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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窦传阳）

菊花吐蕊桂花香，金秋时节恰重阳。为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

倡导敬老、爱老、助老新风尚，重阳节（10

月 23日）当天，石桥镇组织非遗传承人牛

德选走进敬老院，为老人进行非遗展演，

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爱。

活动现场，牛德选讲解了重阳节的

由来、习俗以及传统文化，随后，为老人

们表演了《展英认父》《响马传》等代表性

曲目，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整个敬老院

欢笑声不断。

近年来，该镇以党建为引领，始终秉

承尊老敬老的理念，以敬老院为聚点，依

托各村建设幸福院，推进文化服务资源

向下倾斜，把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同时，

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供精细化服

务、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不断提升老人的

幸福指数。

石桥镇党委书记马中奎表示，该镇

将借助重阳节，让尊老敬老的风尚得到

更广泛的传播和实践。同时，深度挖掘

整合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资源，定期开

展非遗展演活动，为群众送去精神食粮，

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指数，助推石

桥镇实现跨越式发展。

九九重阳日
非遗展演时

本报讯 （记 者 巫 鹏 通 讯 员 王 航

航）10 月 21 日上午 9 时，在宝丰县城关

镇净肠河畔，伴随着响彻云霄的腰鼓

声，由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

发展中心、宝丰县委宣传部主办，城关

镇人民政府承办的“九九重阳 浓情非

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集开集。

来自当地的百余名非遗传承人和

民间艺人欢聚一堂，展示、展览、展演了

该县 50余种非遗项目。上百种特色小

吃在这里集聚，河南坠子、腰鼓、提线木

偶戏、宝丰魔术等表演类非遗项目人气

颇旺，剪纸、扎锅簰、虎头鞋缝制、泥塑、

糖人等传统技艺传承人的表演各具风

采，蜂蜜、宝丰酒、买根烧鸡、小米醋、汝

瓷、葫芦烙画等特色产品丰富多样，红歌

会、健步走展演等博得大家的喝彩。

“趁着周末带孩子来逛逛，让孩子也

了解了解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尝

尝地方特色美食，感受感受非遗的魅力，

真是一举多得，收获多多。”东街社区居

民郭建军说。

“各位家人上午好，这里是河南宝

丰，我们这里正在举办‘九九重阳 浓情

非遗’活动，大家想不想跟着镜头了解

一下这里都有什么好吃的和好玩的？

快给主播点点赞，我这就带大家看看

去！”活动现场，城关镇携手 3家电商平

台和本土知名企业的 6 位知名主播现

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时宣传推广，政府、

企业、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推动人人参

与非遗保护传承和说唱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的建设。

宝丰县是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为弘扬传统文化，展示非

遗传承成果，作为说唱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的核心区域之一，城关镇全面

推进“非遗在社区”工作，近年来打造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街、修缮了曲

艺传承所、支持建设曲艺公园。该镇仓

巷社区、东中社区、南关社区、东关社区

依托各自特色优势，以非遗为核心，通

过“非遗+美食”“非遗+曲艺”“非遗+老

粮油”“非遗+百姓戏曲大舞台”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丰富群众生活，赋能 20

多个产业发展，带动集体及个人增收

360余万元。

“本次活动旨在展示我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探索新型城镇化

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让非

物质文化遗产以多样形式‘活’起来、

‘火’起来，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文旅

强县’作出新贡献。”城关镇党委书记

尚宏鑫说。

享说唱文化 赏传统技艺 品特色美食
宝丰县大集“开市”让非遗“活”起来“火”起来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朱

盈盈）“尊老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重阳节，我们邀请在外人

士、老同志回到家乡看变化、听乡

音、叙乡情。过去，李官营村的变化

得益于大家的诸多帮助，未来的村

庄发展更需要各位的鼎力支持。”10

月 23日，在闹店镇李官营村，该镇党

委书记魏前豹在“话乡音叙乡情”联

谊会上说。

联谊会上，演员们轮番上场，用

心用情演绎了《爱我中华》《宝丰，我

的家》《包公探阴山》等节目。乐曲

悠扬，戏韵馨香，演员们韵味十足的

唱腔、惟妙惟肖的表演，引得台下观

众时而欢声笑语，时而掌声阵阵。

一曲《万疆》唱到高潮处，台下观众

随声应和，气氛热烈。

“这个戏唱得真好，老年人就喜

欢看这样的演出，今天在家门口就

能看到，真的很高兴！”村民李付中

十分满意。

“得益于老同志的支持帮助，

这些年村里的变化很大。我们真

诚邀请各位老同志、老前辈常回家

乡看看，走走家乡路，喝喝家乡水，

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共同努力把李官营建设得更加美

丽富强。”李官营村党支书记王旭

光说。

魏前豹表示，该镇将以此次重

阳节“话乡音叙乡情”联谊会为契

机，与在外老同志搭建联谊平台，邀

请他们参与家乡建设，帮助家乡发

展，共建共享和美家园。同时，将以

各种方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弘扬社会正能量，进一步丰富广

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大动力。

看变化 听乡音 叙乡情

闹店镇举办重阳节联谊会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郭文华）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10月 23日上午，商

