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梁亚波） 你见过“牛粪上的甜瓜”

吗，它们又是咋样生长的？你见过一根瓜秧

上只长一个西瓜的“甜宝”西瓜吗？6月 3日
上午，记者慕名走进汝州市温泉镇张寨村的

锦盛生态庄园一探究竟。

走进占地 500亩的生态庄园，记者就被
眼前生机勃勃的景象吸引住了。只见新修的

水泥路两侧，四通八达的高架水渠里水声哗

哗，果树伸展着碧玉般的腰肢，林间套作的

花生、辣椒、油葵形成立体的盎然绿色。在生

态庄园的东北侧，4个白色的温室大棚格外

扎眼，透过大棚的塑料薄膜，可以清晰看见

里面搭架生长的甜瓜，薄膜上还装有透气的

窗纱。“这种甜瓜是今年引进的新品种，叫

‘牛粪上的甜瓜’，我们称它为‘吊秧甜瓜’，

像搭架的黄瓜、豆角一样，这样可以提高甜

瓜全身的采光率，保证甜瓜的甜味均匀，而

且全部使用农家肥，保证甜瓜脆劲足、甜味

纯正浓厚。西瓜一棵只保留一个，其它的花

全部掐掉。由于使用了大棚，成熟期要早于

露天瓜半月以上，甜瓜再有三五天就上市

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刘行正高兴地介绍道。

今年春节前，该村为了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带动村民共同致富，流转村子东侧邻近汝河

的优质耕地 500亩，先后种植新东洋柿子、黄金
蟠桃、秋月梨、大黄杏等 19个品种的果树 5万
余株，建设田园接待展示厅一座，修建园内水泥

路 1580米，修建蓄水灌溉池一座，并规划了占
地 10亩的水果采摘大棚，总投资 220余万元。
为了提升乡村观光旅游附加值，该村聘请农业

专业技术人员，运用农业新技术提升农特产品

质量，引进农产品原产地认证等产品质量标准

体系。该生态园全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一个集

旅游休闲、林果采摘、垂钓观光等于一体的高品

质特色农业休闲旅游好去处。

温泉镇张寨村

新技术催甜“新瓜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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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 国 文 明城市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郭俊超） “我们昨天接到通知说

未来 3天在村部举办义诊活动，多亏这几个
孩子，帮了我们不少忙。”“这些大学生文化素

质高，懂技术，有他们来帮忙，我们体检的速

度快了不少……”6月 6日上午，紫云路街道
铁炉马村村部院内人头攒动，来自米庙镇卫

生院的医护人员们正在为村民们进行体检，

此次体检对象是 65岁以上的老年人、贫困
户和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精神病的病人。活

动现场，记者见到了 7位身穿红色志愿服务
马甲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在现场打扫卫生，

有的搀扶着行动不便的老人，有的在帮助医

护人员填写资料，忙碌不停。

据了解，为了充分统筹整合区域各类

资源，全面提升村内各项为民服务水平，强

化青年志愿者服务社会、奉献基层的志愿

服务意识，引导广大青年志愿者了解基层、

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紫云路街道铁炉马村

“两委”组织开展了“青年大学生志愿者进

基层”的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包括参与公共

卫生服务、禁烧值班、帮助村内困难残疾人

解决一件生活难题和共谋基层党团建设等
4项内容。
“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村有 7

个大学生无法按时返校，只能在家通过网络

直接上课和参加考试。现在暑期临近，几个人

一块找到村里，希望利用课余时间为村里做

些事情，帮助一下村里的群众，村‘两委’通过

会议讨论后，一致认为孩子们的精神可嘉，应

该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才有了社会实践活

动。”铁炉马村党支部副书记宋志魁说道。

义诊活动结束后，7名大学生志愿者们
分成了两批，一批来到了铁炉马村禁烧值班

点，戴上红袖章，骑上电动车，当起了村里的

禁烧巡逻队员；另一批带着扫把、铁锹等工

具来到了村里的贫困户马长兴家里，帮助他

整理院内院外的环境卫生。

整个活动结束后，铁炉马村村“两委”和
7个大学生志愿者在村部召开了一场座谈
会，大家发表了对社会实践活动的所思所

感，在村“两委”干部的引导下，共同讨论了铁

炉马村今后在基础教育、服务三农、医疗卫

生、基层青年工作、农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

治理、农村社会治理、基层党团工作等 8个方
面开展工作的思路和方向。整个志愿服务活

动让村内群众受益匪浅，大家一起谈感想、找

差距、说打算，为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和乡村振

兴大发展找准努力方向。大家一致表示，看到

大学生们朝气蓬勃的样子很开心，他们的青

春活力深深地感染着身边人，希望村里可以

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们也表示，

这样的实践锻炼非常有意义，今后一定会参

加更多“接地气”的志愿服务活动，能够用自

己所学帮助到更多的人，争取实现互促共学

的“双赢”效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目光所及，中国红、传统屋檐式门楣、八

卦、祥云等中国传统元素组成一幅幅精美

的中国风图画，尤其是南段商业街搭上文

化风别有风情。记忆里的职工巷普普通

通，没有什么吸引人，现在大变样后的它

不单单是美丽的装饰，更是一座城市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的载体。”6月 6日，市民小
李发的这个朋友圈引发了不少朋友的关

