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

“中华白”大青菜田里，一群群

头戴围巾、穿着深口胶鞋的采

摘工在弯着腰忙着采摘青菜，

小型货车往来穿梭在田间道路

上，将装满青菜的红色筐子搬

运上车拉出地块后，再转运到

大型冷藏货车上，直接发往广

州、深圳、香港等城市。

4 月 6 日上午，在临汝镇彦
张村南侧的大片农田里，由河南

福之口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种

植的 800亩优质大青菜，经过 3
个多月的精心管理，开始采摘上

市。“我们的总部在贵州省安顺

市，在河南省有 30 个蔬菜种植
基地，彦张村是河南省最大的基

地之一。今天是第一天采摘，总

共上了 1 2 0 多名采摘工，全部是
从贵州招聘过来的熟练采摘工，

等大批量采摘开始后，还要使用

当地的村民共同采摘。”正在地

头用报话机指挥调度的该基地

负责人韦小忠介绍说。

他告诉记者，目前采摘的

“中华白”大青菜品种，春节前

播种，以施用鸡粪为主，辅以叶

面喷施复合肥，青菜脆嫩可口，

深受南方一些大城市消费者喜

爱。从 4 月开始采摘，每株菜可
以先后采摘 3 次，平均亩产
1 200 公斤左右，合作社在广州、

上海、深圳等南方一些大城市

的农贸市场都设有专用的批发

摊位，在那里的批发价为每公

斤 6 元左右。到 6 月初彦张村
基地的青菜采摘结束后，开始

腾茬改种“广州菜心”大青菜。

在河南省的采摘工可以转场到

宁夏的蔬菜基地采摘，到 9 月
再返回来继续采摘。

“汝州这边空气冷暖适宜，

彦张村的土壤肥沃，水利条件

好，当地政府对我们也非常支

持，种植大青菜的天时、地利、

人和等条件都具备。我们一年

种植两个品种，每亩地的产值

在 1 . 4 万元左右，800 亩蔬菜的
产值可达到 1 . 1 亿元。”韦小忠
说。

记者注意到，进入采摘季

的“中华白”，长出 1 0 厘米高的
带茎青菜，嫩绿中泛黄，青翠欲

滴。采摘工在刚刚喷灌后的菜

田里穿着深口胶鞋，用手将带

茎的青菜从底部摘取，每一摞

放入筐子前，还需要用锋利的

小刀把青菜的底部切得整整齐

齐，绿白相间，“颜值”很高。

据了解，该蔬菜种植基地

进入采摘季后，每天的用工量

达到 4 00 人左右，带动彦张、临
南等附近的村民常年稳定务

工。“我们这些采摘工每人每天

可以采摘 30 多筐，每筐重 20
斤，每筐的采摘工资是 1 0 元，
每天的工资是 300 多元。”韦小
忠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实习生 赵米佳

务工人员采摘“中华白”大青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晶 通讯员 陈奕静） 近日，吴洼

棚改工程推进视频会议召开，紫云路

街道及南通三建总公司项目部、安全

部等负责人参加会议，确定项目大范

围全面开工。预计今年 8 月份新增
600套住房供吴洼群众进行第二轮选
房，今年农历春节前实现回迁“清

零”，达到全面完工的目标。

紫云路街道把棚户区改造作为

增进群众福祉的核心目标，把“群众

回迁”作为棚改工作第一目标，面对

吴洼 636 户 2000 多名群众的回迁需

求，街道成立了以党工委书记任组

长、办事处主任为常务副组长、党工

委副书记任副组长、三名副科级干部

为成员的棚改领导小组，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同时，建立棚改项目例会制

度，每周至少召开一次棚改项目推进

会议，研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同时，街道把握主要矛盾，抓

好重点工作，严格按照月度目标，树

立资金撬动思维，与建投、三建、各银

行金融机构磋商协调。目前，已初步

拿出融资方案，为高质量高成效推进

棚改工作奠定了基础。

预计 8 月份新增 6 0 0 套住房

用于吴洼群众第二轮选房

图 说 汝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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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4 月 6 日，平顶山市政协
副主席孙建豪到“万人助万企”活

