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12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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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珂珂）近日，走进平舆县辛店
乡新淇沟村辰源蚂蚱养殖基地，一
排排整齐的养殖棚映入眼帘。

蚂蚱因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等
营养成分，是近年来餐桌上备受青
睐的绿色食品。村民马灵通敏锐地
捕捉到养殖蚂蚱的潜力，在多方考
察和科学论证后，决定养殖蚂蚱。

“蚂蚱养殖投资小、见效快，相比
其他养殖业，管理相对简便，只要让蚂
蚱的卵产在大棚里，保证温度适宜、草
料充足，就能存活繁殖，饲养一批后可
实现循环发展。”马灵通说。

马灵通的养殖基地采用绿色生

态养殖模式，从蚂蚱选种、孵化到养
殖、防疫都严格遵循科学标准，确保
蚂蚱的品质和产量。“蚂蚱养殖周期
短，一茬蚂蚱平均 40 天~50 天即可
出棚售卖，一年可养殖四茬。”马灵
通说，“养殖成功只是第一步。为了
提高产品附加值，我们将蚂蚱进行
油炸，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
模式销往外地市场。”

如今，马灵通依托村级共同富
裕加工园引进了蚂蚱加工生产线，
建 成 食 品 加 工 点 ，形 成 了 养 殖、加
工、销售闭环产业链。随着蚂蚱养
殖产业的逐步成熟，他的养殖基地
现有固定工人 5 人，主要从事割草、

喂养等工作，同时通过临时务工，带
动了 20 多名村民增收。

冬季寒冷的天气使蚂蚱养殖成
本大幅增高，养殖基地选择季节性歇
棚休整。为确保产业效益的平衡，充
分发挥加工园油炸食品加工生产线
作用，马灵通利用当地传统工艺，进
行手工麻叶加工。手工麻叶在制作
上，所选用的面粉均来自优质小麦产
区的大品牌，保留了小麦的纯正香味
与丰富营养。对原材料的严格把控，
使 得 手 工 麻 叶 的 品 质 有 了 坚 实 保
障。和面、刀切、油炸……一道道工
序全是靠手工做下来的，很受市场欢
迎。马灵通对手工麻叶进行包装后

不仅在本地市场进行销售，而且积极
拓展周边地区的销售渠道。

手工麻叶加工为村民提供了就
业增收机会，也增加了村级共同富
裕加工园产品的多样性，进一步丰
富了新淇沟村的产业结构。

近年来，平舆县结合自身优势，
因地制宜，积极鼓励村民回乡创业，
帮助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

“我们将持之以恒抓好‘三园’
建设，助力全乡经济社会更好更快
发展，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共享‘三园’建设成果、产业发展红
利。”该乡有关负责人说。⑤6

辛店乡

蚂蚱养殖成新宠 同心共筑致富路

12 月 4 日，在正阳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工人正忙着赶制订单。该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拥有独创的 5S 纯物理压榨工艺，主要有浓香花

生油加工及食用油吹塑罐装包装生产项目，年产值

12亿元，创税收 2000 多万元。⑥5

本报记者 李玉荣 本报见习记者 余 川 摄
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熊国森 通讯
员 李伟娜）12 月 2 日，由新蔡县委
宣传部、县文明办主办，县公安局
承办的第 13 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活动在新蔡县实验小学举行。

该县有关负责人指出，交通安
全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事关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各
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交通安
全工作，切实发挥行业优势作用，
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坚决遏制交通
事故的发生，为全县交通安全工作
保驾护航。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互动频繁。
在室外宣传体验区，民警还专门给广
大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事故现
场模拟交通安全课。学生纷纷表示，
活动内容丰富、受益匪浅，感受到了
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此次活动以‘文明交通 携手
共创’为主题，统筹推动文明交通
理念融入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
明创建，进一步增强广大交通参与
者的安全意识、法治意识和文明意
识，切实提高社会交通文明程度。”
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⑤6

新蔡县

“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席虎成 通讯
员 李继方）近日，汝南县市场监管
局持续开展质量与价格监督检查
工作，对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商家
进行提醒，及时受理群众投诉举
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
罚，为消费活动保驾护航。

加强质量监管。该局督导参
与活动的电动自行车、家电、家装
等单位建立完善质量安全管理制
度，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同时，严格核查电动自行车产品合
格证明与 3C 证书和型式检验报告
等信息是否一致，禁止拼、改、装行
为；重点检查家电是否获得能效标
识、3C 认证标识，督促销售单位履
行好进货查验职责，建立完整的进

