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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麻是大棚种植，筐内栽培，不下地，棚内温湿度可
人工调节，一年即可采收，大大缩短了生长时间，提高了种植
效益。今年我播种的天麻有 880 筐，对头一年后，每筐可采收
4 斤湿货，烘干后能出 1 斤干货。每筐天麻种子成本 25 元，干
品按目前市场行情可卖 145 元，每筐毛利润 120 元，除去人工
成本，经济效益还是十分可观的。”日前，在卢氏县朱阳关镇涧
北沟村瑞东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种植大棚内，天麻
种植大户李瑞东边算天麻大棚筐栽经济效益账，边指挥工人
进行天麻春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像李瑞东那样人工种植天麻户，在卢氏县还有许多。他们
通过冬栽或春栽两种季节栽培，通过大棚筐栽或野外林下两种
方式栽培，使人工栽培天麻在卢氏县落地生根，缩短了生长同
期，提高了产量质量，使小天麻变成了大产业。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卢氏县人工种植天麻等中药材专业户已突破 1000 户，年
种植面积超 8 万穴，年产鲜天麻 60 余万公斤，产值突破 1000 万
元。

天麻是一种生长在海拔 1000 米至 2000 米的高山草本植物，
适宜在气候和土壤条件较好的地区种植。卢氏县地势较为复
杂，坡多地少，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有多处山区可供天麻种
植。近年来，该县利用这一独特的地理优势，通过党支部引领、
示范带动和产业奖补等措施，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和“公
司+基地+合作社”模式，大力发展天麻林下人工种植，形成了双
龙湾镇河东村上店村、潘河乡卢氏沟村、双槐树乡寺合院村、朱
阳关镇涧北沟村、徐家湾乡桐木沟村、官坡镇安坪村、狮子坪乡
花园寺村等天麻种植专业村，通过专家指导和开办培训班，克服
天麻种植技术难度大、环境要求高困难，走出了一条林下经济发
展新路子，把价格较高且市场需求旺盛的天麻做成了大产业，使
包括天麻在内的连翘、黄精、五味子、苍术“卢五味”道地中药材
形成品牌，行销省内外。

为使天麻种植形成规模形成气候，进而由零星种植变成大
产业，卢氏县涉农部门邀请专家到规模较大村指导，从配菌床、
选菌种、放菌棒等方面手把手向天麻种植户传授技巧。同时，制
定产业奖补政策，为村民提供种植天麻所需的种子、化肥、农具
等生产必需品，鼓励村民适度扩大种植规模。待初具规模后，该
县又支持帮助专业村兴建天麻烘干设施，供种植户科学烘干，减
少了因设施设备不全而造成的烘干不及时影响产品卖相问题，
为天麻种植户解了后顾之忧，赢得众多种植户欢迎。在销售环
节，该县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宣传卢氏天麻
的道地性和产品品质，产生品牌效应，引领县外客商争相购买，
形成了卢氏天麻不愁卖、购销两旺的市场态势。

“俺村家家户户种天麻，多的户年收入达到 5 万元，少的户
也有 1 万多元。不少户通过种天麻，脱了贫，致了富。天麻真是
一个致富好项目！”卢氏县潘河乡卢氏沟村村委会负责人说，“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助力卢氏沟村产业发展，通过党支部带动、干
部带头、群众参与，发展好天麻产业，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
振兴。” （叶新波）

本报讯（记者吴若雨）为进
一步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深入开
展，树立文明祭祀新风，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生
态环境安全，近日，湖滨区涧河
街道虢东社区开展“绿色环保清
明，倡导文明祭扫”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
辖区居民耐心普及清明节文明
祭扫的理念。工作人员着重强
调，在祭祀过程中，严禁乱扔烟
蒂、焚烧各类物品等危险行为，
以防引发火灾事故，对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威胁。同时，大力倡导
居民采用鲜花祭祀、网上祭奠等
现 代 、文 明 、环 保 的 追 思 方 式 。
充分利用线上宣传渠道，通过微

