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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偃师区缑氏镇马屯村，制
鼓腔、蒙鼓皮、钉鼓耳，家家户户呈现一派
热闹非凡的场景。偃师区享有“中国鼓
乡”的美誉，全国百分之八十的鼓出自这
里。近年来，缑氏镇马屯村依托特色制鼓
产业，通过做大做强产业品牌，带动周边
乡镇，敲响乡村振兴的“致富鼓”。

传统制鼓成群众的“金饭碗”
在马屯村，村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厂房

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鼓，艺人们忙着制
鼓，快递公司的车辆不时驶过。

马屯村是豫西最大的少数民族村，也
是遐迩闻名的“天下制鼓第一村”。这里
制作的大鼓，曾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央视春晚、西安全运会等重要场合
多次亮相。该村传统手工制鼓工艺历史
悠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作为全国
最大的手工制鼓基地，该村在坚守手工传
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形成了从原料
加工到成品销售的全产业链。该村制作
的大鼓、腰鼓、战鼓及非洲鼓、韩国铃鼓等
几十种鼓远销海内外，大大促进了当地农
民增收。

制作大鼓，主要用椿木、山柳木。先

拿大锯锯成板子，然后画线、切成鼓条，将
鼓条晾晒、烘干，然后放在铁架子上一块
块拼接起来，刷上牛皮胶，鼓桶的坯就做
好了，接下来是打磨、包纱布、刷胶、刷漆、
蒙鼓皮，整个过程有几十道工序。最后一
道工序蒙鼓皮，是用千斤顶将鼓皮拉紧套
在鼓帮上，再用钢钉密密麻麻钉紧，在鼓
身绘上各种图案，鼓就制成了，包装之后
就能进行销售。

“我们全村 3000 多口人，有 2500 多
人都从事制鼓产业，现在这发展势头一上
来，腰包鼓了，干着也更有劲，现在光是带
动周边村子就业就有1000多人，家家有
手艺，户户有产业，好着哩！”马屯村党支
部书记王快景说。

大鼓“触网”销往世界
以前制好鼓后，人们要背着几十斤重

的大鼓走街串巷，四处推销。手艺传到了
现在，马屯村人把目光投向了互联网，积
极“触网”。近年来，依托从原料加工到
成品销售的全产业链，马屯村搭上了互
联网的“快车”，所有制鼓厂商都在网上
建立了店铺，马屯村也多次入选“中国淘
宝村”。2022 年，该村生产的大鼓线上

销售额突破 2 亿元，村民年均收入大幅
增加。

“电商发展起来后，在家坐着就能接
到订单。今年年初，我们就接到了一批来
自韩国的手鼓和铃鼓订单，有 28 万件之
多。”洛阳鼓尊乐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萌说。

历经几代的工艺改良，马屯村的鼓产
品不仅质量好、出货快，而且带动了周边
乡镇加入制鼓队伍。在府店镇周寨村的
制鼓厂房内，也是一派紧锣密鼓的忙碌
景象。“这个时间段，大鼓的需求量比较
大，所以我们现在开足马力生产，保证每
周出货 200 套到 300 套成品，发往全国
各地。”府店镇周寨村东亚鼓乐厂负责
人张喜艳说。

2022年，偃师区鼓业协会成立，制鼓
企业共聚一堂、抱团发展，探讨产业转型
升级与行业标准制定。偃师区鼓业协会
副会长马寅威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做大
做强制鼓产业品牌，通过支持鼓业协会发
展、推动工艺转型升级、建设制鼓园区等
多种方式，进一步提升偃师制鼓产业的档
次和水平，端牢制鼓产业的“金饭碗”，走
稳乡村振兴发展的步伐。 （石丹婷）

“天下制鼓第一村”“中国淘宝村”偃师区马屯村——

做强鼓产业 敲响“致富鼓” 披星戴月奔赴山河，履霜踏雪演绎春秋。
12 月 16 日，偃师首部戏曲电影《唐知县放粮》
首映礼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举行。

该剧讲述了洛东县知县唐成被严嵩打击报
复，不畏权势，冒着砍头风险，私自开仓放粮、拯
救灾民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忠于国家、爱护百
姓、不忘初心的清官形象，弘扬了“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的治国理念，歌颂了在唐知县身上
表现出的“精、气、神”。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也是传承民
族精神的重要载体。2019 年 12 月，由偃师豫
剧团创排的舞台剧版豫剧《唐知县放粮》诞生，
随后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受到广大观
众的热烈欢迎。

为充分展现戏曲的艺术魅力，给观众带来
新的观剧体验，2021年11月18日，电影《唐知

县放粮》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开拍，仅用12天时
间就完成了电影的拍摄工作。后历经两年的后
期剪辑制作，通过国家电影局审核。

