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庆“三八”剪出别样“中国红”

3 月 7 日下午，庞村镇东庞村小学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一场特别的非遗剪纸“时装秀”如
期举行。一张纸，一把剪刀，经过老师们的巧手，
几分钟后就变成了一个个精美的服装花边装
饰。老师们穿着镂空的传统剪纸与现代时装相
结合制作而成的服装，可谓“匠心独运”，也让中
国传统的剪纸工艺与时装艺术碰撞，擦出了耀
眼的艺术火花。

作为此场“时装秀”的策划者，东庞村小学
校长马俊国介绍，老师们一起创作了20余套剪
纸云肩，服装也都是大家自己准备的黑色毛衣
长裤，想借“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机会，给老
师们留下一些美好回忆。 （贾莎莎）

洛阳首个创意集装箱
商业步行街开街

伊滨讯 3月11日晚，我市首个创意集装箱商业步行街
——洛阳繁华一方商业步行街开街。

繁华一方位于李村街道提驾庄街兰台嘉苑东西区段
（王府路与康庄路之间），是我市首个使用创意集装箱结构
和可移动商铺打造的时尚文化艺术商业街区，两侧共构建
集装箱固定商铺88个，中间摆放可移动式具备“网红打卡”
功能的无动力餐车22辆。

繁华一方实行步行街经营业态，南北向全天候禁止机
动车辆通行，街区业态有早市、日常商业、夜间经济等。该
街的开设是我区聚焦年轻化消费，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
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消费需求，助
推洛阳夜间经济繁荣的又一举措。

除此之外，繁华一方还可以营造出浓厚的文化艺术氛
围，晚上亮灯后，还有物联AI换肤功能，根据每个创意集装
箱的形态构造，利用3种以上的光学技术进行亮化，让整个
街区展现出五彩斑斓的新奇感。 （李卫超）

挖地三尺淘“白金”
山药丰收采挖忙

伊滨讯 惊蛰起，万物生，最是一年好时光。眼下，寇店
镇舜帝庙社区的白山药喜迎丰收。

百亩山药田里，挖掘机声声轰鸣，在田地间挖开一米多
深的沟壑，农户们紧随其后，将一根根饱满的山药从泥土中
小心翼翼地刨出，去土、分拣、码放，各类工序有条不紊，忙
碌的身影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面。

山药种植负责人王树军介绍：“去年，我们种植了100
余亩山药，每亩收益约为5000元。今年，我们计划继续种
植。”为了保持土壤肥力，他们实行轮作制度，前年种植地
黄，去年种植山药。“这样交替耕作有助于改良土壤，减少病
虫害。”

近年来，寇店镇土地流转不仅为村民带来稳定的租金
收入，还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山药采挖期间，需要大量
劳动力，平时一二十人，高峰时两台挖掘机和五十余人共同
作业。他们大多是社区及周边村民，每人每天可获得七十
元的收入，既增加了群众收入，又促进了社区集体经济增
收。

未来，该镇还将继续调整种植产业结构，引导农户根据
当地条件发展小杂粮、中药材等高效经济作物，进一步壮大
社区集体经济，为群众铺就一条“社区有产业、集体能收益、
居民能增收”的共同富裕之路。 （杨芳芳 任费伊）

春季好时光
园林绿化补植忙

伊滨讯 连日来，区市政绿化环卫中心抢抓春季绿化有
利时机，积极开展园林绿化补植补栽、修剪养护行动，进一
步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水平，营造更加优美靓丽、美观舒适的
城市环境。

3月4日起，区市政绿化环卫中心对49家单位养护的
道路、游园等绿化项目缺株断垄、苗木死亡等情况进行全面
排查统计，并根据排查情况制定详细的绿化补植方案，通过
选取适宜的苗木品种，有效提升苗木成活率和景观效果。
同时，督促各养护单位加大养护管理力度，及时浇灌返春
水、修剪养护，促进苗木健康成长。

截至目前，已完成李村大街、科技大道、兰台路、党校周
边等重点路段和游园的补植补栽，共计补植紫叶李、桂花、
樱花、栾树、紫玉兰、枇杷、榆叶梅等乔木161棵，红叶石楠
篱、黄杨篱、红花檵木篱、金森女贞篱、南天竹等灌木19450
株，红叶石楠球、黄杨球等球类苗木56棵，麦冬、草坪370平
方米。

