薯粉
条。晾晒场里，挂满了正在风干的粉
条，在冬日暖阳下的照射下，一排排、一
挂挂的粉条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红薯粉条制作过程一般要经过把
红薯打成淀粉（打芡）、搓揉（搅拌）、粉
面（混合）、加热、漏粉、冷冻、水洗、晾晒
等10多道工序，由于现场使用了2台小
型粉条机，可以一次完成前面几个工
序，生产效率不仅远远高于纯手工，而
且机器做出的粉条粗细均匀。

这个红薯加工车间是 10年前由该
镇下沟村一个名叫王建平的退伍军人
投资建设，车间面积有 300 平方米，晾
晒场地大约有 500平方米，也由此闯出
了一条致富路。

“这个车间只加工粉条，淀粉的生
产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现在加工的粉条
都是附近村民自己种植的红薯，拿来加
工粉条，晒干后一斤按 0.8 元收取加工
费。”王建平告诉记者，“粉条加工过程
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无漂白、无熏白，
口味口感很地道，每天可以加工粉条
2800斤左右，车间固定用工 4人，忙的
时候一天有三四百元的收入。”

走进位于瓦岗镇的确山县香来美
食品有限公司，一股红薯清香味扑鼻而
来，车间工人正在生产红薯干（条）。

“我们公司每天加工鲜红薯 3 万
斤，5斤红薯可加工 1斤红薯干，今年又
新建了一座 1600平方米的现代化保鲜
库，可以保存 600 吨红薯，保存期可以
达 10个月。”该公司负责人罗现有告诉
记者。该公司是一家集红薯研发、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通过“农产品＋电商直播”模式产品日
销量 1500 单，年销售总额达 2000 万

元。
该公司生产的红薯干是利用当地

出产的优质红薯，经过精心挑选、清洗、
去皮、切条（块）、浸泡，经过多次反复蒸
晒后，产品为金黄色条状或片状，色泽
鲜亮、黄中透红、筋甜可口。

近年来，瓦岗镇为全面推进红薯产
业发展，主动与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合作，帮助更多低收入群众融入产
业链。目前，已形成种苗繁育、大田
种植、鲜薯收购、食品加工、电商支
持、物流保障整条产业链。全镇共有
18 个运营良好的惠农助农企业参与
红薯新型特色产业，吸纳低收入群众
300 多人稳定就业，每年带动脱贫群
众和监测对象 400 多户、发展红薯种
植 2300 亩以上，户均增收超过 1 万
元，辐射带动该镇及周边农户种植红
薯 3 万多亩，“瓦岗红薯”真正成了农
民致富的“黄金果”。

“瓦岗镇大力推动培育优质红薯种
苗，满足社会对农产品多样化和优质化
的需求，深入拓展延伸‘瓦岗三宝＋’特
色种植产业链条，帮助更多低收入群众
融入产业链，实现群众增收。”该镇负责
人表示。①6

“瓦岗红薯”展现品牌新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