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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山下的乡村和田野，处处充满活力。李村镇南宋社
区草莓园里，红彤彤、鲜亮亮的大草莓娇艳欲滴，颜色煞是好
看，一股甜蜜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眼下，正是大棚草莓大量上市的时候。据大棚负责人宋
朝坡介绍，草莓园共有19座温室大棚，占地面积40亩。“我是
2023年6月接手的草莓园。那时我在‘伊滨融媒’视频号上看
到南宋草莓园招租视频，便赶紧与工作人员联系租地，通过
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竞价，很快就拿到承租权！”宋朝坡说。

什么是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洛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是市委乡村振兴

“151”工作举措的重要内容。2023 年 11 月，农业农村部正式
批复洛阳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整市试点。目前，平台已
形成市设总网、区县设子网、乡镇设交易服务站、村设交易服
务点的四级交易体系。区农业农村局协同各乡镇、社区，全面
排查梳理各类土地资产，并及时挂网发布，畅通土地流转交

易渠道。该平台的建立，不仅为交易双方提供便利，更意味着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集体资产、激活交易市场、促进
产权赋能、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等多重含义。

“通过平台确认交易后，平台会出具成交确认书，让出
租方与承租方都更加安心，增加投资的机会。”区农业农村
局负责人说，“除此之外，该平台通过发布闲置资源资产、多
轮竞价交易可以实现农民收益最大化，确保农民利益不受
损失。”

过去，农村集体资产大多由社区集体和经营主体一对一
谈判协商定价，闲置、贱租等问题屡见不鲜。2022 年以来，随
着我市在全省率先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所有农村集体产
权交易纳入平台管理，区农业农村局协同各乡镇、社区，全面
排查梳理各类土地资产，通过将资产及时挂网发布、“云端”
竞价的拍卖形式流转交易，挂网结束后进行竞拍，出价最高
者得，畅通土地流转交易渠道。

“为促进该平台的成交量，区农业农村局结合‘三清两建
’专项整治行动，对可变资源资产进行盘活利用，在全面排查
梳理村级闲置资产的基础上，邀请专业团队为各镇闲置资产
拍摄招租宣传视频，并与区融媒体中心合作，在“伊滨融媒”
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发布，促使‘资源’变‘活’钱，实现经济
不断增收。”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

不仅如此，区农业农村局还建立了“伊滨农业产业”微
信群，在群内及时发布农村闲置资源资产，积极引导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在平台参与交易，逐步提高
农村产权交易活跃度，充分发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作用，
推动农村资源、财产、资本的财富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
活水”。

据统计，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自 2022 年 5 月份运营以
来，累计挂网资产完成交易28笔，成交额达2013.2115万元。

（任费伊）

农村产权交易上平台让农村资产活起来

隆冬时节，正是制作手工红薯粉条的黄金时段。
在位于寇店镇的洛阳大成食品有限公司里，负责古法制

作粉条的厂房内，工人们先把上好的红薯淀粉倒入大缸，加适
量热水后，技工师傅们开始反复揉搓，直到红薯粉芡形成无疙
瘩、不粘手、能拉丝的光滑柔软粉团，漏粉师傅将揉好的粉团
放进特制的漏勺内，经过小锤的频繁敲打，一根根粉条便坠入
热气腾腾的大锅，不一会儿工夫，煮熟的粉条便从锅里滑出，
随后，还要把熟粉冷却、老化，最后进行洗粉、晾晒、装袋、密封
等等十几个步骤，一袋“纯手工”红薯湿淀粉制品才算制作完成。

“粉条是个良心产品，没有好的食材永远做不出好的粉
条。”这是周培营的爷爷和父亲经常叮嘱他的一句话。

周培营是洛阳大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是土生土长的
寇店镇舜帝庙社区居民，他的祖祖辈辈都在万安山下这片土
地上耕种和生活，受山地地形与气候的影响，这里的土壤富含
磷、钾等微量元素，非常适宜红薯的生长需要，再加上昼夜温
差大，气候干燥，这里的红薯质地坚实，甜度高，含粉量也极
高。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周培营9岁起便跟随爷爷、父亲
学习手工制作粉条技艺，传统地道的粉条深受大家喜爱。

“按照我们传统技艺制作粉条，是非常复杂和讲究的。它
需要经过打芡、和浆、成型、熟制、冷却、老化、洗粉、晾晒8个步
骤、十多道程序才能完成。想要客人吃到嘴里的粉条口感好，
打芡的程序非常关键。”周培营一边介绍，一边娴熟对着工厂
内的一口大锅演示。“打芡需要对水温、淀粉比例以及搅拌时
间进行严格把控，做到恰到好处口感才会最好，既筋道，也不
会嚼不烂，这也是我们一代代粉条技艺传承人不断摸索和长
期经验积累的结果。”据悉，周家制作粉条技艺传承已经有百
余年的历史了，到周培营这一代是第六代。周氏古法红薯粉条
制作技艺被我区收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他本人也获

