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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天 气

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最低

气温8℃

■温馨提示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 通讯员

郭永涛）11 月 2 日，汝州市举行汝

州至平顶山西高铁站、汝州至洛阳

龙门高铁站“高铁快客”班线开通

仪式，大大方便了汝州市民外出乘

坐高铁。

据介绍，两条线路均投入 10 台

客车，汝州至平顶山西高铁站客运

班线，全程票价 15 元，每日往返班

次 12 趟，由汝州市长途汽车站发

车，途经宝丰汽车站后直达平顶山

西高铁站；汝州至洛阳龙门高铁站

客运班线，全程票价 20 元，每日往

返班次 17 趟，由汝州市中心汽车站

发车，途经庙下镇、临汝镇，然后从

温泉镇高速收费站上高速，从伊川

高速收费站驶出高速，到达洛阳龙

门高铁站。

两条线路每天早上第一班都

是 6:10 从汝州市发车，班车间隔 1

小时至一个半小时，旅客可以通过

微信小程序“电子购票系统”或者

拨打 12328 热线电话查询具体发车

时间和班次。

分别发往平顶山西和洛阳龙门高铁站

汝州开通两条“高铁快客”班线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市招办

11 月 2 日发布消息，下半年全国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于 11 月 1

日结束，考生可于 12 月 10 日起上

网查询成绩。

据 了 解 ，下 半 年 全 国 中 小 学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笔 试 我 市 报 考

20476 人 39955 科 次 ，报 考 人 数 首

次 突 破 两 万 人 。 根 据 安 排 ，12 月

10 日起，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

资 格 考 试 网 站 ”查 询 笔 试 成 绩 。

如 对 成 绩 有 异 议 ，可 在 成 绩 公 布

后 10 日内向市招办提出书面复核

申 请 。 按 照 要 求 ，复 核 主 要 检 查

是否考生本人试卷或本人应试信

息 、是 否 漏 评 、分 数 合 计 是 否 有

误，不复核评分宽严。

本次考试我市严肃考场纪律，

实行省招办网上巡查、市招办网上

巡考、考点同步监考三级考试监督

办法，考点实现无线信号屏蔽全覆

盖。经统计，本次考试共查出在考

场内交头接耳、抄夹带等违纪行为

考生 7 名，按照规定，其中 1 名考生

单科考试成绩作废，6 名考生本次

考试各科成绩全部作废。

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结束

12月 10日起可上网查询成绩

本报讯 （记 者 卢 晓 兵）11 月

2 日，记者从市图书馆获悉，为更

好地推动平顶山市文明城市创建

工 作 ，进 一 步 推 动 我 市全民阅读

活 动 深 入 开 展 ，提 高 民 众 的 阅 读

热 情 ，该 馆 自 11 月 1 日 起 在 市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一 楼 展 厅 举 办《故 宫

博物院藏品大系》图书展览活动，

为期一个月。

据 了 解 ，本 期 展 出 的 图 书 有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品 大 系 ：绘 画 编》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品 大 系 ：书 法 编》

《国宝档案》等特藏图书 30 册。《故

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绘画编》包含

晋、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等 朝 代 的 传 世 佳 作 ，其 中 有 东 晋

顾 恺 之 的“ 洛 神 赋 图 ”，北 宋 张 择

端 的“ 清 明 上 河 图 ”，南 宋 李 唐 的

“采薇图”，元代赵孟頫的“秋郊饮

马图”等。《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书法编》包含晋、唐、五代、宋、元

等 朝 代 名 家 的 翰 墨 杰 作 ，其 中 有

目前存世墨迹年代最久的西晋陆

机的“平复帖”，东晋王羲之的“雨

后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

的“伯远帖”等。书中在介绍每一

卷 的 每 件 作 品 时 ，既 有 题 名 与 作

者 名 ，又 有 释 文 ，还 有 相 关 的 题

记 。 而 且 ，有 些 作 品 的 局 部 放 大

图还能凸显古代大师们的笔墨精

气与韵味，令人有“比直接欣赏原

作收获还大”的感叹。《国宝档案》

上下两册共收录文物 1000 余件，

它们是中国 5000 年中华人类文明

史留下来的重要艺术珍品。该书

主要分为陶瓷艺术、玉器艺术、青

铜艺术、雕塑艺术等，并通过图文

并 茂 的 形 式 ，全 方 位 多 角 度 清 晰

勾勒了中华国宝的发展脉络。

此次展出的图书是普及文物

常识、进行爱国主义和中国传统文

化教育不可多得的文献，也是中华

民族记忆传统、传承文脉、增强文

化自信的重要资源。

我市举办《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图书展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市招办

