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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许，驱车驶近

汝州市焦村镇魏沟村村口的传统豆腐

坊，热豆腐的清香便蹿入鼻孔，作坊内

传出嗡嗡的磨豆腐声。

“这是村党支部书记孙万许和家

人开的传统豆腐坊，春节前后生意特

别好。”随行的魏沟村驻村第一书记胡

凯说。

走进作坊，孙万许的妻子正在磨

豆机前磨豆腐，还有一名村民正忙着

点浆。一旁的桌案上放着刚压好的热

豆腐，顺着飘散的热气满室都是豆腐

的清香。

“今天预购豆腐的订单不少，至少

得做 6 个豆腐（一个豆腐 30 公斤）。”

匆忙从外赶回的孙万许笑着介绍说。

魏沟村地处汝州与郏县交界处，

曾是省定深度贫困村，全村 900 余口

人分散居住在大山深处的 10 个自然

村。“我们村有制作传统豆腐的传统，

十里八村都比较有名。前些年村里实

施脱贫攻坚工程，规范发展乡村旅游

产业，建设写生基地，引来大批游客，

而村民制作的传统豆腐成为入村游

客带走最多的土特产，名气由此渐渐

传了出去。”孙万许说，2020 年，村里

利用扶贫专项资金筹建了村集体经

济项目豆腐作坊，并承包给个人经

营。

由于疫情影响，村里的豆腐生意

时好时坏，但认准魏沟传统豆腐价值

的孙万许依旧于 2021年 6月投资七八

万元建起了传统豆腐作坊。

2022年 10月中下旬，为满足汝州

城区居民生活需求，魏沟豆腐成为丰

富居民菜篮子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时村里 3 家豆腐作坊都供应

城区居民，由于魏沟豆腐使用传统点

浆技艺，鲜豆腐口感好，炸豆腐干好

成型，虚且软糯，最初订购魏沟豆腐

的居民大多成了回头客和宣传员，使

得魏沟豆腐在汝州城区闯下名头，占

据部分市场。”孙万许高兴地说，去年

12月疫情恢复常态化管控后，豆腐销

售向好，仅他一家豆腐坊每天就能

售 出 近 20 个 豆 腐 。 进 入 农 历 腊 月

二 十 ，销 售 更 是 火 爆 ，11 个 工 人 两 班

倒，一天得做 50 多个豆腐。不少商贩

凌 晨 两 三 点 就 赶 到 作 坊 外 等 着 拉 豆

腐。

说话间，一名男子走进作坊说：“给

我切两块豆腐。”该男子是大峪镇大泉

村村民老王，当日走亲戚返程路过魏

沟。他笑着说：“来时村里好友就叮嘱

我魏沟豆腐作坊节后开始做豆腐了，

帮忙捎回去些。魏沟豆腐在这一带很

有名，我郑州的亲戚年前给我打电话说，

来郑州别的不用带，给我带几块魏沟豆

腐就行。”说话间，两大块豆腐切好装袋，

每块重约六七斤（1斤=500克）。

孙万许的妻子忙碌期间，魏沟村的

两位书记聊起了“工作”。“春假假期结

束，居民家年前购买的豆腐差不多快吃

完了，市场需求逐渐增加，咱得督促村里

作坊承包人尽快开工，恢复供应，稳定城

区客户。”孙万许说，估计销量很快就上

来了，不能像年前那样由于产能跟不上，

白白推掉上千斤的订单。

“只做鲜豆腐产品太单一，加上夏季

天热豆腐保质期短，咱今年应该利用驻村

第一书记专项资金上设备，一是丰富产品

种类，市民常吃的豆干、豆皮、面筋等咱也

得抓紧上马。这样一是能给固定合作的

摊贩丰富经营种类，二是能为到咱村旅游

观光的游客提供更多选择。”胡凯说。

“1 月上旬嘎子老兵在咱村组织开展

拓展训练，通过孩子对村里的描述，不少

家长携亲友组团到咱村游玩，带动村里的

蜂蜜、红薯、玉米糁、豆腐等土特产的销

售。我上午刚跟嘎子老兵的负责人通了

电话，待春暖花开之时百人团的拓展训练

营将会持续入村，蝴蝶效应会更大。大家

再持续刷热度，咱魏沟传统豆腐在汝州的

名气会越来越响。”胡凯对孙万许说着自

己的计划。

一旁，一个个豆腐经压制成型，笼布

揭开，热气蒸腾，作坊内豆腐香味更浓。

（本报记者 魏森元）

传统豆腐香味浓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1月 31

日（农历正月初十）下午 2 点，国

内首场以东坡文化为主题的农民

乡村春晚将在郏县茨芭镇苏坟寺

村举行，届时央视网、平顶山微报

等媒体将进行现场直播。

苏坟寺村是中国传统古村

落，也是大文豪苏轼与苏辙的安

息地，该村村 民 在 此 守 护 已 有

900 多年。“守护苏东坡”乡村春

晚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体现文化

自信，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村民

自演春晚，讲述村庄与苏东坡的

情缘。整个春晚内容富有地方

文化特色，包括郏县非遗大铜器

表演、东坡小学校歌《我爱苏东

坡》、三苏诗词朗诵大串烧、歌曲

《定风波》、老年模特队节目《明

月几时有》、儿童情景剧《我的乡

村我的家》、“网红”麦田乡音《与

苏东坡隔空对话》古装情景剧、

河南坠子《说郏县古今》、情景剧

《生死相依：苏东坡的爱情传奇》

以及戏剧小品《红石马槽引发的

村民守护故事》等。

“守护苏东坡”乡村春晚由郏县

县委、县政府主办，郏县县委宣传

部、县文广旅局、茨芭镇人民政府、

县文联、县融媒体中心、东坡乡村振

兴书院等联合举办。

公元 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留

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