据悉，偃师是中国戏剧艺术的重要发源地，
是豫剧“豫西调”的重要起源地和传承地，也是
豫剧和曲剧最早的核心流传区之一，拥有丰厚
的戏曲艺术资源。近年来，偃师区委、区政府大
力推进戏曲之乡建设，努力提升戏曲创作活
力、戏曲演出水平、戏曲人才素质，《攀龙附
凤》《山妞》《大唐忠烈颜真卿》《老实官》《唐知
县放粮》等一大批好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通
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正能量，为豫剧的
发扬光大、河南影视的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王祝鹏 李爽）

偃师首部戏曲电影《唐知县放粮》成功首映

“您好，欢迎行驶洛界高速，请缴纳
54 元。谢谢，祝您一路平安!”昨日，在洛
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洛界高速公路管
理处关林收费站，收费员张瑜满脸微笑，
热情地与司机打招呼。

今年，是张瑜在高速公路上服务的第
15个年头。从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到大
伙儿公认的“最美收费员”，他在平凡的
岗位上默默坚守，用贴心服务为长途跋
涉的司机送上一份来自洛阳的温暖。

前几天，洛阳迎来今冬首场大范围降
雪，受恶劣天气影响，高速限制通行，百余
辆货运车辆滞留关林收费站。张瑜和同事
们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为司机师傅送去
热水、方便面等，安抚大伙儿的情绪。

“收费站是城市的一扇窗口，我们要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服务。”在张瑜看
来，只要坐进岗亭，坚持微笑服务、文明用
语就是第一位的，此外，还要胆大、心细，对
突发状况保持警觉并妥善处理。

今年4月的一天，张瑜正和同事值夜
班，突然看见远处有辆货车冒着黑烟向收
费站口冲过来，车内的司机师傅慌乱地摆
手，示意他们远离。紧急时刻，张瑜一边
让同事去取灭火器，一边跑向货车，引导
司机从适当的收费口下站，避免给其他车
辆带来损失。随后，他和同事合力扑灭了
轮胎上的着火点。惊魂未定的司机对他
们竖起大拇指：“你们不顾爆炸的风险冲
上来，太厉害了！”

工作之余，张瑜还爱“管闲事”。他救
助过在收费站走失的老人，并多方联系把
老人安全送回家中。“张瑜是洛界高速公
路管理处的服务标兵，更是我们的骄傲。”
洛界高速关林收费站站长刘霖说，出色的
工作让张瑜收获了不少荣誉，但他始终不
骄不躁，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平凡的岗位就是我奋斗的平台。”张
瑜说，他要在这里倾洒心中最真挚的情
感，让青春在高速公路上闪光。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卢杨然

近日，伊川县纪检监察机关组成联合检查
组，走进县滨河高中等学校开展学校食品安全
专项监督检查，守护师生们的“舌尖安全”。

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从食品采购、验收、
储存、加工、留样等环节到校园食品安全校长负
责制、应急预案等制度机制方面进行了详细检
查，着力整治食品监管及生产销售中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全力打造让全县师生满意
的“阳光食堂”。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安排专人定期通过学
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县级监管平台，开

展线上日常监督检查，对点位全覆盖、视频画面
清晰、食品加工制作全过程公示公开等方面进
行重点检查，列出问题清单，对存在食品安全隐
患的学校下发整改督办函，督促学校及时查漏
补缺、建立台账、立行立改。

“食品安全始终是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我
们将继续做实政治监督，加强经常性廉政提醒，
对危害校园食品安全、侵害学生利益的腐败问
题深挖细查、绝不姑息，以铁纪监督守护在校师
生‘舌尖上的安全’。”该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 （郭园园）

铁纪监督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

政府采购政策的贯彻落实是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保障之一。宜阳县纪委监委驻县财
政局纪检监察组以提升政府采购效率和效益为
目标，从“痛点”和“堵点”出发，助力政府采购
提速增效，提高各类经营主体参与政府采购的
满意度。

该派驻纪检监察组全面掌握县财政局采购
制度建设情况，监督制定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提
升任务清单，合同签订、备案及资金支付效率明
显提升，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满意度显著提高。
针对招标采购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风险点，该
派驻纪检监察组盯紧关键环节，同时联合县财

政局对本年度招标项目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机
构开展监督检查，持续打造高效、阳光、廉洁的
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此外，该派驻纪检监察组聚焦完善政府采
购平台建设，督导县财政局全面推进政府采购
全流程电子化，实现政府采购全流程“三网合一”

“一网通办”，多渠道、多方式为采购当事人提供
优质服务，大大降低了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成本。

“我们将保持维护企业和采购单位利益、促
进全县政府采购提质增效的初心，履行好监督执
纪问责的使命，确保政府采购工作高质量完成。”
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郭鹏飞 徐飞）

强化监督助推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提升

近日，洛宁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
督”职责定位，紧盯供电供热领域突出问题开展
监督检查，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防范低温雨
雪冰冻灾害天气的应急措施，健全问题快速反
应机制，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推动提升供电供热
质量和服务水平。

