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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志强）10 月 14 日，《仰
韶时代》《何以华夏》新书发布会暨“仰韶文
化研究成果活化利用”研讨会在三门峡庙
底沟博物馆召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
级巡视员贾宏宇，省委网信办主任郭岩松，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庆，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清华，省文物局副
局长张慧明，著名考古学者王仁湘、田凯、
王炜林、李琴等现场参会。中原传媒股份
公司董事、总编辑董中山主持发布会。

王清华在致辞中向与会领导嘉宾表示
热烈欢迎，介绍了我市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贺信精神在崤函大地落地生根、
建设文化强市、打造“圣地仰韶、花开中国”
文化品牌等工作取得的成果。

张慧明在致辞中表示将把习近平总书

记贺信精神作为工作根本遵循，引导社会
各界合力阐释好仰韶文化的时代价值。

王庆在致辞中表示将在认真践行习近
平文化思想中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为弘扬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应有贡献。

贾宏宇在讲话中指出，两本书的出版
是对仰韶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总结和
展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
贺信精神为指引，做好仰韶文化研究成果
活化利用，讲好河南故事，为推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河南实践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代表王仁湘作答谢词，并在研讨
会上和与会领导专家围绕主题作了研讨交
流。会议还为我市各类学校捐赠了图书。

会前，贾宏宇一行还到涧河公园扫黄
打非主题公园、庙底沟博物馆等地调研了
扫黄打非、文化传承保护等工作。

10 月 11 日，湖滨区第六社区卫生服务站医护人员在为辖区居民讲解手工艾草养生
锤的制作和使用方法。

当天，该社区卫生服务站组织开展“艾草养生锤手工制作”主题活动，为居民提供一
个互动交流的平台，传承中医传统养生文化。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陕州区大营镇将党
员教育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不断创新教
育方式，优化学习内容，拓宽教育渠道，切
实凝聚起党员合力，激发党员活力，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聚焦 思 想 建 设 ，讲 好“ 理 论 课 ”。 围
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纪学习教育、党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等 开 展 理 论 学 习 ，
推动党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得
到有效提升。目前，已举办“万名党员进
党 校 ”培 训 班 8 期 ，邀 请 14 名 讲 师 ，培 训
党员 733 人。

聚焦党员需求，创设“特色课”。围绕
社会建设、乡村振兴、健康科普、移风易俗

等，科学安排个性化学习内容，邀请讲师进
行授课。依托共产党员网、远程教育等载
体，播放红色电影、乡村发展纪录片、移风
易俗教育片等 20 余次，着力打造党员教育
学习“多面手”。

聚焦能力提升，拓展“实践课”。采取
党员年度轮训的形式，定期组织入党积极
分子、预备党员、正式党员参加党员学习教
育培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主动亮身份、
作表率，带头开展文明创建、防汛救灾、安
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进一步拓展党员干部
教育培训内涵外延。目前，该镇各村（社
区）党员已为群众办实事 173 件。

（张兵波 张婉馨）

本报讯（记者白叶楠）10 月 10 日，三门
峡市 2025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征
缴工作全面启动。为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
划，我市将广泛开展全民参保宣传月活动，
紧扣“人人参保有‘医’靠，家家健康享平
安”这一主题，多渠道、广维度开展集中宣
传，积极营造全民参保浓厚氛围。

我市 将 聚 焦 群 众 关 心 关 切 ，以 宣 传
基 本 医 保 参 保 长 效 机 制 、城 乡 居 民 参 保
缴 费 相 关 政 策 待 遇 、国 家 医 保 药 品 目 录
调 整 、药 品 和 耗 材 集 中 带 量 采 购 、“ 高 效
办成一件事”等相关惠民举措为重点，进
一步提高群众对医疗保障的认可度和医
保 政 策 的 知 晓 度 ，激 发 群 众 参 加 医 疗 保

险的热情。
我市将聚焦医保的责任意识、风险意

识、共济理念，向群众讲清楚参保的红利
好处和不参保的风险损失，让宣传更加贴
近群众。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

“百校百企千村万户”参保宣传活动，推动
医保宣传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进定点
医药机构、进行政村社区，让广大居民群
众充分了解医保政策的优越性。同时，强
化政策业务培训，充分发挥乡镇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医保工作站点、乡村两级医疗
机构等作用，提升基层医保服务能力，切
实提高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晓度和参保
缴费的积极性。

