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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陆续涌现出一批
社区食堂，以价格实惠、菜品丰富、
方便快捷等优势，受到老年人甚至
是年轻群体的喜爱。

社 区 食 堂 是 关 乎 千 家 万 户 的
民生实事。社区食堂的存在，解决
了上班族、老年人以及行动不便居
民 的“ 吃 饭 难 ”问 题 。 如 何 才 能 让
社区食堂这项惠民工程办得更好、
更长久？

应坚持“味美价廉”的宗旨。社
区食堂要深入了解居民的饮食需求
和口味偏好，选用新鲜优质的食材，
注重食品安全和卫生管理，确保菜
品的口味、种类和品质，这是社区食
堂存在、发展的根本。

要创新经营模式。社区食堂大
多 有 场 地 、房 租 、水 电 等 方 面 的 补
贴，但好的民生工程不能只靠政府

补贴支持，这就要求社区食堂区别
于普通饭店，积极创新经营模式，实
现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科学的成
本控制和精细化的管理开源节流；
可以引进知名度高、品牌化强的餐
饮企业入驻；可以根据居民需求，提
供线上点餐、预约送餐等便捷服务，
提升用餐体验；还可以利用文化、节
日等社区活动，举办特色美食宴会，
开设美食制作课程，加强与居民互
动交流。

需要 社 会 各 界 共 同 努 力 。 政
府 部 门 应 做 好 兜 底 ，为 社 区 食 堂
提 供 相 应 资 金 及 政 策 保 障 ，社 区
应 加 强 监 管 和 指 导 ，社 会 各 界 应
积 极 参 与 食 堂 的 建 设 和 发 展 ，为
社 区 食 堂 提 供 人 才 、技 术 等 方 面
的支持。

简单的“一顿饭”，不仅能让居
民感受到社区的关怀和温暖，更承
载着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有
让社区食堂“长久飘香”，才能让更
多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的民
生服务，让更多人三餐四季吃出“幸
福滋味”。

本报讯（记者葛洋）今年以来，我市立
足“三农”特色、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方
面，持续提品质、升能级、创品牌，持之以
恒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潜在优势
转化为发展胜势。

我市立足“三农”特色，着力在乡村
振兴上走在前列。深入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坚持以点带面，集中抓好 10
个和美乡村重点村建设，持续推进 50 个
和美乡村、70 个美丽乡村建设任务，走出
符合我市特点的和美乡村建设新路径。
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打造苹果、中药

材、食用菌、烟叶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全 力 建 设 500 亿 级 绿 色 食 品 产 业 集 群 。
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全力
抓 好 国 家 及 省 后 评 估 考 核 反 馈 问 题 整
改，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提标倍增、壮大提
质，让脱贫成果成色更足、乡村振兴底色
更亮。

我市立足资源禀赋，着力在文旅融
合 上 擦 亮 名 片 。 以 贯 彻 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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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指 引 ，深 入
实施文旅融合发展“1+3+4”工程，加快

仰韶文化“七个一”工程建设，持续做好
“ 文 旅 + 农 业 ”“ 文 旅 + 工 业 ”“ 文 旅 + 体
育 ”“ 文 旅 +康 养 ”“ 文 旅 +红 色 教 育 ”等
深度融合。重点抓好函谷关 5A 级景区
创建，不断丰富天鹅湖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沿黄生态廊道、三门峡大坝、陕州地
坑 院 、庙 底 沟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等 场 景 业
态 ，推 动 景 点 旅 游 向 全 域 旅 游 转 变 、城
市旅游向城市度假转变、门票经济向产
业经济转变。

我市立足区位优势，着力在枢纽经
济上做强能级。坚持以实施物流拉动、

提升交通优势、壮大枢纽产业、做强平台
经济为抓手，着力培育我市货运物流龙
头企业，加快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和物流
通道体系建设，稳步实施陇海铁路取直、
运三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积极做
好保税物流中心（B 型）申报工作，逐步
扩大自贸区先进经验案例复制推广，推
动跨区域联动发展。重点支持中原黄金
冶炼厂、宝武铝业、戴卡轮毂以及特色农
业龙头企业等扩大出口规模，构筑高水
平对外开放新优势，不断为经济社会发
展增动力、添活力。

