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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程颖）“过去村里人

寄快递要周转多次，现在我们收寄当天

就可以发往漯河进行中转。”8月 14日，

在郏县姚庄回族乡寄递物流公配中心，

中通快递工作人员李莹莹一边帮用户

寄快递一边说道。

记者注意到，跟 4 年前相比，这里

的快递包裹放置区域扩大了一倍，群众

可选择的快递公司由邮政一家扩展至

中通、韵达、申通、德邦、圆通等多家，寄

出快递的单价与市区同价。“现在村民

网购的日用品都是从漯河直达郏县，县

至乡村的快件包裹 24 小时内即可送

达。”李莹莹说。

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农村物流快

递投放不及时、农特产品上行不畅问题

日益突出。“四好农村路”的推进，让郏

县可以一手抓群众出行顺畅，一手抓农

产品运输畅通，双管齐下提升农村运输

服务保障能力。

在市交通运输局的支持下，郏县交

通运输局在全省率先探索“客货邮一体

化”，与邮政公司、快递企业合作，大力

推动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建设，

依据 355 个行政村布局，建设 1 个县级

物流集散中心、13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

站和 290个村级物流服务网点，全面保

障快件上行下达的配送时效，并利用遍

布城乡的农村客运网络资源和公交车

辆富余装载空间，开展农村物流快递配

送附加服务。

紧扣群众需求的客货邮融合发展

新模式，统筹解决了农村群众出行、物

流配送、邮政快件服务“最后一公里”问

题。通过盘活运力、直投到村，快递企

业日分拣量超过 5万件，彻底改变了快

递公司因业务量少、配送成本高不愿进

村的问题。

现在，郏县实现通邮率 100%、快递

进村覆盖率 100%、所有建制村通公交

率 100%，已通客车建制村 2公里范围内

设置候车亭或停车站牌比例 100%，畅

通了工业品下行和农特产品上行的双

向通道。

郏县“客货邮一体化”畅通“进村路”

本报讯 （记者张永军）8 月 14

日，从市民政局传来消息，为加强

地名文化遗产挖掘和保护，传承和

弘扬地名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和综合竞争力，《平顶山市地名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177