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

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公元 1112 年，

苏辙卒于颍昌，其子将之与苏轼葬

于一处，称“二苏坟”。苏洵本葬于

四 川 眉 州 眉 山 故 里 ，公 元 1350 年

冬，郏城县令杨允到苏坟拜谒，谓

“ 两 公 之 学 实 出 其 父 老 泉 先 生 教

也，虽眉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

精灵之往来，必陟降左右”。遂置

苏洵衣冠冢于两公冢右。这样，原

来的“二苏坟”就成了“三苏坟”，苏

坟寺村也由此而得名。三苏园景

区 2006 年 6 月被国家文物局确定

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 2012

年 11月晋升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

区。

央视网、平顶山微报等媒体现场直播

“守护苏东坡”
乡村春晚今日举行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 2018年第 5号）和银保监会有关规定，经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审核批复，同意以下机构变更营业地址，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建东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4104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931668

批准日期：1992年 11月 16日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

行授权的业务

机构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中段路北宏升国

际3#、4#楼 1层 101铺

邮政编码：467000

联系电话：0375-276221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3年 1月 13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birc.gov.cn ）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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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1月 30日，

郏县龙山街道组织开展 2022 年度目

标管理考核暨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

各社区党支部书记纷纷晒出“成绩单”

“规划单”，对去年工作进行总结，对今

年工作进行谋划。

为 全 面 了 解 掌 握 各 社 区 2022

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及工作实绩，该

街道抽调精干力量组成考核组，利

用 1 月 29 日、30 日两天时间对 20 个

社 区 进 行“ 大 考 ”。 本 次 考 核 采 取

个 人 述 职 、民 主 测 评 、查 阅 资 料 等

形式进行，主要围绕中心工作和重

点 工 作 的 完 成 情 况 ，考 核 社 区“ 两

委”干部的德、能、勤、绩、廉以及群

众的满意度等。

考核组成员严格按照去年初签订

的目标责任书内容逐项打分，确保考

核工作不走过场。同时召开党员、群

众代表座谈会，现场对“两委”班子及

干部进行投票打分。整个考核过程严

谨细致，实事求是，考出了成效，检验了

作风。

“考核是干事的‘指挥棒’，也是成

事的‘助推器’。此次考核提升了基层

党建工作水平，激发了社区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热情。我们将以年度考核为

契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龙山街

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龙山街道党

工委书记石臣伟说。

龙山街道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不走过场

1 月 30 日，尚要垒（前）在工作室

内整理石艺作品。

叶县任店镇居民尚要垒于 2015

年开始从事石艺加工，2021 年在市区

开源路南段一侧租场地建立工作室，

主要生产经营天然石头花盆、鱼缸、摆

件等工艺品。近两年来，他潜心钻研

石艺创作加工技巧，巧思妙绘，所创作

的石艺作品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并通

过实体店展示、网络营销等多种手段拓

宽销售渠道。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特色经营巧致富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王