11 月 2 日发布消息，我市 2021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信息

确认工作 11月 4日启动。

根据安排，我市报考点网上确

认报名信息上传材料时间为 2020年

11月 4日 10:00至 11月 8日 17:00，考

生重新补充上传材料截止时间为

11 月 9 日 12:00。所有报名缴费成

功的考生均需进行报名信息网上

确认，未缴纳报名费的考生不予确

认。网上信息确认期间，我市报考

点将在网上集中审核考生上传的

材料，并通过系统向考生反馈审核

结果。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

确认报名信息或因自身原因未通

过审核的考生，报名信息无效。

市招办提醒考生，考虑到网上

确认时资格审核可能出现不通过的

情况，需要时间修改上传材料，所以

尽量提前安排网上确认和上传所需

材料的时间。考生必须按要求上传

本人真实有效的照片、证件、证明等

图片材料，不得上传虚假、无关或不

符合要求的图片，否则将不能通过

审核，报名信息无效。经考生确认

的报名信息在考试、复试及录取阶

段一律不得修改。

报考点审核完毕后会通过系

统向考生反馈审核结果，考生应及

时通过网上确认系统查询审核结

果。审核结果为“审核通过”，说明

考生已完成报名信息网上确认；审

核结果为“审核不通过，需要补充

（或修改）材料”，则考生需根据系

统 提 示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补 充（或 修

改）有关材料并重新提交上传；审

核结果为“审核不通过”，说明考生

因不符合国家报考条件或报考点

接收条件导致最终审核不通过，报

名信息无效，如有异议可向报考点

咨询。

网上确认期间，市招办一楼服

务大厅设有网上确认服务点，对少

数无法进行网上操作的考生提供

现场服务，帮助其完成网上报名信

息确认及确认所需材料上传工作；

对于少数考生学历或身份等信息

存疑的，由报考点通知其到现场人

工核验后再进行网上确认。

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信息确认工作启动

我市报考点 11月 4日开始网上确认

11 月 2 日上午，在石龙区龙兴街道食

用菌种植基地——楝树店村广兴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一朵朵大球盖菇（赤松茸）长

势喜人，村民正忙着装箱上市。

“这是我们今年 5 月在林中种植的赤

松茸，是从省农科院引进的菌料，今年第

一批示范种植了 26 亩。”该合作社负责人

李俊杰说。

李俊杰是石龙区龙兴街道楝树店村

人。2019 年 3 月，李俊杰注册成立了广兴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村子南头的林

地，从今年 5月起开始试种赤松茸。

李俊杰说，赤松茸是一种外形很像松

茸、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用菌，口感松脆，水分

足，深受广州、深圳、上海、香港市场欢迎。

“赤松茸从培育菌料、种植到采摘需 3

个多月，成品菌菇不能超过 4 厘米，市场价

格每斤（1 斤＝500 克）在 10 元左右。”李俊

杰说，“从效益上看，赤松茸亩均产量 5000

斤，按每斤 8 元的批发价计算，产值约为 4

万元，扣除农资、人工、租金等，亩均纯收益

在 1万元以上。”

该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模式，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与合作社联系在一

起。“在林下发展仿野生食用菌产业投资少、

见效快，群众易于接受。我们也会对有意向

种植赤松茸的农户进行种植与管理方面的

培训，希望能带动更多群众致富，特别是贫

困群众。”李俊杰说。 （本报记者 闫增旗）

种植赤松茸
助农增收入

11 月 2 日，记者随汝州市焦村镇靳村

驻村第一书记焦孟涛来到贫困户毕锁家

时，他正拎着一袋子鲜桑叶在猪舍里为

仔猪添食。

“最初我也没想到拿桑叶喂猪。”68

岁的毕锁笑着说，去年家里养蚕，打的桑

叶多了就顺手扔到猪舍，没想到它们吃

得很欢。就这样，他开始有意识地给猪

喂食桑叶，没承想养出了“桑叶猪”。

毕锁原来给别人打工养猪，现在则

是通过养猪走上了增收致富路。“前前后

后养了几十年吧，养猪算是我的老本行

了。”毕锁说，前些年，他和老伴儿一起在

登封一家养猪场打工，他负责饲养能繁

母猪，老伴儿负责母猪产期管理，儿子也

学有所成，一家人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2014 年，毕锁在长

春一家医院工作的儿子受到刺激患上精

神疾病，紧接着老伴儿突发脑血栓留下后

遗症。无奈之下，毕锁只好辞去养猪场的

工作，带着妻儿返回老家。“那时候真感觉

日子没法过了，两个人都需要花钱治病，

以前挣的钱都贴进去了也填不住窟窿。

要不是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我，俺一家三

口还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现在。”提起以

往艰辛的日子，毕锁声音低沉。2016 年，

毕锁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给妻儿治病，毕锁操起老本行，饲养

了两头能繁母猪。“那时候猪价低，一头仔

猪养到几十斤（1斤＝500克）才卖 200元。”

