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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张典）记者
昨日从市文广旅局获悉，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示了国家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名单，我
市洛龙区名列其中。

据悉，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需
具备文化禀赋和旅游资源丰富、产业链深度融合和协同
互补、发展机制健全等条件，采取自愿申报、统筹确定方
式。经过地方申报、省级行政部门推荐、合规性审查、专
家评审等，文化和旅游部会同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确定50个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建设单位。我省两地上榜，分别为郑州市中牟县、洛阳
市洛龙区。

洛龙区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该区锚定“文旅文创
成支柱”目标，抢抓文旅产业发展新风口，突出“颠覆性创
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以重大文旅
项目为支撑，发挥文旅资源富集优势，完善政策扶持举
措，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培育文旅产业融合业态产品，开
展文旅促消费活动，实现全区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连点成
线，推动文化旅游产业与科技、教育、体育、工业等深度融
合，全区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区建设单位名单公示

我市洛龙区上榜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蒋颖颖 通讯员 尚海利）
昨日，记者从市妇联获悉，我市启动“巾帼法律明白人”
培育工程，确保今年年底前，每个行政村（社区）至少培育
3名“巾帼法律明白人”。

连日来，市妇联联合市司法局，在各县区开展“巾帼
法律明白人”专项培训。“在基层农村和社区，存在妇女儿
童因法律知识欠缺导致利益被侵害而不自知的情况，培
育‘巾帼法律明白人’就是要增强村（社区）妇联干部的法
治素养和维权能力，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市
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巾帼法律明白人”主要在法治宣传、权益维
护、纠纷化解、参与治理四个方面发力，宣传与妇女生产
生活密切联系的法律法规，入户走访了解妇女急难愁盼
问题，掌握涉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线索，传递
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促进纠纷化解，带领广大妇女有序
参与城乡社会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在共建共
治共享中彰显担当和作为。

按照要求，今年年底前，全市每个行政村（社区）至
少培育 3 名“巾帼法律明白人”，其中村（社区）妇联主
席、“四组一队”权益组组长全部成为“巾帼法律明白
人”。到2025年，逐步实现村民小组“巾帼法律明白人”
全覆盖，形成一支素质高、结构优、用得上的“巾帼法律
明白人”队伍。

今年年底前，每个行政村（社区）
至少培育3名“巾帼法律明白人”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杜莉莉）
昨日，首届中国（洛阳）香文化艺术节在我市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省创意产业协会、市
文广旅局等主办，由洛阳市沐春药业有限公司、洛阳市云
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办，旨在搭建香文化传播与交流
平台，助推香文化产业发展。活动现场进行了香道等传
统文化表演和展示，让参会者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香文
化的深厚内涵和独特魅力。参会专家、业内人士等也从
历史、文化、艺术等多个角度，深入解读了中国香文化的
内涵和价值。

中国香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戴香囊、插香草、沐
香汤就开始盛行。到了汉代，香已经成为主要的贸易货
物之一。明清时期，香炉已经成为文人书斋的标配。香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内涵，传
承至今。本届香文化艺术节以诗词歌赋、音乐舞蹈、影视
剧目、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展现香文化的历史，促进香
文化传承，助推洛阳文旅融合发展。

传承香文化
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金姐姐，我来了！”昨日临近中午，
涧西区武汉路社区71岁居民赵积雪，揣
着暖在怀里的餐盒，来到老邻居金培芳
的家里。从这一天开始，她将作为社区

“武邻送餐”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送餐
员”，为辖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免费送餐
服务，金培芳就是她的首位服务对象。

今年 80 岁的金培芳是一名独居老
人，平日里，家中的一切事务都需自己打
理，因为一个人吃不了多少，她的午饭在
赵积雪看来，常常“过于简单”。

“我和金姐姐认识快 30 年了，之前
我们就是好朋友。”赵积雪说，金培芳住
在隔壁楼，从自家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
金培芳家的客厅窗户。她已习惯每天早
上起来后先看看那扇窗，二人偶尔还会
心有灵犀地在窗口“碰面”，挥挥手打招
呼，“金姐姐老伴儿去世后，我就想多关
心关心她，有时包包子、饺子也会给她送
一份”。

这样的习惯，赵积雪坚持了多年，在
她心里，早已把这个住在隔壁楼的老邻
居，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每个人都会老，越是困难时候越是
需要别人的温暖。”赵积雪说，年轻时，金

培芳也曾多次给予她这样的温暖，那时，
她整日奔波于生活，金培芳经常替她给
家人织毛衣，一件件毛衣温暖了她的心，

也是从那时开始，她在心里暗暗决定，要
认下这个“家人”。

后来，金培芳的生活出现了一些变

故，她开始独居。从那时起，问候金姐姐
吃了吗、有没有吃好就融入了赵积雪的
日常。渐渐地，她有了组建送餐志愿服
务队的想法。

“我的想法很简单，社区里像金姐
姐一样的老人还有很多，我照顾她的
同时想服务更多的人。”赵积雪说干就
干，她找到社区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在社区的大力支持下，她开始组建队
伍并为队伍取名“武邻送餐”，“远亲不
如近邻啊”。

