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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卢晓兵）3月 1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华大队

了解到，为解决体育路中段体育路小

学、育新幼儿园学生上下学期间交通

拥堵及学生安全隐患多等问题，该大

队在人车流量较大时段试点临时（短

时）限制机动车通行流量。

当天早上7点，该大队8名交警

在体育路与矿工路岗区将蓝色宣传

牌摆放在相关车道，并放上反光锥，

禁止机动车进入体育路中段。“您

好，现在正是小学生上学时间，请您

掉头绕行。”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准备

从矿工路左转进入体育路，该大队

辅警刘帅超上前对驾驶员敬礼并作

出解释。司机表示理解，随后在矿

工路掉头，向中兴路绕行。

据新华大队负责人尹成学介

绍，早高峰、晚高峰期间，学校门口

的拥堵问题一直是交通痛点。为解

决体育路中段体育路小学、育新幼

儿园学生上下学期间交通拥堵及学

生安全隐患多等问题，他们组织警

力深入学校充分调研，决定每天早

上7点半至8点半、下午5点至6点，

在学生上下学人车流量较大时，采

取临时（短时）限制机动车通行流量

的组织措施，缓解上下学交通压力，

确保学生、家长和老师的通行安

全。目前，临时限行措施在体育路

中段进行试点，限行期间公交车、救

护车、消防车等特殊车辆正常通行。

为缓解上下学期间交通压力

体育路中段试点临时限流

本报讯（记者卢晓兵）3月 1日，

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

到，我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申报工作现已开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有关规定，凡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增强中华

民族的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

发展有积极作用，体现优秀传统文

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

学价值，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

性，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在一定群

体中或地域范围内活态传承，保护

工作富有成效的项目均可申报。

我市各县（市、区）凡符合条件

的项目单位可向所在地文化和旅

游部门提出申请，由各县（市、区）

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专家审定推

荐。各县（市、区）文化和旅游部

门、相关市直部门向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提出申请，并提交申报材

料，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专

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评审，经

评审公示向市政府提交建议名单。

此次申报工作 4月 30日截止。

相关事宜可咨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地址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电子邮箱为pdsfyzx＠163.com。

第五批市级非遗项目开始申报

本报讯 （记者王桂星）3 月 1

日，市商务局传来消息，省商务厅

2022 年度国际性展会和转内销展

会推荐名录已于日前公布，企业参

加展会将获资金支持。

为促进全省外贸经济发展，引

导企业精准开拓国际市场，省商务

厅根据我省优势出口产业、重点出

口商品和主要目标市场，确定了

2022年度国际性展会推荐名录，共

155个展会项目，其中一类展会（重

点支持展会）45个，二类展会（重点

推荐展会）60个，三类展会（一般性

展会）50个；确定 2022年度转内销

展会推荐名录，共20个展会项目。

按照《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国际性展

会项目组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和《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财政

厅关于明确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有关政策的通知》等规定，企业

参加国际性展会均享受开拓国际

市场项目资金支持。

国际性展会推荐名录为引导

性名录，企业参加未列入推荐名录

的其他国际性展会，按照第三类展

会补贴标准给予支持。

企业参加列入转内销展会推

荐目录的 20 个展会项目，每个展

会每家企业补贴 10000元。

企业可登录省商务厅官方网

站查询具体展会目录。因疫情影

响，部分展会举办时间可能会调

整，以主办方最后确定日期为准。

2022 年 度 国 际 性 展 会 和
转内销展会推荐名录公布

企业参会将获资金支持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3 月 1

日，记者从市图书馆了解到，该馆

将举办“春龙抬头，鸿运当头”——

民俗主题活动。

3 月 4 日 是 农 历 二 月 初 二 ，

该 馆 工 作 人 员和爱心歌友会的

志愿者将在这一天为前来参加活

动的市民免费理发、维修家电和

义诊。活动对象：全体市民，限前

40 名；活动时间：3 月 4 日上午 9∶

30；活动地点：市图书馆院内。

市图书馆还将举办民俗趣味

课堂，为小朋友们讲述“二月二”与

龙有关的传统习俗故事，带领大家

学习“中国龙剪纸”技艺。活动时

间：3 月 4 日上午 9∶30；活动地点：

市图书馆7楼教室；活动对象：本次

活动为亲子活动，仅限 10 组，电话

预约。本次活动为公益活动，不收

取任何费用。联系方式：7030956。

市图书馆将举办民俗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

侯兵）3月 1日，王集乡传来消息，自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

该乡党委、政府进一步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多措并举引导党员干部强

学习、提能力、作表率，打造学习

型、服务型、创新型、效能型机关。

该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乡

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班子成员担任

副组长，全权负责“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的综合协调、督查落实等

工作。党委委员先学一步、深学一

步，认真学习理解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

力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学习省

委、市委和县委有关会议精神，确

保活动不虚不空不偏。

同时，该乡采取班子成员个别

交流，党委会上分管领导主题发言，

各管区负责人汇报问题清单、整改

清单、责任清单等形式，真正搞明白

活动的目的、要求，真正把问题找准

查实，真正反映党员干部所思所盼

所念，提高活动筹划质量。

另外，该乡于近日组织全体机

关干部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提醒大家加

强自我约束，强化工作责任，以昂

扬的精神状态和踏实的工作作风

投入到工作中。

王集乡：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做细做实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 通讯员张

