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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
立七十五周年·
锚 定 现 代 化
崤 函 再 出 发 ”
特刊

详见今日A8版

乡村发现锚定现代化 崤函再出发

新华社北京 10月 9日电 在中国红
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大会，向全国广大
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致以诚挚问
候，并对做好红十字工作提出希望。

习近平在信中指出，中国红十字会
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红十字会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增强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加强公信力建设，提高人道
服务能力，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人道主
义事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促进人类和平
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
强对红十字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为红十
字会依法履职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希
望全国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在矢志奋
斗中书写中国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
表大会 9 日在京开幕，会上传达习近平致
信。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会见
全体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刘国中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致辞并参加会见。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致信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强调

聚焦高质量发展提高人道服务能力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何东升）灵宝市
焦村镇，作为灵宝及西北黄土高
原苹果的发祥地，历经百年种植
历史，近年来在苹果产业创新上
迈出了新步伐。依托“苹果之乡”
的独特优势和自然条件，焦村镇
遵循“党建引领、龙头带动、群众
参与、项目赋能”的发展思路，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资源保障，
推动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在省道 312 焦村段沿线，焦
村镇已建成 5000 亩现代矮砧苹
果示范园，并布局了 5G 未来果
园、脱毒种苗繁育基地及冷藏分
拣中心等前沿项目，辐射带动周
边 19 个村发展苹果产业。金秋
时节，集中连片的苹果园硕果累
累，丰收景象蔚为壮观。焦村镇
成功构建了育苗、种植、加工、销
售的全产业链条，年产值突破 1.2
亿元，同时带动 500 余名群众稳

定就业，人均增收超 2 万元，吸引
了大量学习观摩者。

5G 未 来 果 园 内 ，植 保 无 人
机、自动巡检车等智能化设备广
泛应用，实现了灌溉、施肥、植保
的精准高效，不仅提升了苹果品
质，还显著降低了资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通过智能化管理，果园
有机质含量提升至 20%，水资源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农药和化肥
使用量明显减少。这一创新模式
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还预计每
亩增收 500 元以上，展现出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在灵宝市高山天然果品有限
责任公司的种苗繁育基地，现代
化育苗设施一应俱全，引进并培
育了瑞香红、维纳斯黄金等优质
苹果新品种。这些新品种的推
广，不仅提升了苹果的市场竞争
力，还促进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

的优化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焦村镇的苹果产业创新示范

项目，从产业体系、装备体系到经
营体系均实现了全面创新。通过
全产业链布局、智能化种植管理
和规模化经营模式，焦村镇为现
代农业发展树立了典范，也为乡
村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宝贵经验。焦村镇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镇将继续深化苹果产业创
新，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本报讯（记者陈林道）金秋时
节，放眼陕州区甘棠街道，处处皆
是喜人好“丰”景：新桥村春花农
民专业合作社黄瓜大棚里，翠绿
的瓜藤爬满架子，星星点点的黄
花点缀其间；西罐村、新桥村的枣
园里，棵棵油光闪亮的红枣压弯
了树枝，等待村民采摘……丰收
的喜悦，让村民忍不住笑靥如花。

好“丰”景源自好思路。“撤乡
设街”后，甘棠街道秉持“仰韶大
道、国道 209、崤函大道‘三轴’，
省道 245、尤柳路‘两线’”发展思
路，依托交通大枢纽优势和“一村
一品”特色产业优势，努力打造城
郊型经济发展先行区。在仰韶大
道沿线，高标准实施天鹅堡农业
高效示范园项目，辐射带动七里
村、桥头村建立百亩葡萄、秋月
梨、百果园休闲示范区；在国道
209 沿线，建立土桥农产品交易
市场、苍龙湾社区高端养老康养
服务中心；在崤函大道沿线，开发
西罐农家乐特色民宿餐饮区；沿
省道 245 线，打造官寨头传统古
村落文化旅游度假区，建立蔡白
千亩樱桃采摘基地、红旗千亩红
啤梨种植基地；在尤柳路沿线，建
立柳林、指望千亩李子示范基地、
新桥千亩蔬菜基地。

好“丰”景源自好产业。坚持
“一村一品”，把果品、小杂果、食用
菌、蔬菜种植作为推动群众增收致
富的突破口，因地制宜、突出优势，
培育优势集聚、产业融合、竞争力
强的特色主导产业，19个村实现特
色产业“一村一品”全覆盖。