个）日前正式对外发布。

地名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

是 一 个 城 市 的 根 ，是 文 明 的 见

证。平顶山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其中地名文化资源丰富，这些是

城市的名片，也是平顶山历史发

展的见证。为充分挖掘、保护、弘

扬我市优秀地名文化，市民政局

按照《地名管理条例》《河南省老

地名保护管理办法》要求，经过普

查登记、组织专家论证评审、公示

征求意见等程序，选出我市第一

批 177 个地名，其中宝丰县 39 个、

叶 县 7 个 、鲁 山 县 19 个、郏县 88

个、汝州市 24个。

列入《平顶山市地名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第一批）》的地名为重点

保护对象，在区划变更、城市建设

等工作中要优先延续、传承、保留、

使用原址地名，对部分极具历史文

化价值的老地名，要采取措施加以

保护宣传。

“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地名

文化保护体系，持续开展市级地名

文化遗产认定，积极动员引导多元

社会力量参与地名文化宣传，全方

位多角度讲好平顶山地名故事，让

子孙后代都能找到自己的‘根’”。

市民政局局长李鹏鹏表示。

我市首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发布

年年椒红相似 岁岁“辣味”不同

村里来了辣椒订单

当天上午 11 点多，在王店村

的冷库，来自南阳的收购商杨利

把村民采摘的线椒过磅后，又让

村民将其分拣后入筐入库。“现在

线椒刚刚采摘第一茬，每天能收

购上万斤。”他说。

“杨利是廉村镇政府招引来

的收购商，是我们迈出的订单种

植的第一步。”程英豪说。

据程英豪介绍，“挣到钱”，就

是得先让椒农种植的时候心里有

收益高低的预期，这样才能提高

椒农种植的信心。自今年开始，

该镇拿出精力搞订单及多样化种

植，这次的线椒收购就是他们签

的第一个大订单。为此，该镇今

年推广种植了 1000 多亩的线椒。

线椒不同于朝天椒，从 7月中下旬

就能够陆续采摘，一直采摘到 10

月份。

按照订单协议，线椒以质论

价，最高卖到了 4 元一公斤。“平

均每公斤能卖到 3 元。”椒农吕怀

领知足地说。他今年种植了将近

20 亩的线椒，目前已经卖了 1 万

多斤（1 斤=500 克），差不多进账

两万块钱。

杨利介绍，目前第一茬线椒

采摘接近尾声，第二茬、第三茬的

采摘量将远远大于第一茬。今年

线椒亩产可达 4000 公斤，按

照订单价格，种植户亩纯

收益不会低于 6000元。

目 前 ，廉 村 镇 新

一 代 朝 天 椒 已 经 部

分泛红，两天前，他

们采摘部分红椒烘

干后，寄给了一家

大 型 食 品 企 业 。

新一代朝天椒的面

积 更 大 ，如 果 样 品

达标，这家食品企业

将 会 全 部 订 购 这 一

品 种 。“ 这 样 ，更 多 的

椒农就真的能确保挣到

钱了。”程英豪说。

产业化助椒提质提价

在王店村存放设备的院落里还有

两台新置的烘干机。“能为 900亩辣椒

提供烘干服务。”高要秋说，烘干出来

的辣椒品质比晾晒出来的更高，且不

受天气局限。

今年，该镇有两家投资商购置了

烘干设备，他们也正争取政策资金支

持并鼓励各村投建小规模的烘干房。

杨利所租用的冷库就是主要用来

冷存干椒的，这也是廉村镇为辣椒产

业而上的项目。“另外两座上级支持的

冷库今年底将投建，来年 3 月就可以

投入使用了。”程英豪说。

根据前期总结出来的经验，辣椒

市场波动较大，一般春节前后价格就

会上浮两元左右，尤其到来年春夏时

节，市场上辣椒存量减少，上扬幅度会

更大。让椒农避开辣椒大量上市的时

节，通过囤椒实现待价而沽，这也是廉

村镇市场建设年推行的举措。为此，

该镇采取烘干提质、冷链延长销售期，

确保椒农获得最大的收益。

前不久，该镇还与叶县泰隆银行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为囤椒的椒农提

供灵活的低息贷款。“这样就可以促

使椒农将辣椒囤放期延长，根据市场

行情卖出最满意的价格。”程英豪说。

示范椒田孕育新机

近段时间，20多岁的中国农业大

学研究生谭晨阳经常出现在距廉村镇

政府约 1公里的一块椒田里。这块椒

田不足两亩，却种着近 20个品种的辣

椒。“这是我们引进中国农业大学团队

设立的一座教授工作站，主要试种附

加值高的辣椒新品种。”程英豪说。

这是程英豪最近一次去山东寿光

考察后作出的决定。当时，他在当地

一家种植公司取经后吃惊地发现，一

种水果辣椒被装进礼盒里销售，一斤

竟卖到了 50元，并且供不应求。

“一直卖大路货没前途，也要不断

推广新品种，尤其要推广高品质的辣

椒。”程英豪在全镇的会上一次次给大

家“开眼界”。今年种植辣椒时，他用

诚意打动了中国农大教授王宇欣，在

廉村镇开辟了示范田。王宇欣让自己

的研究生谭晨阳长期驻扎示范田。“收

获后比质比量比价，就能筛选出明年

要种的新品种。”程英豪说。

为此，廉村镇还腾出 10座蔬菜大

棚，给招引来的种植户优惠提供 5 座

大棚，本地种植户跟着种植 5座大棚，

从明年开始，学习种植高品质高价位

的辣椒品种。

程英豪透露，目前他们正与一家

食品研究机构合作，利用在沙渡口村

投建的剁椒厂，在扩大剁椒产量的同

时，利用剁椒开发辣椒酱，创出品牌向

市场销售。

两个 月 前 ，该 镇 还 在 浙 江 杭 州

谈好了一家销售网点，目前相关人

员正在其他城市布局。“利用这些网

点，他们在推广销售高品质辣椒、提

高廉村辣椒品牌知名度的同时，还

会从市场反馈信息中引导椒农实现

辣椒品种多元化，逐步向高端化迈

进。”程英豪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文/图）

8月 7日，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立秋，意味着作物逐渐进入成熟收获的时节。

在遍布叶县廉村镇 53个村的两万多亩（1亩≈666.67平方米）辣椒田里，朝天椒已红满枝头，一茬茬线椒陆续染

红，处处可见采摘人的身影。“今年的辣椒长得格外好，草少果密又饱满，53个村你可以随便转着看。”当天，陪同记者

采访的廉村镇副镇长付飞娜自信地说。

“种成功，挣到钱。”谈及今年及以后辣椒产业的发展目标，该镇党委书记程英豪重复着两年前的这句话。然而，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从中深切感悟到了今年个中“味”道的不同，那是产业悄然升级的气息。

