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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明年6月底建成投用！
在校生将达2万人

伊滨讯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二期项目是河南省重点建
设项目，由中建五局承建，总建筑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目
前，宿舍一二三四、食堂三、公共教学楼（东）共六栋建筑已
完成封顶，河洛工匠培育基地、财经商贸与电子商务实训中
心（南）楼栋即将封顶，其余楼栋均处于主体建设阶段。

其中，食堂三建筑面积约为12000㎡，总层数为三层，
建成后最大可同时满足2600余人同时用餐。宿舍四建筑面
积为17600㎡，总层数为四层，项目建成后，洛阳职业技术
学院高新校区、西工校区和瀍河校区将全部搬至新校区，形
成在校师生20000余人规模。

据悉，该项目自3月份进场施工以来，施工单位精心组
织，科学施工，工程建设快速推进。预计年底完成全部主体、
砌体、抹灰工程，明年6月底交付室内外全部工程。

（刘璐 陈雨竹）

西山张：小红薯变身“致富薯”
伊滨讯 小小红薯苗，点亮致富路。
西山张社区位于诸葛镇南部山区，社区通过整合土地

资源，鼓励群众参与红薯种植培训等方式，培育打造集种
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红薯产业链，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再
上新台阶。

今年，西山张社区红薯种植面积达到600亩。“社区红
薯种植一直小有名气，近年来通过引进红薯新品种，发展特
色种植，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也有越来越多农户加入。”该社
区党支部书记张果辉介绍，通过提升种植水平、拓展加工产
业链、打造红薯市场形象，社区将普通的农产品发挥出独特
优势，为社区引来了一条“致富路”。

据悉，2022年以来，诸葛镇开展特色红薯种植项目，引
进“烟薯25”和“心香”等品种，按照“因地制宜、整合资源、
绿色发展”的要求，挖掘本地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红薯种植
及产品加工，将小红薯种出了“大产业”。 （赵苗苗）

让老年人福中添福！
伊滨讯“改建后，我们在这里住得更开心啦！”寇店镇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李大爷开心地说。
在养老服务站建设过程中，寇店镇广泛征集老年群众意

见，利用敬老院现有资源，提前实现公建民营，打造养老服务
孝文化、福文化，为困难群众和社会老人提供各项服务。

寇店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设置有图书阅览室、休闲娱
乐室、日间休息室、餐厅、棋牌室、书法绘画室、医务室、老年
能力评估室等，主要为老年人提供休闲娱乐、生活照料、日
间休息及就餐等综合性公益服务活动，给农村独居、留守老
人创造相互帮助、相互关照、消除孤独的环境，实现子女安
心、政府放心、老人开心。

从乡镇敬老院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变化的不只是名称，
背后体现的是完善乡镇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养老服务现代化
的努力。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
及时总结各地示范性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经验，建立健全
乡镇特困供养服务机构转型改革长效机制，加快构建多层次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持续为农村老人幸福“加码”。（朱海丽）

区检察院首次召开
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公开听证会

伊滨讯 为进一步促进检察工作公开、公平、公正、透
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11月10
日，区检察院首次就6起刑事不起诉案件被不起诉人是否应
当行政处罚等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并当场向洛阳市公安局
伊滨分局送达检察意见书，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赢公信。
会议邀请人大代表、律师代表、公安机关代表等参与听证。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了案件基本情况、认定事
实的证据和法律适用，并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刑双
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
制度的意见》进行了解读。听证员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的基
础上发表听证意见，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处理意见。

会后，区检察院召开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会，公开宣
告检察意见书，并邀请人大代表、律师代表对宣告送达过程
进行全程监督。这是区检察院首次对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公
开听证并宣告送达检察意见书。

此次听证会，不仅提升了检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公信
力，还宣传了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助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实
现行政权与司法权良性双向互动。下一步，区检察院将围绕
做好不起诉“后半篇文章”，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高质量
办好每一件案件，不断推动社会治理质效提升。（王怡怡）

唐诗剧本杀、书画同源主题分享，
这个城市书房创意满满！

伊滨讯 11 月 4 日，都会心城市书房分别组织开展了
“寻找小诗仙、穿越回大唐”唐诗剧本杀活动及“书画同源的
美丽”主题分享会，吸引数十名小读者参加。

唐诗剧本杀活动现场，小读者们穿上汉服，变身小诗
仙，用第一视角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并深情演绎自己喜欢
的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贺、王昌龄、孟浩然、韩
愈、柳宗元、刘禹锡等。