10 月 11 日，秋桂飘香，阳光甚
好。

白墙黛瓦、屋舍青青，灵宝市
尹 庄 镇 唐 窑 村 的 重 阳 节 别 具 一
格。从浆水饺子到羊肉汤、地锅
炖……村委会免费为村里 60 多名
70 岁以上的老人庆祝节日，请他
们 在 村 里 美 食 街 的 4 家 特 色 饭
店，品尝各色农家小吃，现场的村
民和前来就餐的外地游客纷纷为
老人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这 4 家饭店，今天来吃饭的
客人多，老人们也高兴。”村党支部
书记陈红梅介绍说。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唐窑
村的“假日经济”热力十足，每天都
有两三千人前来品尝特色小吃、回
忆家乡味道，尤其农家乐日均收
入上万元。而平日里，来该村的游
客也有不少人。

唐窑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晰
可见，许多人说这是乡村振兴中的

“唐窑现象”，这是他们向往的和美
乡村。

唐窑村位于灵宝市尹庄镇东
南，浅山与河川在此交汇，是典型
的城郊农业小村。全村 700 多口
人，680 亩土地，过去以种植西瓜、
大樱桃为主，因交通不便、资源不
优，走不出去、引不进来，经济在全
镇排名一直靠后。

2021 年 金 城 大 道 改 扩 建 ，给
唐窑村带来了乡村振兴的新机遇，
实现拨开云雾的“破窗”效应，发展
思路“决堤”而来。

这还要从该村的农家乐说起。
走进唐窑村，大树参天、泥墙

旧瓦的“农家乐小院”，儿时的乡村
记忆便涌上心头。糁子汤、菜卷、
炒凉粉、炒辣椒……琳琅满目的各
色小吃，集中了这方水土的丰富物
产，沉淀着民间的美食智慧。

农村就要望得见山水、留得住
乡愁。

这家农家乐曾与唐窑村合作
10 多年，拆迁后移至唐窑村中，村
里利用废旧院落帮助其重新办起
农家乐，没想到越来越多的宾客冲
着农家乐的烟火气走进来。一个
农家乐年收入百万元，这也使唐窑
村“两委”打开了思路。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
该 村 通 过 调 查 研 究 ，因 地 制

宜，利用村中闲置的 15 个宅基地
打造“乡味院子”发展特色美食，一
院一特色、一院一品牌，“姥家唐
窑，老家味道”声名鹊起。

如何让产业可持续、村集体可
壮大？如何让村民在乡村振兴中
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实实在在享受
到发展成果？

唐窑村党支部决定领办合作
社，创建“1+X”模式，由党支部领
办一个管理社，流转闲置宅院发展

“庭院经济”，带领有意愿的群众分
别加入农家乐合作社、老公社羊肉
馆合作社、乡味饺子馆合作社、阌
灵尚书房合作社及金石文化合作
社。同时，创新“村民入股、参与劳
动、年底分红”合作模式，即每位村
民只限 1 股，每股 1 万元，入股的村
民需委派 1 人（30 岁—55 岁）参与
合作社工作，入股的村民可分红，
可领工资报酬，合作社集体经济有
收入、工作人员有保障，真正达到
合作双赢。

据 统 计 ，该 村 动 员 村 民 入 股
45 户，筹资 150 万元投入建设。目
前，5 个合作社运营良好，村民打
工每月可领 3000 元，年分红每股
5000 元。据统计，该村村民以及
附近两个村有 65 名村民在唐窑改
变了劳作方式，成为“产业工人”。
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50 万元，
今年灵宝市尹庄镇股份经济合作
联合总社在该村挂牌成立。

乡村振兴一定是人才的振兴。
郭盼盼就是该村引进的乡村

振兴人才之一。通过担任唐窑村
乡村 CEO，探索乡村运营新模式，
大力发展餐饮和旅游产业，打造灵
宝特色美食第一村，全力将该村建
设成为灵宝乡村 CBD，郭盼盼和唐
窑村合作共赢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最好吃的味道就是童年的味
道。”这位“80 后”的自媒体人、灵
宝市抖音协会秘书长，在唐窑村实
现了从线上到线下创业，以自媒体
宣传的流量加持，创造了酒香不怕
巷子深的“蝶变”效应。他说：“你
不会想到吧，唐窑饺子馆里的管理
人员粉丝就有 20 多万，掌勺的就

