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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砖一瓦跨越古今，一技一艺传承匠

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

财富，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加强文化和

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当非遗保护遇上公益诉讼，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我市检察机关创新实践，用

鲜活的“平顶山样板”书写守护文化遗产

瑰宝新篇章，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

力、绽放新光彩。

依法履职，用心守护最美
天青色

我市拥有数千年的制陶史、千余年的

制瓷史，陶瓷琳琅满目，其中被尊为中国

瓷器巅峰的汝瓷最为耀眼。

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

将来”，让汝瓷名满天下。汝瓷，始于唐

朝，盛于北宋，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加强汝瓷文化保护传承，是我市的历

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去年以来，市委、市

政府多次召开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与产业

发展座谈会、研讨会、推进会，围绕叫响

“汝瓷之源”、重振“汝瓷之都”辉煌进行系

统谋划和整体部署。

如何守护汝瓷“非遗明珠”，以检察力

量助力汝瓷创新发展？依法深化履职，就

是最好的答案！汝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汝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检察建议，就是

生动的例证。

“有网店以代理销售名义，冒汝瓷地

理标志产品之名销售非汝瓷地理标志产

品，侵害了汝瓷地理标志的利益。”今年 3

月，汝州市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

汝瓷产品原料、烧制都在汝瓷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范围内，有任一项或两项来自

汝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之外的外加

工瓷器，均非汝瓷地理标志产品。

汝州市人民检察院印发调查问卷表，

走访调查 13家汝瓷企业，了解市场企业地

址、生产产品原料来源、销售中使用汝瓷

地理标志产品种类等情况。经查明，相关

部门对汝瓷地理标志产品缺乏有效保护

措施。

7月 3日，汝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汝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检察建议，建议其打击

擅自使用汝瓷地理标志的生产、销售违法行

为，加强对相同或近似产品上使用汝瓷地理

标志“搭便车”行为的规制和打击……

收到检察建议后，汝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建立举报投诉快速反应机制，开通投

诉热线；建立产品溯源体系，对汝州市汝

瓷生产企业共计 62 家使用地理标志产品

标签，实现产品可追溯，确保产品的真实

性；强化行政执法，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使用行为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内

容，对 3 家非法销售汝瓷地理标志产品的

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汝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下发《汝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工作专项实施方案》，汝州市政府出台

《汝瓷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办法》《关于建立

汝瓷文化保护协作机制》等文件，为汝瓷

保护构建了长效机制。

目前，汝州市、宝丰县、石龙区等地拥

有汝瓷生产、销售企业、研发机构近千家，

年产值 30亿元，产品远销日本、新加坡、美

国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专项监督，推动曲艺焕发
新活力

“这一大片玉米地，就是闻名全国的

马街书会主会场。”9 月 18 日，在马街书会

击鼓说唱俑雕塑前，宝丰县人民检察院工

作人员孔凡超说，马街书会历经 700余年，

是中国最大的民间曲艺大会，2006年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提起马街书会，许多人会想到“一日

能看千台戏，三天可观万卷书”的盛况。

以天为幕，以地为台，千座书位中，吹拉弹

唱、丝竹檀板，构成一幅生动的民情风俗

画卷。

马街书会沿应河而兴，主会场就在应

河岸边。两年多前，宝丰县人民检察院干

警发现，应河桥主桥内土堆影响河道行洪

安全，另有一处排污口向河道内排放污

水。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王民峰 通讯员 陈彦培

市人民检察院全力守护文化遗产瑰宝——

以公益诉讼之力守护非遗之美

金秋时节，广大农民正在利用农业

机械收获玉米、花生、红薯等农作物，广

袤田野间一派丰收景象。

近年来，我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关于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各项

决策部署，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抓手，以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为目

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加快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截 至 目 前 ，全 市 已 建 成 高 标 准 农 田