活动过程中，小读者们在阅读剧本的同时，了解了唐朝
的历史和诗人创作的家国背景；在猜谜语、飞花令、诵读唐
诗等形式中，进一步领略了大唐盛世诗人的风采，体会了诗
人创作的浓厚情感，感受了唐诗的独特魅力。

10岁的张语诺说：“我表演的是王昌龄，用这种新奇的方
式了解王昌龄和他的朋友，还有唐代的其他诗人，不仅增长知
识，还能开阔视野、锻炼社交能力，我喜欢玩这个剧本杀。”

“书画同源的美丽”主题分享会专门邀请专职美术老师
段延凯带领读者一起了解书画的起源及演变过程，感受书
画同源的美丽。

段延凯毕业于西安美院美术系，对中国画和西画都有
很深的研究，尤其对中国画怎么构图和配色、如何保持画画
的热情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段延凯先带领读者欣赏了最早的绘画——贺兰山岩画
拓本。了解岩画的代表性符号后，段延凯老师讲解了帛画、
砖雕、壁画、绢花到宣纸的演变过程，并深入分析了中国画
和西画在视觉效果、意境、构思与造型、构图和色彩等方面
的重大区别。

针对现场读者提出的“如何在生活中发现美”的话题，
段延凯说，一要多走进大自然，欣赏一片竹叶的形状之美、
纹路之美，欣赏一朵云的飘逸之美、轻盈之美，多欣赏大自
然中的美学元素。二要多感受自己的喜怒哀乐，体验画中人
物表情背后的情绪密码。三要多去博物馆、展览馆，多欣赏
大师画册，提高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苗君甫 刘巧嫩）

近日，诸葛镇党委政府将一面印有“心系百姓 为民排
忧”的锦旗送到了区交通运输局，对交通运输局在“白改黑”
道路提升过程中的辛勤努力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2022 年，根据区党工委、管委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安排部署，区交通运输局站位全区发展大局，实施了农村
道路“白改黑”一期工程，完成了 289 公里农村水泥路变沥
青路的改造，不仅提升了道路颜值，更为村庄社区带来了生
态与经济价值。2023 年，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出行的幸福感和
安全感，区党工委、管委会决定筹集资金实施“白改黑”二期
工程，由区交通运输局具体组织实施。

为组织实施好“白改黑”二期工程，区交通运输局在总
结一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科学谋划、加强统筹、精心
组织、重点提升”的工作思路，快速推动项目实施。

一是逐镇逐社区进行实地排查，结合道路现状，与各
镇、社区进行充分沟通，合理确定提升线路。二期工程共
涉及四镇 34 个社区，拟提升改造道路 443 条，总里程约
102 公里。

二是统筹四镇 34 个社区包村领导和包村干部，调动各
社区村组干部积极性，积极参与到前期基础处理、病害修
复、道牙平石铺设等工作中来，确保项目沥青摊铺前，保质
保量完成基础工作。

三是严格按照项目管理流程，选取技术力量强的参建
单位进行勘察设计、施工组织、质量监督，并建立区、镇、

社区以及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多方联动的工作
机制，成立专班负责项目推动，确保高质高效完成项目建
设任务。

四是以村庄街道路面提升为重点，统筹做好道路绿
化、标线施画、路灯亮化等工作，优化道路排水系统，指导
镇、社区做好道路两侧环境整治工作，有效实现农村道路
提质增颜。

截至目前，“白改黑”二期工程诸葛镇辖区内 8 个社区
125 条道路改造提升工作已全部完工。李村镇、庞村镇、寇
店镇正在稳步推进中。据悉，改造后的道路不仅能降噪、防
滑，还能提升周边居民生活环境，改善出行条件。

铺就的是道路，畅通的是民心。“白改黑”提升改造工
程是我区民生工作的一个缩影。农村道路连接着广大乡村
区域，牵动着民心，一条条道路的优化，都是增进民生福
祉、提升群众幸福感的生动体现。

下一步，区交通运输局将继续真抓实干，全力推动“白
改黑”二期工程保质保量完工，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彰显伊
滨速度，在解民难事中传递伊滨温度。

（刘朝峰）

区交通运输局，好样的！

近日，在新建成投用的李村镇魏村社区乡里中
心，群众开心交流互动，游客纷纷打卡体验。

魏村社区乡里中心面积约2300平方米，涵盖
爱心食堂、托幼服务、休闲娱乐、便民理发、矛盾调
解等便民服务。该乡里中心还充分利用周边闲置厂
房、土地，改造共享菜园、农耕乐园、咖啡屋等，农文
旅融合发展观光旅游、休闲农业，带动群众就业的
同时，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 （张若含）