酒务镇赵官营三村党群综合服务站前欢

歌乐舞，好戏连台。商酒务镇赵官营第

十二届“九九重阳文化节”开幕，全村

400 多名老人欢聚一堂赏大戏，庆祝九

九重阳节。

活动在活力四射的民间大铜器展

演中拉开序幕，魔术《空瓶来酒》展示了

宝丰县“中国魔术之乡”深厚的文化底

蕴，男生独唱《宝丰，我的家》唱出了对

故乡土地的热爱与赞美，赵官营村表演

队表演的歌舞《秧歌跳起来》跳出了人

们的活力与热情。五星新材科技有限公

司还向该村 30位老人发放了总额 30000

元的慰问金。

赵官营村孝文化根基深厚，群众尚

孝道、重孝德、行孝义。自2012年开始，该

村乡贤、五星新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

俊一每年拿出10余万元举办文化节，对村

里90岁以上老人进行慰问并发放慰问金，

同时对好媳妇、好婆婆进行表彰。

如今，赵官营重阳文化节已举办了

十二届，引得汝州、郏县等周边群众慕

名前来欣赏。“近年来，我镇注重发挥乡

贤文化敦厚民心、反哺桑梓的作用，引导

乡贤成为建言者、助力者，共谋家乡振

兴。”商酒务镇党委书记郭书东说。

乡贤筹办文化节
好戏连台庆重阳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牛

梦雨）金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石

桥镇交马岭村金阳光家庭农场的

70 多亩（1亩≈666.67 平方米）红薯

也迎来了大丰收。10月 17日，该农

场的红薯田内，一垄垄红薯破土而

出，村民正给新出土的红薯去泥、

分拣，忙得热火朝天。

“目前我们的红薯还没有到大

范围收获的时候，但是一些老顾客

已经迫不及待地来了。这两天秋

收人手忙，红薯供不应求。顾客干

脆自己去地里挖，还有一些老顾客

带着孩子一起挖，体验收获的乐

趣。”今年 52岁的农场负责人张红

团满脸喜悦地说。

交马岭村位于伏牛山东麓余

脉，拥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土质，为

红薯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岭地

适合种植红薯，我们的红薯用传统

芝麻饼作肥料，以滴灌方式浇灌，

传统方法结合现代工艺，种出来的

红薯软糯香甜，口感非常好。”张红

团拿着一个形态饱满的红薯说。

2022 年 成 立 的 金 阳 光 家 庭

农场目前种植的红薯有西瓜红、

烟薯、商薯 19、济薯 25 等多个品

种，亩产稳定在 4000 公斤以上，

主要销往周边县（市、区），年纯

收入可达 20 余万元。在种植、采

收关键期，每天吸纳 20 余名劳动

力在田间务工，每人每天可增收

70 余元。

为了提高红薯销量，张红团还

搭上电商快车。几场直播后，红薯

订单不断增加。“今年线上线下的

销量都不错，我准备到田地现场直

播，把红薯地和挖红薯的过程展示

出来，让顾客购买起来更放心。”张

红团说。

农村要致富，产业要先行。石

桥镇党委书记马中奎表示，该镇将

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做强特色产

业，发展特色种植，以“特色”赋能

产业，让村民在产业发展中有钱

挣、能致富。

石桥镇:

岭土养出好红薯 电商快车拓富路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张

克勋）以瓷为画板，千年运河入画

来。10 月 20 日上午，汝窑瓷画运

河城市文化行巡展（开封站）在开

封市翰园碑林开幕。此次巡展由

平 顶 山 市 政 协 、开 封 市 政 协 主

办 ，宝 丰 大 博 瓷 画 公 司 、大 运 河

传媒承办。

开幕式上，大博瓷画创始人、

汝瓷技艺传承大师张柳松介绍了

巡展情况。大家认真观赏汝窑瓷

画，看到了汝窑在产品设计创新上

的不断突破，感受到了运河儿女对

自然、社会的领悟和自强不息的民

族精神，大运河文化在城市间、人

们心中流动起来。

此次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富

春山居图》《江山揽胜图》等多幅名

画作品，色彩、线条清晰可见，还原

度高。最能体现开封历史繁盛、运

河滋养城市文明的当属北宋画家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此次大

博瓷画共带来了四个版本的《清

明上河图》，除了长达 8 米、宽 76

厘米的宋本张择端画作，还有明

代仇英本、清院本以及清代沈源

仿绘的版本。

本次巡展活动共展出 200 余

件瓷画作品，主题包括运河城市风

光摄影、中国十大传世名画、运河

人物书画瓷画长卷、历代运河人物

精品画作等。通过将汝瓷技艺与

数码摄影微喷工艺、无机颜料打印

技术等相结合的方式，让古老的运

河传世名画作品、景色优美的现代

摄影作品变成了不怕日晒雨淋、酸

碱侵蚀的瓷画艺术品。

“汝窑瓷画运河城市文化行”

