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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巫 鹏 通 讯 员 吴 一

铭）9 月 24 日下午，宝丰县召开国家级

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工作推进会，对生态区建设工作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进一步对标要求、查漏补

缺、整改提升，确保顺利建成国家级说

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区。县委书记

王代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代强指出，要提升站位、统一思

想，全面掀起建设新高潮。宝丰县说唱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我省第一家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也是目前全

国唯一说唱类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各级领导十分重视生态区建设工作，省

文化和旅游厅把生态区建设作为年度

重点工作之一，市政府把生态区建设工

作写入 2024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这足

以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做好生态

区保护建设工作，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

务，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荣誉战、民

心战。各级各单位一定要坚定信心决

心，打起十二分精神，拿出百分百努力，

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昂扬的斗志、

更加扎实的作风，做好生态区建设各项

工作。

王代强强调，要抓住重点、查短补

短，全力冲刺“最后一公里”。要认真

开展好马街书会景区常态化，进一步

完善标识标牌体系，充分利用电子屏、

宣传栏加强宣传，营造生态区建设的

浓厚氛围，同时要注意利用电视、报刊

等传统媒体和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

台，讲好非遗故事、传播非遗声音，展

示好生态区建设各项成果。要完善设

施，配齐设备，常态化开放使用。要加

强对非遗资源的普查调查、挖掘认定，

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名录体系，

夯实文化传承基础。要加强对濒危非

遗代表性项目的抢救性保护，加快非

遗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进度，建立健

全数字化档案资料库。要对县域内的

山川河流、文物遗迹及矿藏资源、水资

源进行整体性保护特别是要抓好马街

书会周边、中国传统村落周边的人文

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保护，保留

其历史风貌。

王代强指出，要加强领导、落实责

任，全面打赢建设工作决胜战。各级

各部门要提升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

导和沟通协调，自觉树立全县上下“一

盘棋”思想，坚持领导带头、主动作为、

以上率下，把生态区建设工作作为当

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把各项工

作任务落实落细。要加强督导检查，

以最严的标准、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

的措施抓好责任落实，继续发挥好联

席会议制度作用，统筹协调各相关部

门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县纪委监

委要加强对各单位生态区建设工作的

督导检查，对在工作中不担当、不作

为，玩忽懈怠、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影

响工作进度和建设成果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严肃问责追责。

会议通报了生态区建设工作开展

情况。

宝丰县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推进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赵子涵）

