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2日 星期一 编辑：石蕴璞 校对：王岚 组版：晓南
洛阳·县区04

汝阳县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提升县域品质，突
出自身风貌定位，多下微改造的“绣花”功夫，着力改善人居环
境、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城市品质，聚力打造有温度、有厚度的
宜居汝阳。

“道路宽了，城市美了，休闲散步都很方便。”居民张大爷
对凤山南路称赞道。连日来，汝阳县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成
立专班，明确相关单位职责，围绕规划提标、建设提质、管理提
优，持续强化城市提升改造，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崭新的柏油路面宽阔平整，交通标线清晰醒目，车辆有
序行驶。人行道上，地砖铺设平整，行人漫步其中，享受着
新道路带来的便利与舒适，走在凤山南路上，幸福感“原地”
升级。县住建局扎实推进县城几条主干道的施工进度，对
周边重点道路的市政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排查与升级，对破
损路面进行修复，确保居民出行畅通无阻；铺设树坑石，修
整台阶、围挡等，优化居民生活体验。实现房屋由“旧”到

“新”，道路由“洼”到“平”，环境由“差”到“美”……县住建局
多措并举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明显增强。

“按照城市提质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县住建局迅速行动，
对城区的道路道牙、人行道道砖进行排查，发现松动脱落、缺
损的及时修复，对建筑工地的围挡及时修补、更换。”县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县住建局将成立工作专班，分片分
组进行常规性排查，高标准整改，为汝阳城市提质发展赋能。

碧水横桥连民心，漫步于北汝河段，放眼望去，河岸翠绿，
清澈的河水缓缓流淌，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生态
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依托北汝河两岸现状滩地，县水利局
对北汝河城区段进行了“清垃圾、清淤泥、清障碍、清水质”生
态提升行动，进一步美化河湖岸线环境，有效推动城市区域提
质扩容，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湿地生态休闲环境。

县水利局积极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新增荷花塘、滩
地生态绿化、石板汀步，梳理滩地水系等，进一步深化水域生
态环境整治，为城市提质奠定了坚实基础。后续，该局将按照

“边查边改、及时发现、及时清理”的原则，全面推动河湖水域
岸线环境问题整改，不断改善该县河湖水域环境质量，实现水
清岸绿景美目标。

“机动车停放在人行道上属于违法行为，请您及时驶离。”
县城管局聚焦门店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杂物乱堆乱摆等
现象，着力解决各种交通顽瘴痼疾，做到“还净于民”“还路于
民”。以城区主次干道街面为主体，县城管局集中执法力量，
开展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等城市乱象专项整治行动；联合交警
部门在主干道、商超周边等地开展乱停乱放整治行动，执法人
员主动与商铺经营者沟通，对乱停乱放车辆驾驶员悉心劝导，
同时对道路上违规停放的车辆进行拖移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处罚，确保车辆秩序井然、停放有序。

“今后，我们将持续整治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私搭乱建等
城市乱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规范执法，确保城区环境
有明显改观。”县城管局综合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县城
管局将加强与各部门的配合，持续加大整治力度，规范有效巩
固整治成果，不断提升城市形象。

（王雨 潘道本 袁一文）

以“绣花”之功
助推城市品质提升

“旧家电没人收，大一点的家电找
师傅来拆还要收费，搞不好得倒贴
钱。”近日，打算给父母换台洗衣机的
市民黄先生说出他的亲身经历，相比
线下回收，线上平台推出的以旧换新
活动更被他看好。

黄先生说，经过反复了解对比，他
最终通过淘宝“以旧换新”平台为父母
选购了一台西门子 10 公斤的全自动
滚筒洗衣机，全程非常省心。他说，具
体操作是在淘宝平台搜索“以旧换新”
进入页面，选好家电产品后点击购买，
找到“以旧换新 免费上门拆旧”，先进
行旧机评估，然后选择“送新品，同时
收旧品”授权并换新，最终显示的支付
款数额，是直接抵扣了换新活动优惠
及折旧款的。

“旧机只折了 50 元，但很方便。”
黄先生说，“像洗衣机这种大块头，搬
运是个大问题。如今通过线上平台以

旧换新，不仅能免费拆旧，还省去了清
运的麻烦，真的很省心。”

据了解，除了淘宝，京东平台也开
展了手机、家电、电脑、运动器械等的
以旧换新活动。此外，苏宁易购等家
电实体店也通过小程序开展线上以旧
换新活动。

以苏宁云店为例，空调旧品抵扣为
挂机300元、柜机为500元，5.5公斤以
上的滚筒洗衣机8年以上、6年至8年、
5 年及以内残值分别为 40 元、60 元、
120元，8年以上的33英寸屏幕完好且
能正常使用的液晶电视残值为40元。