向丽）展现非遗之美，传承文化之

根。1月 29 日，宝丰县闹店镇联

合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

保护发展中心共同举办了“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新春

惠民活动。活动推出了盘鼓、豫

剧、河南坠子、打铁花等非遗项

目展演，让群众在活动中感受优

秀传统文化之美、共享文化建设

成果。

当天下午 5 点，县级非遗项

目——闹店盘鼓率先登场。该镇

贾寨村 30 余名女子盘鼓队员着

统一服装，英姿飒爽，在令旗手的

指挥下，手舞鼓槌，腾挪跳动，气

势磅礴，鼓声震天，令观者赏心悦

目，热血沸腾。

盘鼓暖场表演后，梨园春明

星擂主戴景超表演了豫剧《打金

枝》《寇准背靴》选段，范营村文艺

爱好者袁雪粉表演了河南坠子

《双回头》《中国梦——歌颂二十

大》选段。两位演员唱腔有力，让

戏迷们过了一把瘾。

下午 6 点，夜幕降临，当天的重

头戏——打铁花闪亮登场。随着打

花者舀、抛、打的动作，朵朵铁花飞

向天空，近看如泼金撒银、天女散

花；远看似金蛇狂舞、闪电裂空，令

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现场相机、

手机举起一片，喝彩声不断。

当天，周边近千名群众来到活

动现场，感受过年氛围。“今天的非

遗项目展演，让大伙在喜庆和温暖

的氛围里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也

唤起了大家儿时的美好记忆，这个

活动是真的好。”范营村村民王利娟

高兴地说。

“让非遗动起来，让年味浓起

来，让百姓乐起来，是我们举办活动

的初衷。近期，闹店镇将进一步加

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弘扬力

度，邀请镇内非遗团队演出，并在春

节期间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展播。

踏着喜庆佳节的鼓点，让文化遗产

发扬光大、薪火相传。”闹店镇党委

书记杜俊锋表示。

展现非遗之美 传承文化之根

闹店镇新春惠民活动年味浓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李鑫）

一年一度芳草绿，一唱一和曲艺情。1

月 30 日是农历正月初九，早上 7 点

多，在宝丰县杨庄镇马街村东，应河水

碧波荡漾，一路向东，阳光温柔地洒在

河面上、麦田里。

宝丰县水利局河长制事务服务

中心主任樊晓冰介绍，2 月 3 日（农

历正月十三）是马街书会的主场正

会。当日，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说

唱艺人和群众赶至宝丰县马街村的

应河两岸，参加这场曲艺盛会。届

时，避免不了垃圾进入河道内，镇、

村两级河长根本忙不过来，临时抽

调了人员一起清理河道。

应河，发源于宝丰县张八桥镇阎

洼村和张八桥村附近的浅山处，古称

“应水”“桥水”，俗称“马渡河”，又名

“石叉河”，流经杨庄镇薛潭村进入平

顶山市郊区，绕应山而南入沙河。宝

丰县内流程 19 公里，河床宽 15 米至

20米，流域面积 78平方公里。

近年来，宝丰县深入推进“四水同

治”，严格落实河长制，先后对应河实施

三期治理，新建设闸、坝、堰6座，不仅改

善了河道水生态环境、提高了行洪能

力，而且还将当地的人文景观、文旅休

闲有机融合在一起。如今，应河正以

“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美丽画卷吸

引着八方游客，沿河的景观节点已成为

游客驻足赏景休憩的打卡地。

“能赏美景，还能看书会，别说从

外面来我们这里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

了，就连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也觉得家

乡越来越美了。”杨庄镇马北村村民李

双贞说。

“为给全国各地艺人和游客呈现一

派水清岸绿的景象，展现宝丰对外的新

形象，我们节后上班第一天就组建临时

小分队，一方面引昭平台水库水源向应

河实施生态补水，另一方面，对应河宝

丰县段实施全面清理，并利用‘人防+技

防’全方位对河道进行监管。”该县水利

局局长肖国欣说。

应河见证了两岸群众的幸福生活，

承载了 700 余年无数艺人对民间曲艺

不倦的追求。“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

水利职能部门作用，加强与相关职能部

门的协作联动，为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工作提供支撑保障。”肖国欣

表示。

一年一度芳草绿 一唱一和曲艺情

宝丰县水清岸绿喜迎曲艺盛会