销货台账，不得借机出售假冒伪劣
产品，为以旧换新工作提供坚实的
质量保障。

加强价格监管。为防止活动
期间商家恶意涨价，套取国家补
贴，该局要求承办单位明确标示在
商务部门备案的价格，张贴参加活
动标识，不得对商品临时加价、虚
假标价、虚假打折、以次充好，严格
履行价格承诺，不得相互串通操纵
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切实形成价格监管
高压态势。

至目前，该局已检查以旧换新
门店 12 家，对发现的未规范明码
标价、未清晰标示价格等问题，要
求涉事商家及时整改。⑤6

汝南县市场监管局

多举措推动以旧换新工作有序进行

本报讯 （记者 刘永奇 通讯
员 王俊丽）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近日，上蔡县西洪乡中心学校举行
广播体操比赛。

参赛队员身穿统一服装，满怀
期待与必胜的决心。裁判长一声
哨响，比赛拉开了帷幕。

嘹亮铿锵的口号、坚定有力的
步伐、欢快愉悦的韵律、规范流畅
的动作……展现了青少年的自信
与风采。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前
8 名，该校负责人现场为获奖队员
颁发奖牌。

“此次广播体操比赛，培养了
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增强了学生团
结协作意识，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我们将继续开展更丰富、优
质的校园活动，为学生创造更加丰
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该校有关
负责人说。⑤6

西洪乡中心学校

运动润身心 活力展风采

12 月 3 日，西平中原村镇银行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用爱心传递温暖，缓

解临床血液供应压力。⑥5

本报记者 许 静 本报见习记者 赵永涛 摄影报道

开足马力

产销两旺

本报讯 （记者 方 祥 通讯员
李振祥）近日，走进泌阳县马谷田镇
田庄村朱永礼粉丝加工厂，一根根
晶莹剔透、细长顺滑的红薯粉丝整
整齐齐地铺满了厂外的晾晒架，微
风吹来，散发出一阵阵清香。车间
里，机器轰鸣，工人穿梭在设备间，
有条不紊地完成清洗、磨粉、蒸粉、
刨丝、晾晒等工序，一个个热闹忙碌
的小场景拼成了一幅乡村振兴的新
画卷。

“我们村有制作红薯粉丝的传
统，几乎家家户户种植红薯制粉条，
而且红薯产量多、口味香甜、品质也
好。我们是通过收购本地新鲜红薯
为原料，既保证品质，又能给村民带

来一定的收入。加工好的红薯粉丝
色泽透明、爽滑韧劲且营养丰富，一
般 100 斤红薯出 10 斤粉丝，是真正
的纯天然健康食品。制作过程中的
废 料 红 薯 渣 晒 干 后 还 可 以 当 饲 料
卖，收入也是很可观的。”田庄村负
责人说。

“我们制作的粉丝因为质量上
有 保 障 、味 道 纯 正 ，每 年 都 不 愁
卖。”制作粉丝 20 多年的朱永礼说，

“我今年种了 12 亩红薯制作成粉丝
出售，有不少收入呢。”

“在这里帮忙离家近，可以照顾
家里老人和孩子，每个月能挣 2000
元左右，而且自己种的红薯可以卖
给村里，一年能增加不少收入。”一

旁清洗红薯的村民笑着说。该粉丝
加工厂的带农益农作用明显，目前
已吸纳 10 多名村民参与加工制作
工作。

现在，田庄村粉丝产业实现了
点“薯”成金，走出了增收致富的新
路子，小红薯变成了强村富民的“红
果 子 ”、小 粉 丝 变 成 了 乡 村 振 兴 的

“金丝”。“我们将继续深耕‘一村一
品’，持续向规模化和品牌化的方向
努 力 ，绘 就 乡 村 振 兴 的 美 好 图 景 。
目前，全镇种植红薯 8000 多亩，有
制作粉丝的手艺人上百人。”马谷
田镇有关负责人说。

泌阳县属于浅山丘陵区，气候、
土地都适宜种植红薯，特别是马谷

田 镇 和 郭 集 镇 ，红 薯 种 植 较 为 集
中。近年来，该县坚持把特色产业
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之举，把红薯
种植和加工确立为“一村一品”特色
农业，采取“村集体+农户+深加工”
模式，由村集体联合创办红薯生产、
加工企业，积极鼓励引导群众把红
薯种植作为主导产业来抓，带动群
众共同致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我们将通过乡村振兴示范园
做大做强红薯产业，打造粉丝品牌，
实 行 统 一 工 序、统 一 包 装、统 一 商
标、统一销售，提升红薯附加值，延
伸产业链，帮助村民增收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泌阳县有关负责人对记
者说。⑤6

泌阳县

手工粉丝铺就致富“新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