得“周氏手工粉条技艺非遗传承人”荣誉称号。
“我从小就是吃着红薯面长大的。那时候家里穷，兄弟姐

妹多，我父亲就是靠磨红薯淀粉、做红薯粉条来维持全家人的
生计。所以说我对红薯粉条制作技艺、对我们周家祖祖辈辈的
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也是我的职责所
在。”说起自己与红薯、红薯粉条之间的缘分，周培营不仅有着
满满的感激之情，还有作为家族技艺传承人强烈的使命感与
责任感。“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会做粉条，但为什么大多都无法
传承下去？首先，红薯粉必须货真价实，必须采用好红薯制作；
其次，要根据市场需求去调整、改良、研发。‘湿淀粉制品’就是
一个方向，如果一直停留在红薯粉条干粉制作上，无法做到便
捷食用，口感也达不到上乘，年轻人接受度不高，更别提传承
下去了。”

1993 年，周培营从父亲手中接过制作粉条的担子，2005
年，他奔赴成都、重庆创办食品加工厂，从事淀粉制品的生产
与销售，产品畅销西南地区。2014 年，在寇店镇“乡土人才返
乡”的号召下，周培营作为乡贤回到家乡创办家族企业——洛
阳大成食品有限公司。为了让高品质红薯粉条制作技艺得到
发扬与传承，周培营带领公司内部研发人员根据传统技艺研
发新型制粉机器，钻研“湿淀粉制品”技术，让红薯粉的质量、
口感、产量、方便程度能够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目前已获得实
用新型专利证书12项，成为洛阳市红薯产业中最具影响力的

“老字号”企业，获评洛阳市“文明诚信爱心单位”、洛阳市“市
级企业研发中心”，荣膺“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河南省“高
新技术企业备案企业”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
农作物种植产业，优化种植品种，规范种植技术，咱们产出的
红薯质量比以前更好了，我们用其制作的粉条口感也更好了，

更受消费者欢迎了！”据周培营介绍，由于消费者的需求量日
益增加，洛阳大成食品有限公司除了使用伊滨本土自产的高
淀粉红薯外，还会大量采购甘肃等地的高品质红薯，以祖祖辈
辈传下来的古法红薯粉条制作技艺，加上自主研究开发的新
型机器加持，不仅制出的“古法手工粉条”“湿淀粉制品”（俗称
鲜湿粉条）极受欢迎，还延伸出了方便粉条、自热粉条火锅等
产品，用鲜湿粉条包配上精心制作的配料包，整合成方便快捷
的盒式便携食品，深受年轻人喜爱。

为拓宽我区特色农产品种植、食品包装产业链，助力社区
群众增收，为附近群众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周培营还购入大量
的马铃薯、小麦，开发研制鲜湿马铃薯淀粉制品、QQ面、乌冬
面、南瓜粉、紫薯粉、菠菜粉、火锅粉、鲜苕皮、马铃薯鲜粉等20
多个产品种类，目前已注册俏厨、俏客、大谷关等30余个商标，
为舜帝庙社区群众提供了近百个工作岗位，推出产品以“货真
价实、口感好、味道好”成功“出圈”，现已通过淘宝网、京东网
等各大网络平台热销全国各地。

“只有拿最好的食材，才能磨出最好的淀粉。只有最好的
淀粉，才能制出最优质的粉、面。我们公司采用天然本土好食
材，做出的粉、面口感柔软爽口，既可作主食，又可作菜肴，具
有风味纯正、筋道耐煮、营养丰富等特点。”为了把本土传统粉
条制作技艺更好地传承、发扬好，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本土特
色、货真价实的好粉条，周培营表示自己任重而道远，始终在
路上。

“传统粉条制作技艺的传承既是一种力气活，也是一个技
术活，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去调整、研发，每一个环节的背后都
是汗水与付出。但为了传承、发扬，我们必须坚持和创新，只有
悉心研磨，才能做出大家喜欢的味道。”周培营说。

（任费伊）

小粉条变“大金条”！寇店红薯粉条古法制作技艺闯出新天地

近日，诸葛镇多个小区“上新”了可移动智能垃圾
车，随走随停，分时段分区域在商户周边收集垃圾，得
到越来越多商户点赞。

这款可移动智能垃圾车，配备有智能感应分类
垃圾桶，一次充电可行驶 60 公里，具有垃圾分类、便
捷移动、智能感应、可洗手四大优点，尤其移动式垃
圾清运、定点式垃圾投放两大功能，让它成为城市垃
圾清运的“主力军”。

