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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到夜里多云，偏西风2级到3级，最高气温24℃，最低

气温15℃

9月 20日上午，驱车进入汝州市

焦村镇邢村，成片的桑田映入眼帘，

经过晨雨浸润的桑叶越发嫩绿，地头

上堆放着成袋的桑叶，桑田里不时传

出唰唰的打桑叶声。

走进路旁的一座蚕棚，明亮的灯

光下蚕农韩苗与丈夫石光州正在忙

碌着，一扁扁蚕摆在棚内。“现在蚕达

到四龄，得出扁下地散养了。”搬着一

扁扁蚕挪动的韩苗说，“都是党的好

政策，让我们有了好‘门路’。”

韩苗曾是贫困户，2015 年，她和

丈夫双双患病，当时两个孩子一个上

大学、一个读高中。这几年，靠着养

蚕，他家还了欠款，两个孩子也顺利

大学毕业，找到心仪的工作。“今后俺

家的日子好着呢。”韩苗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近年来，焦村镇把产业发展作为

镇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提出

“南桑北蜂中间果”发展战略，带领群

众走出了一条特色增收致富道路。

其中，“南桑”便是韩苗等村民赖以增

收致富的产业。

2018 年，焦村镇南部的邢村、段

村等 8个村的村民开始种桑养蚕。该

镇按照“七统一”（统一规划建设、统

一土地流转、统一返租倒包、统一采

购桑苗、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奖补政

策、统一组织收购）方案引导村民发

展蚕桑产业 4500余亩（1亩≈666.67平

方米）。2019 年春，该镇规划建设了

167 座标准化养蚕大棚租给蚕农使

用。2019 年夏，117户蚕农试养夏蚕，

全镇 284座养蚕大棚成为“战场”，“户

种十亩桑，致富奔小康”在焦村镇成

为一种普遍现象。

蚕桑产业的发展也增加了群众

的收入：从单一的种植收入变为土地

租金、种养收益金、劳动薪金和分红

股金“四金收入”。

在蚕农南醒家的大棚内，59岁的

段村村民陈香恋正给蚕宝宝喂食新

鲜的桑叶。她说，从去年开始，她就

在本村和邢村的蚕农家务工，喂养一

茬蚕（约 30天）的务工收入有 1000多

元。一般情况下，蚕农一年要喂养 5

茬蚕。

据 焦 村 镇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该镇蚕桑产业产值达 8000 多万

元，带动务工 4000 人次，增收近 500

万元。

为推进蚕桑产业发展，今年 4月，

汝州市成立焦村镇蚕桑产业联合党

委，为蚕桑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和金融

支持。

今年初，位于邢村的蚕桑产业综

合体项目之一的小蚕公寓车间动工

建设，目前项目钢架主体已完工。“小

蚕公寓车间建成后，蚕种一日孵化率

能从现在的 90%增至 98%，进一步增

加蚕农和村集体的收入。”焦村镇党

委副书记雷文甫说。

产业成规模，增收渠道多。桑树

在春蚕、秋蚕养殖过后需要伐枝。为

让 3500余亩桑田的桑枝变废为宝，焦

村镇经过考察，决定上马桑枝食用菌

种植项目。

2020年，焦村镇在种桑养蚕规模

最大的邢村建设桑枝菌棒厂，回收村

民的桑枝，同时利用省专项扶贫资

金，为 8个村建设 48座食用菌大棚作

为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去年，我们村成立公司，以‘公

司+农户’的形式在食用菌大棚内种

植赤松茸，进一步拓宽村民和村集体

的增收渠道。”邢村党支部书记宋建

召说，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该村的蚕

农不再单靠出售蚕茧获得收入，不少

先行者已涉足深加工领域，利用自产

的蚕茧加工制作蚕丝被、养蚕剩余的

桑叶制作桑叶茶，还利用养蚕大棚每

年 10 月至次年 5 月的空闲期种植食

用菌。

“从去年开始我们便组织蚕农

利用养蚕大棚，种植赤松茸和羊肚

菌，等到技术成熟后将全面推广。”

焦村众城蚕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

国财说。

（本报记者 魏森元）

种 桑 养 蚕 收“ 四 金 ”