315.67 万亩（1 亩≈666.67 平方米），占耕

地面积的 67.6%，连续两年受到省级激

励表彰。

旱能浇，涝能排；田成方，井棋布；

路平直，林成荫……如今，在我市各地

都能看到这样的高标准农田。

仓廪实，天下安。作为农业大县、粮

食生产大县，叶县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已建

成高标准农田 92万亩，粮食总产量常年

稳定在70万吨以上，位居全市第一。

该县着力向耕地要产能、向科技要

产能，坚持推进全域化、建设标准化、管

理智慧化、经营集约化、管护长效化、产

业融合化“六化同步”，努力做到粮食优

产、优购、优储、优加、优销“五优联动”，

打造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叶县模式”。

小麦增收的前提是完善的农田基

础设施。叶县通过兴修水利实现水系

连通，将澧河水引入农田，做到田成方、

旱能浇、涝能排，地表水逐步替代地下

水，形成良好的生态；建立气象站，设立

农业气象站和农业物联网中心，实现防

病虫害和浇地施肥智能化，使得高标准

农田的小麦亩产最高达到 750公斤。

卫东区光华路街道 3000 亩高标准

农田 2023年 10月开始建设，于今年 5月

建成，走在全市 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前列。截至目前，该区已建设高标准

农田 1万亩。

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坚持因地

制宜、科学规划、精准选址，推进水、田、

林、路综合治理。在建设前期，该区农

业农村和水利局、光华路街道多次召开

群众座谈会，针对道路整修、机井位置

等充分征求意见，并现场勘验修订设计

方案。

光华路街道程庄村、辛北村以前灌

溉用水十分不便，随着土地平整、土壤

改良、农田灌溉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的相

继实施，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成为路相

通、旱能灌、涝能排的稳定高产良田，为

稳步提升粮食产量提供了坚强保障。

为确保粮食丰收，我市各地在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统筹田、水、

林、路、渠综合配套建设，同时在电、土、

技、管上狠下功夫，采取滴灌、喷灌、管

灌等模式，既夯实了农田基础，又实现

了从传统“大水漫灌”到现代“高效节

水”的转变，节水达 40%。

鲁山县山区面积广，因地制宜探索

浅山丘陵地区高标准农田节水节肥建设

新模式，在高效节水上做足功课。该县

邀请省、市专家围绕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对浅山丘陵地区用水难题“把脉问诊”，

科学制定农田灌溉节水、用水方案，改

“大水漫灌”为“节水优先”，分区、分片大

力推广节水灌溉工程，采取井渠两用、三

水（库、河、雨）兼蓄、四季调节新模式，建

设“大口井”“高位蓄水池”等设施，保障

了灌溉四季用水，破解了用水难题。

舞钢市把“高产出”作为终极目标，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以来已配发撒施

有机肥 2.3万吨；组织专业团队和农技专

家深入田间地头，在重要关口和时令对

耕地地力提升进行技术指导，特别是在

化肥减量增效、土壤结构改良、高新品

种引进、节水高效灌溉、粮食高产等技

术上下功夫，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智慧

农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郏县加大技术投入，在化肥减量、

土壤改良、良种引进、节水灌溉、粮食高

产等技术上下功夫，提升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县农业农

村局成立农机、植保、水肥等技术服务

队，多名农技人员奔赴各乡（镇）、村，指

导群众开展秋作物管理，保障秋粮丰

产、农户增收。

借助于数字乡村建设，我市各地

高标准农田里融入智慧农业元素，建

设管控中心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将气

象、土壤墒情、病虫害等信息进行大数

据 、云 计 算 监 测 分 析 ，实 现 监 测 实 时

化 、预 警 及 时 化 ，在 高 标 准 农 田 装 上

“千里眼”，使种地管理逐渐实现精准

化、自动化。

在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的基础上，

我市实施综合配套，发展高效农业，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好效益提

升文章。

在推进仙台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建设过程中，叶县千方百计完善水利设

施，修建沟渠，引进澧河水，安装水车，

并把阡陌纵横的田间道路修成彩虹路，

在两旁点缀上不同的景观树，引得游客

争相打卡。

同时，该县及时推出在仙台镇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发展农业公园打造 A 级

景区的规划，将村庄墙壁粉刷为土色，

与农田浑然一体；建造沉浸式“农业+”

教育培训中心，通过动漫形式让市民了

解种子发育生长的过程；以观景台为中

心，自东向西涉及西马庄、大李庄、吴哲

庄和西董庄等村，实现一村一景，让游

客在钓鱼赏花的同时，观赏麦田艺术

馆、麦田特产馆。

本报记者 常洪涛

田畴沃野织锦绣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

张楠）“咱小区的‘蜘蛛网’不见了，

下雨也不存水了，消防通道也不堵

了，活动场所也有了，我暂时没啥意

见……”

“ 医 生 说 脑 梗 康 复 后 要 多 活

动，要是再添置些健身器材该多

好……”