该县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关
切的交通出行问题，监督推动交通运输部门完
善安全防范和应急预案，加大对桥梁、坡道、弯
道等易积雪、易结冰路段及事故多发路段的巡

查力度，最大限度减轻不利影响，确保恶劣天
气下道路交通平安有序。

该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纪检监察组监
督“前哨”作用，督促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
县应急管理局、县水利局等相关部门，结合气
象监测预报信息，开展本系统、本行业影响及
危害分析研判，做好供水、供气、供暖等设施排
查和防冻工作，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处置，全
力保障公共设施正常运行，守护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 （李静 邱瑞丹）

靠前监督兜牢民生底线

洛阳·综合

激发榜样力量

走进偃师区翟镇镇圪当头村，不仅能看到
绿油油的麦田，还能深入了解小麦的“前世今
生”。圪当头村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以乡里中心
建设为抓手，突出小麦文化特色，精心建设圪当
头村小麦博物馆，擦亮村庄“一麦相承”千年的
小麦文化名片。

“中原热土有名村，村称圪当头；西地良田
现宫城，城为紫禁城。”这是著名考古学家许宏
为二里头遗址上的村庄圪当头村撰写的楹联。
在翟镇镇二里头村、圪当头村田野考古出土的
碳化小麦种子，印证了早在3800年前的夏王朝
时期，偃师就已经开始种植小麦。作为河南省
小麦高产、稳产、优质、低成本栽培技术的发源
地，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徐才智更是在二里头遗
址周边田野上几十年如一日选育出豫麦18、偃

展4110、豫麦63等3个国家审定小麦品种。
今年下半年，圪当头村将村中一处古建筑

进行修缮保护，建设小麦博物馆，现已初具规
模。博物馆分多个篇章，以历史照片、图片、文
献资料、图书、农具等形式，集中展示了偃师区
小麦高产、稳产、优质、低成本栽培技术及小麦
育种技术探索历程，以及刘应祥、李德炎、徐才
智、王建涛、黄延宗、韩红卫等20多位闻名全国
的偃师小麦专家的科研成就，陈列了他们研发
的知名小麦良种。

“小麦博物馆的初步建成，对偃师区的小麦
文化及资料进行了挖掘整理保护，擦亮了鲜明
的‘一麦相承’主题乡村文化名片，传承了偃师
厚重的农耕文明。”翟镇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王祝鹏）

小麦博物馆：一麦“阅”千年

今年以来，偃师区纪委监委坚持用身边案
教育身边人，督促各镇（街道）纪（工）委把查处
的村（社区）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转化为警示教育
资源，通过“案中人”说忏悔反思、纪（工）委书记
讲党纪法规、单位负责人上廉政党课，切实让身
边案变成纪法教育“活教材”。

“大家要引以为戒，不做‘案中事’，不成‘案
中人’。”近日，山化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
村组干部违纪违法案例，组织观看廉政电影《开
门》。该镇纪委书记郭世昌通过以案释纪释法，
给参会干部打“预防针”、念“紧箍咒”。

槐新街道持续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
化，每月围绕本地或选取外地村（社区）干部违纪
违法案件开展警示教育。“通过学习，我明白了什
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作为社区干部，一定要廉
洁用权，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一名干部说。

“基层干部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必
须紧盯这一重要群体，持续以身边案强化警示
教育、纪律教育，引导他们不断增强遵规守纪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扛起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政治责任。”该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 （王雷 张晓炎）

用好身边案 敲响警示钟

近日，偃师区纪委监委联合有关部门深入供热企业实地
走访、现场查看，对供热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
促解决用户室内温度不达标、供热时长不够等问题。

王雷 王莎莎 摄

近日，偃师区纪检监察干部在偃师中裕燃气有限公司管道
检修现场监督检查。该区纪委监委与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专班紧密协作，紧盯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隐患排查责任落实等
方面加强监督检查，助力护民生、保安全。 王雷 王莎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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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暖心坚守，高速上奉献青春

李苗李苗：：投身高端装备行业投身高端装备行业
与洛阳共赢未来与洛阳共赢未来

劳动创造幸福

近日，在洛龙区一家轴承设备研发生产企业内，“90后”青年
李苗正与同事一起探讨业务。

李苗老家在安徽省六安市，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工作。
今年8月，李苗来到洛阳投资成立轴承设备研发生产企业。李
苗说：“我之所以来洛阳选择轴承行业创业，是因为洛阳工业基
础雄厚，近年来轴承产业发展好，产业链完备，人才也多。我对
创业前景很有信心。”

成立公司期间，李苗受到洛阳市、洛龙区相关部门的政策指
导与支持。短短几个月，公司运行已进入正轨。“今后，我打算邀
请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在洛阳拼搏奋斗、实现梦想。”展

望未来，李苗充满
期待。

洛 报 融 媒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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