好“丰”景源自好引领。甘棠
街道坚持党建引领，采用“党建+
合作社+农户”模式，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 15 个，各类专业合作社 31
个，发挥引领示范、引育推广、指
导培训、产品销售等积极作用，做
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产业兴则乡村兴。甘棠街道
党工委书记阴晓丽表示，将坚持

“一村一品”，规模化发展特色农
业，持续打造特色品牌，促进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
绘就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灵 宝 市 焦 村 镇 ：
陕州区甘棠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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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葛洋）10 月 9 日，全市优化营商
环境专题培训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城市室副主任黄
金川作题为《优化营商环境新形势新思路新举措》
的专题报告。市长徐相锋主持培训会并讲话。

报告会上，黄金川教授围绕营商环境面临的
新形势、营商环境建设的新思路和营商环境优化
的新举措三方面作了精彩的辅导和讲解，为我市
打造更优营商环境提供了借鉴指导。

就 进 一 步 做 好 我 市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工 作 ，徐
相锋强调，一要提高站位、认清形势。坚持将优
化营商环境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工
作，保持清醒头脑，紧盯顽瘴痼疾，用好改革关
键一招，全面激发营商环境综合配套改革的叠
加效应，让我市发展更具韧性、更具张力、更有
优势。二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以思想引领
破冰、以作风建设铸魂、以生态提升增效，想企
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办企业所需，加强市场监
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为聚力打造市场有
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群众有感的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增添新
活力。三要紧盯重点、争先进位。深入落实营
商环境综合配套改革，全力抓好关键指标争先
进位，持续做好助企服务，让审批环节更顺畅、
企业办事更舒心、营商环境更优质。四要改革
创新、加强督导。进一步开阔视野、对标先进，
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切实在降成本、促投资、优
服务、提效能、转作风等方面推出更多具有竞争
力的营商环境制度创新成果，打造具有三门峡
特色的营商环境“单项冠军”，为现代化三门峡
建设作出新贡献。

赵建玲、栗金强、古松、王清华、孙淑芳、张贺
泽、成文涛等现职副市级以上领导，市直有关单位
及部分驻三门峡单位相关负责人等千余人参加培
训会。

培训会以视频形式召开，主会场设在三门峡
国际文博城大剧院，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金秋时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新和果实的
芬芳，让人心旷神怡。漫步在渑池县英豪镇西英豪
村，抬头是画，入目即景，一幅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画卷尽收眼底。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近年来，西英豪村深
入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聚焦颜值、特色
和发展动能，一体推进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
理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彰显豫西地方特色的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描绘出乡村振兴美丽图景。

走进西英豪村，一排排整洁的屋舍掩映在绿树
红花之间，房前屋后的各式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
格外吸睛，最显眼的是村口的大游园和小池塘，周
边搭配上民俗墙绘、景观小品，水清、岸绿、景美，弥
漫着浓浓的乡愁乡韵。

“以前，道路旁生活垃圾常年乱堆，庄前屋后杂
草丛生……如今，村里不光干净整洁，而且越来越
美，很多城里人都爱往我们这里跑……”说起村里
的新变化，乡亲们滔滔不绝，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治“六乱”，抓“六清”，唤醒“沉睡”资源，变“闲”
为“宝”，西英豪村“拆、建、修、种”多措并举，增“颜
值”、提“气质”、升“品质”，着力让老旧村庄变成花
园村庄。

危旧房屋、残垣断壁、废弃猪圈、牛棚……华丽
变身为文化广场、休闲游园、生态水池、篮球场……
全村绿化率达到 30%以上，主干道和公共场所路灯
亮化率达到 90%以上，形成四季常青、花果飘香的村
居生态环境。

在微改造、巧植入、精提升的同时，西英豪村还
扎实推进农村供排水一体化和卫生保洁常态化，落
实“门前三包”，积极开展“五美庭院”“最美家庭”等
群众性创建活动，让乡村从“面子”美到“里子”。

和美乡村不仅要宜居让群众住得“更舒心”，更
要宜业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

西英豪村突出党建引领，采取“党支部+村集
体+农户”模式，发展适度规模种植，党员示范引领
辐射带动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2023 年，由村委会流转整户外出、无劳力耕种
的农户承包地 360 余亩，将小麦、玉米、大豆种植作
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项目，统一耕种和收
割，降低种植成本，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50 万元。

