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走进寇店镇马寨村，一幅清新自然、生机勃勃的
生态田园画卷徐徐展现在眼前：街道干净整洁、民宅错落有致，
道路两侧的草坪和绿植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翠绿欲滴。

连日来，马寨村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成效显著，村民
幸福感、获得感大幅提升。

整治人居环境

美丽乡村建设首先要改善人居环境，使村庄旧貌“换新颜”。
连日来，马寨村建设围村林，新种植白皮松近3000株、法

桐200余株、竹子2000余株，同时在掘丁路沿线铺种草皮，“扮
靓”村庄。

拆除各类违章建筑16处近2000平方米，为美丽乡村建设
腾出空间；对村里民宅进行“微改造”，统一按照汉韵今风风格
进行打造，目前已改造民宅16处；出动钩机、铲车等，对掘丁路
沿线和街道垃圾、杂物进行清理，大大提升了村容村貌。

下一步，该村计划对村庄线路进行规整，实现“三线入地”。

完善基础设施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提升村庄“颜值”，更要完善村庄基
础设施。

今年4月以来，马寨村因村制宜，科学规划，大力完善基础设
施配套。目前，在村口建设村牌1处，寨门整体框架已经显现，计
划8月份建成；高标准提升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置村史馆和农家
书屋；硬化道路200余米，修建寨墙近600米，建设环道800余米；
改造马寨集市，并配套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和休闲运动设施等。

发展产业项目

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产业项目的支撑。
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镇区购买2间门面房进行出租，建

成了约160平方米、上下两层的餐厅，用于研学教育接待。
下一步，该村计划建设水上乐园和民宿。目前，已完成130

余亩水上乐园腾地和拟建设民宿的农宅协议签定。（高晨奇）

寇店镇马寨村：建设美丽乡村 提升村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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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采访团走进洛阳，围绕“在危机
中孕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开展采访调研活动。7月2日，
采访团来到伊滨区，对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进行深入采
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
霞，区管委会主任张向阳、区纪工委书记王少民参加。

（刘璐）
▶7月14日，河南省特色骨干大学和学科建设高校主

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全体学员，到我区中信重工伊滨高端装
备制造基地、国家农机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洛阳师范学院
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魏建平，区人大工委
主任李平安参加。 （伊新）

▶7 月 8 日，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政协工委副主
任、市政协副主席苗圃带领政协考察团一行20余人到到我
区诸葛镇倒盏村、寇店镇舜帝庙村考察交流，洛阳市政协党
组成员、副主席孙君奎，区人大工委主任李平安等陪同。

（高晨奇）
▶7月3日，省外办二级巡视员杨建伟、欧美处处长仝

宇飞一行到我区调研外事工作和涉外经济发展情况。市委
外事办主任王夏晔、副主任肖辉友，区管委会副主任祖良军
参加。 （伊新）

▶7月2日，洛阳市纪委常委刘赤炜一行，到我区诸葛
镇杨沟村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纪检干部
大走访工作。 （王薇薇）

▶7月13日，洛阳市老干部督导团常务副团长赵万欣
带队到我区调研、观摩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区管委会副主
任张志强参加。市老干部督导团一行先后到洛阳华耀城项
目、洛阳市奥林匹克中心项目、洛阳师范学院、洛阳市中医
院伊滨医院项目进行观摩指导。 （李贝贝）

▶7月9日，三门峡市渑池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彦
凯带领该县观摩团到寇店镇观摩交流。 （高晨奇）

▶7月15日，区管委会副主任祖良军带队到洛阳轴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重点了解轴研科技伊滨产业园区
建设规划和落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督促项目尽快启动建
设。 （工信宣）

▶7月15日，我区在洛界高速龙门服务区开展消费扶
贫提升行动。区管委会副主任马少军参加。此次消费扶贫
专柜的农产品，均来自我区寇店镇的 3 家企业，主要有小
米、绿豆粉丝、蜂蜜、花椒、秋梨膏、手工粉条、手工香皂等十
余种。 （刘少凡）

