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2年12月16日 星期五 E-mail:rbwztp@pdsxw.com汝州编辑 李 晗 校对 李 永

“你看这小米，金黄金黄的，这可

不是一般的小米，这是孟诜《食疗本

草》中记载的小米……”

打开抖音进入“抖幸福”主页，点

开《小米故事》第一集，熟悉的乡音传

入耳中，让人对视频中老汉讲述的小

米更感好奇，想对这小米有多好一探

究竟。

视频中介绍的是汝州市陵头镇产

的小米，“抖幸福”是陵头镇官方抖音

账号。

为宣传推介陵头，讲好陵头故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陵头镇在抖音平台注册“抖幸

福”账号，以短视频的形式宣传推介陵

头农特产品，助力群众增收，加快推进

乡村振兴。

“现在群众对抖音的知晓率很高，

闲暇时经常会刷抖音，抖音成为群众

获取外界信息和娱乐的重要平台。我

们紧抓这一契机，采取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宣传推介，让群众在娱乐休闲

中了解陵头的农特产品。”陵头镇党委

副书记辛博说。

为丰富“抖幸福”的内容，陵头镇

宣传办、乡村振兴办两部门联合成立

“抖幸福”工作专班，并购进无人机、摄

像机等配套设备拍摄短视频，以故事

的形式展示陵头农特产品。

“我镇养田、申坡两村种植稻谷约

2000 亩（1亩≈666.67 平方米），所产小

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

为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起到一定的

抗氧化、抗衰老作用。目前，正是新小

米的上市期，我们便把小米作为第一

个宣传推介的农特产品。”陵头镇党委

副书记王永芳说，两条短视频在“抖幸

福”发布后，得到众多老乡点赞，不少

在外的陵头人、汝州人留言、打电话购

买小米。

通过“抖幸福”的宣传，加上养田、

申坡两村驻村第一书记的大力推介，

目前两村的新小米上市后已售出近

2500公斤。

“陵头小米是我们在‘抖幸福’上

推出的第一款农特产品。接下来，我

们将以每周两期短视频的更新速度，

在‘抖幸福’上发布陵头其他农特产品

的视频故事。”王永芳说，“由于‘抖幸

福’平台刚开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并

非专业人员，录制短视频技术不是很

成熟，接下来我们也会吸纳陵头网红、

短视频拍摄爱好者加入进来，提升短

视频质量和拍摄速度，对陵头镇 27村

所产的农特产品和特色加工产品进行

宣传推介。”

王永芳拿出一份陵头镇特色农产

品汇总表，汇总表对全镇特色农产品进

行分类汇总，包括规模化种植的花椒、

花生、柿子、葡萄、石榴，农产品加工业

生产的小米、红薯粉条、玉米糁等。汇

总表中除了标注类别外，还清晰标注了

产地、种植亩数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就是我们要做

的，通过‘抖幸福’陵头官方抖音平台宣

传推介陵头农特产品，将有效提升陵头

农特产品的知名度，打造陵头农特产品

品牌，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全镇群

众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陵头乡村

振兴。”陵头镇镇长宋晓宇说。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提升陵头农特产品的知名度，打造陵头农特产品品牌，
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全镇群众增收致富——