毕锁说，从 2014年到 2018年，他尽管一直

养有两头母猪，不过因为猪价便宜，并没有

挣到钱。“2018年，驻村扶贫工作队得知我

有养猪技术，就劝我扩大养殖规模，通过养

猪致富，我听后心动了。”毕锁说。

2018 年，在汝州市司法局驻靳村扶

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毕锁申请到 3 万元的

小额无息贷款，购买了 5 头能繁母猪。同

时，他响应镇、村号召，流转了 10 亩土地

种桑养蚕。

“或许我只会养猪，去年我试养了两

张蚕种都没有成功。”毕锁说，“那时候，

扶贫工作队又劝我扩大饲养规模，我也

有这个想法，便把自己母猪产的仔猪全

都留了下来。养蚕失败后，我把打下的

桑叶给猪喂食，没承想不论是母猪还是

育肥猪吃得都非常欢。”

“喂养期间，我发现喂食桑叶的猪很

少生病，且肉质比其他猪要好。”毕锁说，

“去年春节，吃过‘桑叶猪’猪肉的村民大

年初二还打电话找我买生猪。”2019 年，

毕锁卖出 27头生猪，挣了 10万多元。

“肉价贵时，毛猪 20元 1斤，两头猪卖

了 1万多元。”毕锁笑着说，2019年，在驻村

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他又申请了 5 万元

的小额无息贷款，在今年春季建起了 800

多平方米的猪舍，在养殖能繁母猪的同时，

扩大育肥猪养殖规模。“我基本上是自繁自

养，家里的 7 头能繁母猪产的仔猪长大后

就转场饲养，今年我没有再养蚕，10亩桑田

的桑叶都用来喂猪了。”毕锁说，“猪长期吃

新鲜桑叶，不仅免疫力增强了，而且肉质更

好，收猪的客商都是提前和我订购。到目

前为止，今年我已卖了 47 头生猪，平均每

头猪卖4000元左右。”

“现在生猪还存有 60 多头，春节前还

能再出栏 20 多头。”对于未来，毕锁有着

清晰的规划，“现在我主要是自繁自养，

新建的猪舍可养 150 头至 200 头生猪，定

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把养殖规模扩大，不

能让猪舍闲置。”

经过几年的治疗，毕锁儿子的病情

得到控制，老伴儿的后遗症也好了许多，

还能帮他干些活儿。对于现在的生活，

毕锁说：“有活干、有钱挣，日子过得不

赖！” （本报记者 魏森元）

喂养“桑叶猪”日子“真不赖”

由河南鑫豪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叶县精准扶贫就业

基地工程项目已全部完工并交

付使用，本项目部拟撤销，请有

关本工程项目部债权个人和有

关单位，在本声明见报后 60 日

内，与本公司联系，提供书面材

料，逾期未联系者，本公司不承

担一切责任。

联 系 电 话 ：0392- 3333338
15303920392

联系地址：淇水大道与湘江

路交叉口东 50 米路北欣荣湾商

业楼 18 号楼 6楼

河南鑫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31日

公 示

11 月 2 日，施工人员在卫东区东

安 路 街 道 东 苑 社 区 建 东 小 区 61 号 楼 院

新建的小游园内安装大理石休闲桌。

东苑社区建东小区 61 号楼院是老旧

小区，小区一角有一片空地。近日，东安路

街道对该小区进行了改造，将空地建成了

游园，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幸福感显著

增强。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空地变游园
满满幸福感

▲

本报讯（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陈会敏）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11月 2日，在舞钢市矿建街道赵案庄村，村

民宋喜德老汉回家的路上哼着小曲，显然

还沉浸在村文化节的戏曲情节中。

这已是赵案庄村第二次在村文化广

场举办文化节。

2018年以前，赵案庄村并没有像样的

文化广场，老活动广场太小，仅有的几个

健身器材也年久失修，破损严重，不能满

足村民休闲健身需要，更不用说搞健身

操、广场舞比赛之类的文化活动了。2018

年，该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决定把

发展文化事业作为一项惠民工程落到实

处，把文化广场的建设列入村发展规划。

为了不占用耕地，村“两委”把文化

广 场 选 址 在 村 中 的 一 处 坑 洼 荒 宅 地 。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幸 福积极与驻村企业