▶7月3日，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牛正杰、副局长
庞树轩带队，到我区观摩农业结构调整及特色高效农业。
区管委会副主任马少军参加。 （高晨奇）

▶7月14日，区管委会副主任马少军带队到洛阳师范
学院国土与旅游学院考察调研，对接谋划我区文化旅游
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张玉红）
▶7月10日，我区组织召开夏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百

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区管委副主任李振江出席会议，区直
相关单位负责人、各镇分管副职及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参加。 （李新颖）

▶7月3日，光武大道（科技大道-玄奘路段）绿化工程
全面进场施工。区绿化环卫办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将在最
短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绿化工程，把最美的光武大道呈现
在全区人民面前。 （仝尧）

▶7月10日，第四届“中国创翼”“豫创天下”2020年
“创响河洛”创业创新大赛伊滨区选拔赛暨2020年伊滨区
创业创新大赛，在洛阳师范学院举行。本次大赛通过线上
直播形式进行比赛最后的巅峰对决。组委会对获得比赛
一、二、三等奖、优秀奖的项目，颁发证书和奖金。参赛选手
的创业故事将在“洛阳经开组织人社”微信平台上宣传，在
后期申报农民工返乡创业优秀项目、大众创业扶持项目等
扶持政策申报优先推荐。活动结束后，还评选出了伊滨区

“创业之星”。 （孙景冉）

庞村镇：好家风吹遍小康路

伊滨讯 两层小楼，宽敞明亮的客厅，55 寸大液晶电
视，立式空调……7月4日，走进庞村镇西庞村村民张照伟
的家里，满满都是小康生活的“既视感”。

51岁的张照伟出身木匠世家，爷爷和父亲都是手艺高
超的木匠，但张照伟却是个“铁匠”——以前跑过运输，七八
年前，依托全村的钢制家具产业，他买了3台机器，为附近
的钢制家具厂加工铁皮材料。

说起现在的日子，张照伟自豪地说：“虽然我没继承祖
辈的木匠手艺，但我继承了好家风。”

张照伟一家的热心肠，是村里出了名的。谁家水管坏
了、电器坏了，只要喊一声，张照伟父亲提着工具包就去
了，需要换配件就直接换，从没收过一分钱；因为过去常
年跑车，张照伟也会修车，谁家车坏了都爱找他修，哪怕
在外地抛锚，也会先给他打个电话；张照伟的儿子张龙龙
冬夜晚归，发现村里路边大货车着火，及时灭火报警、敲门
提醒……

2013年起，庞村镇在全镇范围内评选道德模范，张照
伟和张龙龙父子俩上榜。

“做人不怕吃亏，干活不怕吃苦，才能过上好日子。”
生意好的时候厂里催货要得急，张照伟带着儿子连日连
夜干，对方资金周转困难，他也能体谅。因为产品质量
高、服务好，张照伟的钢板在庞村镇钢制家具企业中很受
欢迎。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靠着勤劳的生活态度和乐观感
恩的精神，一家人走上创业致富的小康路，张照伟的两个儿
子都盖了两层小楼成了家，都买了小汽车。

“现在的日子，是我年轻时想都想不到的。”张照伟的
妻子是一名共产党员，她说：“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也是
我们家幸福小康的根源。”“家风关系党风政风，影响社风
民风。我们有信心，在党的领导下，在小康路上越走越
好。”庞村镇党委书记熊红万说，随着钢制家具产业规模
壮大，庞村镇不断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力度，通过选树道德
典型，促进家庭和睦，汇聚企业发展的正能量，全面发挥

“德治”引领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和队伍保障。
（陈晓辉 王薇薇）

7月10日，李村镇南宋村村民宋展飞一大早就起床了。
他首先来到猪舍。因为有两头大母猪快要下崽了，他每天

总要看几次才放心，这是他致富的希望。
看到母猪正安然睡觉，宋展飞放心地扛上锄头下地干

活了。
33 岁的宋展飞每天时间安排得非常紧。早晨下地，白天

照顾父母、伺候大猪小猪的吃喝拉撒、清理猪舍、买饲料、打
饲料……如果赶上母猪下崽，他就更忙了。

上午10点多，在扶贫干部的带领下，笔者来到万安山下的
南宋沟。宋展飞清理猪舍还没有回来，他的父亲躺在床上，精
神还不错。他说：“要不是有扶贫好政策，要不是干部一直帮助
我们，这日子真不知道咋过啊。”