注与询问……

职工巷位于我市老城区丹阳路与望

嵩路交叉口向东 50米，全长 500米左右，
有住户有商户。说起以前这条街的状况，

住在附近的高培裴直皱眉头：“以前这西

边的家属楼一楼都私改商铺，路给挤得很

窄不说，还特别吵，一天从早到晚，住在

附近的也休息不好。”由于历史原因，职

工巷以前确实热闹繁华，人流量也非常

大，巷子口的肉盒夹馍更是许多人的童年

记忆。而随着时间推移，现在的职工巷已

变得安静整洁，更像是一个老当益壮的老

者，等待着焕发新的光彩。

记者观察到巷子中部新盖的小区一楼

商铺已有不少商户入驻开业，巷子里也就剩

下极少几家老商户还在。“如果不是因为这

些好看的墙画，谁还会在这里驻足呢？”小区

门口小广场上乘凉的 50多岁的李大妈感慨
道。五颜六色的文化墙，让巷子的孩子多了

游玩的去处，也为这个藏匿于老城区之内的

小巷子打开了另一片天地。

“墙壁本身是很冰冷的，但当它赋予

了一件衣裳，附上一个艺术的灵魂，便能

潜移默化地影响居民对文明的认知，提

升社区的品质。”在记者看来，这些独具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墙壁画表达了“真

善美”的含义，具有一种城市独特的美

感，这种美感可以让城市文化变得更丰

富，形成属于自己城市的独特文化内核，

从而激发城市想象。

提起“文化墙”，

就会让人想起一幅幅

题材新颖、内容丰富、

图文并茂的宣传画。

浓厚的文化气息和新

鲜时代感，使文化墙

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

“代言人”和文明的

“传播者”。

我市的文化墙不

仅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主题内容，还有

“文明城市建设”“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文明党建”“中国传

统”等特色内容。近年

来，我市大力发展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

作，注重把文化元素注

入城市建设和管理中，

把特色墙景美化作为

城市发展一项行之有

效的载体。中国传统文

化是中国数千年沉淀

下来的精华，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

美学精神。如今，一幅幅图文并茂、内

容丰富的特色文化墙映入群众的眼

帘，吸引了大家驻足观看，给汝州增添

了一道道靓丽的城市风景线，同时充

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增添了城

市建设新亮色。

村村绘起文化墙，街街变出新面

貌。独具中国传统特色、内容丰富的文

化墙既是我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又是

彰显我市个性，宣传城市形象的传播

载体。城市因文化墙而异彩纷呈，文化

也因景墙而可感可触，在无声中，潜移

默化走进百姓心中，不断激发城市发

展新活力。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五旬老汉，身无分文，

又不识字，更不认路，滞留医院，饥饿难耐，

暖心安保倾力相助，送其回家……发生在

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温情的一幕，在炎炎夏

日为我们带来清凉。
6月 5日 16时许，该院警务室王亚楠

带领特保队长倪领国例行院内巡查时，在

停车场内发现一名状况可疑的男子坐在道

牙上，便上前询问。

“你怎么了？”王亚楠问道。男子抬头

回答：“我要回王楼。”这时他们才看清，

男子年约 50岁，身材矮小，衣着脏旧，神
情呆滞。在进一步的交谈中，得知该男子

叫张伟（化名），家住杨楼镇王楼村，陪朋

友看病时不幸走散，无奈只能滞留医院。

由于他身无分文、又不认识字，且不知道

回家路。

“我要回王楼，我要回家。”尽管张伟的

精神有些异常，但回家的愿望十分强烈。看

着他孤独无助的样子，王亚楠和倪领国担

心其发生意外，立即给他买了一瓶水和一

碗鸡蛋面。当张伟接过这碗热腾腾的鸡蛋

面的时候，激动地流着泪水说：“好人呀，还

是好人多”。

为确保张伟在路上不饿肚子，王亚楠又

买来了食物和水，并把身上所有现金都给了

他，并叫来一辆出租车，与出租车司机互留

电话后，嘱咐司机将其送回家中。安顿好这

一切，王亚楠才放心地返回医院继续巡查。

“这种事情在医院经常发生，只要遇到

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会伸出援手，这是所

有安保队员都会做的事情。”王亚楠说。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近日，记者从在郑州召开
的 2020展示道具企业共生、供应链创新互动大会暨展示道具汝州
产业园推介会议上了解到，我市将要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中原地区第
一个展示道具共享制造产业园。