从2019年养蚕初期，记者便开始关注

焦村镇的蚕桑产业。无论是产业培育，还

是产业延链，焦村镇都做到了干在实处。

该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因地制宜在镇域南部发展蚕桑产业，

找准了产业发展路子。更难能可贵的是，

多年来，该镇干部步调一致、务实工作，使

蚕桑产业成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行状元

必定在其领域有“真材实料”。采访中，

蚕农韩苗的一句话让人深思——“党和

政府给咱找来好产业，咱老百姓只要努

力干就能发家致富。”韩苗家通过种桑养

蚕还了外债、供出两个大学生，日子越过

越红火就是实证。焦村镇党委、政府精

心谋划、务实推进，村民科学种养、勤奋

经营，蚕桑产业定能让焦村镇走在乡村

振兴道路的前列。

■记者手记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牛

祎蓓）远看山有色，近闻花草香。9

月 22 日，走进宝丰县观音堂林业

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水峪村的迷迭

香种植基地，一股清香扑鼻而来，

一簇簇迷迭香长势喜人，放眼望去

犹如一片绿色海洋。

“一年种植，十年收益，种植迷

迭香省劲、省事。”谈及种植迷迭香

带来的收益，基地负责人李现伟脸

上洋溢着笑容。

4年前，李现伟试种 10亩（1亩

≈666.67平方米）迷迭香，亩均收入

2000 元以上。试种成功后，李现

伟持续在深耕土地、施肥和管理上

下功夫。今年，他种植的 650亩迷

迭香迎来丰收，一亩地可以收割鲜

枝条 2250 公斤左右，亩均收入超

过 4000元。

种 植 迷 迭 香 ，富 民 也 富 村 。

李现伟种植迷迭香不仅使自己走

上了致富路，而且为 20 多名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我在基地负责

栽种迷迭香，每天收入 60 元。对

于我们这些要照顾家的人来说，

这家门口的工作真不错。”村民胡

云说。

此外，在李现伟的带动下，村

民纷纷尝试种植迷迭香增收致富，

目前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

已种植迷迭香 730多亩。

为发展好迷迭香这一富民产

业，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积

极构建党组织抓产业、村“两委”干

部领产业、党员促产业、农户有产

业的“一村一品”产业格局，推行

“党工委+党支部+基地+农户”模

式，鼓励村民种植迷迭香。

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发展迷迭香产业

远 看 山 有 色 近 闻 花 草 香

本报讯 （记者王代诺 杨岸萌）9

月 26 日，从市税务局传来消息，2023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

开始了。

缴费范围：我市行政区域内不属

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人

员，包括农村居民、城镇非从业居民、

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其他人员（一般居

民）、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

缴费标准：350元/人/年。缴费时

间：2022年 9月 26日至 12月 31日。待

遇保障时间：2023年 1月至 12月。

居民可以通过建制村（社区）集中

缴费，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原则上通

过学校集中缴费。居民还可通过以下

途径缴费：下载河南税务 App后，找到

“办税”模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进行缴费；进入河南税务微信公

众号或支付宝社保缴费入口，选择“居

民医疗保险缴费”进行缴费；到税务部

门办税服务大厅窗口、自助办税终端

缴费。

市税务局工作人员提醒：缴费扣

款前请认真核对参保人身份、参保地

信息是否准确。如果有误，请到参保

地医保部门办理参保登记后再进行缴

费，以免错缴参保地后期无法更改，影

响医保待遇享受。

如果遇到缴费事宜问题，居民可

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或咨询各辖

区税务部门；如果遇到参保登记、待

遇享受事宜问题，请咨询各辖区医保

部门。

缴费标准：350元/人/年

2023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开始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9 月 24 日