宋展飞的父亲以前开拖拉机、养猪，母亲操持家务、种地，
他在洛阳开机床，一家人勤劳肯干，还盖起了漂亮的房子。
2010年，先是母亲脑溢血、偏瘫，接着父亲又患大病，先后两次
大手术，现在瘫痪在床，两位老人生活都难以自理。为了照顾
父母，宋展飞辞去工作回到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一家人生活
陷入低谷。

精准脱贫，不落一人。
2014年，宋展飞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父母有残疾补

贴、生活补贴和低保，他又被村里聘为信息管理员，每月960
元，加上两亩多的小杂粮（小麦和玉米以外的庄稼）每亩还能
补助500元，岭地又流转10亩，一亩700元，家里的日子逐渐好
转。在相关政策的帮助下，这两年，宋展飞家里的旱厕改成了
水冲厕所，也通了燃气，安装了热水器和空调。

日子有起色了，但离小康还有一段距离。
扶贫政策的暖风，扶贫干部的关心，使宋展飞决心找一项

合适的项目脱贫致富。
南宋村有养猪的传统，宋展飞也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村干部帮着拉来了三相电，安装了打饲料机。村委主任宋

恩波以前养过猪，常来指导他，不断叮嘱猪的防疫。
乡邻养猪户宋怀安也常来帮忙，宋展飞慢慢摸到了
养猪的门道。

但养猪路并不平坦。
2017年，宋展飞养了20头猪。2018年，由于闹

猪瘟，最后只剩下1头。猪没养成还欠了帐，当时宋
展飞几乎要灰心了。

村里扶贫干部得知后，主动上门讲政策、送服
务，积极协助办理金融扶贫小额贴息贷款5万元，
宋展飞这才又鼓起信心。

2019年，宋展飞买了28头小猪，正赶上去年猪
价行情好，他卖了21头大猪，收益了3万多元。宋展
飞不仅还清了欠款，家庭人均收入从以前的两三千
元，变成了现在人均收入近万元。

今年，宋展飞又获得了5万元小额贷款。
走进宋展飞的猪舍，这个年轻人正光着膀子、

穿着雨靴，打扫猪舍。猪舍里大猪、小猪分开饲养，
呼噜声、哼唧声，响成一片一片。。

宋展飞说宋展飞说，，去年留下的去年留下的77头母猪头母猪，，今年生了今年生了3838
头小猪头小猪。。11头母猪一年能下两窝头母猪一年能下两窝，，11头小猪养头小猪养88个月个月

可以长到可以长到250250斤斤。。要是今年不出意外要是今年不出意外，，行情下落不大行情下落不大，，就会比去就会比去
年收入高年收入高。。

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宋展飞洗过手宋展飞洗过手，，就开始忙着配玉米就开始忙着配玉米、、麸子麸子、、豆粕豆粕
等饲料等饲料。。““养猪脏点养猪脏点、、苦点苦点、、累点累点，，这没啥这没啥。。咱必须好好干咱必须好好干，，要不要不
都对不起关心我的人都对不起关心我的人。。””宋展飞说宋展飞说。。 （（陈爱松陈爱松））

“猪倌”宋展飞的脱贫路

春都，是洛阳几代人的记忆。春都的历史是一本厚重
的历史书，春都精神更是春都曾经得以辉煌的源泉。

在洛阳天佑春都有限公司，春都精神得以传承。
在这里，有50多名原春都集团的老员工，他们都有着

重振春都雄风的梦想；在这里，肯吃苦、勇创新的企业文
化，让员工感受着春都的“魂”；在这里，凭借春都的品牌
影响力，春都销售网络迅速遍及大江南北。

共话情怀重振雄风

6月23日上午9点，洛阳天佑春都有限公司技术主管武国
庆又准时来到生产车间。

今年已经快60岁的武国庆曾是原春都集团的技术部主
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参与了春都第一支火腿肠的
生产研发，是春都集团的“元老级”人物。

