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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车间里，叉车来回穿梭，将接种好的杏鲍菇菌包
转入培养车间；出菇房内，工人忙着将成熟的杏鲍菇摘
下，打包装箱；厂房外，一辆辆货车整装待发，将直达郑
州、西安、北京……

眼下，新安县青要山镇食用菌丰收，大山深处的纸房
村用小小的杏鲍菇撑起了群众的腰包。

“我们的一期项目年产值达2000万元，可带动10余
个村的集体经济增收，帮助100余名群众就业。”青要山
镇万吨食用菌生产示范区项目生产经理陈志娜介绍，目
前，该项目通过工厂化、标准化、自动化生产，已实现菌包
日产22000包、杏鲍菇日产15吨。44间出菇房里每天不
间断采摘杏鲍菇，保证每天能有新鲜杏鲍菇上市。

传统杏鲍菇种植一般在大棚土壤里，受气温限制，每
年种植时间较短。青要山镇万吨食用菌生产示范区项目
通过采用自动化智能控温技术，大大延长了杏鲍茹种植
时间。

制包车间里，3台自动制包机代替人力完成打包、套
环、扣盖等环节，制包速度提高了30%；接种车间内，工
人将软管末端的接种针刺入菌包封口，进行液体菌种的
接种工作。菌包制作完成后，统一转入菌丝培养车间，等
菌丝完全长满后，一个个菌包再转入出菇房。

在智能控温、控湿、控光、控风的车间内，经过20多
天时间，成熟的杏鲍菇将陆续被采摘。同时，在生产过
程中，全面采用优良食用菌品种，生产设施设计建造符
合相关标准规范，并以木屑、玉米芯等农作物废料为生
产原料，产生的废菌棒被制作成有机肥返田，实现生态
循环利用。

“我在这儿干活3年多了，上半天班，不耽误照顾家
里，一个月能赚 2500 元左右。”青要山镇纸房村村民王
丽说。

“目前，二期厂房已经建成，下一步将根据市场情
况进行种植，两期厂房都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在4500
万元以上，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陈
志娜说。

“发展特色农业，是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的有效途径。”纸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武
文龙说，食用菌种植产业实现了循环发展，是乡村振兴的
一剂强心针。

洛报融媒记者 赵硕 通讯员 游静 文/图

小菌菇激发
乡村振兴大“蘑”力

“以前，这条路坑洼不平，我们出行不
便。现在不仅路面平整，环境也更加整洁
了，出行方便多了……”段村新家园小区居
民李先生说。

背街小巷作为城市道路的“毛细血
管”，与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今年
以来，宜阳县香鹿山镇在背街小巷改造上
狠下功夫，着力改善人居环境，针对弱电线
路改造、雨污分离、路面整治、立面整修等
方面进行改造提升，解决路面破损、环境杂
乱等问题，实现巷道干净整齐、特色鲜明、

环境宜居、文明有序。
香鹿山镇背街小巷整治项目是 2024

年宜阳县民生实事项目之一，香鹿山镇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筹措资金，先后
对段村村、官庄村、龙王村设施不完善、功
能不齐全的5条背街小巷进行改造提升，改
造 巷 道 总 长 1100 多 米 ，铺 设 沥 青 路 面
8000 多平方米、污水主管网 3300 米、支管
网 570 米，强电入地 4400 米、弱电入地
3300米。目前所有工程已完成。

改 造 提 升 后 的 背 街 小 巷 干 净 整

齐 、通 行 顺 畅 ，不 仅 交 通 功 能 得 到 提
升 ，群 众 出 行 更 方 便 ，而 且“ 颜 值 ”也
提 升 了 ，有 效 增 强 了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和
幸福感。

此次改造只是镇域背街小巷“旧貌换新
颜”的一个缩影。下一步，香鹿山镇将持之
以恒推进背街小巷整治工作，坚持以群众满
意度为出发点和着力点，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辐射带动其他背街小巷提档升级，进一
步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张翔 尹坤 文/图

宜阳县香鹿山镇：

提升城乡颜值 绘就幸福底色

经过改造经过改造，，背街小巷背街小巷““旧貌换新颜旧貌换新颜””

昨日，在瀍东污水处理厂二期二
阶段扩建工程项目建设现场，河南三
建的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管道施工、
设备安装等作业。

该项目位于中州东路与二广高速
交叉口，紧临原一期厂区，主要处理西
工区、老城区和瀍河区的市政污水和
工业污水。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收
尾阶段。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白俊伟 晋志涛 摄

瀍东污水处理厂
二期二阶段扩建工程：

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新安县
青要山镇万
吨食用菌生
产 示 范 区
（资料图片）

分拣杏鲍菇

深化国际人文交流 推动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洛阳市实施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工作方案》印发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
者 贾臻 通讯员 乔安新
尹懿轲）记者从市商务局
获悉，《洛阳市实施外国人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工
作方案》（简称《方案》）日
前印发。

《方案》提出，优化服
务保障，提振消费市场，深
化国际人文交流，推动文
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郑汴洛国际文化旅游目的
地建设，持续打造更具竞
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丰富文旅商贸消费体验

积极融入“行走河南·读懂
中国”品牌塑造，着力打造具有洛
阳特色的文旅IP，重点发展沉浸
演艺、剧本娱乐、汉服体验、电竞
数娱、高端民宿等新业态；

在营造高品质消费场景方
面，要利用牡丹文化节等重要
节会，举办涵盖老字号、特色餐
饮、展会赛事等多个门类的国
潮美食节、青年市集。鼓励市
内各大商场实施品牌升级，导
入更多年轻化、国际化消费新
场景新业态；

围绕高品质古都文化体验区
建设，加快推动铜驼暮雨、九洲
里、定鼎门广场等特色商业街区
建设，营造层次丰富、灵动多变、
动线流畅的高品质消费场景；

打造洛阳特色产品，推动老
字号品牌守正创新。创新唐三
彩、牡丹瓷、牡丹画、洛绣等特色
文创产品，发展伊川小米、汝阳香
菇、洛宁苹果、栾川山茱萸等特色
农产品，打造洛阳本土消费品牌，
提升外籍人士消费体验。

提升出入境服务能力

在稳定运行洛阳—曼谷国际航线的基础上，
新开辟洛阳至日本、韩国等国际航线，争取洛阳航
空口岸与郑州联动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加快北郊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建设，优化
机场硬件设施，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国
际旅客通关体验；

提升出入境大厅“外国人过境免签业务”绿
色窗口服务水平，为免签入境符合条件的外国
人紧急办理停留证件、证件报失等业务；

建设移民和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打造我
市对外国人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营造舒适便捷环境

优化支付服务。具体来说，发挥龙门石
窟、洛邑古城支付服务示范区作用，提升外卡
受理覆盖率，着力提高景区、商圈商户外卡使
用占比；

完善城市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指引牌和服
务场所外文标识，增强洛阳博物馆、二里头夏都
遗址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等外语讲
解人员力量和外语智能讲解配置；

引导各大景区门票网上预约系统增加外国
人永久居留身份证预约功能和入园闸机对外国
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读取功能。

深化国际人文经贸合作

依托“两节一会一论坛”，
重点邀请国际友城和友好国际
组织来洛交流，进一步深化与
日本、韩国、俄罗斯等 144 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的友城
合作，缔结新的国际友城，拓展
洛阳国际“朋友圈”；

积极举办“海外大学生感
知洛阳行”“外国青年在洛阳”

“外国中学生住家交流”等主题
活动；

鼓励外国客商利用 144 小
时过境免签政策来洛开展短期
商务考察、对接洽谈等活动，扩
大对外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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