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ybxxbjb@163.com综 合 32023年11月1日 星期三
编辑：张晓晨 组版：张晓晨

加快打造伊滨智能装备新高地
伊滨讯“第四季度是冲刺关键时期，一定要保障施工

队伍和谐稳定，筑牢安全施工防线……”早7点，伊滨智能
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党员董帅强雷打不动召集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人员召开每日的早例会。

近日，伊滨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50余名工
人坚守项目一线，快马加鞭推进项目建设。

该项目总规划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共建设智能制
造厂房13栋，综合楼1栋，倒班宿舍1栋。该项目可以满足
广大中小企业智能装备制造、总部办公、研发创新、产业孵
化、展示交易等功能。未来将打造产、学、研、贸、物、总等一
体的现代、活力、生态综合性智能产业园区，为企业提供全
产业链服务，充分发挥产业“磁石”作用，形成新的产业资源
聚合平台。

目前，该项目一期5-12号综合楼外墙保温完成90%、
一消穿线完成50%，综合楼卫生间排水管、冷媒管等安装完
成80%。

“作为党员，负责建设这个项目，我感到非常自豪。”董
帅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树牢“项目为王”鲜明导向，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忠诚履职、务实重干，加快推动产业资源聚合
平台在伊滨落地生根，为伊滨科技产业新城高质量发展增
添动力。 （陈晓辉）

智慧大棚奏响乡村振兴“丰收曲”
伊滨讯“现在黄瓜正丰收，每天都会有新鲜采摘的黄

瓜从这几个大棚运出去，走上居民的餐桌……”近日，智能
化农业产业示范园项目运营负责人郭克强高兴地说。

智能化农业产业示范园项目位于庞村镇大谷路与堤
顶路交叉口西南角，由区国展公司乡村振兴部负责建设、
城乡公司负责运营，总用地面积 95141 平方米，包含日光
温室大棚13个、综合楼1个以及室外工程等配套设施。该
项目以设施大棚蔬菜种植业与食用菌产业为主题，将蔬
菜产业的“寿光模式”引入伊滨，助推农业经济绿色可持
续发展。

“项目从动工开始，到现在一批又一批新鲜蔬菜被送上
居民的餐桌，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我们深感欣慰。”郭克
强说，区国展公司立足伊滨资源禀赋，探索特色产业发展之
路，种植出了含丰富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水果黄瓜、釜山
88、黑玉米等物美价廉的蔬菜，在带动群众提升蔬菜种植技
能的同时，还为大家提供了就业机会。

“现在正是丰收季，我们会全程参与蔬菜种植、管护、销
售等环节，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郭克强表示，接下
来，区国展公司也将进一步加强与乡村合作，通过提品质、
延链条等方式不断壮大种植产业，拓展商品运输渠道，助力
乡村振兴。 （陈晓辉）

渠滨路项目加快建设
伊滨讯 10月26日，寇店镇渠滨路项目建设施工现场，

工人们忙着路边排水渠修建及道路桥涵施工，挖掘机、商砼
罐车、运输车等十余台机械来回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
景象。当前，施工单位正抢抓晴好天气，大干快上，全力冲刺
工程建设节点。

据悉，目前该项目路基填土工程已完成70%，桥涵工程
及排水渠工程正在施工。项目规划设计3个盖板涵，已完成
1个盖板涵建设，剩余2个盖板涵正在进行八字口施工；规
划设计7个圆管涵，已完成3个圆管涵建设。

“现在正是项目建设的大好时机，我们施工团队每天出
动机械十余台、工人四五十人，持续加大人员、设备和资金
投入，加班加点奋战，利用当前晴好天气抢抓进度，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全力冲刺工程进度。”施工方负责人说。

（朱海丽）

乡里中心助力乡村蝶变
伊滨讯 干净明亮的可视化后厨、整齐排列的仿古桌椅

板凳、古色古香的雅间、香甜可口的家常饭菜……刘沟大食
堂自10月正式营业后特别热闹。尤其食堂采取“公建民营”

“场所换服务”“乡村大食堂带动爱心小食堂”运营模式，用
所得收益反哺社区老年群体，受到社区群众一致好评。

今年以来，诸葛镇刘沟社区以创建“五星”支部为目标，
加快党群服务中心去行政化步伐，在做好便民服务的基础
上，因地制宜，倾力打造党群服务中心、乡里中心、乡村运营
中心等服务综合体，丰富伊滨旅游环线配套功能，让社区的
乡里中心真正成为群众之家、游客之家。

