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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穿行在孟津县的广袤田
野里，只见一座座钢架温室大棚鳞次栉
比，一辆辆满载农产品的车辆穿梭田
间；现代农业示范园的日光温室内，
迷你黄瓜、樱桃番茄、袖珍西瓜等瓜
果蔬菜青翠欲滴，生机盎然；高标准
养殖小区里，千头奶牛或立或卧，悠闲
自得……

孟津县委主要负责人说：“这是我
们紧紧围绕‘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定
位，立足产业、资源及独特区位优势，瞄
准服务洛阳市场，坚持用工业理念经营
农业，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农业业
态，在绿野上演绎出的‘蝶变’之舞。”

集聚优势资源，打造现代
农业集群板块

从农业结构调整初期的“求新求
特”，到如今的重品牌、重标准，从生产
低端一步跨到科技高端，孟津县通过政
策引导、技术服务、资金扶持，让农民明
白了一个理儿——要想赚钱，光靠产量
不行，必须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
新我特。

在蔬菜产业基地建设上，孟津以建
设洛阳市最大的“菜篮子”为目标，创建
了送庄梁凹、平乐象庄、会盟铁炉等村
多个蔬菜产业发展基地，并达到了有示
范园区、有专业合作社、有育苗车间、有
质量检测站和有批发市场的“五有标
准”。先后推广无土栽培、蜜蜂授粉、生
物灭虫、节水滴灌等20项适用技术；引
进荷兰茄子、以色列番茄、美国车厘子、
日本网纹瓜等名优新品种50多个，全县
蔬菜种植面积达到17万亩，实现了四季
生产，全年上市。

蔬菜产业发展只是孟津深化产业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一个缩影。在林
果产业基地建设上，该县以林业生态工
程、标准化果园建设为重点，改造树型、
提高品质，实现产品升级、效益提高。
目前，全县林业总面积有10万多亩，其
中果树达 6 万亩，建成孟津梨、大粒樱

桃、软籽石榴、红提葡萄、优质鲜桃等
“五大集群特色”果品生产区，年产商品
水果近百万吨。

在畜牧产业基地建设上，该县重点
抓好养殖小区和规模养殖场建设。建
有省、市级标准化规模无公害奶牛养殖
场 6 家、奶牛养殖小区 4 个，存栏奶牛
14075头，年产鲜奶13万吨。全县规模
化养猪场 42 家，存栏生猪 39228 头，预
计年底可销售成品猪15万头。目前，孟
津县初步形成了蔬菜配送、粮食加工、
畜禽养殖等“五大板块龙头产业群”。

育龙头创品牌，提升农产
品市场竞争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核心是要有
一批带动能力强、辐射范围广、有市场
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全县引进发展十
里香草莓、银滩生态农业、千度红优质
葡萄、聚泉生态农业、农发农业科技等
55 个面积 500 亩以上的农业龙头项
目。目前，已培育省级产业化集群1个，
市级集群 1 个；全县农业产业化省级重
点龙头企业 6 家，市级 64 家；全县农业

龙头企业达到 24 家。他们外联广阔的
市场和科研院所，内联基地和农户，并
把先进的技术及生产、经营理念引进移
植到黄土地上，带动了农民增收和农业
提质增效。

龙头是产业的支撑，品牌是产品进
入市场的“通行证”，二者共同发展才能
实现产销对接。送庄社区抢抓“上级扶
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这一政策重
大机遇，投资185万元建成高标准多功
能集体经济大棚 4 座、农资服务中心 1
个、分拣车间 1 个、育苗车间 3 个，并以
集体经济为龙头，带动全村发展标准化
日光温室大棚200多座，发展果蔬2000
亩、苗木花卉 350 亩，果蔬产业年产值
4000万元。该社区是该县首个使用“送
驾庄”集体商标的社区，其农产品成为
超市里的抢手货。

孟津县用合作社把农户组织起来，
再用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把合作社
组织起来，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
利互惠的关系，带领农户发展生产、开
拓市场，形成规模效应。全县各类农民
专业合作社1000多家，带动辐射农户5
万多户。还先后注册了20余个蔬菜商