动联系分包企业汝行集团走访调

研，深度对接企业需求，为企业办

实事、解难题。汝州市政协主席李

晓伟陪同调研。

在汝行集团金博大购物中心入

口，孙建豪扫“场所码”体验疫情防控

流程。他指出，商场、超市等场所人员

流动大，要耐心细致宣传引导群众使

用“场所码”，做好人员登记，把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孙建豪

认真听取了汝行集团生产经营情况

汇报，询问企业发展诉求，并协调解

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孙建豪强

调，当前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企

业生产经营存在困难，有关部门要聚

焦企业问题，建立长效机制，精准落

实惠企政策，真正为企业纾困解难。

企业要立足自身优势，在保证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的正常运转的同时，充分

利用好政策资源实现创新发展。

近年来，汝州市坚持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为总抓手，突出党建引领、统筹谋

划，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多渠道促进农村

集体经济和农民增收，稳步实现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

立足优势，科学谋划党建引领乡村

产业体系。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

要立足产业优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通过产业党组织引导工商资本下乡，

带动高新技术、高端人才、先进理念等向

农业农村流动，推动发展多种形式的适

度规模经营，实行“自主经营、发包转租、

注资经营、资金整合”等模式，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汝州依托 98.3 万亩浅山丘
陵区土地优势，编制《浅山区复合型产业

示范带总体规划》，大力发展畜牧养殖、

林果种植、富硒农业、文化旅游、休闲农

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增强农业发展活力。

成立浅山区复合型产业示范带联合党

委、畜牧产业联合党委、富硒产业联合党

委等，针对每个产业，绘制“四张图谱”，

扎实开展“四个拜访”活动。2 02 1 年以
来，先后签约落地牧原现代农业综合体、

龙山花海生态示范园等农业类项目 20
个，涵盖 30 余个行政村，为村集体经济
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突出规模，提升党建引领乡村产业

竞争力。农业产业效益要提升，必须解决

农业产业低小散的状态，改变农业传统

种植方式。汝州推动“红鹰创业工程”调

度中心、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一体

化”运作，引导土地、林地、荒山有序流

转，累计流转土地 27 .3 万亩，由村集体
主导，先后种植花椒 5.6 万亩、蔬菜 1 .8

万亩、桑蚕 1 . 5 万亩，栽培食用菌 1 000
万棒，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

2 5%以上。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培育国家

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 2
家，国家级、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1 7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1 84 3 家，家
庭农场达到 4 2 9 家，鼓励推广“支部 +
合作社”合作模式，推动农产品品牌入选

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打造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融合赋能“田园党建”品

牌。

改善环境，优化乡村产业聚合发展

空间布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

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

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乡村产业

发展壮大，让村集体、农民更多分享产

业增值收益。汝州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优

势，依托青山绿水生态资源和古民居、

古山寨、古窑洞等特色文化资源，积极

发展文化休闲游、乡村游、古堡古寨游，

陵头镇王湾窑洞民俗文化村二期建成

投用，大峪镇云堡妙境乡村民宿、九峰

山乌篷雅居民宿一期、蟒川镇栖凤水岸

民宿生态园投入运营。尤其是引入河南

中旅集团投资开发大峪镇万安西寨，打

造云堡妙境乡村民宿度假区“四种利益

联结机制”（土地流转、村民参与开发建

设、村民就业、农特产品销售），带动度

假区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目前已依托度

假区成立大峪镇全域旅游产业联合党

委，力争串点成线，实现群众富和生态

美的有机统一。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汝组文

4 月 5 日，在一草莓采摘园里，前来采摘草莓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多是
父母带着孩子体验亲子采摘的乐趣。大棚内，大家一边采摘品尝草莓，一边感

受春天的气息。“假期带着孩子出来感受一下大自然，顺便我们也放松一下心

情，而且这里还可以让孩子动手种植草莓，丰富了孩子们的见闻和乐趣，两全

其美。”家住城区的刘先生说。图为小朋友采摘草莓。 牛莉萍 摄

4 月 4 日，园林工人在月季园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据了解。月季花期从
4 月中旬开始，五一期间进入盛花期，前后可持续开放两个多月。