信朋友圈、居民交流群等平台，
及时转发文明祭扫倡议书。活
动期间共发放《清明节文明祭扫
倡议书》100 余份，引导居民树立
正确的祭扫观念。

在宣传文明祭扫理念的同
时，社区网格员对辖区内的背街
小巷展开了全面细致的安全隐
患专项排查工作，及时提醒居民
在清明节期间严格遵守交通规
则，注意出行安全。

此次宣传，辖区内居民对文
明祭扫方式的知晓率得到显著
提高，安全防火意识和环保意识
也进一步增强，有效引导了居民
积极响应文明祭扫号召，自觉践
行文明祭祀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吴若雨）3 月 29 日，“奔
跑 吧·少 年 ”2025 年 河 南 省 青 少 年 拳 击
冠军赛在洛阳市落幕。来自三门峡市的
两名拳击小将成功夺得一金一银，标志
着我市在全省拳击领域首次实现金牌突
破。

此次比赛 3 月 24 日开赛，来自全省各
地的 20 多支队伍 1130 余位选手参赛，比
赛按组别和重量级设置了 79 个小项。按
照选手年龄情况，所有参赛选手都要进行
三个回合的比拼，用单败淘汰制来决定各
级别项目的冠军归属。

来自三门峡市郭强格斗俱乐部的两
名 13 岁小将徐婉贻、辛浩宇，在教练的带
领下参赛。其中，徐婉贻发挥出色，荣获
女子丙组 67—70kg 冠军；辛浩宇也表现不
俗，夺得男子丙组 40—43kg 亚军。值得一
提的是，徐婉贻斩获的这枚金牌，实现了
三门峡市在河南省拳击领域金牌零的突

破。
就读于三门峡市外国语中学的徐婉

贻，日常学习刻苦，性格较为内向且不善
言辞。在学校，同学们大多不知道她是一
名拳击选手。而当她踏上拳击台时，意志
坚强，气场强大。她能与拳击结缘，与她
的父亲徐小龙从事武术相关领域的职业
有关。由于学业的原因，她只能在周末进
行训练，和来自各地市体校每日接受系统
训练的选手相比，她的训练时长少很多。
但凭借着对拳击的喜爱、自身的毅力，加
上良好的身体素质，徐婉贻在赛场上表现
毫不逊色。

据徐小龙透露，女儿为了兼顾学业与
拳击，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每天放学之
后，别的同学或许已经在休息玩耍，可徐
婉贻依旧雷打不动地坚持训练 1 小时。结
束训练后，她又马不停蹄地去完成作业，
往往要忙碌到深夜十一二点才能休息。

特别是在此次比赛前的 1 个月关键备赛
期，徐婉贻更是想尽办法挤出时间来训
练。

“ 比 赛 时 ，我 也 会 紧 张 得 手 心 直 冒
汗。爸爸跟我说，要是紧张就大声吼出
来 给 自 己 打 气 。 训 练 过 程 中 ，没 少 吃
苦 ，那 种 疼 痛 和 疲 惫 常 常 让 我 想 要 放
弃 。 爸 爸 告 诫 我 ，如 果 不 好 好 训 练 ，到
了 赛 场 上 就 只 能 被 对 方 打 。 这 句 话 我
一直记在心里，支撑着我坚持下去。”徐
婉 贻 坦 言 ，决 赛 时 ，对 手 气 势 汹 汹 冲 上
来 的 那 一 刻 ，她 心 里 紧 张 极 了 。 不 过 ，
她 按 照 爸 爸 说 的 ，大 吼 一 声 迎 击 ，这 一
下让对手变得谨慎起来。那一刻，她觉
得自己不仅仅是战胜了对手，更重要的
是战胜了自己。