“我觉得小区里的充电桩需要

再增加一些……”

9 月 18 日上午，湛河区南环路

街道东风社区运输公司家属院内，

老旧小区改造意见征集点刚设立

好，居民就围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

地谈论开来，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及社区的工作人员把大伙儿的意

见建议一一登记在意见征集表上。

连日来，湛河区在已经完成老

旧小区改造或正在改造的居民小区

设立老旧小区改造意见征集点，工

作人员现场宣传老旧小区改造政

策，并动员居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结合自身需求，为老旧小区改造

提出合理化建议。

近年来，湛河区以提升居民幸

福指数为目的，对全区 219 处老旧

小区进行升级改造，完工 160余处，

让 9 万余名居民的生活品质实现

“原地升级”。

如何让有限的财政资金产生最

大的民生效益，进一步把这项民生

工程做好做实，湛河区提出了更高

更严的要求——要改就改好，充分

发挥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充分听取

群众心声，把老旧小区改造真正改

到群众的心坎上。

9 月 5 日，该区召开专题会议，

安排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各

街道配合，全面开展老旧小区改造

“回头看”，让群众围绕居民需求、最

需要改造的民生项目、对改造工作的

意见等说想法、吐心声，区里将根据

群众意见进一步细化改造方案，按

照轻重缓急，将居民意见落到实处，

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再提档、再升级。

据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

长王团辉介绍，截至目前，已收集群众意见 7800余条，涉及整

改事项 20余项，其中修补楼顶防水、增设雨（污）水管道、安装

门禁监控、建设充电桩、更换落水管等 12 项工作已经按照群

众意见有序推进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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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程颖）9 月 18 日，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市

政府办公室近日印发了《平顶山市城

市更新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实施办法》指出，城市更新的

类型主要包括：居住区综合改善类、

产业聚能增效类、公共服务品质提

升类、文化传承及特色风貌塑造类、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类、城市安全韧

性提升类、绿色发展和生态修复类、

智慧赋能管理类等。我市将以规划

引领城市更新，坚持更新保护与有

序建设两手齐抓，以保护传承、优化

改造为主，以拆旧建新为辅，鼓励统

筹区域内多种类型项目，加强项目

立项、规划审批、房屋管理、资金保

障等方面的统筹，整合资源力量，实

施联动更新。

《实施办法》强调，严格控制大规

模拆除、增建、搬迁，原则上城市更新

片区、单元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

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 20%，城市

更新片区、单元或项目内拆建比不应

大于 2，城市更新片区、单元或项目

居 民 就 地 、就 近 安 置 率 不 宜 低 于

50%。

《平顶山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试行）》出台

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增建搬迁

左图：9月 17日，湛河区河滨街道潘庄村村民李小平（右）在采摘软籽石榴。

右图：9月 18日，湛河区北渡街道汴城村村民杨秀英在收获花生。

时下，我市近郊种植的花生、石榴成熟，农户纷纷趁时抢收、采摘上市，尽享收获的喜悦。本报记者 姜涛 摄
丰收啦

本报讯 （记者杨元琪）

丹青润同心，翰墨谱新篇。9

月 18日，由市政协主办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

年——翰墨同心 筑梦新时

代”主题书画展在市文化艺

术中心开幕。

市政协主席黄庚倜，市

委常委、统战部长刘颖，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洁，市

政府党组成员段志广，市政协

副主席王著、王迎波、袁银亮、

马丽，市直有关单位、各民主

党派市委会、各县（市、区）政

协负责同志和市政协机关全

体人员观展。

本次书画展由市政协书

画院、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承办，旨在赞颂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讴歌

人民政协的光辉历程。广大

书画艺术家和爱好者坚持为

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

代明德的宗旨，扎根鹰城大

地，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在较短

时 间 里 创 作 完 成 256 幅 作

品。经过专家组精心鉴评，选

出130幅有思想、有温度、有内

涵的艺术作品参展，其中书法

作品84幅、美术作品46幅。

参展作品集中体现了人

民政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更好把握新时代人民政

协的新方位新使命，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继续书写华彩篇章的信念和

决心，充分展示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气

象、新风貌、新变化，用艺术

感染和文化熏陶，弘扬振奋

人心的正能量，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献礼。

黄庚倜观展

市政协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书画展

不断书写新的绿色奇迹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生态环境保护成就综述

（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