日前，商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

进一步做好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通
知》（简称《通知》）。这意味着，新一轮
的家电以旧换新又启动了。

《通知》指出，对个人消费者购买2
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
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
灶具、吸油烟机 8 类家电产品给予以
旧换新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销
售价格的 15%；对购买 1 级及以上能
效或水效的产品，额外再给予产品最
终销售价格 5%的补贴。每名消费者
每类产品可补贴 1 件，每件补贴不超
过2000元。

洛阳苏宁易购电器运营经理孙理

想表示，若不计算家电套组的订单，
目前，以旧换新订单量已占到全店订
单量的八成以上，“线上以旧换新也很
方便”。

如何将家电以旧换新的“美景”变
成“实景”？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将鼓励各县区投入财政资金
联合家电销售、生产企业，开展家电以
旧换新活动；支持家电销售企业通过
自营自建、加盟合作等方式，加快构建
家电售后服务体系；支持提供在线下
单、预约上门、配件自选等个性化服
务，不断提升维修服务规范化水平。
此外，鼓励商超、家电卖场、电商平台
等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加强合作，促
进旧家电回收；改造提升家电回收网
络，支持回收网点、分拣中心、拆解设
施等项目建设，推动家电消费实现提
档升级。

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通讯员 乔安新

家电以旧换新 线上更便捷

初秋时节，瓜果飘香。近日，在孟津区常袋镇半坡村科瑞种植
家庭农场里，一串串红的、紫的、绿的葡萄挂满了藤条，散发着浓郁
的果香。不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的游人在藤蔓间穿梭、挑选，不一
会儿就收获满满。

近年来，常袋镇采取“党组织+公司+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林果产业，大力推广优质葡萄、软籽石榴、大粒樱桃等果品
种植，种植面积已有6000多亩，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郑占波 摄

葡萄成熟香满园 游人采摘乐开怀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焦宗伟）记者昨日从
市文广旅局获悉，从即日起至9月30日，我市开展规范景区讲解
秩序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全市旅游市场秩序，为游客营造安心、
舒适、优质的旅游环境。

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专项行动重点围绕洛阳博
物馆、龙门石窟、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古墓博物馆、白马寺、老
君山等热门景区和文博场馆开展，行动内容如下。

●整治导游私自揽客等不规范行为
导游在景区从事导游服务，须经旅行社委派并落实持证上岗

规定，且符合以下两种情况之一：
一是具有景区管理方认可的讲解资格并经景区管理方委派，

讲解时佩戴景区管理方颁发的相关证件。
二是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受旅行社委派，有旅行社接待计

划单（行程单），且团队人员必须与委派旅行社接待计划单（行程
单）数量、姓名一致。

●打击无导游证从事导游业务或讲解服务的行为
未经景区认证委派或未经旅行社委派，且无导游证人员在景

区内及其周边揽客提供非法讲解或导游服务，均属违规行为。
●解决景区官方讲解供给不足问题
协调相关单位通过增加志愿者讲解、补充电子讲解设备、建立

社会讲解准入机制等方式，逐步解决景区官方讲解供给不足问题。
●解决景区官方讲解供给信息与游客需求不对称问题
指导景区通过电子显示屏、展架、官方宣传推广平台等途径，

将官方讲解供给信息展示前移，使游客在预订、购买景区门票或排
队入园时，及时知晓景区官方讲解供给情况和辨识标准。

规范讲解秩序 优化旅游环境

近日，夜幕下的栾川县伊水路“一街三巷”特色街
区整洁、亮丽。

栾川县围绕打造“宜居韧性城市”目标，在老城区
实施背街小巷改造、线缆整治、雨污分流及特色街区改
造工程，通过植入文化要素、刻画立面质感、强化商业
场景、营造生态体验，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侯豫炯 摄

洛阳·综合

刘正伟：
把红薯“芯片”植入田间
初秋时节，陶营镇红薯示范方迎来

丰收季，挖薯机在田间地头穿梭，一垄
垄红薯破土而出。工人忙着去泥、分
拣、装车，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产业振兴，种业先行。近年来，随
着红薯产业的蓬勃发展，汝阳县锚定高
端红薯市场，围绕种业振兴，打造集脱
毒育苗、科普培训、技术指导、交易推广
于一体的中原红薯种业中心。