活动此前在中国大运河原点城市

扬州启动，开封作为第二站将持续

展陈 20 天，随后将进一步走进运

河沿线城市，举办巡展活动。

千年运河入“画”来
汝窑瓷画运河城市文化行巡展（开封站）开幕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杨

晓燕）近日，在李庄乡翟庄村、尚王

村，村民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一

棵棵花生粒粒饱满，令人欢喜。今

年，该乡 2.1万亩（1亩≈666.67平方

米）花生大丰收，广大种植户正紧

抓时机抢收、晾晒，田间地头、街头

巷尾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这儿土壤好，加上今年

雨水足，结出的花生个大饱满，吃

起来香甜可口。”翟庄村种植大户

马琼琼说，前期下雨导致地里湿

度大，机器无法采收，大部分靠

人工拔。该村“两委”及时伸出

援手，找来十几人帮助马琼琼收

花生。

“600 亩花生在地里，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乡里派人帮我们收花

生。今年花生行情好，一亩地产量

300 多公斤，单价可以卖到 3.2元，

大丰收了！”翟庄村党支部书记翟

得龙说。

为了保证秋粮及时归仓，顺应

农时腾茬抢种，李庄乡党委政府迅

速行动，党员干部抢做“三员”：当

好秋收“组织员”，地块包分到人，

主动志愿帮扶，协调附近乡镇 600

余名工人抢收，及时跟进进度；当

好天气“预报员”，通过微信群、村

内大喇叭及时向群众提供天气信

息；当好“服务员”，由党员、机关干

部、人大代表等组成的志愿服务

队，深入田间地头，与困难群众、留

守老人结对帮扶，开放一切空旷场

地晾晒秋粮。

“李庄乡将坚持做好‘农’字

文章，牢牢抓住‘一乡一业’发展

模式，把花生种植打造成乡村振

兴 的 一 张 靓 丽 名 片 。 通 过 高 质

量发展富民产业，带领广大农户

增收致富。”李庄乡党委书记冯

宇航说。

李庄乡：

党员干部做“三员”志愿帮扶抢收种

上图：10 月 18 日，在城关镇东

中社区养老服务站，老人在玩“扇杯

子”小游戏。

左图：10月 18日，在城关镇东中

社区养老服务站，社工和老人一起做

手工。

当天，城关镇民政所社工站开

展了“‘柿柿’如意过重阳”主题活

动。今年以来，该镇民政所累计指

导东中、东街等 10 个社区开展活动

36次，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本报讯 （记 者 巫 鹏 通 讯 员 蔡 鹏

召）“电子社保卡在支付宝上如何申

领？”“使用‘掌上 12333’App 怎么办理

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关 系 转

移？”……10月 19日，在宝丰县开展的全

县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业务集中培训会

上，面对来自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抛出的一个个问题，该县行政服务

中心的业务骨干逐一作答，现场气氛活

跃热烈。

近年来，宝丰县聚焦基层治理更加

高质高效、服务群众更加精细精准，立

足政务服务便利化提升，不断完善乡镇

便民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提升乡镇服务

能力水平，为办事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

的政务服务。

此次培训主要围绕 50项乡村级高

频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流程、业务办理

中需注意的问题，省政务服务统一工作

平台事项录入、要素内容完善等相关内

容操作规范，以及“豫事办”“河南税务”

App等线上平台的操作与使用进行，着

力提升乡镇便民服务能力。

“这次到县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充

电’，老师的讲授深入浅出，让我对服务

好群众的信心更足了。”参加培训的肖

旗乡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该县共开展集中培训 3

次、累计培训业务骨干 100余人。

“服务好群众就是为群众办好事、

办实事。”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韩非说，

下一步将持续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下

沉、向乡村延伸，常态化开展业务实践

培训，筑牢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切实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宝丰县集中培训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业务人员

业务“充电”提技能 服务群众信心足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未 成 年 人 的

法治素养，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

意 识 和 自 我 保 护 能 力 ，10 月 18

日，山河路小学师生来到宝丰县

人 民 检 察 院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检 察

办案区设置的“模拟法庭”，开展

“沉浸式”体验。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同心为爱 法护未来

“柿柿”如意过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