本报讯（记者高轶鹏 通讯员张嵩）

1月 30 日下午，在高新区皇台街道神马

尼龙社区，工作人员对绿化带白色垃圾、

小区楼道内死角卫生、小广告、电动车乱

停乱放、飞线充电等不文明行为进行集

中整治，确保辖区卫生干净整洁。

春节假期过后，为确保节后环境优

美、道路整洁，皇台街道各个社区迅速切

入“工作模式”：一方面组织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在辖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掀

起环境卫生整治热潮；另一方面通过发

放彩页、微信群、悬挂标语、入户等方式

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齐抓共管，营造

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提升群众环境卫

生意识，动员群众积极关注、支持、参与

改善人居环境工作。

近期随着天气转暖，占用公共道路、

绿化地带经营的现象有所反弹。针对这

一现象，该街道将不间断开展整治清理，

发现一处查处一处，不断巩固整治成果，

为市民出行、休闲提供良好的市容环境。

高新区皇台街道
整治不文明行为

本报讯 （记者巫鹏）1月30日清晨6

点，在宝丰县应急管理局院内，前往马街

书会开展安保工作的人员全部集结完毕。

宝丰县马街书会已有 700 多年历

史，每年在杨庄镇马街村附近麦田举行，

农历正月十三正会当天更是热闹非凡。

马街书会 2006 年 5 月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获得

“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世界纪

录认证。

为做好马街书会安保工作，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该局设立了

2023 年 马 街 书 会 应 急 处 置 现 场 指 挥

部，并根据工作需要，成立 6 个巡查组、

1个应急值班组、1个后勤保障组。按照

工作方案，各巡查组携带救生衣、水上

救援抛绳器等应急物资分别在应河及

书会桥、火神庙桥全域进行巡查，劝阻

群众涉水活动，保障群众安全渡桥。

“书会期间，全体应急人将以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马街书会安

保工作，为马街书会系列文化活动顺利

进行提供坚强的应急保障，为群众安全

赶会保驾护航。”宝丰县应急管理局党委

书记、局长赵团利说。

宝丰县应急管理局做
好马街书会应急保障

为群众安全赶会
保驾护航

广告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

员张旭长）扭扭腰、拉拉杠、甩甩

腿、坐坐跷跷板……1月 30日，在

湛河区姚孟街道姚孟村健身广场

上，休闲娱乐的村民络绎不绝。

不仅是姚孟村，在湛河区 68

个行政村，群众都能享受到家门

口“健身房”带来的健康与幸福。

近年来，湛河区多方筹资修

建体育场地，购买健身器材，实现

所有行政村全覆盖，打造“15分钟

健身圈”，让群众就近享受健康、

快乐。

此外，盘活闲置资源是各村

解决“健身去哪儿”这个难题的绝

招。该区各包村单位、相关局委

与村“两委”相互协作，对村庄内

的废弃地、低洼地、老旧庭院进行

改造，用好石磙、石碾等老物件，

同时挖掘红色资源，进行整体绿

化美化，最终建成了 110余处健身

小游园。

“小游园是为大家建的，咋说也

得弄好。”河滨街道潘庄村村民魏公

正的家挨着小游园，老人每天最大

的乐趣就是去游园转转，扫地、除

草、浇水……针对小游园管理，各村

因地制宜建立管理长效机制，实现

小游园管理和维护常态化。

“太 极 拳 、健 身 操 、健 身 气

功 ……乡村健身的方式也丰富起

来，最受欢迎的还是广场舞。”湛河

区河滨健身辅导站教练、国家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司晓红说，曹镇乡 16

支广场舞队中，既有 70 余岁的老

人，也有 10余岁的孩子。

此外，湛河区先后成立了湛河

区体育总会、湛河区老年人体育协

会、湛河区健身气功协会；建立太极

拳等各类健身站点 111个，其中农村

站点 54 个；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

1645人，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助力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健身服务，

引领全民健身新风尚。

居民家门口乐享“健身福利”

湛河区建成 110余处健身小游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