刘沟社区还聚焦“一老一少”，兼顾全年龄段功能需
求，在乡里中心建设多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功能区。体育公
园里有篮球场、乒乓球桌，社区图书室、心理咨询室免费
开放……全民共建、全龄共享、充满生活气息与温馨氛围
的乡里中心成为社区群众的热门“打卡地”。

“现在，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了，我们还要让群众
的‘钱袋子’鼓起来。”刘沟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亚阁说，“目前
社区乡村运营中心已经建成，可以通过现场展示、抖音直播
间带货，为周边社区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我们还利用闲置
民居规划了民俗一条街，进一步丰富伊滨旅游环线服务业
态，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介盼）

为民服务无小事 暖心救助显担当
伊滨讯 10月26日15时许，区城管局五中队队员贾金

鹏、段亚峰等队员正在岗位上执勤，突然看到一名行动不便
的老人站在马路中间，试图拦截过往车辆。由于当时来往车
辆较多，车速较快，情况十分危急，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
想。队员们为保护老人安危，第一时间将老人搀扶至路边进
行安抚。

“老人家，您站在马路边太危险了，您家在哪里？我们送
您回家。”在城管队员耐心询问下，了解到，老人在福民嘉苑
居住，想回梁村看望亲戚，因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加之不认
路，所以到路中间拦车问路。队员们考虑到老人年龄较大，
为避免老人出现意外情况，随即开车将老人安全送到梁村
社区，临走前交代老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切不可一个人乱
走，谨防出现意外。老人拉着城管队员的手，连连向城管队
员表达感谢：“真的太谢谢你们了，刚才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看到你们的制服我就放心了。”

一件看似很简单的小事，却温暖了人心。区城管队员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始终用行动诠释着城管人服务为民
的情怀，以服务为先驱、把管理当后盾、用执法作保障，尽己
所能为民解忧、为民解困，树立了伊滨城管执法新风貌，传
递了伊滨城管正能量。 （陈晓娜）

大棚种植并不稀奇，可你见过大棚养虾吗？
在寇店镇杨裴屯社区南大谷路东侧的农禾源智慧生态

虾菜生产示范基地，有一个面积约 1500 平方米的大棚。走
进大棚，热浪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热带地区。周边多台增
氧设备加足马力实时供氧，圆形养殖池内水泡翻滚，项目负
责人正忙着往养殖池中投放虾苗，一只只小虾在池中自由
游弋。

“咱们这是南美对虾养殖池，水温都控制在 30 度上下。
养殖池中的橙色漂浮物是有机物，富含各种维生素，能满足
南美对虾的生长需求。”负责人热情地介绍。

据悉，南美白对虾是广温广盐性热带虾类，属杂食性偏
肉食性动物，对饲料蛋白质要求不高，饵料中蛋白质的比率
占 20%以上即可正常生长，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营养价
值。2023 年 6 月，经洛阳农发农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牵线搭桥”，农禾源智慧生态虾菜生产示范基地项目

“落户”洛阳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该项目占地约 32 亩，

总投资 2300 万元，计划分两期建设 10 个生态养殖棚，每个
养殖棚中设立 16 个养殖池，采用生物培育海水技术、南美
白对虾淡化标粗技术、虾粪饲料残饵无害化处理等先进养
殖技术，推广智慧生态养殖模式，建设高标准智慧生态南美
对虾养殖大棚。

目前，项目一期 1 个养殖棚已建成，共有 16 个养殖池，
每个池中投放约 5 万尾虾苗，预计春节前首批投放的虾苗
即可上市。

近年来，我区各乡镇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不断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探索和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不断
推进农业设施完善和种植养殖主体培育，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特色资源，发展现代特色农
业产业，并大力培育观光旅游、休闲采摘等业态，让特色种
植养殖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寇店镇相关负责人说。

