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ybxxbjb@163.com综 合 3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刘伟洁 组版：刘伟洁

4 月 9 日下午，猕猴桃主题乐园里，工作人员正在园内
查看果树发芽成活情况。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片新叶在猕
猴桃树苗枝头舒展开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项目负责人介绍，经过前期土地平整改良、测土配方、
品种选育等多个流程，现在树苗已全部栽植完成。“下一步，
重点是做好抹芽、水肥一体化灌溉及棚架建设，实现全苗、
壮苗、上架，为来年的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光武千亩猕猴桃主题乐园栽植有新西兰黄心阳光金
果、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红心猕猴桃东红，以及中国农
业科学院中弥 2 号绿心等 3 个品种，种植面积 1000 亩，植
株 3 万株。大苗 2025 年中秋前亩产可达 1000 余斤；小苗须
经三年生根壮干，第三年亩产 3000 余斤，第四年亩产 4000
余斤，第五年 5000 斤，亩产纯收益可达 3 万到 5 万元。后期，
光武街道将结合规划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香菇、蘑菇等喜阴

作物。
据了解，光武街道经过 10 余次实地考察、调研及论证，

统筹机械施工及农事用工，倒排工期，自我加压，抢抓时节，
一个月内完成用地协调、土地平整、地形调整、道路规划及
施工、物资采购、土壤旋耕、栽植、灌溉、覆土、盖膜、插杆、
绑蔓等半年工作量，全力推动猕猴桃主题乐园项目建设落
地见效。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来自乡野田间的“土
特产”，一头连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农民就业
增收。光武街道以建强特色产业链、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以“微度假引领，农文旅融合”为核心设计理念，
谋划实施千亩猕猴桃主题乐园，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打响光武高端猕猴桃“农业+”IP 新品牌，为实现乡
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吉雅致）

光武千亩猕猴桃主题乐园果树发芽啦

“志愿红”引领“分类绿”
伊滨讯 近日，区市政绿化环卫中心在杨湾社区开展垃

圾分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加强居民垃圾分类回收意
识，引导培育居民垃圾分类良好习惯，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
人心。

活动中，志愿者向在场居民深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耐
心讲解垃圾分类的现状、意义，引导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到活
动中，有针对性地对垃圾分类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并通过分
类投放卡片游戏、现场有奖问答等趣味环节，加深居民对垃
圾分类知识的印象，确保垃圾分类有效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

此次活动，使辖区居民对垃圾分类标准有了更深层次
的认识，推动大家将垃圾分类形成习惯融入实际生活。参与
群众纷纷表示，要从自身做起，起好带头作用，为创建文明
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下一步，区市政绿化环卫中心也将继
续坚持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讲活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
深走实。 （陈茹）

雨夜遇险急求助
紧急救援显担当

伊滨讯“铃……”4月1日晚11点46分，孝文街道值班
室电话铃声响起：有游客通过12345热线求助，由于下雨导
致车辆深陷泥土，被困在倒盏村景区附近无法离开。

接到诉求后，值班工作人员快速响应，第一时间想到了
道湛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永杰。此时已近凌晨，还下着雨，王
永杰收到通知后二话没说，立即开始处理。

由于已是休息时间，景区人员一时联系不上，无法就近
救援。王永杰不敢耽误，一边协调联系救援车辆，一边出发
前往现场。

“我已经联系了一辆铲车，现在就带铲车赶过去，你告
诉游客稍微等一等。”前往救援路上，王永杰不忘给街道值
班室汇报情况。值班工作人员和游客保持联系，一边安抚游
客情绪，一边提醒游客注意避雨等安全事项。

深夜12点30分左右，救援人员赶到现场，迅速协助游
客脱困。经过近20分钟的救援，被困车辆终于脱困。

“实在是太感谢了。”游客向王永杰发来感谢短信。
（赵苗苗）

志愿服务在行动
义务理发显真情

伊滨讯 近日，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来自洛阳商
业职业学院的学生变身“Tony”老师，耐心地和社区群众沟
通发型要求和喜好。不一会，现场便响起了清脆的“咔嚓”
声。剪刀、电动剃刀、梳子……经过“Tony”老师的用心修
剪，清爽利落的发型让社区群众的发型焕然一新，贴心的服
务更让社区群众伸出大拇指连连点赞。

为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更好地服务辖区居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携手洛阳
商业职业学院志愿服务队，开展“情暖伊滨·爱心义剪”志
愿服务活动，为辖区居民免费理发，将便民服务搬到群众
家门口。

“我们学的是理发专业，很高兴能给社区群众理发。大
家的鼓励是我们继续加强学习专业技能的动力，我感觉我
们做的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学生代表说。 （贾莎莎）