是一个网红。”
农家乐在郭盼盼接手后，仅用 3

个半月时间经营额就超过了年入百
万元的目标。他也越战越勇，在该村
与人合伙又装修了两家店，还签下了
该村啤酒长廊的运营权，未来可期。

合作社合力发力，品牌成为竞
争力。

乡村品牌在唐窑村涌现，已成
为该村招商引资的一张金名片，引流
更多的产业入驻，把“美丽景观”转变
为“美丽经济”，形成“蝶变”效应。

全面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旅游
产品，该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尹
喜庄园游客服务中心、乡村旅游特
色产品展销中心先后挂牌，又以古

道徒步游、农耕文化研学游等活动
和农家特色美食“磁吸”客流，实现
年接待游客 1.8 万余人次，形成了
吃、游、购“一条龙”服务。该村先
后荣获“河南省示范性乡村文化合
作社”“三门峡市文化产业特色村”
等荣誉称号。

村富民强，和合而美。
走过唐窑村村口的百亩花海

和游乐园，秋色中的唐窑村正焕发
出清新古朴的魅力。特色餐饮、电
商经济、金石观赏、中医康养、休闲
茶馆、自然农场……在乡村振兴中
蜕变出新模样的唐窑村，正悄然撩
拨着每一个走进唐窑人的心弦，回
味童年味道，留住乡愁记忆。

本报讯 10 月 8 日至 11 日，河南省第
十四届老健会网球赛在漯河市体育中心网
球场举行。经过 4 天激烈角逐，三门峡市
代表队获得精神文明奖、甲组团体优秀奖、
乙组团体优胜奖，取得甲组男双第七名、甲
组团体第九名、乙组男双第四名、乙组团体
第十一名的好成绩。

本次比赛以“逐梦老健美，共享康乐
寿”为主题，旨在展现老年人科学健身、快
乐健身、文明健身、和谐健身、收获快乐的
新时尚，吸引了 15 个省辖市和省直机关、

国铁郑州局等 18 支代表队 186 人展开角
逐。其中，三门峡市派出 5 个组别，10 名运
动员参加比赛。

比赛 中 ，我 市 选 手 不 仅 注 重 技 术 的
发挥，更注重团队协作。他们互相鼓励，
密切配合。

我市 代 表 队 以 此 次 赛 事 为 契 机 ，向
兄弟地市学习，找出差距，不断提高技战
术 水 平 ，争 取 为 我 市 网 球 事 业 发 展 贡 献
新的力量。

（马朝龙 肖梅）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财政厅对
2024 年第五批通过发行资料评审的
专项债券项目进行公示，灵宝市林业
局申报的 2万亩野生连翘提升改造项
目、灵宝市红豆杉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名 列 其 中 ，申 报 发 债 总 额 为 1.3 亿
元。这标志着该市 2个涉林项目已纳
入省级专项债券储备项目管理。

灵宝市林业局始终把积极争取
资金、服务项目建设作为扩投资、稳
增长的重要抓手，做实项目前期工
作，精准对接政策，加强向上汇报，
全力争取资金支持。今年以来，已
申请上报 4 个林业专项债项目，总投
资 5.4556 亿元，其中申请专项债资
金 2.7 亿元；3 个项目已获得专项债

券发行的“三通过”资格，达到可发
行状态；1 个项目已通过省级评审。
同时，积极谋划申报 2025 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涉林项目 2 个，总投资 1.75
亿元，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 1.44 亿
元；申报 2025 年省级财政林业项目
储备库项目 12 个，总投资 2498.6 万
元，申请上级资金 2408.5万元。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树牢‘项
目 为 王 ’导 向 ，健 全 常 态 化 储 备 机
制，提高项目成熟度，最大限度争取
上级资金支持，加强涉林项目跟踪
监测，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助力
灵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灵宝
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张建兴）