下一步，区市政绿化环卫中心将提升绿化养护精细化
管理水平，持续做好春季补植补栽、修剪养护工作，确保“补
植一片，成活一片，绿化一片”，持续巩固伊滨园林绿化景观
效果。 （王帆帆）

中央公园文艺盛宴精彩纷呈

伊滨讯 3 月 9 日下午，中央公园悦动广场上掌声雷
动、高潮迭起，伊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暨教育系统

“五育并举”成果展演活动成功举办，来自我区各中小学
的孩子们，为现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才艺展
演。

展演活动以《科技引领未来》拉开帷幕，枫叶路小学
的学生们手执遥控器灵活操控，空中的无人机忽而上升，
忽而俯冲，忽而悬停，忽而精准地从圆环中穿行，科技范
十足。

启元中学的学生们演奏了《逐木鸟波尔卡》，古朴圆浑
的陶笛声时而悠扬抒情、时而节奏跳动，让听众仿佛置身于
深林之中，与啄木鸟一起欢快歌唱。

伊水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非遗传承节目河洛大鼓《水
娃爱读书》，学生们挺拔站立，左手敲击鸳鸯板清脆悦耳，右
手捏鼓棰敲击平鼓声如奔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艺术在他
们身上得到良好传承。

玉泉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武术《武动少年》，学生们
一个个生龙活虎、精神抖擞，他们站如松、坐如钟，静若处
子、动若脱兔，冲拳直击中路、侧踹势大力沉、棍法横扫千
军、箭法飘逸灵动、筋斗闪转腾挪，引得观众连连叫好。

福民巷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课本剧《丰碑》，学生们怀
着激动的心情，演绎了红军长征中的艰难历程和顽强意志，
发出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另外，其他学校表演的舞蹈、独唱、足球、跆拳道、舞龙
等节目，也是精彩纷呈。

这场演出充分展现了我区各中小学“五育并举”的良好
成效，展现了广大青少年在思政、科技、劳动、艺术等方面的
综合素养，同时也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获
得观众连连点赞。 （徐孝飞 唐春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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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过后，天气渐暖。寇店镇东朱社区田间地头，冬小麦
已陆续返青起身，打药机正为小麦进行高效施肥。

“这遍打药施肥是小麦返青后第一遍防病虫害和施肥管
理，有利于小麦分蘖成穗。”洛阳坤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专业
聘请的农业科研公司专家介绍道。据悉，该片麦田的第二遍打
药施肥管理将在小麦的“扬花期”，届时在气温升高的情况下
同时出动两到三架无人机快速完成打药，提高小麦成穗率，增
加亩穗数和穗粒数。第三遍则在小麦的“灌浆期”，小麦已进入
最后的成熟阶段，可以增加千粒重，提质增效，保产丰产。

“我们专门聘请专家对社区麦田的生长发育进行大数据
管控检测和综合管理，对小麦生长的温度、湿度、施肥、病虫害
防治等方面进行人工干预和技术指导。经过科学管理，小麦每
亩地可以多产100至200斤。”洛阳坤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付延武介绍。

2022年，东朱社区集体经济合作社将1070亩土地流转，
交由洛阳坤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管理经营，实现了小麦
的规模化种植。经过专家指导、科学管理，小麦由原来的每亩
地最高 1000 斤增加到每亩 1300 斤，整个社区土地增产 20 万
斤，年底可为集体经济创收10万元。

“通过土地流转，依靠科学管理，小麦增产增收，合作社和
农户可以实现双收益。”东朱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灵波表示，除
土地流转收益外，社区居民还可以在农忙时间到田间务工，进
一步增加收入。

下一步，该镇将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乡村振兴
“151”工作举措，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拓宽增收途径，不断激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推动社区集
体经济持续壮大。

（任费伊 杨芳芳）

春耕施肥正当时 提质增产促振兴

近日，在寇店镇常村社区集体经济合作社地黄种植基地里，
种植大户刘波正带领工人在田间地头采挖地黄。只见机械在田间
作业，将深埋在地下的地黄翻挖出，工人们动作娴熟地分拣地黄，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中药材的清香，田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刘波是常村社区土地承包第一大户，他承包了该社区
1600余亩集体流转土地，今年是他从事特色种植的第3年。“我
今年种了500余亩地黄、700余亩小麦、100余亩防风、100余亩
白术。眼下，防风、白术都已经收完，计划在地黄收完后把土地
倒茬，种植春花生，小麦收割后种植玉米。”刘波说，去年12月
份，他便开始带领工人采挖地黄，受几场降雪影响，采挖工作
一直断断续续，目前，第一遍大规模采挖已经完成，正在进行
第二遍“拾遗捡漏”。