“抖幸福”抖出幸福来

12 月 13 日，在临汝镇东营村东郭

鹏飞家的田地里，一长垛辣椒横在田

间，十几名老年人正熟练地从干枯的

辣椒棵上摘下鲜红的辣椒。

“ 今 年 我 种 了 40 多 亩（1 亩 ≈
666.67 平方米）辣椒，亩均产量 250 多

公斤，按现行价格，每亩毛收入 6000

元左右，扣除各项投入，亩均纯收入

超过 3000 元。”29 岁的郭鹏飞乐呵呵

地说。

去年，一直在外务工的郭鹏飞返

乡和父 亲 一 起 在 村 里 种 起 了 辣 椒。

之所以选择种植辣椒，一是父亲有

多年的种植经验，二是村里的张占

胜不仅能为他提供优良的辣椒种子，

提供种植技术指导，还负责购销所产

辣椒。

“农产品最怕销售难，有了张占

胜包销，我回乡创业几乎成功了一

半。去年我和父亲种了 30多亩，有销

路，价格也不错，今年种了 40多亩，明

年准备将面积扩大到 50多亩。”郭鹏

飞说。

郭鹏飞口中的张占胜也是东营村

村民，这几年凭着辣椒种植技术和购

销渠道，在临汝及附近乡镇推广辣椒

种植，带富了一方群众。

“我父亲原是一个辣椒商人，从南

阳买回辣椒，再贩卖到洛阳、郑州等

地，我成年后算是接了父亲的班，耳濡

目染也干起了辣椒购销。”45岁的张占

胜介绍说，早年他一直在洛阳市栾川

县做辣椒批发生意，一干就是 8 年。

2016年，为响应镇村邀请，他返乡创业

在村里做起辣椒购销生意，还建起了

辣椒加工厂，希望带动乡邻种植辣椒

实现增收致富。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怀揣创业梦

的张占胜回村发展的并不理想。一开

始，他想着自己包销，群众种植辣椒的

积极性肯定会高，推广辣椒种植也会

很容易，但事实却非如此。

“最初有群众跟着我种辣椒，但由

于各种原因导致产量低，群众挣不到

钱，大家也就没有种植的意愿了。”张

占胜说，面对如此境况，他认真反思分

析，发现是种植技术不过关造成的产

量低。

找到原因后，2020年，张占胜赴周

口市辣椒协会学习辣椒种植管理技

术。“在周口，一个辣椒生长季我都跟

着老技术员泡在辣椒地里，就想着学

好辣椒种植管理技术后回来教给群

众，让他们跟着我种植辣椒致富。”张

占胜说。

转机随之而来。在张占胜学习期

间，收到汝州市相关部门的邀请，让他

在种植协会的成立大会上作演讲，这

一下子让张占胜找到了众多愿意种植

辣椒的种植大户。

“当年有十多户群众跟着我种植

辣椒，我边学习边传授他们种植管理

技术，最终获得了成功。”张占胜说，

2021 年临汝镇及周边乡镇有 40 多户

种植大户跟着他种植辣椒，种植面积

达到 1700余亩。

在东营村村民周邦铎家，五六个

六七十岁的村民围坐在辣椒垛前摘辣

椒。70多岁的李玉说：“这活儿我还能

干，一天能摘三四十斤（1 斤=500 克）

辣椒，摘一斤工钱五角，一天能挣一二

十元，够我和老伴零花了。”

为李玉等村里的老年人提供务工

机会的周邦铎是今年跟着张占胜种植

辣椒的。“我之前流转土地约 200 亩，

一直种植小麦、玉米，看着村里不少人

种植辣椒挣钱，今年我便调整了种植

结构，种了 50亩辣椒，还不错，根据已

经摘下的部分辣椒，按照占胜给的收

购价，一亩地收入 5000元不成问题。”