乡里中心惠乡邻
幸福生活再加码

窗外碧水青山，入耳鸟叫虫鸣，推开门仿佛
走进色彩浓郁的油画。这里远离喧嚣，既有静谧
安宁也有人间烟火。在这里，你可以与自然深度
对话，享受 0.5 倍速的自在时光，这便是藏匿于
郁金香花海里的一处宝藏民宿——壹然在野民
宿。这里东邻李村大街，北临南山大道，背靠万
安山、七彩大峡谷，是伊滨区旅游环线上的温暖
港湾。

李村镇高标准打造壹然在野民宿（一期），占
地31亩，投资约2000万元，已建设23套不同风格
的民宿，包含家庭区、情侣区、儿童区、帐篷区，目
标群体以青年人为主，同时可以接待自驾旅行者、
亲子家庭、企业单位、情侣等不同消费群体，满足
观光打卡、草坪婚礼、住宿休闲等需求，打造青年
人最想去的近郊休闲地和网红打卡地。

壹然在野高端民宿由洛阳五星级酒店统筹
运营，依托万安山、郁金香旅游景区，为游客提
供集餐饮、娱乐、住宿为一体的高端旅游服务项
目。项目投入运营后，将有力推动乡村旅游提档
升级、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农民群众致富增收，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2023 年 ，李 村 镇 深 入 贯 彻 市 委 乡 村 振 兴

“151”工作部署，立足山区生态资源优势，把民宿
经济作为镇域特色主导产业来抓，坚持规划先
行、运营前置，强化业态融合、要素保障，抢抓
民宿产业“风口”，破除产业发展规模小、同质
化竞争严重等问题，探索抱团式发展新模式，通
过“三变改革”，发展“飞地经济”，通过土地流
转、项目联建等方式，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助推村集体经济和农民
双增收。

同时，将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进行联建，以
打造“壹然在野高端民宿”为引领，探索“乡镇统
筹+飞地抱团+共建共享”发展模式，实现“飞出
地”和“飞入地”利益共享、互利共赢，致力于打
造多个高端旅游民宿集聚区，打造体现“原生
态”“原生产”“原生活”“原住民”特点的山水宜
居民宿，持续叫响“休闲到李村，享受慢生活”旅
游理念，促进“强村”与“富民”同频共振。

（吉雅致）

漂亮！李村竟有这么高端的地方

近期，农民们一年的辛勤劳作终于化作沉甸甸的果实。
寇店镇舜帝庙社区百亩山药田里，采挖工人整齐划一，手

拿铁锨，斗志昂扬，站在挖掘机挖出的沟壕内，小心翼翼地铲
去沟壁上深嵌着的一根根细长山药周边多余的泥土，通过利
用挖掘机开沟、人工刨土、手工整理等方法，将一根根长满细
小根系的细长山药完整取出。

“今年这山药长得真好！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慢，山药
断了就卖不上好价钱了。”工人们一边交流经验，一边谨慎挖
掘。他们不断地挖沟、刨土、取出、打捆、装车……将一根根“掘地
三尺”才能品尝的美味整整齐齐地打捆摆放在地垄上。长长的
山药“腰杆笔直”，堆积成山，现场一派秋日丰收的喜人场景。

“我是焦作温县人。俺们那里的‘四大怀药’——山药、牛
膝、地黄、菊花是焦作名优特产。因为山药对土壤要求比较高，
不能总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需实行轮作。去年我来舜帝庙
社区承包土地种地黄，咱们这里土壤不错，今年倒茬种山药，
准备把‘四大怀药’轮耕轮作，结合进行土壤改良，减少病虫害

的发生。”山药种植大户说。
近年来，寇店镇舜帝庙社区大力推行土地流转，采用“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地黄、山药等
药材种植。据悉，该社区去年首次尝试地黄种植，收益可观。今
年土地倒茬轮作种植优质温县铁棍山药300余亩，亩产量约
3000斤，预计每亩山药纯收入可达2000到3000元。

“土地流转后，村民不仅有土地租金收入，闲时还可以来
挖山药。现在每天来山药地里干活的工人有一二十人，都是舜
帝庙社区村民。每人每天有七八十元收入，采挖期两个月，能
为周边群众增加不少收入。”该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志民说。

山药丰收，助农增收。山药种植带动了乡村特色产业的发
展，开辟了群众致富新路子，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动力。下一步，
我区将持续调整种植产业结构，引导辖区农户因地制宜，发展
小杂粮、中药材等高效经济作物，发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提
高居民种植收入，走出一条“社区有产业、集体能收益、居民能
增收”的共富之路。 （任费伊 朱海丽）

瞧 ！寇 店 山 药 大 丰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