“依托现有水资源优势，我们正积极谋划发展
小龙虾养殖项目，打造特色水产养殖，同时开发集
垂钓休闲、娱乐餐饮、生态观光于一体的农业综合
产业化项目。”西英豪村委会主任张爱军表示，下一
步，该村将以产业兴旺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让乡亲们享受好风景、过上好日子。

“玉露香梨，甜！真是甜！先尝后
买，要不要来两斤？”金秋时节，漫步卢
氏县城，售卖声此起彼伏，街市两旁，硕
大近球形、光洁细腻具蜡质、果皮呈黄
绿色的玉露香梨，整整齐齐摆满摊位，
吸引不少过客驻足问价、购买。

提 起 玉 露 香 梨 ，卢 氏 人 并 不 陌
生。当初，玉露香梨刚被引种到卢氏
初结果上市售卖时，因其味道好、口
感佳，被广大消费者喜爱。但因嫁接
成本高、售价贵，却不能使消费者大
快朵颐。

改变发生在 2018 年。据卢氏县
沙 河 乡 杨 家 村 74 岁 果 农 岳 小 群 回
忆，当初，“金贵”的玉露香梨论个售
卖，1 个曾卖到 7 元钱，1 棵盛果期梨
树按结果 18 到 20 个梨算，1 棵树可卖

126 至 140 元，1 亩地按 50 棵树的栽植
密度计算，亩均收入最多时能达到
6000 多元。如此高的收益，让岳小群
种植玉露香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
一下子将玉露香梨种植规模扩充至
30 亩。

典型引路在卢氏县引发示范效
应。杨家村成功引进玉露香梨后，辐
射带动周边北庄、颜东、张家等村 110
余户纷纷仿效，目前，沙河乡已形成
3000 余 亩 、18 万 余 株 的 种 植 基 地 。
得益于卢氏县气候温润、昼夜温差
大、光照充足，以及该县农业结构调
整规划，洛河沿岸的群众也纷纷开始
种植玉露香梨。目前，该县玉露香梨
种植规模已达 8000 余亩，年产量达
4800 余吨。

为 提 高 果 农 种 植 技 术 ，该 县 以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为抓手，
培养更多技术能手。与此同时，为降
低产品售价、让消费者大快朵颐、果
农有钱赚，该县引进专家教授把脉问
诊，改进种植技术，提高亩产量，保证
果农收入长期稳定。

此外，该县大力发展电商经营，
组织“卖梨小分队”分赴省内外开展宣
传推介，建设冷库储藏实施延时销售，
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农户”发展
模式，统一收购、集体售卖、分散零销，
拓宽销售渠道，增强果农信心，推动产
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目前，该
县已形成稳定优质的果品标准和品
牌，卢氏玉露香梨除供应本地市场外，
已远销省内外众多城市。 （叶新波）

10月 7日，游客在湖滨区高庙乡大安村彩虹铁路上拍照打卡。
据了解，湖滨车站至三门峡大坝铁路是 1956 年为兴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修建的，1957 年投入运营，全线总长约 15

公里。近年来，当地把废弃的铁路进行改造，成为一道亮丽的旅游风景线。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加强耕地保
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指出，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
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任务，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
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
现代化良田。广大党员干部要深
刻 认 识 严 格 保 护 耕 地 的 重 要 意
义，答好耕地保护这道“必答题”。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争做耕
地保护的践行者。党员干部要带
头树立耕地保护意识，落实耕地
保护制度，坚持科学合理用地，坚
决摒弃“宽打宽用、滥占滥用”的

用地行为，鼓励盘活存量、内部挖
潜，把“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
红线”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中。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争做耕
地保护的宣传者。党员干部要牢
固树立“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
约要先行”的用地意识，积极传播

“保护耕地，人人有责”“依法用地
光 荣 ，乱 占 耕 地 可 耻 ”等 用 地 理
念，增强人民群众严守耕地保护
红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推动实现“人人当田
长，块块有人管”。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争做耕
地保护的监督者。党员干部要带
头用好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
对于破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
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当地政府
反映，让问题早发现、早解决、早
恢复，当好耕地红线的坚定守护
者。 （刘文菊）

在希望的田野上
争做耕地保护的参与者

甘棠甘棠 论语
和美乡村入画来

本报记者 白叶楠

“玉露”飘香 甜在心头

废弃铁路专线变身“风景线”

“苹果之乡”谱新篇 托起乡村振兴梦
“一村一品”成特色 硕果盈枝满庭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