除了种植地黄和其他特色农作物，刘波在家乡孟州还经
营着一家药材烘干厂。连续多年经营药材生意使刘波熟知药
材市场行情，在种植的各类药材丰收后，他便把药材从常村转
运至孟州，经烘干后销售至药材加工厂。

“烘干后的地黄比刚出土的湿地黄价格能翻好几倍。虽说
运输、烘干过程需要投入不少人力、物力、财力，但烘干后卖给
药材厂利润还是很可观的。”刘波说。

眼下，刘波的地黄种植基地共有80余名工人，他们每人每
天收入70元，而地黄采挖期较长，一般会持续2个多月，这为常
村及周边社区赋闲在家的居民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不仅如
此，社区集体也可以获得一笔较为可观的土地流转金收入。

该社区党支部书记介绍，土地流转每年为社区集体经济
创收约16万元，田间一颗颗小小的“苦地黄”，不仅成为种植大
户发家致富的“香饽饽”，也成为带动群众致富增收、助力社区
集体经济增收的有力“法宝”。

近年来，寇店镇积极推行土地流转，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
植业，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务
工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下一步，该镇将进一步盘活土地资
源，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和智慧高效农业，延长特色产业链
条，实现土地利用最大化，切实增强社区集体“造血”功能，发

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的钱
包越来越“鼓”，日子越来越甜！ （朱海丽 任费伊）

“苦地黄”种出“甜生活”

近年来，我国以网络购物、线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
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迅速发展，在保障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推动
消费恢复和升级、促进经济起稳回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庞
村镇依托产业优势，主动以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激发乡村
消费新活力。

数字化助力传统消费转型升级

钢制家具产业是庞村镇的传统产业，经过四十余年的发
展，“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中国百佳产业集群”“河南
省首批淘宝镇”“河南省最大的钢制家具出口基地”等多项称
号让庞村钢制家具企业拓展了市场，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
群。

“线下转线上，展销转直播。”这是庞村钢制家具企业销
售渠道的变化。在电商销售蓬勃发展的今天，庞村镇钢制家
具企业看到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商机，纷纷建立各自的电
商直播间，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消费业态和品牌创新发
展。

今年1月，位于庞村镇的洛阳市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开

工建设，其中一期占地220.5亩，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预
计今年年底前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 15 亿元，为洛阳市钢制家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劲动
力。

据悉，该项目将以科技研发和家具生产为中心，建设智能
制造区、智慧科创区、智慧物流区、智慧展示展览区、创新跨境
电商中心和会议会展中心等五大功能区，加速形成洛阳智能
家居产业创新基地和转型引擎。

体育产业带动新文旅消费

据统计，今年春节假期期间，洛阳市累计接待1113.53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82.93亿元，同比2023年分别增加87.51%和
156.88%，均创历史新高。

春节假期期间，西庞社区举办篮球争霸赛。这场“村BA”
历时五天，吸引群众现场观赛20余万人次。全省知名篮球高手
齐聚庞村不仅让比赛“火出圈”，也让社区体育公园周边酒店
宾馆全部爆满，商店超市生意暴涨，真正让体育产业为经济社
会发展增添新动能。

乡里中心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随着农村消费环境改善、消费渠道完善，乡村商业消费市
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2023年，国务院《关于恢复和扩大消
费的措施》提出，开展绿色产品下乡、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快
递物流配送体系、推动特色产品进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等方
式，进一步挖掘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为改善乡村消费环境，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庞村镇围绕镇
区形象升级做文章，规划建设一座片区级乡里中心，进一步激
发农村消费潜力。乡里中心业态将根据庞村镇特点布局，提前
谋划好技能培训、法律服务、共享直播、青年会客厅等各项服
务设施，打造庞村综合商业中心和年轻新地标。

让乡村消费火起来，可以为“新型消费”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庞村镇将持续聚焦特色产业，加快推动钢制家具产业通过“绿色化、
智能化、家居化、集群化”做大做强，走向更高水平；不断提升新文旅
消费创新水平，借助重大节日、重要赛事等活动推动文旅产业发
展；高标准建设乡里中心，打造片区商业中心，充分发挥乡村作为消
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全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曹嘉硕）

“ 新 型 消 费 ”在 庞 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