1987年，春都创造了中国第一支火腿肠。1989年，“会跳舞
的火腿肠”红遍大江南北。春都创造了一个奇迹，成为中国肉
制品行业的领导者，“春都”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1年后，由于国有体制改革进度滞后，春都陷入困境，
大多数员工下岗，武国庆就是其中一员。

身怀技能的他，下岗后到其他公司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
2015年，在洛阳天佑春都有限公司成立的那一年，武国庆被返
聘到这里，与春都再续前缘。

与武国庆一起回来的，还有许多原春都集团的高管。销
售部黄平道、内勤部凌莉、维修部杨晓林……目前在天佑春
都，有 50 多名原春都集团的老员工。他们有的已经年过六
旬，有的失业多年，但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重振春都
雄风。

提升技能重塑品牌

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人，应该不会忘记电视上经常出
现的一句广告词——春都进万家，宾朋满天下。

“虽然经历过衰落，但是如今回归，春都仍然宾朋满天
下。”天佑春都董事长孙志恒满怀信心地说。

孙志恒讲了在开发西北市场时的一个小故事。
2018年，天佑春都刚刚投产，在甘肃开拓市场时，销售人

员遇到了一名曾经代理春都火腿肠的老经销商。
“当年，春都在全国那可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代理春都

我们放心。”这名经销商说。
没有过多的商谈，也没有苛刻的条件，代理合同就这么轻

松愉快地谈成了。
去年，天佑春都开设了公司商学院，每个月两次的技能培

训成为春都员工的日常工作。公司还专门外聘教授，从品德、
执行力、营销等方面，对员工进行全面提升。

“春都火腿肠虽然曾经衰落，但春都精神永不褪色。春都
人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精神，是企业健康长远发展的‘魂’。”
孙志恒说。

做好产品回报社会

为重塑春都的辉煌，春都人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营
养美味的放心食品”为使命，牢固树立“品质第一、安全至上、
用心做事”的核心价值观，春都食品再次以优质的产品、一流
的服务在广大的消费者中赢得了口碑。

天佑春都先后获得“洛阳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河南省百姓放心食品安全单位”、“国家质量达标食品”、“质
量信誉双保障示范单位”、“中国AAA级重质量、守信用企业”、
2017年度中国食品安全年会“百家诚信示范单位”、2018年放
心品牌及洛阳市“产量质量信得过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成
为国家扶贫健康工程及学生营养餐食品专用定点企业，产品
销售网络遍及全国。

在坚持用心做好产品的同时，天佑春都不忘回报社会，奉
献爱心，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自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天佑春都先后向武汉、
郑州、洛阳各地的医院、交通部门、公交系统、防疫值勤卡口
捐赠了价值100余万元的春都食品和口罩，受到各级政府的
高度评价。

“饮水思源，我们深知，春都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功，
都离不开大家的关注和信任。我们坚信，有了大家的支持，在
全体春都人的共同努力下，春都这支‘会跳舞的火腿肠’一定
会跳得更好、舞得更欢！”孙志恒说。

（稿件来源：《洛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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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打造精品景区线路，着力培育历史文化体验、生态山水观

赏、休闲度假等精品景区，打造文化寻根、都城遗址、非遗文
化、“东方博物馆之都”等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和红色旅游线
路。办好重大文旅活动，持续扩大“两节一会一论坛”影响力，
提升洛阳旅游在国际市场的品牌认知度和吸引力。加大宣传
营销力度，完善提升洛阳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和品牌体系，在对
外宣传上下更大功夫，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精准化宣传营销
格局。