联系，获取废料后用自家的铲车拉来垫

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9 年秋，占

地 600 平方米的新文化广场呈现在村民

面前。

文化广场建成后，村民娱乐、健身有

了好去处。吃过晚饭，只要天气好，村民

都会在广场上聊聊天、听听音乐、跳跳广

场舞，并第一次组建了村文化艺术表演

团，120 多名村民参与其中，秧歌、铜器

舞、狮子舞、花船等民间艺术荟萃，村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极大丰富。

为庆祝文化广场建成，附近企业代

表、外出务工人员和党员群众自发捐资，

请来正规剧团唱大戏，并约定每年 10 月

下旬举办村文化节，让群众不出村就能

欣赏到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戏剧。

今年的文化节从 10 月 29 日开始，为

期 5天。

建起大广场 办起文化节

舞钢市赵案庄村村民过足戏瘾

10 月 30 日上午，郏县王集乡孔楼村

二组王国坡的农田里格外繁忙，三轮车、

挖土机不停地忙碌，新挖的 3 座地窖整

齐排列，待窖内平整后就能储存生姜。

提起生姜，王国坡脸上满是笑容。

他今年种植的 40 亩生姜即将收获，按目

前的行情，每亩收入在 2万元以上。

王国坡常年外出务工。4 年前，他

在山东潍坊务工时，了解到生姜种植收

益高，且家乡的土壤也适合种植生姜。

另外，在家创业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这

让王国坡下定决心回家种植生姜。

一般来说，每亩地需种姜 800 斤（1

斤＝500 克）左右，按每斤 4 元计算，每亩

地 仅 种 姜 就 需 要 3000 多 元 ，再 加 上 地

租、遮阴网等，每亩地需投资 5000 元左

右 。 生 姜 种 植 投 入 大 ，王 国 坡 格 外 上

心。为了彻底掌握生姜种植技术，他在

潍坊耐心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从选种、

催芽、播种到储存一样不落。

王国坡第一年试种了 7 亩地，当年

收入 10 万余元，还留足了种姜。第二年

他种植了 10 亩，收入 20 余万元。今年是

第三年，虽受疫情影响播种晚，产量有所

降低，但每亩地也能收获 1 万斤以上。

今年生姜行情好，不仅批发价高，而且周

边不少群众找他订购种姜，目前预约种

植的就有 300余亩。

“乡亲们如果需要，我可以免费传授

全套技术，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乡亲走

上致富路，‘姜’幸福进行到底。”王国坡

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通讯员 梁俊鹤）

“姜”幸福进行到底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王向丽）

“艳丽姐，第七次人口普查昨天正式启动

了，我是咱村的普查员，耽误你几分钟时

间，配合我做一些相关调查……”11 月 2 日

上午，宝丰县闹店镇户口村党支部书记马

广峰来到村民王艳丽家进行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福泽万家。作为村党支

部书记，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项工作做

好。另外，我当普查员也有优势，对村里

地熟、人熟、情况熟，参与进来有利于人口

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谈起人口普查工

作，马广峰充满热情。

马广峰既是普查员也是“指导员”，10

月 11 日以来，他每天穿着红马甲、背着小

挎包、戴着普查证，穿梭在自己负责的普

查小区，采取“见户就登、见人就登”的方

式，引导每一位普查对象做好信息登记事

项。同时，他还抽空对全村其他普查员的

普查工作进行安排、指导和督促。

近段时间，为确保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工作顺利开展，闹店镇充分发挥各村党

支部作用，动员 198 名熟悉村情户情的干

部、党员、群众代表成为人口普查员，积极

参与人口普查宣传及入户登记工作。

为提升辖区居民对人口普查的知晓

度、配合度、参与度，该镇充分利用联村大

喇叭，早、中、晚定时广播人口普查相关内

容；在镇区商户电子屏上滚动播放标语 90

多处、悬挂横幅 280 多幅、张贴标语 1300

多张、发放“致住户一封信”12000 多张，在

全镇形成“人人知晓普查，人人参与普查”

的良好氛围。

目前，该镇共完成 46278 人的普查摸

底登记工作。为确保信息数据全覆盖、无

遗漏，普查员们一边宣传人口普查的重要

性，一边引导每一位普查对象做好信息登

记事项。对于一些外出打工、短期不便归

家的居民，普查员们则通过电话、微信等

方式与其约好登记时间，切实做到不漏一

户、不漏一人，为正式普查登记提供了一

套清楚明白、扎实有效的“花名册”。

11 月 1 日，按照统一部署，全镇 198 名

普查员全部深入到各普查小区，进行入户

登记。

人人知晓普查 人人参与普查

闹店镇 198名普查员入户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