刘正伟作为中原红薯种业中心的
运营商，在汝阳县红薯产业发展技术顾
问蒋旭的指导下，研究新品种、探索新
技术、分析市场行情。

通过实验实践，他逐步掌握了红
瑶、哈密、商薯-19等品种的习性，通过
膜下种植、试管苗栽培等科学的管理方
式，种出来的红薯软糯香甜，十分美味，
实现了产量和品质“双提升”，很受消费
者的青睐。

“先进种苗技术是现代农业的‘芯
片’。要想种出品质好的红薯，必须有好
的种苗，只有种苗、种植、销售、后期深加
工一体化，才能真正把红薯产业干好。”刘
正伟俨然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薯专家”。

在销售方面，刘正伟搭建线上线下
多元销售网络，乘着电商直播的风口，
组建了直播小队，把手机架到田地里进
行直播，线上销售额直线上升。

种植一片红薯，发展一个产业，链
接一批农户，富裕一方百姓。未来，刘
正伟打算继续试种新品种、推广新技
术，稳步扩大生产规模，建设高标准红薯
种植基地，带领更多的老百姓共同致富。

闫冠飞：
从门外汉成为种植能手
同样是种红薯，80后“新农人”闫冠

飞也有自己的致富经。
黝黑 的 脸 、朴实的笑容、爽朗的

性格……这是闫冠飞给人留下的第一
印象。作为一个地道的汝阳人，2013
年，他毅然决然辞去上海的工作，回

到家乡发展红薯产业，2022 年创办了
汝阳县昌盛种植专业合作社，扩大种
植规模，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今年通过土地流转种了340余亩
红薯，种植的有西瓜红、商薯-19、哈密
等品种，非常受市场欢迎。”闫冠飞如今
已是远近闻名的“种植能手”。

三分种，七分管。红薯移栽是红薯
种植的关键一环。通过膜下种植、试管
苗栽培等科学的管理方式，种出来的红
薯大小均匀、口感软糯香甜，十分美味。

汝阳县昌盛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
轮茬种植红薯，红薯丰收时订单源源不
断，他们还对部分红薯进行深加工，做
成红薯粉条，每年纯收入 50 余万元。

“能够把大家都带动起来，有钱赚，一起
过好日子，我心里就踏实了。”闫冠飞逐
步把产业做大做强，并且积极探索红薯
种植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学习种植技
术、增加务工增收。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各
式各样的新农具成为农业生产的“新
式装备”。“新农人”闫冠飞不断引进新

设备，还在现有的设备上改造创新，自
制杀秧机，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赵勇：
将荒坡打造成“金银山”
初秋时节，在洛阳仟汇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金银花种植基地里，连片的金银
花俏立枝头，错落有致，散发着缕缕清香。

从高空俯瞰，金银花种植基地与前
坪水库相拥，四周青山环绕，光照充足，
土壤肥沃，优良的自然环境为金银花茁
壮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今年42岁的基地负责人赵勇，是上
店镇八沟村人，在外打拼多年，事业成功，
2022年返乡创业，成立洛阳仟汇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近600万元，种植高品
质金银花，并引进优质品种，将昔日荒坡
打造成金银花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基地。

长期以来，赵勇秉承无公害化管护
理念，在大力培育金银花的同时，还进一
步延伸金银花产业链，打造集种植、采摘、
收购、销售、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体系。为了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他积极
研发金银花浓缩液、金银花植物饮品、金
银花维C植物饮品和金银花护肤品等深
加工产品，着力打造“豫见儒阳”品牌。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赵勇一方面带头种植，为群众提供种苗
种植技术与指导；另一方面，雇用当地农
民从事金银花摘花、除草、剪枝、施肥等
工作，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乡村振兴，汝阳正呼唤更多“新农
人”的加入。如今在汝阳，越来越多有
知识、有抱负的“新农人”来到农村、扎
根农村，凭借种养新手段、营销新思路，
用好乡村资源，在希望的田野上带领更
多群众干事创业、增收致富。（贺玉玉）

逐梦广阔田野
蹚出增收致富振兴路
新农人

背街小巷 特色街区变身

（（本组图片由汝阳县融媒体中心提供本组图片由汝阳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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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红薯种业中心中原红薯种业中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更多高素质农业人才。在汝阳，就有
一批年轻人怀揣乡村振兴梦想毅然返乡创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力量。他们有人是“薯专家”，把红薯“芯片”植入田间；有人从门
外汉成为种植能手，在土地里“刨金”；有人事业成功后返乡包下荒坡
立志打造“金银山”……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