为民服务无小事
执法为民暖人心

伊滨讯 细微善举传递大爱，平凡小事践行初心。
近日，李村街道综合执法大队队员巡查至李村大街与

兰台路交叉口时，发现散落一地的纸壳子并伴有火星散发
的烟味，一位开三轮车的老人正在着急捡拾纸壳子。队员们
急忙下车帮忙将引燃纸壳子的火星扑灭，随后又帮着老人
将散落一地的纸壳子整理好装到三轮车上。

同一天，李村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另外两名队员在综合
农贸市场巡查时，发现一位老奶奶的电动车原地驻足很长
时间，走上前一问才知道，老人家年龄大、腿脚不太方便，骑
车有些吃力。在征得老人家的同意后，队员主动帮忙，将她
的电动车开到合适的摊位。

执法前线一个个片段，党员红与执法蓝交相辉映。执法
队员们乐于助人、纾难解困的行为不断践行着无私奉献的
志愿服务精神，向社会传递了正能量，让人间大爱在伊滨悄
悄蔓延。 （李贝贝）

送戏下乡
乐享传统文化盛宴

伊滨讯 4 月上旬，寇店镇多个社区开展戏曲专场演
出，为群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水泉社区邀请南阳卧龙曲剧团为乡亲们带来为期三天
的“戏曲下乡”活动。《程英救孤》《大登殿》《吴汉杀妻》《刘全
进瓜》等剧目依次上演，深受群众喜爱。戏台上，演员们唱腔
铿锵有力、表演精彩绝伦，现场掌声、喝彩声持续不断，大家
不时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朱窑社区文艺汇演以热烈激昂的锣鼓表演开场。随后，
舞狮表演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只见两
头雄狮跳跃、跌扑、腾翻、打斗、登高履险，将狮子兽中之王
的威猛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场观众叫好声一片。《鬼山
风云》《大名奇案》《穆桂英挂帅》《花打朝》《包青天》《汉室风
云》……为期三天的戏曲表演中演员们深厚的唱功和传神
的表演，赢得大家阵阵喝彩。

大王社区邀请洛阳市青年曲剧团，为大家带来经典曲
目《卷席筒》《哑女告状》《下陈州》《慈母心》等，演出现场热
闹非凡，演员们扎实的演唱功底、字正腔圆的唱腔让群众享
受了一场视听盛宴。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高水准的戏曲演出，实在是
太难得了！”现场群众纷纷点赞。

下一步，寇店镇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演
出形式，组织开展一系列接地气、贴民心的文化惠民活动，
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杨芳芳 董利玲）

近日，在诸葛镇刘窑社区南侧的丹参种植基地里，50余名
社区居民在田间俯身低头、来回穿梭，或扦插栽苗、或除草铺
膜，一派繁忙劳作景象！

为充分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去年 9月，刘窑社区积极与嵩
县国昌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接，采取“农户+村集体+企
业”的产业发展模式，规模化种植丹参。“今年计划种植丹参
400亩，目前已种植200余亩。”刘窑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永超介
绍，通过土地流转，今年可以给农户带来每亩 800元的土地租
金收益，给集体增收5万余元。

“种植季节每天需要劳动力 50余人，生长管理期需要 20
余人进行除草、追肥、灌溉等管理。”承包社区土地的农户刘凡
说，“参与种植管护的社区居民每人每天可获得60元的报酬。”

“丹参又名血参根，是唇形科植物丹参的干燥根和根茎，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栽培。丹参具有活血祛瘀、通经止痛、

凉血消痈、清心除烦的功效，是我国常用的大宗中药材之一，
市场应用非常广泛。”嵩县国昌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
理张楠楠表示，这两年人们养生意识提高，中药材价格逐年
升高，种植前景一片大好，今年有望在刘窑社区达到丰产丰收
目标。

近年来，刘窑社区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产业兴旺”这个重
点，通过“党建搭台、社企协作”，不断探索特色产业发展新路
径。去年 10 月以来，该社区共整治撂荒地、荒沟、荒坡 270 余
亩，通过丹参种植项目，让荒废多年的土地变成良田，让社区
居民受益，让集体增收。

“下一步，社区会充分发挥土地潜能，让闲散土地能整尽
整、能用尽用，并引导更多农户参与进来，实现农户持续稳定
增收，社区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刘永超信心满满。

（杜浩翔 冯昕晴）

抢抓农时春种忙 撂荒地里孕希望

眼下，正是红薯育苗的好时节。位于寇店镇的洛阳国际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红薯育苗大棚内，工人们分工合作，
挖坑、施肥、放种、覆土、洒药……大家有条不紊地开展育苗
工作，棚内一片繁忙景象。