11 月 5 日，工作人员在陕州区水上运动中心清理黄河河面上漂
浮的垃圾。时下，随着黄河水位上涨，河岸旁水面上出现了树枝等
垃圾漂浮物。工作人员及时清理打捞，保护沿岸生态环境、共建美
丽家园。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在希望的田野上

本报讯 11 月 5 日，随着灵宝市
朱阳镇王家村烟农张威的最后一批
烟叶入库，该镇历时 40 天的 2024 年
烟叶收购工作圆满收官。

今 年 ，朱 阳 镇 累 计 交 售 烟 叶
428.26 万公斤，投放收购资金 13659
万元，公斤均价 31.89 元，上等烟比例
76.77%，户均收入 8.35 万元，可实现
烟叶税收 3005 万元，烟叶产值、公斤
均价、烟农户均收入、烟税返还“四项
指标”再创历史新高。这也是该镇
40 年种烟历史上，烟叶产值第十次
突破亿元大关。

朱阳镇始终坚持把烟叶生产作
为增加农民收入、加快乡村振兴、推
动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抓
手。今年以来，该镇广大烟农克服前

期严重干旱、中期遭受冰雹和病虫害
等不利影响，科学种植、科学管理，烟
叶喜获丰收，总产值等指标超过预期
目标。

为稳定烟叶面积，巩固支柱产
业，积极应对极端天气，该镇采取 A+
B 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在 3.17 万亩合
同面积的基础上，增加风险田面积
7300 余亩，为完成全年收购任务拉
上“保险栓”。全镇共栽植烟叶 3.9 万
亩，烟叶面积在河南省种烟乡镇中稳
居第一。

在烟叶生产过程中，该镇采取现
场培训、微信群发布技术要点、印发
生产技术手册等方式，全方位培训引
导，试点推行先进实用技术，累计召
开培训会 120 余次，发放各项技术资

料 28000 余份，培训烟农 22000 余人
次。通过加强技术培训，不断提高烟
农管理水平，提升烟叶品质及品牌产
业效益；扎实推进预分拣工作，8个预
分拣服务站累计为烟农分拣烟叶 120
余万公斤，减轻了烟农劳动强度，降
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种植效益。

在烟叶收购过程中，该镇严格
落 实 预 检 定 量 、预 约 交 售 、优 质 优
价、诚信交售，把好烟叶收购导向和
收购进度；成立烟叶收购工作领导
小 组 和 验 级 仲 裁 小 组 、设 置 6 个 烟
叶外流截留卡，严厉打击非法倒卖
贩卖烟叶行为；采取比学赶超等办
法，激发各烟站收购活力；全力维护
烟叶收购秩序，为烟叶丰产丰收打
下坚实基础。 （杜铁民 陈越）

眼下正值猕猴桃成熟
上市的季节，卢氏县瓦窑沟
乡古寨村百亩猕猴桃种植
园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果
农们忙着摘果、运果，收购
商们忙着称果、装果，形成
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

走进该种植园，阳光透
过片片绿叶，照在挂满枝头
的果实上，藤蔓上如拳头般
大小的猕猴桃长势喜人，让
人垂涎欲滴。58 岁的村民
黄文成曾多次到南阳市西
峡县考察猕猴桃产业发展
情况，发现猕猴桃种植具有
成本低、易于管理等特点。

“咱这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
优势适宜发展猕猴桃，在施
肥方面比较简单，一年施肥
两次，农家肥和有机肥都可
以，既简单又省工省力，经
济效益比种植其他农作物
高几倍。”黄文成介绍。

2017 年 3 月，黄文成从
西峡县购买了一批种苗，开
始种植红心猕猴桃。如今，
他已成为村里远近闻名的
种植大户。尝到了猕猴桃
种植带来的甜头，黄文成准
备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增加
收益。“预计明年再发展两
亩 地 ，一 亩 地 产 值 6000 元
左右，两亩地就能增收 1 万
多元，可以带动周边群众共
同致富。”他说。

通过多年发展，猕猴桃
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致富
增收的重要途径。古寨村
党支部书记唐建云说：“古
寨 村 共 发 展 猕 猴 桃 35 户
210 亩 ，去 年 产 值 80 余 万
元，主要销往西安、郑州等
地。今年又发展 15 户 40 亩，预计产值达
到 100 万元以上，猕猴桃已成为古寨村产
业振兴中的主要抓手。”