统筹 贾志琼

执行 华 谦 楚让蕊

张红晓 朱丙强

机械化种植降低成本

王店村是廉村镇辣椒种植面

积最大的村，最早引进种植大户

带动种植 2000多亩。当天，在该

村外的一处院落里，停放着新购

置的移栽机。“这些机械的投用大

大降低了椒农的投入成本。”王店

村党支部书记高要秋说。

今年被廉村镇定为辣椒产业

的市场建设年，“种成功”也被赋

了新的内涵。“‘种成功’就是要降

成本，这样才能让群众更好地增

收。”程英豪说。

廉村镇是叶县行政村数量最

多的乡镇，也是最大的农业乡镇，

为助农增收和确保粮食安全，廉

村镇早在四五年前就摸索出了小

麦套辣椒的种植模式：在前一年

种小麦时留出宽垄，来年 4 月前

后套种辣椒。表面上看麦子种得

少了，但因为垄宽吃风提高了千

粒重，产量并不怎么少，辣椒因早

生长一个多月（比麦收后栽种），

采摘期和生长期的延长更加确保

了质量。

在辣椒种植投入中，用工投

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自今年开

始，该镇推行机械移栽，一亩地移

栽成本由原来的 200元降到了 60

元左右。

除了移栽机，院落里还停放

着带有导航的拖拉机。该套设备

投资 8000 元，装配导航后，前后

两点一定线，拖拉机就能笔直地

打垄、播种和移栽椒苗。“有了这

机器，种麦、收割、播椒、栽苗都方

便多了，也更利于管理，辣椒的品

质也提升了。”高要秋赞叹道。

“种成功”还意味着管理更精

细。“同样的药为什么有的治虫灭

草的效果不好？”在该镇的田间地

头培训会上，大家互相交流总结

并向引进来的外地种植大户请

教，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明白了一

天哪个时间段治虫灭草的效果更

好，辣椒打杈打到第几个叶片处

才能将产量提得更高……

本报讯 （记者杨元琪）8 月 14

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刘颖到鲁

山县辛集乡徐营村开展走访活动，

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刘颖走访看望困难群众，与他

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生产生

活、家庭收支、惠民政策落实等情

况，实地察看户容户貌及徐玉诺文

化广场等项目建设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刘颖

听取辛集乡和徐营村相关同志就

项目建设、村级产业发展、群众就

业 及 人 居 环 境 改 善 工 作 汇 报 。

刘 颖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

务，要提高站位，坚决扛牢政治责

任，全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提

质增效。要持续关注困难群众生

产生活，落实好低保、特困供养、

大病救助等政策，拓宽脱贫人口

稳岗就业渠道，促进脱贫群众稳

定就业持续增收。要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强化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充分发挥衔接资金撬动作用，立

足本地特色禀赋，发展优势特色

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全力推

动产业高效发展。要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持续强化志智双扶，把增

加群众收入作为根本措施，着力抓

好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

刘颖在鲁山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时指出

持续发展产业改善环境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本报讯（记者程颖）8月13日至

14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洁带

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开展燃气

管理工作专题调研。

李玉洁一行先后来到舞钢市

和平顶山市城区，通过实地察看、

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

了 解 非 居 民 用 户 和 沿 街 小 商 户

“瓶改管”“瓶改电”推进成效及惠

民 政 策 落 实 、管 道 设 施“带 病 运

行 ”专 项 整 治 、村 镇 燃 气 运 行 管

理、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平

燃公司智慧平台运行等工作开展

情况。

李玉洁指出，燃气安全事关

千家万户，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压实责任，牢固树立燃

气安全“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

底线思维。抓住“老化”和“安全

隐患”的问题关键，全面排查、重

点治理。要充分调动企业和用户

改造积极性，加快“瓶改管”“瓶

改电”工作摸排深度、宣传广度、

推 进 力 度 ；要 鼓 励 应 用 新 设 备 、

新 技 术 、新 工 艺 ，从 源 头 提 升 燃

气管道设施抵抗风险和安全运行

能 力 ；要 强 化 科 技 赋 能 ，建 好 用

好智慧安全管理平台，实现燃气

管道状态实时监测、智能决策，不

断提升燃气管网及设施运行安全

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水平。

李玉洁带队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燃气管理工作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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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郏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在该县 第二实验初级

中学食堂查看原材料存放情况。

当天，该 局 执 法 人 员 先 后 到

该县一高、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新城小学等学校开展暑期学校食

堂 食 品 安 全 督 查 ，要求学校食堂

务必做好原材料的存放，从有害

生物防治、餐饮 具 清 洗 消 毒 及 保

洁、食品处理区硬件设施改造升

级 等 入 手 ，全 面 消 除 食 品安全风

险隐患，确保食堂开学前正常投

入使用。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校园食安“不打烊”

白天到夜里多云间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3级左右，

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23℃

沙渡口村椒农喜迎丰收沙渡口村椒农喜迎丰收

王店村村民在采摘辣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