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 70 多个竹筛是给集市上的商户编的，明天就给他们送去。”

11 月 19 日，在正阳县清源街道唐段庄社区老梁村，71 岁的梁如山正

在编织竹筛。据了解，老梁庄竹编技艺有数百年历史，至今仍焕发生

机。⑥5

本报记者 李玉荣 本报见习记者 余 川 摄影报道

竹编技艺
焕发生机

2024年 11月 2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杨永霞 张书平05 县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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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国森 13507665455

各 县 区 记 者 站 负 责 人

本报讯 （记者 徐佳瑞 通讯员
贺志勇）“货源没有问题，这几天每天
收购 6车生姜，每车 6万多斤。”近日，
在平舆县东皇街道蔡营社区众耕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慕名而来的山东潍
坊金瑞宏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多亏合作社组织得好，我们很放
心。”

“今年我们生姜种植 5000 多亩，
货源没问题。”谈起这几年合作社不断
发展壮大，负责人裴亚洲高兴地说，

“根据往年经验，大面积出姜的时候用
工量大，本地人手不够，我们就提前联
系了山东、四川、贵州、河北等地的专

业劳务队 400 多人，他们干活非常
快。”

“这个客人是从黑龙江齐齐哈尔
过来的，正在催着装车。”谈起生姜销
售，裴亚洲说，“合作社里还有几个外
地客户在等着。”

在蔡营社区，放眼望去，郁郁葱葱
的生姜地里都是忙碌的人群，他们分工
明确，有的弯腰拔姜，有的去土、除叶、
装袋、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是从玉皇庙乡余坡村过来
的，负责分拣姜，每人每天能挣 100多
元。”73岁的务工人员冯小新和老伴儿
苏应立笑呵呵地说。

“今年出姜的速度快，主要是外地
来的专业劳务队效率高。”裴国强说，

“他们多劳多得，每天能挣不少钱。”
“今年天气异常，生姜产量不如往

年，亩产 1.3 万多斤。”说起种植收益，
裴国强说：“好在价钱还行。”

目前，该合作社种植的 100 多亩
生姜已采收了 90%，除去姜种、肥料、
人工、田间管理等费用，每亩纯收入 2
万多元。

“哪怕是科技发展到了现在，农业
仍然受制于天气。”说起如何规避生姜
种植风险，裴亚洲说：“今年我们已经
为合作社社员购买了生姜种植保险，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今年的大姜因为天气原因稍有

减产，但群众的种植积极性依然很
高。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明年大姜
种植面积有望达到 1.5万亩，届时平舆
县将成为全国生姜主要产区之一。”裴
亚洲说。

今年以来，东皇街道持续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坚持党建引领，在产业发
展上精准发力，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做好
产业文章，大力发展生姜、芋头、葡萄、
洋葱、冬瓜等特色产业，促进村民增收
致富，助力乡村振兴。⑤6

平舆县

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本报讯 （记者 席虎成）近日，汝
南县天中酒业厂区内锣鼓喧天、喜气
洋洋。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参加
天中酒业生产启动仪式，共同见证汝
南县酿酒产业史上重要时刻。

天中酒业位于梁祝之乡、天中
山 脚 下、宿 鸭 湖 畔 ，被 汝 河 紧 紧 环
绕，是一块拥有得天独厚酿酒环境
的宝地。

走进天中酒业酿酒车间，工人
正 有 条 不 紊 地 进 行 拌 料、蒸 粮、摊
凉、加曲、入池、发酵、出窑、蒸酒等
操作，每道工序都凝聚着天中酒业
人的心血和智慧。新酿的酒液清澈
透明、香气醇厚，不仅是酒企对品质
的执着追求，而且是对酿酒文化的
传承和创新。

作为一张地方名片，天中酒业于

1950年建厂，是河南省仅有的13家酒
厂之一，其主导产品“天中龙泉”曾获

“中国白酒精品”“中国历史文化名酒”
“河南省优质食品”等称号。

时光荏苒，弹指七十余载。其
间，几度辉煌、几度沧桑。重新规划
公 司 基 建、添 置 生 产 设 备、修 缮 厂
房、改造升级窖池、组建企业管理班
子及职工队伍、提升生产自动化水

平和效率……续写昨日辉煌，天中
酒业一直在路上。

“我们将始终秉承不求最大、但
求最精的经营理念，用心用情酿造
真 正 代 表 天 中 文 化 和 本 地 特 色 的
酒，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绵薄
之力。我们始终坚信，天中酒业一
定能再创辉煌。”谈及未来发展，天
中酒业负责人说。⑤6

汝南县

酿酒产业谱写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 刘永奇 通讯员
周子翔 周金高）11月 20日，在上蔡县
小岳寺乡杜关寨村惠鑫超家庭农场，
一排排豆角种植大棚整齐排列在田
间，10多名村民忙着采摘成熟的豆角，
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豆角生长周期短、产量高、市场
价格稳、经济收益高，属于‘短、稳、快’