（朱海丽）

南美白对虾“入住”寇店，春节即可上市！

芳颜展露，乡村风采依旧，村景融合，喜看精彩蝶变。
2023年以来，李村镇深入贯彻市、区乡村振兴工作要求，重

点围绕建设沟域经济和沉浸式乡村旅游项目，擦亮乡村振兴底
色，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乡村运营”成果丰硕。镇、社区干部多次到上海、浙江、广
东等地考察学习、借鉴经验、取长补短。围绕发展特色产业，该
镇和上海交通大学签订上海交通大学乡村振兴洛阳示范基地
合作协议，为项目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与浙江
乡立方乡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南部山
区产业项目发展运营起到行业领军作用。围绕“一村一品”，该
镇整合优势资源发展沟域经济，万安山苇园轻养运动小镇项
目开工仪式顺利举行；谋划实施老井社区微度假综合体项目、
耿沟社区沉浸式民宿和田园综合体旅游项目（果蔬种植）以及
万安山大食堂（特色农家乐）、南宋社区大禹治水文化旅游项
目、千亩猕猴桃和千亩车厘子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300亩羊
肚菌产业园建设项目、300亩优质葡萄种植项目，全部完成签

约并高质量推进。
乡贤经济助推乡村发展。深入摸底排查在外企业家、高知

识分子、专业技术工人、外出经商人员等四类群体，建立182人
的李村乡贤库。完成乡贤落地项目16个，投入资金约4000万
元，吸引15名在外乡贤返乡创业、5名乡贤回社区任职。

产业项目加快实施。紧紧牵住项目建设“牛鼻子”，实施耿
沟·拾光万安民宿、郁金香花海·壹然在野民宿、龙门实验室无
人化农业示范园、伊滨旅游环线等7个文化旅游项目，并成立
项目工作专班，坚持一线办公，全面协调、全力推进、全程服
务、督查问效。目前，拾光万安和壹然在野高端民宿建设大头
落地，龙门实验室农业智慧化生产示范基地已具备耕种条
件，旅游环线的绿化、驿站、商业体等工作均按照时间节点顺
利推进。

乡里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以耿沟社区为核心，协同老井、
南宋、苇园、魏村等中心社区联动发展，打造“党建民生一体
化、功能复合集聚化、产业发展特色化、服务群众最大化”的

“四化”乡里中心。目前，耿沟社区乡里中心已建成并高效运
营；魏村社区乡邻中心建设主体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室内外装
修装饰；老井社区乡里中心建设正在实施。

“三变”改革成果持续巩固。围绕增加土地产出效益，流转
土地4609亩，规划实施8个高效农业种植项目（袁沟羊肚菌、
石罢花生、陈沟小米、耿沟蔬菜等特色种植），年创收500余万
元，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岗位822个。

“三清两建”常治长效。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坚持问题导
向，及时开展“回头看”，全面盘点、全程复查，确保资产应清尽
清，矛盾应解尽解，问题应改尽改，持续推动“三清两建”工作
不断走深走实。

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完善。完成袁沟生猪养殖大棚、
东宋肉鸽养殖项目建设，由“输血”转向“造血”，脱贫人口稳定
脱贫；争取贷款167万元，帮助36户贫困户发展产业，实施企
业帮扶带贫40户、增收5万余元，设置公益岗位完成29人脱贫
劳动力全部就业。 （吉雅致）

李村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火龙果不是都生长在热带地区吗？怎么咱这儿也有？”
家住诸葛镇福民嘉苑的李大爷问。

“可不嘛，咱倒盏村景区就有个火龙果采摘园，走，孙女带
您长长见识！”10月22日，福民嘉苑社区居民李小红带着爷爷
和孩子们一起，来到倒盏村火龙果采摘园。

走进果园，鲜花相迎，四个大棚错落有致，棚内更是干净
整洁，三排高高大大的绿色枝蔓向下舒展，一个个颜色艳丽、
果肉饱满的玫红色火龙果缀满枝头。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就
像是热带沙漠中的仙人掌基地，满满的异域风情。

“藤蔓上有刺，采摘的时候要小心些哦。”园区工作人员拿
来采摘专用剪刀和篮子，为游客演示采摘技巧。采摘下来的
火龙果尾端渗着玫红色的汁液，味道香甜。

“我们种植的品种是金都一号，果肉呈玫红色，和普通的
火龙果相比，表皮颜色更深，果形和鳞片更规则，单果均重1斤
左右，咬上一口汁水四溢，还会有淡淡的玫瑰香味。”据工作人
员介绍，火龙果是仙人掌科量天尺属植物，结果前会开出硕大
的白色花朵，犹如“昙花一现”，格外好看。