同 样 来 自 该 俱 乐 部 的 辛 浩 宇 ，在 男
子 丙 组 40—43kg 级 别 的 比 赛 中 夺 下 一
枚银牌。他不仅拳打得好，还是个小学

霸。他的步法和组合拳表现不错，教练
郭强评价他善于用脑子打拳，战术执行
精准。在学业上，辛浩宇同样出色。他
的班主任三门峡市伯阳教育集团（北校
区）实 验 中 学 段 老 师 介 绍 ，辛 浩 宇 长 期
保持在年级前 50 名的成绩，尤其擅长物
理和数学。段老师说，辛浩宇总能把格
斗 训 练 时 的 专 注 力 运 用 到 解 题 当 中 。
辛浩宇表示，自己周一至周五会全身心
投入学习中，周末则到俱乐部训练。小
小 年 纪 的 辛 浩 宇 霸 气 地 说 ：“ 人 生 没 有
躺赢，只有像打组合拳一样持续进攻。”

俱乐部教练郭强表示，徐婉贻、辛浩
宇都是刚满 13 岁，刚满足参加青少年比赛
的年龄要求，而且此前参加的比赛数量并
不多。但是，两位小将在这次比赛中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这让他感到非常高兴。希
望他们能够坚持对拳击的热爱，在未来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仰拍海棠春

3 月 30 日 ，陕 州 区
甘 棠 公 园 内 ，春 风 和
煦。一位年轻女子仰头
举着手机，认真拍摄如
繁星般盛开在枝头的海
棠花，记录美好瞬间。

本报记者
王建栋 摄

本报讯（记者张茜）为弘扬
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倡导
健康生活，近日，三门峡市图书
馆举办了清明节主题系列活动，
通过主题书展、健康讲座、非遗
体验等多种形式，将文化传承与
时代精神融合，吸引众多市民参
与。

3 月 26 日 ，市 图 书 馆 举 办
“ 诗 韵 书 香 ，寄 思 清 明 ”主 题 书
展。诗词歌赋专区以《诗经》《楚
辞》及 唐 宋 清 明 主 题 诗 词 为 主
线，带领读者感受“梨花风起正
清明”的节气诗意。传统文化展
区不仅有阐述传统节日由来、习
俗的经典书籍，也有解读礼仪规
范、传统技艺的实用读物。红色
记忆展区以革命烈士传记等为
主，诉说英雄事迹。展厅两侧电
子屏循环播放烈士生平故事，读
者纷纷在留言互动区写下对先
辈的缅怀和对未来的期许。

3 月 28 日，市图书馆邀请市
中心医院中医专家到馆开展春
季健康讲座。讲座从“清明养生
重在疏肝健脾”入手，讲解饮食、
作息等春季养生知识。专家还
带领市民练习简易穴位操来疏
通经络，现场气氛热烈。

与讲座同步开展的还有非
遗文化体验活动。此次活动主
题为“艾草锤手作课堂”，工作人
员演示艾草锤制作过程，参与者
们将艾叶、棉花层层裹入棉布，
缠紧丝线，制成艾草锤，感受传
统非遗技艺的魅力。

市图书馆馆长刘春喜表示：
“本次系列活动以清明为载体，
致敬先烈、传承文化、倡导健康
生活，受到市民认可。未来，市
图书馆将持续举办一系列活动，
生动讲述三门峡故事，有力传播
三门峡声音，为城市精神文明建
设注入动能。”

今年以来，渑池县以“税收、法治、公平”为主线，创新宣传方式，以景区、社区为切入点，开
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进景区、社区、乡村”活动。图为 3 月 30 日，该县税务局青年志愿者在
仰韶仙门山景区与演职人员近距离、面对面、手把手宣传税收优惠政策。 王家臣 摄