据了解，目前瓦窑沟乡的猕猴桃种
植面积 800 余亩，今年猕猴桃产量达到了
40 万公斤，产值 350 余万元。为进一步加
快猕猴桃产业发展，瓦窑沟乡建立健全
技术服务体系，按照“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强化宣传推
介，拓宽销售渠道，完善猕猴桃种植园配
套设施建设，确保果农丰产丰收。

谈及未来发展，该乡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坚持以食用菌产业为主导，
猕猴桃、李子、板栗等林果业协同发展，
兰花种植、中蜂养殖等新兴产业齐头并
进，山茱萸等中药材长足发展，形成“1+
6”产业发展布局，努力建设产业融合发
展、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瓦窑沟。

（鲁冠均）

本报讯 连日来，卢氏县及早启
动“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让

“暖流”跑到“寒流”前头。
该县 及 早 制 订“ 寒 冬 送 温 暖 ”

专 项 救 助 方 案 ，明 确 具 体 工 作 任
务 ；保 障 社 会 救 助 服 务 热 线 畅 通 ，
及 时 维 护 并 定 期 监 督 检 查 ；履 行
好 民 政 牵 头 职 责 ，加 强 与 公 安 、城
管 、卫 生 健 康 等 部 门 的 协 同 配 合 ，
联 合 开 展 街 面 劝 导 ；根 据 当 地 气
候 、天 气 等 实 际 情 况 ，深 入 研 判 临
时 遇 困 人 员 急 难 需 求 ，摸 清 各 类
临 时 遇 困 人 员 聚 集 区 域 和 活 动 规
律 ，加 大 重 点 区 域 巡 查 范 围 、重 点
人 群 关 注 力 度 、重 点 时 段 巡 查 频
次 ，在 极 端 天 气 条 件 下 适 时 开 展

“拉网式”排查，耐心劝导、引导临
时 遇 困 人 员 到 救 助 管 理 机 构 或 临

时 救 助 场 所 接 受 救 助 ；充 分 动 员
环 卫 职 工 、公 交 出 租 司 机 、快 递
员 、夜 间 安 保 人 员 等 ，引 导 他 们 积
极 参 与 发 现 报 告 、街 面 劝 导 和 应
急 救 助 服 务 ，确 保 临 时 遇 困 人 员
生 命 健 康 安 全 。 此 外 ，卢 氏 县 纪
委 监 委 派 驻 县 委 组 织 部 纪 检 监 察
组参与全程监督。

据了 解 ，专 项 行 动 期 间 ，该 县
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服务接待
制度，保障求助热线畅通。“我们全
天 候 接 待 求 助 人 员 ，并 提 供 食 宿 、
医 疗 、返 乡 乘 车 凭 证 等 救 助 服 务 ，
确保求助人员能够随时吃上热饭、
热菜，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和
人 身 安 全 。”卢 氏 县 民 政 局 相 关 负
责人介绍。

（李建峰 常帮娃）

本报讯（记者王建栋）今年以来，陕州
区深入学习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

“三立足三促进”工作法，持续为构建更高
水平平安陕州奠定坚实基础。

立足平台促进矛盾化解。该区以开展
“齐头并进上台阶·争先恐后作贡献”活动
为契机，在学习借鉴郑州、鹤壁等地先进经
验的基础上，全力搭建“一站式”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平台。平台建立以来，共接待来
访群众 370余人次，分流交办各类案件 871
件，“一站挂号全科门诊”作用充分显现。

立足防控促进安全稳定。该区先后
投资 450 余万元，积极推进以技防监控体
系为依托的“雪亮工程”建设。采取“新
建+纳管”的方式，建成覆盖 13 个乡镇 258
个村 13 个社区的视频监控网络，实现乡
镇、自然村出入口、主要道路和 13 类重点
公共区域（重大群众性集会场所、商业服务
场所、政治历史意义场所等）监控的有效覆
盖。全年共新安装监控摄像头 2255个，纳

管 12000 余条路，技防监控建设实现提档
升级。同时，在主城区持续开展“警灯闪
烁”夜间巡逻，在乡村开展“红袖标”治安巡
防活动，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控
制力，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