去年以来，我市积极与国际展示道具产业联盟、广州展示道具协
会对接洽谈，商定在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建设中原地区第一个展示道
具共享制造产业园。该产业园以“打造展示道具行业中原地区最大的
自动化、智能化、生态化的全产业链示范园区，打造全国智能化展示
道具产业示范园区，建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为目标，总投
资额约 18亿元，占地 800亩，分三期建设。建设内容包括:中国展示道
具产业共享制造联盟(中原)总部、道具设计商业展示研究院、文创研
发和检测中心、创意大赛基地、展示道具文创金融中心(产业基金)等。

园区建成后，可根据企业需求出租或出售，引进 150家展示道
具生产企业、50家配套企业，整个园区达产后每年产值约 40亿元。
目前，该园区土地已成收储，围墙已圈建，正在进行手续办理、厂区
平整等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今天在青山后村看了贫
困户种的‘金太阳’杏，不仅个大、品相好，而且甜味足，回去后将组织
下属的 11家分店前来订购，也算为脱贫攻坚作一点贡献。我们老板曾
经说过，只要是群众滞销的蔬菜、瓜果等产品，都要不讲代价全力以赴
帮助销售。”6月 5日上午，在大峪镇青山后村党群服务中心北侧的大
片杏园里，市老城购物超市电商部经理贺晓兵面对漫山遍野丰收的甜
杏，与驻村工作队队长史东和仔细商谈订购事宜。

位于米庙镇九间窑村中安窑自然村的九爻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种植有樱桃、桑葚、石榴、苹果、杏、桃等 10余种果树 500余
亩，今年预计产甜杏 1万公斤、鲜桃 2万公斤。大峪镇青山后村属于
省定深度贫困村，种植杏树 600余亩，预计产杏 20万公斤。两处果
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地车辆过不来，造成今年杏桃滞销，一些
果子熟透后脱落，烂在地里，当地村民和驻村工作队心急如焚，通过
各种渠道向社会上发出求助信息。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融媒
体中心获取信息后，第一时间组织网红主播、各类网络直播平台、大
型商超走进果园，现场推销、订购滞销杏桃。

当天上午，市商务局组织的推销团队刚刚到达九爻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果园里，直播联盟、益农信息社、爱汝州生活服务平台
的网红主播，就开始拿出直播设备搭建直播平台，在果园里现场直
播起来。他们有的唱豫剧，有的直播采摘过程、现场品尝鲜果，有的
拍摄制作短视频，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快速发布，纷纷使出浑身解
数为杏桃代言。在青山后村贫困户的果园里，网红主播还现场编剧，
穿上古装，拍摄“吕布果园寻貂蝉”等短视频，无人机航拍等各类短
视频拍摄手段一齐上阵，全力推销丰收的甜杏。河南淘之味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老城购物超市等电商、商超，与种植户现场商谈订购数

量和价格。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全市各乡镇农特产品生产销售情况，积

极组织网络直播、电商企业、商超开展产销对接，帮助农特产品生产企
业和果农、菜农推销产品，尤其是关注贫困村贫困村民的农产品销售
情况，尽力帮助他们增产增收。”商务局副主任科员杜振东表示。

紫云路街道铁炉马村：让大学生志愿者在基层绽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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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迷失医院，安保助其回家

蜂窝墙变身文化墙 我市职工巷大变样

我市产业集聚区将建设中原地区
第一个展示道具共享制造产业园

23 万公斤滞销杏桃迎来大咖带货忙

市民驻足观看文化墙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小亚） 6月 5日，全市防汛抗
旱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防灾减

灾救灾和防汛抗旱工作的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防汛抗旱重要

批示和全国、全省、平顶山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要求，对今年防汛抗

旱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鹏指出，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不容乐观，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

认识和高度警惕，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抓紧抓实各项工作，最大限度

防范化解气象灾害风险。

刘鹏强调，要抓实抓细应对准备工作，进一步细化优化应急预

案，聚焦重点区域、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确保预案实用、管用。要按

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健全抢险队伍，开展好实战模拟演

练，切实提高防汛抗旱抢险队伍的应对处置能力。要深入推进隐患

排查整改，做好日常管护和巡查，建立风险隐患工作台账和责任清

单，精准补齐各方面的短板弱项。要增强监测预报预警时效，严格执

行值班带班制度，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测天气和雨情、水情、

墒情的变化，加强信息共享、快速响应和应急发布。要加大抗旱减灾

工作力度，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不断完善抗旱工程体系，科学调

度水源，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最大限

度减轻旱灾损失。各级各部门要履职尽责、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共

同打赢防汛抗旱这场硬仗，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出积极贡献。

市领导梁建文、张平怀、焦慧娟参加会议。

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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