旭长）3 月 1 日，在湛河区曹镇乡司法

所调解人员的耐心调解下，曹镇乡邢

铺村温氏父子存折风波烟消云散，父

子俩和好如初。

近年来，湛河区注重提升人民调

解效能，整合人民调解队伍，完善乡村

调解网络，推行“人民调解+”“大排查”

“大联合”“大规范”模式，把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夯实乡

村治理根基。

“大排查”提调解质效。该区严格

落实“村（社区）每周一次、乡（街道）每

半月一次”的常态化例行排查，跟进调

解农村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债权债

务、土地权属等重点矛盾纠纷，通过滚

动排查“早发现”、动态分析“早预防”、

源头治理“早介入”，确保问题“第一时

间”发现、案情“第一时间”掌握、矛盾

“第一时间”化解。一年来，该区共开

展矛盾纠纷排查 2300余次，调解涉农

矛盾纠纷 900 余件，为营造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联合”聚调解合力。该区深化

警调对接、检调对接、访调对接、诉调

对接等机制建设，在全区各村（社区）

建立人民调解组织 114个，实现矛盾纠

纷有效分流。同时，整合公安、民政、

人社、信访、法院等力量，建立协作配

合工作平台，通过全过程联动、全方位

联动、全要素联动，使调解、仲裁、行政

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化解矛盾纠纷

的手段形成一个闭环，直到案结事了。

“大规范”织调解网络。该区全面

规范并实行矛盾纠纷调处三级调解制

度，村级摸底排查做到早发现、早调解，

确保“小事不出村”；对反映到乡（街道）

一级的矛盾纠纷由乡（街道）调委会及

时组织化解、引导分流，确保“大事不出

乡（街道）”；对到了区级的重大疑难矛

盾纠纷，从“专家库”抽调精干力量，采

取多种化解方式终结处理，确保“矛盾

不上交”。去年以来，湛河区共调解纠

纷1950起，调成1919起，调成率98%。

湛河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人民调解+”开启乡村治理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1日，

叶县田庄乡道庄村幸福河旁，施工机

械正在清淤。“两天前，全县在此召开

了冬春水利工作现场推进会，既是动

力又是压力，助推我们加快施工进

度，确保汛期前完工。”该乡乡长王继

贞说。

叶县是农业大县，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县。近年来，该县在发展村集体

经济巩固脱贫根基的同时，持续打造

高标准农田，有力确保了粮食的高产

稳产。

去年，该县发生多次强降雨，导

致不少农田发生内涝，致使麦子晚

播 一 个 多 月 ，不 利 于 粮 食 持 续 增

产。究其原因，该县境内的多条河

流、沟渠发生堵塞，削弱了防汛排涝

功能。

叶县境内有澧河、甘江河、灰河

等 6 条支流，有孤石滩、白龟山、昭平

台 3 个灌区，另有马河等多条沟河。

近日，该县召开大会，结合“四水同

治”，对一田（大田除涝）、六河、三灌

区实施排涝疏浚、合理连通。

全县会议召开两天后，该县 18个

乡（镇、街道）便制定了具体工作方

案，并召开乡、村两级动员会。他们

自行统筹资源，主要领导冲锋在前，

掀起了兴修水利设施的高潮：龚店镇

采取兴修水利与灌区渠系清淤相结

合的举措，对境内的白龟山干渠和支

渠，高标准进行整体清淤疏浚，确保

渠系畅通；水寨乡在对白观闸干渠清

淤时，做到水利工程和林业绿化同步

进行；仙台镇把马河治理与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建设相结合，形成沟、河相

连；田庄乡结合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对去年汛期排涝不畅沟道进行集中

疏通……

截至目前，叶县共清理灌区渠

道 79.85公里，河道 6条 27.59公里，沟

道 24 条 56.546 公 里 ，整 治 坑 塘 128

座。共计完成土方 33.86万方、砼 260

方，投入人工 7797 人次、机械 1012 台

次，投入资金 467万元。

截至目前投入资金467万元

叶县掀起兴修水利设施高潮

本报讯 （记 者 魏 森 元）“近日，

‘云上硒城’汝州地方特色馆搭建完

成并上线运营，汝州的 20余种优质富

硒产品将通过北京国际富硒农产品

暨功能食品博览会唯一线上平台展

示销售，走向全国市场及国际市场。”