9 月 22 日，为庆祝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光影颂

金秋·共庆丰收节”为主题，在李庄乡翟

集村开展电影放映活动，为村民们带来

了一场别样的丰收庆典。在这个秋收

的季节里，“丰”景如画，粮食满仓，村民

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个属于他们的

节日。

在活动现场，村民们观看了与丰收

主题相关的电影《飞回山沟是凤凰》。在

银幕光影的映衬下，夜晚的乡村增添了

几分温馨与浪漫。观众沉浸在故事中，

感受着丰收带来的喜悦和满足。

据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张玲玲介绍，此次活动放映的影片有

《花好月儿圆》《洪河女儿》《吵闹亲家》

《南果北种巧致富》《健康饮茶》《社会公

德促新风》等。

搬起小板凳
观影庆丰收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牛祎

蓓）“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禁烧秸秆，

共建美好家园……”9 月 24 日，在观

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崔家村，

“村村通”广播正在播放禁烧秸秆宣

传语。近段时间，观音堂示范区加大

宣传力度，开展低茬收割巡查，加强

秸秆禁烧工作落实，加大秸秆禁烧工

作监管力度。

制定方案，加强队伍建设。该示

范区成立由班子成员任组长、全体干

部职工为成员的 3 支巡逻队，划分东

部、西南、西北三个责任区，全天候对

各村秸秆禁烧值班值守及突发情况进

行巡逻处置；各村成立由村“两委”干

部、党员、网格员等组成的秸秆禁烧小

组，建立“巡、防”队伍，全面落实“定专

人、定区域、定时间、定职责”的网格化

管理机制，合力布防，发现火情第一时

间处置，坚决防止焚烧秸秆；充分发挥

值班室“蓝天卫士”技防作用，安排专

人通过“蓝天卫士”实行全天候不间断

实时监控，发现疑似火情，第一时间将

预警信息传递到位，确保火情早发现、

早控制、早查处。

全 面 覆 盖 ，营 造 浓 厚 宣 传 氛

围。该示范区 18 个建制村利用通村

大喇叭、便民服务群、流动宣传车等

形式，大力宣传秸秆焚烧的危害，确

保每个区域都能接收到禁烧秸秆的

重要信息；同时，通过悬挂横幅、张

贴禁烧通告、发放宣传单、一封信等

方式，营造秸秆禁烧宣传氛围，确保

政策宣传不留死角、不留盲点。截

至目前，该示范区共发放秸秆禁烧

宣 传 页 2000 余 份 ，悬 挂 宣 传 横 幅

120 余条。

保障物资，严格落实责任。今年

秋季，该示范区配备洒水车 4 辆、风

力灭火器 16 台等，各村配备铁锨、水

桶、简易灭火车等工具，全力筑牢秋

季秸秆禁烧安全生产防线。区纪工

委、巡防队等组成联合监督指导小

组 ，对 各 村 禁 烧 队 伍 建 设 、物 资 准

备、宣传情况等进行监督指导，发现

问题及时指导纠正。

“我们将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常态

化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宣

传，使秸秆禁烧家喻户晓，筑牢秋季秸

秆禁烧‘防火墙’。”观音堂示范区党工

委书记商科峰说。

观音堂示范区打好秸秆禁烧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张晨

曦）察看值班情况，了解禁烧信息……

9 月 24 日，在商酒务镇户庄村秸秆禁

烧指挥部，该镇禁烧工作主管领导、镇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郭学涛对该

村秸秆禁烧工作进行督导。

“当前正值秋季禁烧关键期，你们

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值班值守和动

态巡逻，发现着火点要及时处置，切实

把秸秆禁烧工作抓牢、抓实、抓细。”郭

学涛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徐国顺说。

连日来，商酒务镇组织党员干部

巡逻值守，积极开展宣传，全力筑牢秸

秆禁烧“防火墙”。

该镇发动镇村党员干部、网格员、

志愿者，通过悬挂横幅、出动巡逻车、

张贴宣传标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宣传，引导群众自觉

遵守秸秆禁烧相关规定。同时，各村

搭建秸秆禁烧指挥部，配备旋耕耙、灭

火机、铁锨等，24小时值班值守；充分

发挥村“两委”干部、党员示范带头作

用，携带灭火工具和巡逻喇叭开展全天

巡逻，在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严密监控、

严防死守，确保禁烧工作全方位、无死

角，全力保障“三秋”生产安全。

此外，该镇还成立两个秸秆禁烧

督查组，对 25 个村网格化管理、值班

值守、动态巡逻、灭火器材配备等工

作随机督查，坚持“零容忍”原则，对

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25 个村

全部成立了禁烧巡查小分队，严格实

行 24小时巡查制度，对因焚烧秸秆造

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我们将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发