标，有的已成为业内名牌。如今，标准
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培育品牌农产品
等“现代”新词已被孟津农民津津乐道。

农旅相互融合，形成相融
共促发展格局

“棚内蔬菜棚外果，农家饭菜端上
桌，开门喜迎八方客，生态旅游真红
火。”这是同盟山沟域经济旅游观光带
孟津梨主题公园核心区铁炉村村民用
顺口溜道出的喜悦心声。

会盟镇北临滔滔黄河，南接巍巍邙
山，发展休闲旅游可谓得天独厚，其万
亩水稻、万亩莲藕、万亩酥梨、万亩鲤鱼
等特色种养，构成了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的水乡美景。近年，该镇推出的以“看
农家景、吃农家饭、摘农家果”为特色的
乡村休闲游及每年举办的梨花观赏节、
酥梨采摘节、荷花观赏节等节会，一天
能接待游客上万人次。该镇还整合了
1000多亩酥梨园，开展了“树上摘鲜果、
树下挖野菜”等采摘活动，吸引了大批
周边城市居民，前来休闲观光。

为满足洛阳市民旅游需求，孟津县
还以打造“洛阳休闲旅游首选地”为目
标，把农业与旅游业有效地进行产业融
合，形成相融共促的发展格局，有力地
推动了农业功能形态和产出方式的转
变，实现了双赢。大家普遍感觉到，这
两年发展乡村旅游后，最明显的改变
是农产品不愁卖了，游客直接走进园
区交易，价格高还供不应求。如每年
举办的新米节、草莓节、石榴节等10多
个节庆活动，不仅提升了孟津农产品的
知名度，而且有效拓展了农产品的销售
渠道。

目前，孟津县规划打造出特色农业
观赏采摘村20多个，建成绿色无公害蔬
菜、水果等特色果菜采摘园50多个，形
成集吃、住、游、娱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接
待体系。去年，全县乡村游接待游客
1350万人次，综合收益达到15亿元。

郑战波 李志刚 文/图

孟津县立足产业、资源及独特区位优势，瞄准服务洛阳市场——

以“都市型”观光农业走出特色之路 今年以来，孟津县司法局大力培育挖掘党风廉政建设亮
点，创新载体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提高全局干部职工思想
境界和防腐拒变能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营造廉政文化建设氛围，筑好“防护墙”。该局以创建
廉政文化示范点为抓手，狠抓廉政文化阵地建设，在局机关
及社区矫正中心悬挂、张贴廉政文化版面，精心打造“廉政
文化长廊”“廉政文化墙”等平面载体，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和文化感染力，营造崇廉尚廉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筑牢
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让干部职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
进一步增强党纪政纪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

抓好常态廉政文化教育，注入“防腐剂”。建立“日提
醒、周通报、月上课、季测验、年讲评”常态化廉政文化学习
教育制度，发放《致党员干部家属的一封信》，签订家庭助廉
承诺书，推进“家庭助廉”活动深入开展。同时积极开展廉
政演讲比赛、廉政歌曲大家唱、廉政短信有奖征集、廉政学
习心得体会大讨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廉政文
化建设内涵与外延。

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创新开展，有力推动了司法行政
工作全面进步。去年以来，该局荣获各级荣誉20多项，被
省司法厅表彰为“河南省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先进单位”“全
省社区矫正先进集体”“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先进集体”。

（崔晓辉 刘博楠）

筑好“防护墙”注入“防腐剂”

本报讯（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周亚伟）五一假期
将至，28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假期出游提示：
五一假期，全市所有 4A 及以上景区实施门票预约机
制，广大市民在出游时要做好防护、提前预约、错峰出游。

通知要求各景区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分
时段网上预约、查看健康码、游客限流、提前分流等措
施，景区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瞬时游客量不得超过最大瞬时流量的 30%；同
时优化设置游览线路，加强景区出入口、重要参观点等
容易形成人员聚集区域的巡视巡查，及时对游客接触频
繁、人流量大的观光车、游步道护栏、卫生间等重点设施、
区域进行消毒，指导游客做好安全防护。