梁杨子 焦小丽 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汝州：以产业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晶） 近日，记者从市地矿局了解到，

我市将在 4 月底前完成各乡（镇、街
道）中小型地质灾害防治隐患点的排

险除患工作，发挥防灾减灾长期效益。

此次地质灾害防治隐患点排险

除患将重点压实乡（镇、街道）地质

灾害防治的主体责任，要求认真填

写防灾预案表、防灾工作明白卡和

防灾避险明白卡；落实“主动避让、预

防避让、提前避让”刚性要求，遇到险

情组织危险区群众果断避险撤离，妥

善安置并切实做好撤离人员管控。同

时，将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活

动，对重点地质灾害防治区域组织开

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提升基层群测

群防监测预警防灾成效，提升防范能

力。群测群防将积极探索“乡镇政府

统筹负责、地矿部门技术指导、村级

组织预警巡查”模式，健全以村干部

和骨干群众为主体的群测群防队伍，

实行乡镇干部包村，村组干部包户，

实现对地质灾害隐患的及时发现、快

速预警和有效避让。

我市对地质灾害防治隐患点排险除患

8 0 0 亩“中华白”直销南方大都市

孙建豪走访调研“万人助万企”活动联系企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黄旭彤） 按照市委工作运行规则，

4 月 7 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
开，听取各领导小组 3 月份各项工
作情况汇报，以及 4 月份工作安排。

平顶山市委常委、汝州市委书记陈

天富主持会议，并对全市整体工作

推进情况进行点评，安排部署当前

重点工作。会议下发了 4 月份工作
要点。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闫鑫鑫） 近年

来，我市坚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大力支持

传统煤炭焦化产业升级改造，建立精细化工产业园

区，积极开展延链补链强链，加快形成“原煤 - 焦化 -
精细化工”的完整产业链，推动精细煤化工产业绿色

化、集聚化、高端化发展。

依托上游传统原煤优势资源，加快绿色转型发

展。我市现有煤炭储量约 35 亿吨，是全国主焦煤生
产基地之一。全市原煤开采企业共 1 3 家，产能 82 6
万吨，年产 1 50 万吨原煤的平煤集团夏店矿正在试
生产；焦化企业每年可产 2 . 7 亿立方米煤气；朝川矿
一井年产 1 80 万吨主焦煤，是全省第二大主焦煤基
地，为汝州煤焦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煤炭资源支

撑。

聚焦中游煤炭焦化主导产业，加快转型集聚发

展。围绕焦炉煤气、煤焦油、电石、电石尾气打造“吃

干榨净”式的煤炭焦化全产业链。利用汝丰、天瑞煤

焦化未来 600 万吨焦炭产能，建设国内一流的绿
色、低碳、智能碳基新材料产业园。利用汝州 600 万
吨焦炭、90 万吨电石、4 0 万吨煤焦油和 2 0 亿立方
米焦炉煤气等优势产能资源，全力支撑精细化工产

业园区建设，计划总投资 300 亿元，其中焦化企业
项目投资 1 00 亿元，下游化工项目投资 2 00 亿元。

瞄准下游精细化工产业方向，加快高端升级发

展。围绕煤焦化优势，初步绘制了精细化工产业“四

张图谱”，计划开展“四个拜访”活动。在此基础上，

利用现有的煤气和煤焦油资源，通过积极与平煤集

团对接合作，延长产业链条，将产品向新能源、新材

料延伸，从 4 个产业链方面进行谋划：一是利用焦
化企业和汝州电化资源打造 1 , 4 - 丁二醇产业链。二
是利用焦化板块和汝州电化尾气资源打造碳酸二

甲酯产业链。三是打造精细化工产业链。谋划实施

生物降解塑料原材料 1 , 4 - 丁二醇、2 0 万吨合成氨、
聚氨酯弹性体、碳酸二甲酯等项目。四是打造高端

钙系列产业链。

谋划项目建成后，精细化工产业园区年营业收入可达 500 亿元，从业人
员 1 .5 万人，利税突破 65 亿元，形成涵盖从上游基础原料、中间体，到下游新
材料的完整产业链，实现闭环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绿色低碳新材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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