沿街商户在街边自行放置垃圾桶倾倒垃圾，一直
是城市管理的“痛点”，既影响市容市貌，又不利于环
境卫生。在充分调研并征求群众意见后，诸葛镇创新
性引进可移动智能垃圾车，一下子解决了垃圾桶摆放
杂乱、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同时，该镇加大宣
传力度，引导商户移除外围放置垃圾桶，定时定点倒垃
圾，共同参与到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各项工作中。

“垃圾箱长了‘飞毛腿’，还能进行智能感应和分
类，实在是厉害，扔完垃圾还能顺便洗个手。门前不用
放垃圾桶了，顾客来了，店门前也干净卫生，看着就舒
心。”福民嘉苑小区商户赞叹道。

据悉，目前诸葛镇已投放可移动智能垃圾车10余
辆，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同时，也为绿色环保城市
建设贡献力量。 （赵苗苗）

智能垃圾车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

1月3日早八点，立雪公园项目负责人早早赶
到项目现场，召集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召开每日早
例会，督促各方工作。

立雪社区体育公园项目三、四、五期由区国展
城建公司建设实施。三期（悦汇园）位于立雪路李
村大街至创新街段，总长280米，面积约44亩。该
公园以老年、儿童活动为主，设置有儿童娱乐区，老
年门球场、乒乓球场等，以满足周边居民需求。目
前，三期精修工作已完成，正在进行环形廊架施工
及开荒保洁等。

四期（悦情园），位于立雪
路咸宁寨街至创新街段，总长
362米，总面积约44亩，南北紧
接东副轴公园，以服务东轴为
主，营造放松身心的漫步空
间。目前，四期正在进行微地
形改造。

五期（悦动园），位于立雪
路咸宁寨街至玉泉街段，总长
约 300 米，总面积约 33 亩。项
目北邻中科产业园，南邻玉泉
商业街，东邻洛阳师范学院。
园内包含1个篮球场、2个羽毛
球场及 8 个乒乓球台，主要服

务两侧商户、居民等。外部以防护绿带为主，内部
融入健身场地、书吧等年轻人喜爱的商业、服务业
态，为其提供休闲、运动场所。目前，五期微地形改
造已完成，正在进行养护工作。

“项目驿站已竣工，正在进行清理工作。驿站
周边环境优美，精心打造的绿道和小公园，将为辖
区群众提供一处休闲、娱乐、锻炼的好去处。”项目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区国展城建公司将加快打造
市民休闲娱乐打卡点，不断满足市民赏绿享绿、休
闲娱乐需求。 （陈晓辉）

立雪公园驿站即将投入使用

大棚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棚”勃发展
伊滨讯 隆冬季节，寒气逼人，但在庞村镇智能农业产

业园项目现场，却是一片火热的乡村振兴图景。
“现在大棚里温度20摄氏度左右，平均每天能采摘釜

山88小番茄、水果黄瓜、螺丝椒等各类蔬菜1000斤，有力带
动了乡村产业振兴。”近日，智能化农业产业示范园运营负
责人、国展城乡公司党支部党员任佳男看着丰收的番茄和
黄瓜销售到各菜市场和超市，喜上眉梢。

“大棚内主要种植釜山88小番茄、普罗旺斯大番茄、螺
丝椒、水果黄瓜、密刺黄瓜等营养价值高、深受市场欢迎的
品种。”任佳男介绍，目前该项目共有13个大棚，1、3号大棚
种植密刺黄瓜，共5亩；2、4、7、12、13号大棚种植水果黄瓜，
共11亩。5、6号大棚种植的釜山88小番茄目前迎来了销售
旺季，一天能采摘1吨左右，基本上都销售给各大超市和农
贸市场。棚内螺丝椒也迎来了丰收期，正在加快出货中。

一座座智能化温室大棚，带来了乡村振兴新希望。乡村
振兴，产业先行。下一步，区国展公司将进一步做活做强“大
棚经济”，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动能。 （陈晓辉）

四镇中医馆全面升级
伊滨讯 近日，在庞村镇卫生院中医馆内，中医师正根

据患者的病情熟练地为患者进行针灸治疗，通过中医传统
疗法缓解患者病痛。

“我的腿关节出了问题，喝中药，加上按摩，现在好一点
了，疼痛感也减轻了。”患者介绍，以前儿子带着他在市里中
医馆治疗，频繁往返，路途遥远。自从镇上卫生院的中医馆
提升改造后，医疗环境和医疗设备都有了很大提升，又离家
近，他就经常来这里做理疗。