挥蓝天卫士管理系统预警功能，抓牢

抓实秸秆禁烧基础工作，进一步引导

群众自觉做禁烧秸秆的宣传者和实践

者，以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坚

决打好打赢秸秆禁烧攻坚战。”商酒务

镇党委书记崔俊豪表示。

商酒务镇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朱

盈盈）“个儿好大哟，看着就想剥开

吃。”9月 24日，在位于闹店镇的河

南顺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猕猴桃

种植基地，来自市区的游客王延辉

和好友正在挑选、采摘成熟的猕猴

桃，尽享甜“猕”。金秋时节，该基

地 80余亩不同品种的猕猴桃陆续

成熟，迎来收获季。

“ 欢 迎 大 家 来 体 验 采 摘 乐

趣。我们这里的猕猴桃个儿大、

味儿甜、品种多。”基地负责人王

其超热情地招呼着游客，当起了

“推销员”。

该基地种植的猕猴桃有红心、

绿肉、黄肉三个系列，目前徐香、中

蜜、金果、翠香等品种已经成熟，预

计 亩 产 500 公 斤 、总 产 量 4 万 公

斤。基地采用“线上+线下”销售

模式，根据猕猴桃的不同品种，售

价每公斤在 12 元至 20 元之间，预

计销售收入 50万元。

“这段时间天干少雨，昼夜温

差大，正是猕猴桃长糖分的时候。

熟透的果子直接从树上摘下来吃，

甜得很。”王其超介绍说。

猕猴桃种植基地自 2017 年创

建以来，长期吸纳当地 20 余人务

工。“我今年已经 58 岁了，在猕猴

桃种植基地干活一天能挣 100 多

块钱。”闹店镇连店村村民张秀娥

在基地务工已经 7年多了，每年都

为家里增加不少收入。

近年来，闹店镇依托独特的地

理优势和自然资源，在南部形成以

草莓、蟠桃、猕猴桃、金杏、葡萄等

水果种植为特色的产业格局，通过

订单合作、产销结合、农旅融合等

方式，带动产业提质增效，促进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闹店镇甜“猕”飘香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张静怡）