上午 9 点多，从叶县图书馆和新华书

店的阅览室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

声。“为让孩子们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我县常态化开展诵读经典活动，

持续推进全民阅读。”叶县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田跃强说。

读书，从娃娃抓起。该县在各校

均建立微信读书群，每到周末邀请

部 分 学 生 在 志 愿 者 的 带 领 下 诵 读

《三字经》《弟子规》等经典作品；每

到暑假邀请县妇联等单位在公园、

文 庙 等 场 所 开 展 大 规 模 的 晨 读 活

动。“这项活动开展得特别好，既让

孩子们远离了手机电脑，又让孩子

们陶冶了情操。”叶县图书馆馆长崔

静说。

上周，一辆面包车拉着 300 多本

书来到叶邑镇辛庄村农家书屋，这是

该县开展图书漂流活动的一个场景。

该县在 554个建制村均建有农家

书屋，配备科技等方面的书籍。为提

高阅读量，该县通过开展图书漂流活

动，让农家书屋的图书“活动”起来，让

知识活跃起来。

此外，为激发大家的读书兴趣，该

县采取“农民点单”的方式补充农家书

屋的图书。

去年以来，该县在城区设立了 3

个街头书屋，配备空调等设备，为读者

提供舒适的阅读环境。

9 月 26 日上午，叶邑镇文化站站

长武曙燕深入多个村庄，办理云图书

馆的相关手续。前不久，在一位爱心

人士的帮助下，该县投资 1800 多万元

建立云图书馆，设立 600个端口，读者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进“图书馆”自

由读书。

由于读书氛围浓，该县成为全国

第一个“强国机”试点县，“强国机”是

类似学习强国的电子学习平台，已在

全县多个单位推广。

叶县积极推进全民阅读

诵读经典常态化 图书漂流下乡来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9月 25

日，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

社局举办的 2022年稳就业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金秋招聘月）暨第五

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

会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网

络直播专场招聘会上线。

本次网络直播招聘会采用网

络直播 ＋ VR 虚拟招聘的方式开

展。网络直播区由各企业负责人

现场宣传企业文化，发布岗位需

求信息，介绍薪酬、福利、社会保

险等详细用工内容，与求职者在

直播间留言区进行互动解答；VR

虚拟招聘区设立在中国·河南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官网 VR 虚

拟招聘会会场，求职者可通过登

录官网进入招聘专区的招聘展馆

内查看单位简介、观看宣传视频、

进行在线沟通，实现足不出户便

可找工作。

当天，该区网络直播招聘会浏

览量达 3.1 万余人次，河南真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公路交

通勘察设计院、平顶山伟太纺织品

有限公司等 30余家参会企业提供

就业岗位 2900 余个，线上线下接

受咨询 2700 余人次，初步达成就

业意向 980余人。

此次网络直播招聘会，为求职

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了交流平台，将

进一步改善“企业招工难、大众就

业难”现状，促进示范区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

示范区组织人社局直播带岗

足不出户就能找工作

本报讯 （记 者 蔡 文 瑶）妙笔

扬清风，水墨润廉洁。9 月 26 日，

从市纪委监委传来消息，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深入推进

清廉鹰城建设向纵深发展，10 月

11日至 25 日，“墨韵清风——平顶

山市廉洁文化书画精品展”将在

市文化艺术中心一楼举行。届时

将展出书画作品 80 件，其中我市

优秀书画作品 70 件、全国书画名

家作品 10件。

此次书画展以“喜迎二十大

清廉润鹰城”为主题，由市纪委机

关、市委宣传部、市监察委员会、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平顶山日

报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和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为

确保作品质量，书画展采取邀请

和公开征稿两种方式进行作品征

集，同时特邀省文联副主席、省书

法家协会主席吴行，省文联副主

席、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刘杰作为活

动的学术主持。

自 8 月 16 日作品征集通知下

发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和积极参与。参赛者围绕廉洁文

化主题认真构思、精心创作，从不

同角度反映我市廉洁文化建设内

涵。组委会共收到书画作品 1000

余件，经过评审选出书法作品 40

件、美术作品 30件。

一幅幅描绘廉洁的画卷、一张

张写满正气的书法，主题鲜明、贴

近时代，集思想性、艺术性、政治性

于一体，歌颂廉洁，鞭挞腐败，或抒

情或言志，既展示作者个人风采，

又令人警醒，催人奋进，将进一步

发挥廉洁文化在培根铸魂、成风化

人中的重要作用，擦亮现代化鹰城

建设的清廉名片。

市廉洁文化书画展下月举行

喜迎二十大 清廉润鹰城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9 月 25 日

上午，郏县 2022年花生高质高效创建

试验田现场观摩会在长桥镇渔西村千

亩（1亩≈666.67平方米）高油酸花生种

植示范基地举行。随着一辆花生收获

机轰鸣而过，一垄垄花生被连根拔起。

渔西村紧邻北汝河，丰腴的沙土

地适宜种植花生。今年 4 月，该村驻

村第一书记王军旗与南阳市落地生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南阳市

花生产业协会会长杨进中联系，想以

土地托管和半托管模式种植高油酸花

生。当月，杨进中到渔西村考察后，与

村委会签订了 1000 亩的高油酸花生

示范种植加工合同。公司对种植基地

实行统一机械种植、统一物资服务、统

一订单回收“三统一”管理，降低了运

营成本，提高了产品品质，增加了亩均

收益。

“经过试种，我们发现高油酸花生

生长期短、产量高，抗逆、抗倒、抗病性

强。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高出三成，

亩产量超过 450公斤。”正在收获花生

的渔西村村民王留现兴奋地说。

长桥镇高油酸
花生喜获丰收

蚕农在给蚕宝宝喂食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本报讯 （记者曹晓雨）9月 21日，平

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法律援助工作站

暨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法治实践基地揭

牌。目前，市司法局已在我市高校设立

3家法律援助工作站。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法律援

助工作站的设立，对进一步维护师生合

法权益、服务保障民生具有重大意义。”

市司法局副局长李朝峰表示。

截 至 目 前 ，我 市 145 个 乡（镇 、街

道）、15家单位设有法律援助工作站。

平 职 学 院 法 律
援助工作站成立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为大力

弘扬红色文化，增进学生爱国情

怀，培育学生高尚情操，喜迎党的

二十大，近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梅园路小学开展了“党的光辉照

我心”系列活动。

各班在教室组织学生观看红

色 电 影《闪 闪 的 红 星》《举 起 手

来》。“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

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

光辉照万代……”随着这首奋发激

昂的旋律，孩子们认识了小英雄潘

冬子。观影过程中，孩子们被跌宕

起伏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

象所吸引，被抗日英雄们爱憎分

明、机智无畏的言行所感染。观影

结束，孩子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影

感受并用文字记录下来。

在少先队辅导员汤培磊老师

的组织下，少先队大队委开展了

“喜迎二十大 传红色精神”读书交

流活动。少先队员们激情昂扬、声

情并茂地朗读自己准备的红色故

事，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所悟所

感，重温英雄故事，接受红色洗礼，

抒发爱国情怀。

追忆红色经典 喜迎二十大

示 范 区 梅 园 路 小 学 开 展
“党的光辉照我心”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