该局提醒广大市民在假期出游时避开热门景点、
高峰时段，多选择以室外、山水为主题的自然景区游
览。在出游前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有关疫情防控措施
和景区场馆开放、预约等情况，带好证件、备好健康码。

如果市民在行程中发生服务质量纠纷，可以向当
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投诉。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旅
游投诉电话：0379－66612301。

五一假期，全市4A及以上
景区实施门票预约机制

“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
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
这首《牡丹》，是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
系药食同源定向选育岗位科学家、中国
农科院研究员张秀新最喜欢的诗词之一。

“洛阳牡丹的发展史，不仅是栽培技

术的进化史，也是一部‘国运盛衰史’。”
张秀新在中国（洛阳）2020 国际牡丹专
家线上讲座中，梳理了牡丹的发展史，并
对洛阳牡丹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牡丹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
载体。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牡丹初
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隋唐之后，
牡丹作为观赏之用，以花扬名。盛唐时
期，牡丹随遣唐使传往日本。牡丹作为刺
绣、瓷器的主要元素沿古丝绸之路“远赴”
欧洲。清代乾隆年间，英国皇家植物园从
中国成功引种，牡丹得以在欧洲传播。19
世纪，美国从英国引进牡丹。此后，牡丹
育种栽培得到快速发展。这些年，许多国
外牡丹名品回到故乡中国。

张秀新说。在新时代，牡丹的价值得
到进一步挖掘。比如，观赏牡丹在切花市
场大受追捧，油用牡丹被列为重点发展的
木本油料作物，还有“舌尖上的牡丹”成为
药食同源的重点研究方向。

“关于牡丹产业的发展，我们要保持
热情，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张秀新坦言，
前些年，牡丹产业发展轰轰烈烈，铺开了
摊子，但产业链上还存在很多堵点，良种
的定向选育、良种良法的配套、营养成分
的开发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无论是观赏、切花还是油用、药用，
新品种的定向选育都至关重要。当前最
要紧的，是加强牡丹种质资源的保护。”
张秀新坦言，目前我国牡丹育种仍以传
统杂交为主，水平尚落后于日本、欧美等
地区。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升级，我国
牡丹研究正在加速赶超，“种质资源将是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是牡丹的故乡，9 个野生种全
部源自我国，按地域又分中原、江南、西
北、西南四大种群。洛阳地处南北方过渡
带，自然气候适宜，历史渊源深厚。近年，
我市已启动牡丹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比
如，国家牡丹园是我国唯一国家级牡丹

基因库，收集保护了我国全部牡丹品种
群和世界主要牡丹品种；栾川建设了牡
丹野生种迁地保护区，在野生牡丹驯化
和远缘杂交育种方面开展了多项研究。

“作为药食同源品种，牡丹花瓣、花
蕊、籽油、丹皮都极具保健和营养价值，
产业发展空间广阔。”张秀新建议，牡丹
研究不能停留于表面，要进一步强化产
学研用融合，为牡丹产业注入科技动能。

张秀新也建议，在种植栽培上，要防
止“一栽了之”，注重后期标准化栽培技
术的推广，实现“良种配良法”。在牡丹
产业方向上，要避免盲目贪大求全，真正
以产品高质量赢得市场竞争力，让“盛世
之花”在高质量发展中绽放光彩。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李志明
文/图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药食同源定向选育岗位科学家张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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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中心、市消协发布的假期消费提醒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

n/998066

在我市连续举办了 30 届的“牡丹
杯”全国门球邀请赛，今年因疫情原因
中断，洛阳市门球委员会副会长、79 岁
的范广东打电话向全国各地的老球友
们推介“云赏牡丹”。

范广东退休前曾在学校担任副教
授，从事门球运动30多年，以球员、裁判
长身份连续参加了25届“牡丹杯”全国
门球邀请赛的比赛和组织工作，并由此
见证了洛阳牡丹文化节的发展。