我市两名 13岁拳击小将夺金揽银

小天麻变成大产业

以花为媒 快来赴约

虢国公园首届浪漫樱花节启幕——

市图书馆开展
清明节主题系列活动

湖滨区涧河街道虢东社区：

宣传文明祭扫 倡导绿色风尚

税收宣传面对面

本报讯（记者李博）3 月 28 日，在三门峡市
“12345”热线督办下，三门峡市区粮管路 4 号楼某
居民违规饲养家禽的问题得到处理，困扰周边居
民多日的环境、噪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近日，市“12345”热线接到群众举报，粮管路
4 号楼某居民在小区内饲养鸡、鹅等家禽，气味难
闻，且噪声扰民，影响居民生活，请相关单位处
理。市“12345”热线接到工单后，立即交办至湖
滨区政府调查处理，湖滨区政府将问题交由区城
市管理局处理。区城市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即安
排执法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通过联系诉求人、现场走访，执法人员找到

了饲养家禽的位置，饲养点利用墙角使用竹篱圈
养了 12 只鸡、鸭、鹅等家禽，现场环境脏乱，不仅
产生刺鼻异味，且家禽叫声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
常生活。执法人员对饲养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告
知其按照《三门峡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
定，市区内禁止饲养家禽，他的行为已经违反条
例，要求尽快对家禽进行清理。经过耐心普法教
育，在执法人员监督下，饲养人于 3 月 28 日将家
禽清理，并将原饲养区域进行打扫，恢复整洁。

2025 年以来，市“12345”热线着力破解居民
小区环境治理难题，共解决居民区环境整治问题
1000 余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

小区内饲养家禽，不行！

情系女职工 法在你身边
日前，河南能源义煤公司常村煤矿组织开展了“情系女职工 法

在你身边”活动，女职工纷纷通过集中学习、观看视频等形式，学习女
职工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女职工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生育
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并对女职工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和解
答。此次活动，不仅让女职工“零距离”感受到了法律的温度，更感受
到了工会“娘家人”的温暖。 闫乐乐 李擎 摄

本报讯（记者李欣）3 月 29
日，三门峡虢国公园首届“樱缘·
春之恋曲”主题文化节在万众期
待中拉开帷幕。这场为期 15 天
的盛会以樱花为媒介，艺术为桥
梁，旨在构建一个融合自然美学
与社会温情的春日雅集，为城市
精英提供一个诗意的社交场合。

本次樱花节由三门峡日报
社媒好交友俱乐部、三门峡市虢
国公园管理处精心策划，特别推
出“樱下觅知音”系列公益交友
联谊活动。从 3 月 29 日起至 4 月
13 日，每逢双休日，市民将有机
会参与到多层次的文化社交场
景中，体验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
特魅力。

活动期间，新世纪艺术团将
带来《霓裳花语》国风歌舞剧的
精彩演绎，传统民乐与现代编舞
在樱花雨中共谱视听华章。同
时，三门峡日报社媒好婚恋红娘

团队将在“虢国公园好人广场”
提供定制化婚恋咨询服务，结合
大数据匹配系统与情感心理学，
为寻爱者牵线搭桥。

为了让单身青年在文艺展
演 活 动 中 自 然 相 知 ，主 办 方 还
特 别 设 计 了“ 自 我 上 台 展 示 ”、
互 加 微 信 ，媒 好 红 娘 现 场 牵 线
搭 桥 等 互 动 环 节 。 此 外 ，虢 国
遗址千年文脉与春日樱花交相
辉映，特设的“樱花集市”、新能
源 汽 车 展 示 和 打 卡 墙 等 元 素 ，
将中华传统婚恋智慧融入现代
社 交 场 景 ，让 市 民 在 漫 步 虢 国
公 园 的 同 时 ，也 能 享 受 摄 影 的
乐 趣 ，并 在“ 媒 好 咨 询 处 ”现 场
获得牵线服务。

据悉，本届文化节创新采用
“文旅+婚恋+公益”三维模式，
不仅是对城市文化 IP 的深度开
发，也为适婚群体搭建了一个文
明、高质的社交平台。

河南省青少年拳击冠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