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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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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虎成 1823963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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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徐 明 通讯员
高顺成）近日，在泌阳县泌水街道十
里居委蔬菜大棚，村民正在采摘新
鲜的瓜果和蔬菜供应市场。

远远望去，成排的白色大棚鳞
次 栉 比 ，映 照 在 绿 树 与 村 庄 之 间 。
大棚外，车辆来来往往把蔬菜、瓜果
运往集中点。大棚内，村民或弯腰
采摘西瓜、或仰头采摘丝瓜，汗水不
断从脸上滑落，用辛勤劳动收获丰
收的喜悦。

“早上已经采摘了 2000 多斤的
丝瓜和辣椒，供给了南阳、信阳市的
客户。现在地里还能再采收 800 多

斤的丝瓜就近供给县城。我们是订
单式采收，价钱合适也不愁销路，每
天收入几千元。”蔬菜种植大户王长
奇一边忙着采摘蔬菜，一边笑着对
记者说。

聊起大棚蔬菜种植，王长奇有
自己的一本“经济账”。王长奇租种
了 50 亩土地、20 多个大棚，在有限
的土地资源上，采用上下空间种植
和复茬种植相结合的方式，高效生
产更多的蔬菜。根据各种蔬菜的生
长周期和温度需求不同，他先在大
棚内高温种植茄子、黄瓜等蔬菜，等
蔬菜长到一定周期后，再在大棚外

常温种植丝瓜。随着季节的变化，
待大棚内蔬菜集中上市后撤去塑料
膜，让丝瓜顺着大棚支架爬秧，棚内
蔬菜罢季，棚外丝瓜应季采收。科
学、合理种植让王长奇多了一份收
入，种出了好“钱”景。

“现在是西瓜和甜瓜集中上市
的时间，我们基地每天都需要 20 多
人帮忙采收，村里的脱贫户是长期
工，村里的群众只有农闲时才能请
到。”在西瓜种植基地，瓜农郭书燕
说。

郭书燕有 30 多个大棚，常年以
草莓、甜瓜、西瓜种植为主，雇有长

期工 6 人。“我在这里务工 4 年了，
每个月工资 3000 多元，家门口就业
既能挣钱还能顾家。”在此干活的村
民常先财笑着说。

近年来，泌阳县以“一村一品”
特 色 发 展 为 抓 手 ，科 学 规 划 ，按 照

“居委+基地+农户”的发展思路，把
大棚种植作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坚持以
产业促发展、以产业促增收、以产业
促振兴，积极推进蔬菜、瓜果进城，
不仅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而
且极大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果
篮子”。⑤6

泌阳县

蔬菜大棚为村民带来致富希望

本报讯 （记者 席虎成 通讯员
阮红全）“这几天下雨，田里积水严
重，幸亏镇里及时安排挖掘机疏通沟
渠，帮忙把积水排出去，真是给我解
决了大问题。”近日，汝南县罗店镇六
合村村民闫小强拿着铁锹向低洼处
引流积水，旁边一台小型挖掘机正马
力十足开挖沟渠。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该镇辖
区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党员干部

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头全面摸排农
田积水情况，对农田排涝工作实地部
署，因地制宜制订排涝方案。各村上
下联动、形成合力，紧盯积水抽排工
作，抢抓农田排涝进度，全力确保田
间沟、地头沟和排水沟畅通。按照排
涝难易程度，科学调度机械，逐村、逐
地块打通田间埂坎，根据沟渠走势逐
段清理漂浮物、堵塞物等影响排水的
因素，加快农田排水速度，最大限度

减少农作物受淹时间。
该镇针对地势相对低洼的玉米、花

生等秋作物出现被雨水浸泡的状况，采
取人工开沟、清淤等措施，疏通沟渠河
流，排除田间积水。针对积水较多、无
法靠沟渠排水的地块，使用水泵等机电
设备排除积水，减轻农作物受损程度。
至目前，该镇出动挖掘机 16台（次）、各
类水泵38（套），疏通45条排水沟，排除
田间积水2000多亩。

“我们在开展农田排涝行动的同
时，动员党员干部、志愿者、保洁员等力
量，及时清理河道沟渠杂草、淤泥，对被
损坏的沟渠进行维修和加固，为防汛工
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镇负责人说。

“我们将持续做好防汛排涝工作，
大力宣传动员，加大沟渠排涝力度，做
到责任落实到位、措施准备到位、服务
保障到位，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该镇有关负责人说。⑤6

罗店镇多举措做好农田排涝工作

“供电线路无倾斜、无下沉，设备无积水。”7 月 21 日，国网西平县供电公

司组织党员突击队对老王坡滞洪区供电设施开展特巡行动，密切关注设备

安全情况，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⑥3

本报记者 许 静 通讯员 宋鹏飞 摄影报道

近日，平舆县玉皇庙乡组织志愿者在辖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

居民宣传防灾减灾、防溺水等知识，引导广大居民增强自我保护意识。⑥3

本报记者 陈文科 通讯员 刘起营 摄影报道

本 报 讯 为 净 化 文 化 市 场 环
境 ，确 保 文 化 市 场 规 范 运 营 ，近
日，新蔡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
合县消防大队开展文化市场专项
检查行动。