“头几届‘牡丹杯’的规模不大，影
响力有限。”范广东说，随着牡丹文化节
在海内外影响力持续扩大，这项赛事逐
渐受到全国球友的青睐，通过这个平
台，他也结识了不少外地朋友。

2004 年4月8日，中国台湾地区首
次派代表队参加“牡丹杯”门球邀请
赛。经过近一周的切磋交流，他们深切
感受到了洛阳的深厚历史和热情好
客。临别之际，该队领队拉着范广东的
手久久不松开：“虽是‘河洛郎’，我却是
第一次踏上祖籍地，感谢你们的深情厚
谊，以后我会常回来。”

2009年4月，来洛赏花参赛的湖南
遂宁代表队领队苏进德把大件行李遗
忘在出租车上。范广东等人先后联系

了 20 多家出租车公司才把行李找到。
苏进德赠送锦旗表示感谢，并通过各种
平台推介洛阳，成为洛阳的“铁粉”。

第30届牡丹文化节期间举办的“牡
丹杯”门球邀请赛共吸引内地近30个省
及港澳台地区的 160 多支代表队 1600
多人参赛，达到了这项赛事的巅峰。

“牡丹文化节的亮点越来越多，内
容越来越丰富，是吸引外地选手来洛参
赛的重要因素。”范广东说，一个个博物
馆、小游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建成开放，

九洲池、铜驼暮雨和洛邑古城等成为新
晋“网红”景点，应天门灯光秀、新安樱
桃谷骑行邀请赛、奇境栾川摩旅故事等
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丰富多彩。
范广东说，如今的牡丹文化节再不是简
单地看花逛公园，他需提前做足功课，
给外地球友做好导游和讲解员。

今年，范广东通过推介“云赏牡
丹”，又让很多外地朋友爱上牡丹，爱上
洛阳。本报记者 孟山 通讯员 沈鸿灿

打门球的牡丹文化节宣传员 本报讯（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杜永齐）昨日，记
者从市民政局获悉，在疫情防控中有突出贡献的慈善
力量，可参评“中华慈善奖”。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慈善奖”是我国
慈善领域政府最高奖，推荐奖项共4类，分别是慈善楷
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业、捐赠个人。按照省
民政厅通知要求，为对慈善力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作出的突出贡献进行褒奖，市民政局调整第十一届“中华
慈善奖”洛阳市推荐对象，我市补充推荐候选对象1个。

补充推荐候选对象要求是，为疫情防控工作特别
是在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或对其他疫情严
重地区作出突出贡献、影响广泛的单位、个人、志愿服
务等爱心团队、慈善项目、慈善信托等。

5 月 10 日前可补充推荐。各县（市）区民政部门
按照属地原则接受个人、机构或项目的推荐或自荐，完
成初选工作后上报。

在疫情防控中有突出贡献，
可参评“中华慈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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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孟津县人社局充分运用科学管理理念，将现
代科技信息手段，嵌入技能培训领域关键环节，建立和完善
了技能培训廉政风险防控体系，进一步筑牢防腐倡廉这道

“防火墙”。
把好“入口关”。该局在技能培训中，将参加培训的学

员信息提前录入系统，并进行贫困户数据、残疾人数据、
以往培训数据筛查和比对，确保参训人员符合条件；同
时，对参训人员的学习意愿进行调查，制订科学合理的教
学计划。

把好“培训关”。该局购置人脸识别仪、高清摄像仪等专
用设备，对参加培训学员，实施人脸识别打卡，教师授课过
程采取全程视频监控，不仅有效改进了教学方法、提高了人
才培训质量，而且提高了教师的积极性和教学水平。

把好“毕业关”。该局把严把学员毕业关作为提升技能
人才培训质量的指挥棒，制订严格的理论实际操作考试计
划，技能培训结束后，组织学员进行严格的结业考试，对
表现优秀的学员颁发奖状及奖品，有效增强了学员参训
的积极性。

把好“申报关”。在申报培训补贴资金时，该局对培训效
果进行满意度调查，并将申请补贴学员名单在政府网站进
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培训资金安全有效使用，最大
限度压缩廉政风险空间。 （张浩宇）

筑牢技能培训廉政“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