武汉路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10月，“武邻送餐”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
截至目前，已有 6 名队员。该志愿服务
队作为社区热心群众主动牵头成立的一
支“三自”组织力量，将借助邻里食堂，以

“老人点餐+志愿者送餐”的形式，为辖区
失能、半失能、独居或有生活困难的老人
提供免费上门送餐服务，让爱老、敬老、
助老的文明风气在社区弘扬。接下来，
社区还将以更多形式，持续增强群众参
与社区治理的内驱力，让“生活在社区”
成为越来越多群众的幸福源泉。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王若馨 通讯
员 彭梦蝶 文/图

特殊的“送餐员”

您知道吗？近年来，从洛阳北郊机
场运往全国最多的货物是蝎子。

小蝎子，大产业！近日，记者从洛
阳市蝎子养殖协会获悉，目前，全市共
有蝎子养殖户 3000 多家，年产成品蝎
800余吨，外销总量占全国总量的80%
至85%，年产值8亿多元，带动1万余名
从业人员年均增收10万元至20万元。

当日上午，记者在位于洛龙区安
乐街道茹凹社区的协会基地看到，现
代化的养蝎场里，一只只蝎子茁壮成
长。工作人员根据蝎子的生长情况，
及时调整养殖模式，待产的母蝎可享
受“单间”待遇。

据介绍，作为在市民政局注册登
记的社会组织，洛阳市蝎子养殖协会
创下了三个第一：全国首家建立党支
部的蝎子养殖协会；全国首家掌握蝎
子加温育肥技术的蝎子养殖协会，养
殖户将收购来的蝎子通过7至15天的
养殖，能使蝎子增重 15%至 20%；全国
首家掌握幼蝎繁殖蜕皮技术的蝎子养
殖协会，幼蝎自母体产下后，养殖 120
天左右，通过 6 次蜕皮，即可作为商品
蝎对外销售。

“不要小看加温育肥技术，蝎子的

体重增加意味着养殖户多赚钱。”洛阳
市蝎子养殖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李永
立介绍，蝎子浑身是宝，属于名贵中药
材，已有几千年的药用历史。《本草纲
目》记载，蝎子具有息风镇痉、攻毒散
结、通络止痛之功效。蝎子也是美味佳

肴，我国每年要消耗上千吨的蝎子，价
格由20世纪80年代的每千克几十元涨
到现在的每千克一千多元。蝎子价格
的大涨，有力带动群众致富，从而掀起
洛阳养殖蝎子的热潮。

我市是养蝎大市，自然条件和地理

位置十分适宜蝎子生长，洛阳蝎子品种
主要是“东亚钳蝎”，主供医药和食用两
大市场。由于蝎子以黄粉虫为食，蝎子
产业的附属产品也包括黄粉虫。

目前，该协会共有 287 名会员，遍
及我市各县区及甘肃、宁夏、广东、青海
等地。协会以培训养蝎实用技术、良种
繁育、市场信息咨询为主要业务。家住
孟津区朝阳镇周寨村的李月霞，养蝎子
20 多年，蝎子一年的交易量有 20 余
吨。她加入了洛阳市蝎子养殖协会，跟
着协会学习养殖蝎子的技术。

李永立介绍，多年的从业经验让
他意识到，蝎子养殖必须走产业化、
规模化、工厂化之路。现在养殖蝎
子，加温室、配料室、繁殖室和工作室
一应俱全。

“全国蝎子市场的议价权和定价权
在洛阳，协会已申请‘洛阳药蝎’商标，
下一步将积极筹建百亩蝎子养殖基
地，集加温育肥、养殖、繁育、初加工、
深加工及销售于一体，更好地带动洛
阳蝎子养殖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
富。”李永立说。

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董
华武 文/图

我市年产成品蝎800余吨，年产值8亿多元

小蝎子，大产业！

赵积雪（右）为金培芳上门送餐

■ 近日，瀍河区下窑社区“流动助农超市”新上
了一批新鲜蔬菜，社区居民李彩霞当场买了萝卜、白
菜各10公斤。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流动助农超
市”是社区面向居民推出的常态化便民服务项目，此
次新上的蔬菜均来自白马寺镇半个店社区的困难农
户。社区在把关蔬菜品质的同时，立足新时代文明
实践平台为居民谋福利，为农户解烦忧，截至目前，
共销售助农蔬菜2400公斤。 （王若馨 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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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要满足这些要求

●以“坚持导向，守正创新；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统筹谋划，示范引领；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稳中求进，科学发展”为基本原则，推
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引导和鼓励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生产要素向融合发展示范区合
理集聚。

●促进业态融合创新发展，推动现有融合
业态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着力培育融合发展的
新型文化和旅游业态。

●完善发展政策环境，结合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发展实际需要，加大政策创新和落
实力度等。

近日，在嵩县城关镇叶岭村万亩丹
参基地，种植户忙着采收丹参，呈现出一
派丰收的景象。

近年来，嵩县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
势发展丹参产业，建成集丹参育苗、种
植、加工、产品开发于一体的基地，形成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产业发展模
式，实现群众、集体双增收。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赵
明辰 摄

丹参丰收 群众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