“咱们大棚种植的火龙果一年可以结果6茬，从7月份第

一批果实成熟，一直持续至元旦前后，园里都有果子，随时可
以来采摘。”园主人指着一株青绿色的火龙果说，“火龙果从开
花到结果生长期约45天左右，这些青绿色的果子，等再过一个
月就又可以采摘了。”

据了解，倒盏村火龙果采摘园是我区扶贫项目之一。建
造大棚时，政府出资补贴百分之五十，共种植火龙果十亩，年
产量八九万斤，产值在八十万左右。果实成熟后，政府还会提
供销售等方面的帮助。

“火龙果采摘在我们北方比较少见，来的朋友都说又好
吃、又好玩，我感觉还是很有前景的。”园主人信心满满地说，

“这里离倒盏村景区步行五分钟就到了，欢迎大家来咱们园里
采摘游玩！”

近年来，我区把特色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
点，积极探索“一村一品”发展模式，充分利用田园风光，延伸
农业产业功能，将果蔬采摘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以观光旅游
带动水果产业发展，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在产业增收上
找出路、做文章、谋发展，持续做好优良品种的引进和示范，让
特色种植业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甜蜜经济”。（任费伊）

倒盏村可以采摘火龙果？亲子采摘约起来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位于寇店镇杨裴屯社区的洛阳国际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正式启用啦！

10月16日，智能温室大棚开始定植。该项目从荷兰优选引进
的大粉番茄，本次定植68000株，预计年底开始采摘上市。

进入种植大棚内，第一感觉就是整洁、敞亮。只见四面玻璃
的智能温室内，一排排数控化可升降栽培床整齐排列，悬空在
离地约1米高的位置，方便工人打理护苗。可别小看这排智能数
控栽培床，它可以根据工作和采摘的需要，随时调整高度，以提
升植株光合作用率。

除了数控化可升降栽培床，大棚内处处都体现“智能”和
“绿色”。你看，荷兰大粉番茄苗全部栽种在有机椰棉基质里，不
用接触土壤，也无需人工施用农药、化肥。大棚内整体配有营养
液循环系统和精准施肥系统，番茄生长全程的“饮用水”都是经
过超滤反渗透工艺处理后的纯净水；温控系统还可及时调节园
内温度、湿度，为番茄成长打造最舒心环境，可“享福”啦！

“咱们智慧大棚都是采用无土栽培的种植方式，在温室内
使用悬挂式种植槽，采用椰棉作为栽培基质，相对传统温室来
说，土地使用率高达90%以上，每平方米产量可达60公斤，年产
量可达3500吨，是传统温室的5倍。”大棚负责人介绍，该项目采
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实时采集棚内环境信息，运用传感器和软
件通过移动客户端或者电脑平台，实现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
能预测、智能决策，对温室内的风、光、水、气、肥进行全面的管
理，使种植农业更具“智慧”；另一方面，大棚还采用国际领先的
阿里云智能化技术，为农业种植、管理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处
理、数据分析能力，让大棚真正拥有一颗智慧型“大脑”。

“果实成熟后，将进入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美团买菜、淘菜
菜等新零售渠道，通过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
地，以高科技种植、高标准分级、高品质保障，为消费者提供‘高
品质蔬菜’。”大棚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洛阳国际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是以“智慧农业”+
“农业旅游”为主体的全市乡村振兴示范引领项目。该项目规划占

地约840亩，采用招商头部企业入驻为基础的运营模式，主要包
括服务区、农业旅游区、智慧农业生产示范区三个功能区，旨在通
过智慧化农业引领，带动当地农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最后实现区
域内农业结构化的调整，带动周边群众致富。

未来，该园区还将通过招商形式引进千喜鹤、阿里农业等
中央厨房、鱼菜共生项目，对加工、销售进行布局，拉长产业链
条，以“设施农业”为基础，以蔬菜为主体，建设以“育苗——生
产——加工——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农业示范园区，打造
洛阳及周边城市的“保供厨房”。 （任费伊）

科技感爆棚！不服不行！

洛阳国际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开始定植！年底就能采摘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