周邦铎说。

“这几天我上门收购辣椒的时候

了解到，不少种植户明年将扩大辣椒

种植面积。汝州西部乡镇，以东营村

为中心方圆 25 公里的乡村预计明年

辣椒种植面积将突破 5000 亩。”张占

胜说。

（本报记者 魏森元）

——记返乡创业人士张占胜

火红辣椒带来红火日子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12月 13

日，据汝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

源保护总站和中国农业生态环境

保护协会于近日联合公布 2022年

度国家级生态农场拟授予名单，汝

州市士博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入选。

位于焦村镇的汝州市士博生

态园始建于 2014年 1月，由汝州市

士博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2200 万 元 建 设 而 成 ，地 处 北 纬

34°，与世界著名的软籽石榴发

源地突尼斯纬度重合，生产的“拾

榴花果山”牌汝州软籽石榴被原

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生态原产地

保护产品，是全国首个生态石榴

品牌。

目前，生态园流转土地 2000

余亩（1 亩≈666.67 平方米），种植

石榴 20 余万株，园区配套安装智

能化气象监测预报系统、自动化

灌 溉 系 统 、高 清 监 控 系 统 ；探 索

林 下 种 牧 草 ，养 大 雁 、乌 鸡 生 态

循 环 种 养 模 式 ；采 用 自 育 苗 木 、

全 园 消 毒 、生 物 防 治 、杀 虫 灯 杀

虫、掏花丝、去针刺、全园套袋防

虫治虫、疏花疏果控产等传统生

态 种 植 技 术 ，实 现 不 打 农 药 、不

施化肥。

该公司负责人戴凯华表示，

下一步，将建设全国首家可视化

溯源销售平台，实现“一果一码”，

让消费者吃到的石榴都能溯源，

并建立消费即会员的零距离消费

模式，逐步建成全国最大的生态

石榴特色基地，带动周边农户致

富增收。

汝州市士博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入选

2022年度国家级生态农场拟授予名单公布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12月 14

日上午，汝州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

员走上街头展开巡察，对违规停放

车辆进行整治。

为保障安全出行，道路通畅，

当日，汝州市城市管理局启动静态

交通秩序治理，此次整治以“行政

提示，警告教育”为主。

此次静态交通秩序治理，对

占压消防通道和碾压绿地的违停

车辆进行行政处罚；在道路交叉

路口停放（造成视角盲区）影响交

通安全的违停车辆给予一次“行

政提示，警告教育，免予处罚”机

会；对其他类型违停车辆给予两

次“行政提示，警告教育，免予处

罚”机会。

此次静态交通秩序治理整治

范 围 为《汝 州 市 城 乡 总 体 规 划

（2015-2030 年）》划定的城市规划

区范围内。

“此次静态交通秩序治理时间

将持续到 2023 年 2 月 6 日，2 月 7

日恢复常态化管理。违章车辆车

主收到《违法停车告知单》后，可登

录‘汝州市城管执法局’微信公众

号‘违停处理’栏目进行处理。”汝

州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时间将持续到2023年 2月 6日

静态交通秩序治理启动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 通讯员
平党申）12 月 14 日上午，在夏店镇

夏东村，村党支部书记鲁永杰带着

村突击队集中力量清理主干道上

的落叶及垃圾。

“镇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后，

我村迅速行动，党员干部带头，鼓

励群众积极参与，成立了 3个人居

环境整治攻坚小组，日出动劳力

60 余人，机械车辆 6 台，主干道垃

圾今天将清理完毕，明后两天将重

点清理背街小巷、房前屋后的垃

圾。”鲁永杰说。

近日，夏店镇各村投入人力、

物力，按照“六净六美”标准，迅速

开展冬季人居环境大整治活动，重

点整治各村房前屋后、大街小巷环

境卫生，确保镇域净起来、亮起来、

美起来。

人居环境整治是夏店镇当前

冲刺的重点工作之一。12月 13日，

该镇召开年终重点工作推进会，对

“五星”支部创建、安全生产、人居

环境整治等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决

战一个月，圆满完成今年各项工作

任务。

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夏店

镇近日在全镇开展了一次各领域

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重点对用

电用气安全、道路交通安全、企业

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九小”

场所安全进行检查，及时排查整

改安全隐患 12 处，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夏店镇 20 个村党支部书记和驻

村工作队利用 3 天时间，走村入

户 ，落 实 行 业 政 策 ，重 点 慰 问 帮

扶 监 测 户 201 户 ，风 险 未消除户

148 户，提前谋划产业，发展特色

增收产业。

为做好林业防火工作，夏店镇

组织关帝庙、黄沟等 8个有林业防

护任务的村，把林区防火划分为具

体防区，落实专人专班负责防控，

党支部书记带头，挂图作战，每个

村成立 20人以上的林业防火应急

队伍，防患于未然，确保万亩生态

林木安全。

按照“五星”支部创建标准，夏

店镇抽调 10余名骨干力量，调整充

实 5个创建专班，明确每个专班工

作任务和时限，查漏补缺，对“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再升温、再加压，

争取早日完成“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

战斗堡垒。

“现在离年底还有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党建为

引领，突出重点，展现亮点，全力

冲刺年终重点工作，争取圆满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夏店镇党委书

记、镇长王磊表示。

突出重点 展现亮点 全力以赴

夏店镇全面冲刺重点工作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12月 13

日，位于汝州市沿河东路的汝州市

森林城项目施工工地，塔吊起落，

机械轰鸣，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有

序施工。

该项目是汝州思念实业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的商业住宅一体综

合 项 目 ，总 建 筑 面 积 18 万 平 方

米。随着优化疫情防控新规发布

实 施 ，汝 州 市 森 林 城 项 目 从“暂

停键”切换到“快进键”，项目建设

全面铺开，参建单位全力以“复”