立足重点促进隐患消除。该区聚焦
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加强防范措施，切
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排查梳理全
区刑满释放、社区矫正、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等“六类”重点人员底数，落实服务和管
理措施。持续加强对宾馆、KTV 等重点
娱乐场所开展暗访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打造市域“综
治 中 心+网 格 化 ”线 上 线 下 问 题 处 置 平
台，今年共上报处置事项 9191 件，形成问
题上报、受理分派、联动处置等闭环处置
流程。加大对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
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
电诈案件同比下降 50%，群众损失同比下
降 58%。

卢氏县：

让“暖流”跑到“寒流”前头

让社区食堂“长久飘香”
张茜

今日

我市突出特色优势提升发展能级

灵宝市朱阳镇：

烟叶产值第十次突破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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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州区：

“ 三 立 足 三 促 进 ”
构建平安和谐社会

保护沿岸环境 共建美丽家园

本报讯（记者侯鹏云）11 月 6
日 ，2024 年 三 门 峡 市“119”消 防 宣
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黄河公园（中
门）举 行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动员全
市 各 级 、各 部 门 和 广 大 群 众 围 绕

“ 全 民 消 防 生 命 至 上 ”主 题 ，进 一
步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提
升 全 民 消 防 安 全 素 质 和 社 会 抵 御
灾害能力。

今年以来，我市扎实开展消防
安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消防安全
风险防范能力和公共消防安全管理
水平显著提升；专班推进电动自行
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电动自行
车充电桩数量明显增加、产品质量
明显提升、使用管理明显规范、火灾
事故明显减少；全面加强装备、队站

等基础设施建设，围绕“高低大化”、
地震、水域、危化等灾情类别，配齐
各类执勤车辆 128 台、各类装配器材
21783 件套，建成 1 支市级突击队、8
支大队级攻坚组和 21 支站级分队。
截至目前，全市未发生较大及以上
火灾事故，消防安全形势保持总体
稳定。

启动 仪 式 上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
陕 州 区 政 府 、三 门 峡 社 会 管 理 职
业 学 院 分 别 作 交 流 发 言 ；市 消 防
救 援 支 队 等 表 演 了 消 防 知 识 、救
援 器 材 使 用 方 法 普 及 节 目 。 仪 式
结 束 后 ，在 黄 河 公 园（中 门）广 场
举 办 了 家 庭 液 化 气 泄 漏 、电 动 自
行 车 燃 烧 扑 救 实 验 演 示 以 及 趣 味
连 接 水 枪 抛 水 带 技 能 大 比 拼 等 活
动。

2024年三门峡市
“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白叶楠）随着市仰韶
文化研究中心发起的仰韶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创新联盟 10 月在三门峡成立，
我市在保护、传承、弘扬仰韶文化方面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作为开展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要机
构，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着力
在社会传播、活化利用、产业发展等方
面发力，持续深入推进仰韶文化保护
传承和创新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

社 会 传 播 提 高 认 知 度 。 今 年 春
节，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

“龙舞仰韶文化年——仰韶文化知识
有奖趣味竞答”活动，吸引全国各界知
名人士和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机构参
与，活动覆盖全国 16 个省区市，有力推
动考古学大众化和社会化传播。

活化利用提高美誉度。市仰韶文
化研究中心持续深化学术研究，成立
课题组，先后推出《关于仰韶文化地标

的路径探析》《关于仰韶文化高地建设
的路径探析》《关于考古文化资源的产
业化发展分析》三大课题，其中《关于
仰韶文化高地建设的路径探析》在河
南省政府网站全文刊发。

产业发展提高群众基础。作为主
办单位之一，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推
动举行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交流
会暨仰韶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联盟
成立大会，揭牌仰韶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创新专项基金和仰韶文化国际研究
中心，启动中国仰韶文化数据平台，发
布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考古·
研 究 丛 书 ，联 动 全 国 高 等 院 校 、博 物
馆、考古机构、科研院所以及文旅文创
企业，共同推动仰韶文化遗址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共同助力仰韶文化的产
业化发展。当前，仰韶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创新联盟已覆盖 13 个省区市，共
63 家单位参与。

近日，在陕州区菜园乡南县村，村民们抓紧时间制作蘑菇菌袋，拌料、装袋、封口等工序有条不紊地进
行，预计一个月后，将产出优质蘑菇供应市场。 本报记者 张明 摄

蘑菇菌袋制作忙

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深 入 推 进 仰 韶 文 化
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