《仰韶时代》《何以华夏》新书发布会暨“仰韶
文化研究成果活化利用”研讨会在我市召开

我市积极营造全民参保浓厚氛围

我市在省老年网球赛上获得佳绩

陕州区大营镇：

聚焦“三课”抓实党员教育

巧手制艾锤 一起学养生

在希望的田野上

从交通不便、资源不优的无名小村，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远近闻名的品牌餐饮主题村；从乡村炕头、炊烟袅
袅里烹制的农家小吃，到创造节假日每天可吸引两三千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的“老家味道”；以专业合作社探索具有乡村
特色的发展模式，短短两年间后来居上，实现村集体经济从零到年收入 50万元的突破——

“ 姥 家 唐 窑 ”乡 村 振 兴 唱 新 曲
本报记者 纪雨童

10 月 10 日，市气象局农业气象服务人员深入陕州区张汴
乡、西张村镇等地，开展秋收秋种直通式气象服务。服务人员
详细了解玉米、油葵等秋粮作物的种植、成熟及收获情况，察看
当前土壤墒情，收集农户对气象服务的需求，为广大农户提供
精细化气象服务。 曹苏娅 摄

直通式气象服务保障秋收秋种

唐窑，一个 700 多口人的
小村庄，因以合作社的模式打
造“姥家唐窑，老家味道”品牌
特色产业，实现美丽“蝶变”，
在乡村振兴中走出独特的本
土路径。

因 地 制 宜 ，发 挥 本 土 优
势，挖掘资源潜能，提升村民
参与度和行动力，注重人才振
兴关键，让外部资源转化成自
身“ 造 血 ”功 能 ，壮 大 集 体 经
济，延长产业链条，搅活乡村
振兴的“一池春水”，这是“唐
窑现象”带来的启示。

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探
索有效路径、实现落地开花是
关键，这需要清醒认识和准确
判断。唐窑村因一条路的改
扩建而改变多年受困局面，抢
抓机遇，以优势视野从地域交
通、乡村文化、风土民情、特色
资源等方面找准定位，因地制
宜找准产业路径，以乡土美食

“破局”，让童年味道唤醒人们
的“味蕾”，从而激发归属感和
同理心，使其落地有声、扎根
生长，有效激发乡村活力。

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一
方面要调动村民参与和美家
园建设的积极性和行动力，使
其实现从“生计”向“生活”的
理念转变，实实在在增强群众
获得感和幸福感；另一方面要
抓好人才这一关键，善于发现
不足和短板，强化政策引导、
贴心服务为先，吸引更多真正
能干事创业的年轻人，用新知
识、新思路、新手段投身乡村
振兴中发挥聪明才智，走出发
展新路径。

总之，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绘就乡村振兴新画
卷仍是大课题，借鉴思考“唐
窑现象”，将有助于更多乡村
实 现 振 兴 发 展 的 美 丽“ 蝶
变”。

本报讯 目前正是来年产业布
局的准备阶段。为了巩固辣椒产业
发展基础，近日，渑池县农业农村局
组 织 该 县 12 个 乡 镇 农 业 分 管 负 责
人，来到英豪镇西曲村新品种辣椒
农业科技展示点观摩学习。

该展示点围绕渑池县脱贫攻坚
和 乡 村 振 兴 的 主 导 产 业 辣 椒 而 建
立，通过引进、筛选适合当地产业发
展的替代品种，展示主导品种，推广
新技术、新模式，让群众通过近距离
观摩学习，直观了解最新的农业科
技成果，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

户，实现辣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
农 民 持 续 增 收 提 供 有 力 的 科 技 支
撑。

观摩学习中，大家仔细观察各
个展示品种的生长情况，听取技术
人员对品种性状的介绍并进行生产
技术交流。

此次观摩学习，让大家充分认
识到科学田间管理和立地条件、气
候变化息息相关，要严格贯彻“预防
为 主 、统 防 统 治 ”的 病 虫 害 防 治 方
针，提振对明年辣椒产业发展的信
心和决心。 （董晓红 刘书军）

渑池县农业农村局：

组织观摩学习活动
助力辣椒产业发展

灵宝市两个涉林项目
纳入省专项债券项目库

近日，渑池县天池镇杨村烟叶专业合作社专业化分级队员
正在进行烟叶预分级。

据悉，杨村烟叶专业化合作社组建了烟叶育苗、机耕、植
保、烘烤、预分级等专业化服务队，每年可提供就业岗位 200 个，

“烟叶+”多元化产业经营效益达 2000 多万元。 王峰 摄

“黄金叶”托起致富梦

从“唐窑现象”看乡村振兴
雨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