的农作物，从每年 7月初可以一直采
摘到 11 月底。豆角主要发往周边的
各大商超、农贸市场，深受消费者的青
睐。”该农场负责人说。

据 悉 ，该 农 场 成 立 于 2020 年 ，
占地 30 多亩，现有 16 座日光大棚，
均种植豆角，为周边的留守妇女和
老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拓宽了村民

增收渠道，提高了村民幸福指数。
“在大棚里务工，对我们留守妇女

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不用东奔西跑去
外地打工了，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补贴
家用。今年，我在大棚里干活已经挣
了1万多元。”村民陈莲凤高兴地说。

作为扎根乡村、经验丰富的“新
农人”，该农场负责人不仅自己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而且带领附近的村
民增收致富。近年来，小岳寺乡坚
持党建引领，不断优化产业布局，采
取“党建+家庭农场+基地+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继续打造绿色产业、富民产业，
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为乡村振
兴注入发展新动能。⑤6

本报讯 （记者 张新义 通讯
员 唐 丽）近日，确山县住建局结
合工作实际，坚持早安排，采取多
项措施做好冬季车辆安全管理工
作。

对作业车辆进行体检。该局对
车辆轮胎、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
做好出车前、行驶中、收车后检查
工作，确保车辆不“带病”上路。同
时，以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典
型案例，认真查找问题根源，及时
进行督促整改，从根本上消除冬季
车辆作业安全隐患。

该局对冲洗车、除雪车、洒水
车等作业车辆的机油、液压油、防

冻液等进行细致检查，将各类隐患
进行分类，逐一制定措施，并跟踪
落实整改。凡发现设备安全性能
不合格的车辆立即停驶修复、更换
零件，做到机动车辆保持良好状
况；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车辆及时进
行维修，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强化
全体人员的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并加强对环卫工人和驾驶员的安
全作业知识培训，提升应对突发险
情的反应和处理能力。

“我们将结合工作实际，持续
做好作业车辆的检查、维护及保养
工作，为冬季出行保障奠定坚实基
础。”该局有关负责人说。⑤6

确山县住建局

多举措加强冬季车辆安全管理

本报讯 （记者 丁继坡 通讯员
春 丽）近日，遂平县泥锅小黄牛餐饮
店负责人张先生在县政务服务中心

“一件事”窗口，通过“开办餐饮店一
件事”完成线上业务申请，并成功领
取食品经营许可证，成为遂平县首个
通过“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系统取得
开店手续的经营主体。

今年以来，遂平县市场监管局将
“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举措，聚焦餐饮行业特色，
打造“线上+线下”双渠道“开办餐饮
店一件事”服务模式。线下在县政务
服务中心大厅和乡镇（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设置“一件事”窗口，线上依托
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开办“一件事”

模块，构建开办餐饮店申办一体化服
务，办理时限由 16个工作日压缩至
10 个工作日，跑动次数由线上 3 次
压减至线下 1次。对开办餐饮店涉
及的要素进行系统梳理，整合为联合
服务，改分头行动为齐头并进，让开
办餐饮店做到一次申请、材料共享、
信息共用、一次办好、一窗出证，更大
程度实现“四减一优”。

“我们将持续加大‘开办餐饮店
一件事’宣传力度，把一件事一次办
服务向纵深推进，精简办理流程，为
经营主体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
打造人性化、有温度的最优营商环
境。”遂平县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
说。⑤6

遂平县市场监管局

推行“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服务

小岳寺乡

小豆角种出“大希望”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集市经营
秩序，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广大群
众出行畅通，近日，新蔡县涧头乡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集中整治
活动。

重宣传，树立正确导向。该大
队集中力量对集市主干道沿路车
辆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
进行重点整治。整治中，执法人员
对店铺、摊位逐个进行宣传教育，
耐心、详细地讲解路边摆摊的利
弊，引导他们依据划定区域，合理
有序开展经营活动。

强规范，恢复正常秩序。此次
活动采取教育劝导为主、整治处罚
为辅的柔性执法方式，以干净、有
序、畅通为原则，全力查处违规占
道经营行为，通过协助搬离、转移
规划区等措施，规范了摊点经营，
确保集市主干道安全畅通。

严监管，形成长效机制。为避
免占道经营行为出现回潮，执法人
员分组开展日常巡查，对集市经营
活动进行常态化管理，及时发现和处
理乱摆摊、占道经营问题。⑤6

（梅文辉）

涧头乡

规范集市经营秩序

保障群众出行畅通

近日，在泌阳县盘古乡席岗村李正养殖基地，一头头体格强健的毛驴正

悠闲地吃着草料。⑥5

本报记者 方 祥 通讯员 刘 旭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