要不断提升文旅产业能级。坚持规模与结构并举，加快
推动产业融合，创建国家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不断
培育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型旅游产品，大力发展休闲度假
养生游，做好主流消费群体的个性化服务，更好满足多层次、
多样化旅游消费需求。着力完善产业链条，延伸产业链、打
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一批“洛阳味道”“洛阳礼物”“洛
阳节目”。着力抓好企业培育，统筹推进本土培育和外部引
进，整体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着力深化体制改革，主动
承接省级权限，深化重点国有景区管理体制改革，激发文旅发
展活力。

要着力兴起文旅消费热潮。以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示范城市为引领，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围绕唱响文旅

“四季歌”，提供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持续推动文创产品进
景区、进酒店、进高速服务区，培育形成一批特色文旅街区和
文旅特色小镇。繁荣假日和夜间经济，着力促旺假期消费、
研学游、自助游，持续抓好“古都夜八点、相约洛阳城”系列消
费活动，打造文创、娱乐、美食夜间网红打卡地，更好释放文
旅消费动能。

要持续夯实全域旅游根基。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强化市县联动，着力推动伏牛山、中心城区和沿黄县区的
全域旅游建设。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文化旅游基础设施，积极
开展主要旅游线路沿线风貌集中整治，持续提升基础设施水
平。建立健全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规范旅游经营服务
行为，实施智慧文旅提升行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区域
协同，加快洛阳都市圈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共建网络、共办
展会、共推节庆、共同推介，提升全域旅游整体实力。

李亚要求，切实加强对建设文化旅游强市的组织领导。
要强化责任落实，成立文化旅游强市工作领导小组，把文化旅
游强市建设纳入责任目标考核，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
处。要强化人才、土地、资金、政策等要素保障，为建设文化旅
游强市提供有力支撑。要强化能力提升，树立国际化视野，坚
持项目化推进，加强市场化运作，用好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
抓好文化旅游工作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要强化实干争
先，克服“三种心态”、强化“三种精神”，不断强化落实力执行
力穿透力，发扬敢争先的拼劲、重实干的韧劲、破瓶颈的闯劲，
真正让务实作风成为推动文化旅游强市建设的硬核力量。

姜继鼎在讲话中肯定了洛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成效，并
就打造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他指
出，洛阳打造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
必然要求，也是由洛阳城市的特殊地位和时代需求决定的。
要持续抓好文化旅游资源转化，聚焦做好传统文化的现代表
达、河洛文化的国际表达，着力做精做细“东方博物馆之都”

“研学洛阳、读懂中国”等文旅品牌。要持续推动文化旅游产
品迭代升级，顺应旅游消费提质升级的时代趋势，盘活特色资

源，畅达旅游交通，强化政府协同，着力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爆款产品。要打造游客最满意的网红城市，善于借助
互联网扩大宣传，以游客为中心全力服务游客需求，让游客

“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下一步，省文旅厅将一如既往支
持洛阳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助力洛阳加快打造国际文化旅游
目的地、加快迈向文化旅游强市。

刘宛康就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作了具体部署。他指
出，要深入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实施黄河文化标识工程，加强黄河遗产
保护展示，推动黄河文化精品旅游带建设，高标准建设河洛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要厚植
特色优势，加强二里头遗址保护展示，加快隋唐洛阳城国家历
史文化公园建设，加快“东方博物馆之都”建设，擦亮“牡丹花
城”金字招牌，叫响“客家祖地”品牌，持续增强文旅融合品牌
竞争力。要深化融合创新，推动“文旅+生态”“文旅+工业”“文
旅+农业”“文旅+会展”“文旅+康体”深度融合，不断丰富完善
文旅融合业态产品。要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旅游通达能力，完
善配套服务设施，实施消费提力行动，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全
面提升文旅融合服务功能。

会议通报表扬了文旅工作成绩突出的县（市）区和单位，
栾川县、洛阳旅游发展集团、嵩县三合村、洛阳三彩艺陶瓷有
限公司作交流发言。会议印发了《关于建设文化旅游强市的
实施意见（讨论稿）》《洛阳市加快乡村旅游发展实施方案》《洛
阳市加快推进研学旅行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等。

会议以视频的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有关市委部委、市直单位、人民团体、垂直单位、市管企业、
院校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