“焚烧秸秆不仅会影响空气质量，还容易

引发火情带来危险……”9月 25日，在周

庄镇杨岗村，党员发展对象刘鹏飞向村

民宣传讲解焚烧秸秆的危害。为扎实做

好秸秆禁烧工作，周庄镇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组织各村（社

区）党员干部、入党后备人选、积极分子、

发展对象及预备党员加入禁烧宣传、巡

逻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助力秋季秸

秆禁烧。

周庄镇完善镇、村秸秆禁烧三级工

作网络，探索“党员+网格员”的管理模

式，充分调动党员、网格员等 186 人，由

镇干部、村“两委”干部及监委会成员、网

格员组成的巡查小组，坚持“责任到人，

全面覆盖”原则，确保每一个地块都有人

管、有人查、有人盯、有人督。

采取“喇叭响起来、人员动起来、标

语打出来、微信群喊起来”等形式，该镇

开展“线上+线下”全方位宣传教育，充

分发挥网格员、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

备党员及无职党员作用，深入田间地头，

确保秸秆禁烧宣传全覆盖，切实增强群

众禁烧意识，营造浓厚的秸秆禁烧氛

围。截至目前，该镇共悬挂横幅 500 余

条、张贴宣传标语 1000 余份、发放宣传

单 3000余张，26个村（社区）每日利用村

内大喇叭播放禁烧宣传音频。

全镇共搭建 26个秸秆禁烧指挥部，

每个指挥部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

案，搭建了帐篷，配备了水桶、灭火器、铁

锨等灭火装备，合理安排人员落实 24小

时值班制度，确保发生突发状况能第一

时间到达现场，迅速处置，减少人员财产

损失。

同时，该镇还通过日常巡逻、值班值

守等方式开展巡查，及时劝阻各种不良

行为，消除安全隐患。

“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加大工作力度，严防死守，做到时间

上不留空当、地域上不留死角，全面杜

绝焚烧隐患。”周庄镇党委书记宋同珂

表示。

周庄镇搭建26个
秸秆禁烧指挥部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杨

海楠）花生熟，硕果香，丰收季节分

外忙。9月 24日，在李庄乡翟东村

的田地里，花生挖掘机来回穿梭，

一颗颗饱满的“金豆豆”破土而出，

随处可见农户抢收、拉运、晾晒花

生的身影。在秋日的阳光下，大家

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拔的拔、装的装、运的运，花生

田里，翟东村村民付留记和家人忙

得不亦乐乎。“你看这花生个儿大

饱满，看着都稀罕人，吃起来更是

香甜可口。我家今年种了 8 亩（1

亩≈666.67平方米）花生，产量高于

去年，亩产超过 300公斤。”付留记

笑逐颜开。

“今年全乡共种植花生 2.1 万

亩，10 月 1日前后全面进入成熟收

获期。”李庄乡分管农业的二级主

任科员魏建廷说。

近年来，李庄乡加快农业产业

调整步伐，大力推进“花生之乡”建

设，引进宝丰裕丰粮油有限公司深

加工项目，全面做大做强花生产

业。目前，全乡花生种植面积由

2016年的 1万余亩扩大到今年的 2.1

万亩，年产值 3200万元以上，已建

成 500 亩以上示范大方 7 个，组建

专业合作社 12家。同时，该乡积极

鼓励村民种植富硒花生、高油酸花

生等新型品种，引导群众由原来的

一般种植改为高效的起垄种植。

起垄种植每亩产量可提高 100公斤

以上，每亩可增收 400元至 500元。

花生浑身都是“宝”，除了花生

粒可食用、可榨油，花生秧、花生壳

还可作为药材、饲料。

在李庄乡杨树沟村花生秧处

理点，花生摘果机器在一旁忙着

“吞”果“吐”秧，十里八村的村民纷

纷前来脱花生粒。“俺乡花生种植

面积大，我这 7 亩晾干的花生拉

来，一个多小时就脱完了花生粒，

秸秆收购场免费脱粒，花生秧留给

收购场，俺是既省力又省钱。”祁家

村村民祁先锋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李庄乡

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推进花

生产业提质增效，加强花生品牌的

宣传和推广力度，走出一条特色产

业振兴道路，带动全乡群众增收致

富。”李庄乡党委书记冯宇航说。

李庄乡两万余亩花生成熟
国庆节前后全面进入收获期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宋

孜涵）9 月 20 日上午，宝丰县科学

技术协会组织 44个全民科学素质

工作成员单位开展全国科普日活

动，激发群众对科学的兴趣和热

情，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在活动现场，一辆科普大篷

车格外引人注目，车上的科普展

品 涵 盖 物 理 、化 学 、生 物 等 多 个

学科领域。这些展品以互动体验

的方式，让群众在体验中感受科

学的奥秘。

科普讲解员以专业的知识、生

动的语言，为群众耐心讲解。居民

围在展板前，认真聆听，不时提出

问题，与讲解员互动交流。

“对应急知识都是一知半解，

今天听了讲解看了展板一目了然，

像遇到火灾该怎样逃生、应急避险

的方法，这些知识太实用了。”参加

活动的居民纷纷表示。

活动现场共展出防灾减灾、环

境保护、农业技术、传染病防治、

反邪教、金融诈骗、生态环境、食

品和消费品安全等 30多个领域的

科普展板。同时，该县科学技术

协会科普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发放

食品安全宣传册 400余册、宣传物

品 700余份。

据宝丰县科学技术协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组织

各 成 员 单 位 结 合 工 作 实 际 开 展

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宣传活动，

把 科 普 知 识 送 到 群 众 身 边 ，为

推 动 科 技 创 新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科协力量。

宝丰县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9月 24日，前营乡店西村村民在山坡上采摘酸枣。

近年来，前营乡结合实际，扶持种植大户在富硒土地上种植酸枣树。

该乡充分发挥种植大户的示范带动作用，定期开展酸枣种植技术培训，目

前全乡种植酸枣树 800 余亩，不仅带动了村民增收，而且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活力。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采摘酸枣

9 月 24 日，宝丰县城市管理局

工作人员在县城迎宾大道东段增

划车位。

为缓解停车难，连日来，宝丰

县城市管理局对城区主要街道机

动车停车位进行翻新补划，同时

对长期占用车位的“僵尸车”进行

整治。

截 至 目 前 ，该 局 已 新 增 机 动

车停车位 933 个，补划机动车停车

位 430余个。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增划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