把时间抢回来，把落下的任务补

上来。

汝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

统筹做好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工

作，成立工作小组，按照一工地一

方案原则全面推进建筑工地的复

工复产。

“我们接到项目复工申请后，

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项

目临时用电、消防、临边防护、脚手

架、大型机械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

检查，将发现的问题现场反馈至施

工方，在整改验收后第一时间准予

复工。”该局局长王国强说。

同时，该局主动与建筑工地

对接，对遇到的困难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协

助其做好建筑用料、用工协调等

工作。

截至目前，汝州市已有 10多家

建筑工地复工复产，其他建筑工地

近期也将陆续复工复产。

建筑工地陆续复工复产

项目建设按下安全生产“快进键”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12月 12日，

汝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闫敏杰

带领农技专家到庙下镇、温泉镇、临汝

镇、杨楼镇等地开展小麦苗情调查，指

导群众开展冬季麦田管理。

今冬，汝州市麦播面积 79.76万亩

（1 亩≈666.67 平方米），播种主要集中

在 10 月 20 日至 11月 8 日，由于今冬麦

播存在整地质量偏差、播期跨度大等

问题，导致冬小麦苗旺弱不均，长势参

差不齐。

为确保明年夏粮丰产丰收，近日，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应对，由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成立专家组，深入田间

地头开展苗情调查，为群众支招，全力

护航农业生产。

该中心组织 5 名专家、96 名农业

技术指导员深入田间地头，对全市冬

苗生长、土壤墒情以及病虫草害情况

进行全面调查，并依托农技推广体系

建设项目，向农户宣传讲解小麦促壮

控旺、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技术；

充分发挥 21 个乡（镇、街道）288 户科

技示范户“传、帮、带”的农业技术推广

纽带作用，切实扩大实用农业技术的

覆盖面。

此外，根据今年苗势差异较大的

实际情况，该中心组织专家对一些虫

害、草害等苗头性问题开展技术性预

测，确定麦田分类管理方案，通过多种

渠道将技术指导信息发放至农户和科

技示范主体手中，指导农户落实好麦

田管理关键技术，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并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技术培训、发放

“明白纸”、推送极端天气预警信息等

加强技术指导，为农户尽可能提供生

产便利。

“越冬期小麦容易产生冻害，农户

须对部分出现旺长的麦田进行冬前镇

压，因时因地浇好越冬水，根据土壤墒

情和苗情做好肥水管理。”闫敏杰

说，“粮食安全无小事。接下来，我们

将印发小麦防冻保安全越冬的技术指

导意见和宣传手册，做好技术宣传的

服务，继续组织农技人员向分包科技

示范主体开展农业技术指导，引导农

户落实麦田科学管理技术，为来年夏

粮丰收打好基础。”

专家组、农业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齐上阵

田间地头开展指导 确保小麦安全越冬

▲ 12 月 12 日，在汝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河南益和重工年产 1 万套非
标特种阀门项目一号生产车间，工人
紧盯焊接机器人工作。

该项目是平顶山市重点项目，一

号 生 产 车 间 于 9 月 下 旬 建 成 投 产 。
据河南益和重工董事长张小杰介绍，
目前，车间采取闭环管理、满负荷生
产，以加快进度满足订单需求。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赶制订单

▼ 12 月 14 日，在汝州市城市中
央公园，园林工人在收割人工湖内干
枯芦苇。

据公园相关负责人綦立介绍，为

消除冬季火灾安全隐患，近日园区组
织人员清除园内干枯荒草、人工湖内
干枯芦苇。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收割芦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