据悉，改造后的庞村镇卫生院中医馆设有诊断室、针灸
室、中药透化、熏蒸室、理疗室、中药房、煎药房、中药穴位贴
敷等科室，配备碳光子治疗仪、中药透化仪、中药熏蒸床、全
自动红外艾灸床、中频治疗仪、微波治疗仪、TDP红外电磁
治疗仪、颈腰椎牵引椅（床）等先进设备，可满足群众对中医
药服务的日常需求。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博大智慧。2023年，区卫健医保局利用上级资金，按
照“乡镇中医馆建设全覆盖 ”的工作部署，购买先进的中医
诊疗设备，全面提升全区中医药服务能力和医疗环境，让我
区群众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中医健康服务。目前，诸
葛、李村、庞村、寇店四镇卫生院中医馆提升建设工作已全
面完成。

“中医馆立足乡镇、立足社区，形成基层中医药服务网
络体系，为居民特别是慢病患者提供健康服务。经过提升改
造后的中医馆，环境舒适、设施设备齐全，为患者提供了一
个适宜的就诊环境。同时，重视中医也是一种文化熏陶，让
人群能够逐步回归到智慧的养生生活中来。”区卫健医保局
负责人说。 （任费伊）

寇店镇“白变黑”工程进入尾声
伊滨讯“现在社区干部的工作劲头真没得说，施工队

下午4点到社区，社区干部们全员在场，一直干到夜里快11
点，把柏油路铺到俺们家门口了！”连日来，寇店镇朱窑社区
居民走在焕然一新的柏油路上，纷纷为社区“两委”干部们
为民办实事的扎实作风点赞。

走进朱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只见周边新铺设的柏油
路在阳光下熠熠闪亮，整条街道焕然一新。据悉，朱窑社区
2023年12月底启动道路“白变黑”工作。干群齐心协力，出
动挖机等机械对社区3条总长约600米的街道上的杂物、冰
雪进行清理，对路基进行处理。

“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施工队一到场，不耽误事，
‘速战速决’，很快就铺完油了！”该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庆
锁说。

同样高效完成道路“白变黑”工程的还有五龙社区。
该社区道路“白变黑”工程路线长、任务重。社区“两委”

干部经过近一个月的奋战，完成了山窑、石楼沟、王窑、高
窑、姬家窑等自然村街道及社区主干道共 4500 米道路的

“白变黑”。
“低温雨雪天气给社区推进道路‘白变黑’带来一定影

响。但是干部群众热情很高，雨雪一停，大家都冒着严寒用
喷枪除冰，加快‘白变黑’路沿石铺设！”该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宗森说。

随着五龙、朱窑道路“白变黑”完工，寇店镇第二批道路
“白变黑”工程总体接近尾声，共完成了韩寨、孙窑、沙沟、寇
店、李家寨、干村、水泉、五龙、朱窑9个社区道路“白变黑”
铺油。目前，大谷路、府金线修复性养护工程正在进行地基
处理，预计1月20日前后完工。

道路通，百业兴。道路“白变黑”提升改造不仅提高了镇
域公路通行条件，提升了沿线群众幸福感，还能有效发挥交
通助推器作用，带动群众致富增收，串联起沿途美丽乡村，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朱海丽）

普通农民做主播
伊滨讯“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洛阳市伊滨区的一名

普通农民，今天我通过直播来为大家介绍我的家乡，也和大
家分享一些我的酸枣种植心得……”1月12日上午，寇店镇
五龙社区电商助农直播间准时开播，该社区酸枣种植大户
高健涛变身酸枣种植科普“主播”，向网友们直播介绍酸枣
种植知识。

由于是第一次“出镜”，刚开始面对镜头时，高健涛显得
有些拘谨，但随着直播内容的深入，这位种植大户逐渐展现
出了自信。

听说社区里有了“主播”，不少居民听着新鲜，纷纷来到
现场“看热闹”。镜头里，高健涛侃侃而谈，镜头外，不少居民
也跃跃欲试。“我家种了不少红薯，以后我也想来社区电商
助农直播间做主播，给俺家的红薯带带货。”社区居民李
俊峰说，现在，社区不光有助农直播间，还联合乡村运营团
队对居民进行多轮的电商直播培训，“再练练嘴皮子后，我
也来！”

五龙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村改居社区，五龙社区
居民中不少是种植农户，设立社区电商助农直播间，就是为
了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优势，帮助社区居民拓展农特产品
销售渠道，进一步助农增收。按照计划，下一步，社区将以培
养孵化“直播带头人”的方式，让社区内的“高健涛们”在镜
头前进行自我展示，带动更多持观望态度的居民主动站出
来成为主播，将电商直播带货真正纳入自家的日常销售计
划。同时，社区还打算把鲜果采摘园、牛羊养殖户、牡丹石加
工户等都纳入培训人员范围，通过直播培训逐渐让居民更
有“网络感”“镜头感”。 （朱海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