据悉，工人们从 3 月初就开始育苗工作，他们把红薯种
进土里，4月中下旬，种苗就能出售定植。

“育苗是红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今年，我们将常
规育苗与组培室育苗同时进行，红薯育苗大棚面积约 7400
㎡，可为当地红薯种植提供优质红薯秧苗。”洛阳国际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什么是组培室育苗？走进该园区的生物科技组培室，一
棵棵小薯苗，看似很普通，技术人员却给它们装上了一颗

“科技芯”。一排排培养架，一瓶瓶玻璃罐，一簇簇红薯苗吐

着嫩绿的小芽……“每一次实验检查，工作人员都要伴随着
耐心、细心和责任心，仔细观察小苗的生长发育情况。”负责
人介绍，利用新技术培育出来的脱毒红薯苗与传统薯苗相
比，几乎不带病毒，移栽进大田成活率高，植株长势旺，产量
和品质显著提升。“我们生物科技组培室先后进行过红薯、
马铃薯、大蒜、百合、草莓等的脱毒快繁，科技赋农增产、增
质效果显著。”

目前，洛阳国际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已初步形成集
红薯育苗、规模种植、产品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
的产业体系，为洛阳源耕品牌提供薯类爆款产品，提高
盈利能力。同时，它也成了我区科技赋农推动乡村振兴
工作的一张亮眼名片。

（任费伊）

这里的红薯苗装上了“科技芯”

桃花盛开如云似霞美如画桃花盛开如云似霞美如画

4月2日，寇店镇五龙社区南山上的600亩桃花林，
宛如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步行至五龙峡深处，潺
潺流水、落英缤纷，两岸山上皆是大片大片粉白色的花
团，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愈发娇嫩，绵延香色五六里。

“目前，五龙峡山上正在建设特色民宿，届时我们会
开展各类研学活动，欢迎热爱旅行的朋友们前来打卡。”
五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宗森介绍。 （任费伊）

2023年以来，寇店镇杨裴屯社区认真落实市委乡村振兴
“151”工作举措和“4+2”工作重点，立足农文旅综合体定位，着
力发展现代智慧农业，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项工程”，推
进乡村治理“三个重点”，在推动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上探新路、出实招、求实效。

发展特色产业 让群众富起来

该社区本着“引进一家企业、打开一个大门、带动一片发
展”的理念，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擦亮洛阳国际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这张核心“名片”。

目前，洛阳国际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一期项目已投产，
高品质有机番茄持续采摘，并在盒马鲜生、淘宝等电商平台火
热销售；园区正在运用新技术培育脱毒红薯苗，已初步形成集
红薯育苗、规模种植、产品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产
业体系，并形成规模化示范带动效应。同时，社区统筹抓好农
文旅融合发展，为社区群众增加就业岗位30个，为社区集体经
济增加地租收入20万元。

2023年，杨裴屯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下
一步，社区将与洛阳国际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合作开展培

种育苗，增加社区集体经济合作社收入。

实施“三项”工程 让村庄美起来

该社区牢牢抓住“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目标要
求，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供排水一体化、道路“白改
黑”三项工程。

以整治“六乱”、开展“六清”为抓手，建立“街长制”长效机
制，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高标准开展绿化提亮工程，在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周边及游园内种植绿化苗木，持续“扮靓”
社区，改善人居环境。

2023年，该社区全面完成供排水一体化工程，实施1700米
农村道路“白改黑”工程，村内主干道都铺设了柏油路，社区面
貌焕然一新。

突出“三个重点”让基层强起来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该社区围绕创建“五
星”支部、拓展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建强社区“三自”组织三个
重点，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服务资源下沉。

坚持以居民感受和需求为导向。该社区创新拓展党群服

务中心功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米”。2023年，完成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体育公园和两处健身
广场建设；图书室安装木制书架，日间照料中心更新床上用
品，并安装整体橱柜；托幼服务中心新增一批桌椅及儿童文体
用品；依托“人人持证，技能洛阳”活动，积极组织群众参加电
商、烹饪等技能培训，50余人取得相关等级证书。

持续培育、孵化、建强社区“三自”组织。该社区充分发挥
“一约五会”作用，常态化开展社区大事协商、矛盾纠纷化解、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等，提高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成
立鼓舞“自乐”队，每天组织队员在乡里中心排练，并通过文艺
汇演，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文明新风尚。

2023 年，该社区荣获洛阳市“三零”创建先进社区、洛阳
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称号。

下一步，杨裴屯社区将不断激发社区干群“敢想、敢闯、敢
拼、敢为人先”的“四敢”精神，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
引领，持续深入推进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和“4+2”重点工
作，持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社区建设和治理水平，助推寇店
镇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取新佳绩。

（朱海丽）

这个社区乡村振兴“底气”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