联 合 检 查 组 先 后 深 入 KTV、
网吧等文化娱乐场所，采取“进一
次门、查多项事”“谁执法谁普法”
的 理 念 ，查 问 题 、抓 普 法 、促 整
改。此次行动，联合检查组重点
检查了文化娱乐场所消防通道是
否畅通、消防器材是否有效、是否

招用未成年人等情况。针对个别
文化娱乐场所存在的逃生通道有
杂物、安全标志不规范等安全隐
患，联合检查组立即下达整改通
知书，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限
期整改到位。

此次行动，有效落实了文化娱
乐场所经营者参与的主体责任，
进一步规范了文化娱乐场所的经
营行为，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⑤6

（梅文辉 杜亚华）

新蔡县文广旅局

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检查行动

本报讯 （记者 李玉荣 通讯
员 谢 盼）连日来，正阳县城管局
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集中整治行
动，通过精细化管理，营造整洁有
序的城市环境。

此次整治行动聚焦占道经营、
乱堆乱放、流动摊贩等问题，重点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域进行集
中攻坚。该局将常态管理和专项
整治相结合，通过加强日常巡查
和值守，补齐午休和夜间管理的
短板，实现全天候无缝隙巡查。

在 整 治 过 程 中 ，该 局 采 取 了

“宣传劝导+管理整治”的方式，一
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引导沿街商
铺遵守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对占用道路摆摊经营、
露天烧烤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
至 目 前 ，该 局 规 范 店 外 经 营 283
次，清理乱堆乱放 156 处，取缔流
动摊贩 214 处，城市环境得到了显
著改善。

“我们将通过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 ，落 实 主 体 责 任 ，提 高 工 作 标
准，努力打造和谐宜居的城市环
境。”该局有关负责人说。⑤6

正阳县城管局

深化环境整治扮靓城市

本报讯 （记者 刘永奇 通讯员
周子翔）7 月 21 日，走进上蔡县黄埠
镇小王营村菌菇种植基地，只见大
棚内草菇圆润饱满、长势喜人。这
些在恒温大棚内生长的草菇营养价
值高，深受消费者青睐。村民忙着
采摘、分拣、装运，一派热火朝天的
忙碌景象。

该基地负责人任文强种植菌菇
有 30 多年了，有着丰富的种植经历
和实践经验，是远近闻名的致富能
手。

草菇作为典型高温食用菌类，
对菇房的要求特别高，除了要有充
足的肥料外，还对生长环境的湿度、
温度和光照都需要严格控制。“草菇

种植周期短、见效快，种植后的废料
可直接留在棚内用作底肥，再种植
蔬菜时不用任何肥料，实现农业高
效生态循环发展。”任文强说。

记者了解到，该基地目前草菇
种植面积有 1万平方米，草菇从播种
到 采 收 需 要 12 天 ，一 年 可 以 种 3
茬。一年下来，每个棚年产草菇 1.5

万斤，年产值 6万元。
种植草菇不仅带动小王营村特

色农业发展，而且为村民提供就业
岗位，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近年来，黄埠镇立足当地菌菇产
业发展，建设高标准智能大棚，引进草
菇种植项目，以科技赋能菌菇产业高
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⑤6

黄埠镇

发展特色种植 实现强村富民

近日，在确山县双河镇陈店

村阳光玫瑰葡萄大棚，种植户正

在查看葡萄生长情况，忙得不亦

乐乎。游客穿梭在棚内，挑选自

己喜欢的品种，尽享田园乐趣，体

验采摘快乐。⑥3

本报记者 熊国森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丁 继 坡 通 讯
员 袁 景）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近日，遂平县委编办组
织工作人员深入帮扶村玉山镇苏庄
村参与环境卫生治理工作。

工作人员穿梭在背街小巷，针对
村巷道路绿化、辖区内乱堆杂物、乱丢
垃圾等问题进行重点整治，把村巷道
杂草、积存垃圾清理干净。

此外，工作人员还深入居民家

中发放宣传页，宣讲政策法规，鼓励
群众增强主人翁意识，引导群众自
觉参与村庄清洁行动。

此次活动，不仅改善了当地环境
卫生状况，而且增强了村民的环保意

识，为打造洁净、优美、舒适的生活环
境打下良好基础。“我们将持续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活动，为群众打造干净、整
洁、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遂平县委
编办有关负责人说。⑤6

遂平县委编办

助力人居环境整治 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葡萄丰收

缀满藤

我公司拟将位于河南省驻马店
市雪松大道与兴业大道交叉口东北
侧的“恒辉花园”项目资产进行转让，
如果自 2016年 5月 25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之前仍有与我公司存在业
务关系，到项目所在处进行申报，过
期不在受理。逾期无人对拟转让资产
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公司

将在公告期满后转让该资产。
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天内（2024 年 7 月 10 日至 2024
年 7月 24日）

联系电话：17335559666
16639658992

驻马店市恒辉置业有限公司
2024年 7月 24日

驻马店市恒辉置业有限公司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