3月 1日，汝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

去年以来，该市将富硒产业定为

重点发展产业，以优质小麦、畜禽、甘

薯、果蔬等九大特色产业为基础，全

面实施“硒+”战略，推进富硒产业快

速发展。截至目前，该市已培育富

硒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各 1

家、富硒企业 15 家，开发富硒农产品

60 余种，完成招商引资项目两个，富

硒产业生产总值达 10.2 亿元。其中，

凤王硒蛋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

为推介富硒产品，汝州市于去年

6月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去年 12月，在郑

州举办的“豫农优品飘香京城”河南

富硒农产品进京签约仪式上，汝州市

作典型发言，富硒产品成功签约进入

北京市场。今年以来，汝州市农业农

村局积极开展富硒产品产销对接，打

造“品牌效应”，经过多方努力于近期

完成“云上硒城”汝州地方特色馆的

搭建。

汝州富硒产品腾“云”销四方
富硒产业生产总值达10.2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杨

浩放）“俺家一共 5 亩地，一年两季收

入万余元，种粮收粮不怎么费劲，因为

田间地头装有‘脑袋瓜’。”2月 28 日，

在舞钢市枣林镇后袁村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区内，村民袁壮望着绿油油的

麦田喜滋滋地说。

袁壮口中的“脑袋瓜”其实是该市

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内建设的智慧气

象站，可以对空气温度（湿度）、降水、

土壤温度（湿度）以及太阳总辐射、光

合有效辐射要素等进行实时监测，为

该市打造“智慧农业”奠定基础。

自 2019年开工以来，该市已建成

高标准农田 14.5 万亩，并计划再建两

万亩，同时在后期坚持建设与提档升

级并重，融入“智慧农业”元素。

该市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契机，

创新工作模式和融资模式，把高标准

农田提升工程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

抓手。该工程与智能节水灌溉相结

合，建设智能高效节水示范方 4万亩；

与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

相结合，推动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生态

涵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田园生态

改善，建设绿色饲料粮基地 5万亩；与

高效农业发展相结合，推广种植富硒

小麦 5500亩、蛋白桑 310亩，持续提升

农田产出效益。

田间地头装有“脑袋瓜”

舞钢市推广“智慧
农 业 ”带 动 增 收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路铭）

3月 1日，记者在宝丰县肖旗乡韩店村

的麦田里看到，在县农技推广人员的

指导下，村民正在田间进行中耕除草

松土。“当前，小麦已全面进入返青期，

在搞好中耕浇水施肥壮苗的基础上，

一定要搞好田间病虫草害的防控工

作。”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人员

李红信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该局充分发挥

“科技壮苗”行动作用，多措并举稳住

农业生产，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该局局长文胜伟介绍说，目前正

是春季田管关键期，为切实发挥农业

科技保障作用，该局组织 6 个专家指

导组、70余名农技推广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与农户家中，指导农户立足墒情

和苗情实际，分类施策，实现水肥耦

合，确保丰产丰收。

“去年雨水大，俺家的小麦播种晚，

多亏咱县农技推广人员经常下来指导，

现在地里的麦子长得好得很。”肖旗乡

磁叭岭村种粮大户李顺通高兴地说。

宝丰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 41

万亩，为全力保障夏粮丰收，宝丰县农

业农村局积极开展农民培训，针对春

季麦田管理进行现场指导。截至目

前，该局通过网络和现场培训 32 次、

下乡指导 300 余次，累计培训 470 余

人、指导 2300余人。

“粮食丰，三农稳。下一步，县农

业农村局将切实做好春耕春管工作，

围绕推动晚播小麦‘促弱转壮、早发稳

长’，助力解决生产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科技培训和

技术指导，为小麦稳产增产提供坚实

的科技支撑。”文胜伟说。

开展培训 现场指导

宝丰加强春耕春管
确保夏粮丰收

▲

3 月 1 日，村民在修整

食用菌大棚底部土层。

舞钢市金菇菌业有限公

司 位 于 舞 钢 市 杨 庄 乡 叶 楼

村，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占

地面积 150 多亩，建有标准

化食用菌大棚 120 个 ，主 要

种 植 香 菇 、花 菇 、大 球 盖 菇

等食用菌，是一家集食用菌

技 术 开 发 、种 植 推 广 、产 品

深 加 工 与 冷 藏 销 售 于 一 体

的 大 型 农 业 现 代 化 科 技 企

业，带动周边 500 余户农户

共同致富。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发展菌产业

▲ 3 月 1 日下午，郏县李

口镇小昝庄裕民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温室大棚内，管理

员郭保安在为美早车厘子授

粉。

该合作社于去年从山东

泰安引进了 264 株美早、萨

米脱车厘子，通过大棚种植

可提早开花、上市，预计每株

产值最低 600 元。近年来，

小 昝 庄 村 通 过 发 展 大 棚 种

植，村集体经济每年收入近

70万元。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培育致富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