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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李庄乡翟集村是个

远近闻名的国家级传统村落，也

是宝丰小米醋文化的发源地。

具有70多年历史的宝丰县供销

社，在建国之初就与翟集米醋有

着情深义厚的不解之缘。

1951年3月，宝丰县李庄乡5

户农民自发成立了翟集合作社，把

酿醋的老工艺重新拾起来，开始了

合作社与翟集米醋的首度结合。

1977年9月，李庄乡供销合

作社成立后，生产销售米醋成为

他们的主要经营项目之一，下设

生产作坊，对外销售，经济效益

可观。米醋除了在柜台经营外，

翟集合作社的社员们还走街串

巷，把翟集米醋送到城

乡各地。同时，优质的

翟集米醋还占领了周边

县市的城乡市场，赢得

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赞誉。

1978年底，李庄乡供销社将

社属食品作坊全部改造为醋

厂。1981年在郑州举办的河南

省调味品鉴定大会上，翟集米醋

以品质好、醋味佳一举夺魁。

1988年，县供销社在李庄乡

新建一家米醋厂，产品深受广大

城乡消费者喜爱，成为平顶山市

食品质量监督部门常年推荐的

知名品牌。

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为合作

社和米醋加工搭建了深度融合的

平台。2008年5月，李庄乡翟集

村的10户农民采取集资入股方

式，联合成立了宝丰县翟集陈醋

专业合作社，专门从事粮食收购

和米醋加工经营，年产米醋200余

吨，成为远近闻名的米醋专业合

作社。2009年9月，宝丰县供销

社投资成立了“宝丰新合作翟集

醋业有限公司”，并采取引入民间

资本和招引专业人才等办法，扩

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近年来，宝丰县供销社积

极拓展互联网+供销，2013 年

注册建立了“宝丰供销土特产

网上交易平台”，2016 年注册

成立了宝丰供销电商公司，将

宝丰米醋上架销售，通过网上

平台将其推向全国。

宝丰小米醋与供销社同发

展共命运，两者之间

的不解之缘也像米

醋一样，愈久愈浓、

愈久愈醇香。

供销社与翟集米醋的不解之缘

传承小米醋文化传承小米醋文化 做强宝丰醋产业做强宝丰醋产业
创建“河南省小米醋文化之乡”专栏

为提高消防安全水平，预

防减少火灾危害，6月2日，我

县在杨庄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

应急演练启动仪式，这次演练

活动也是我县“安全生产月”首

场应急演练。县三级调研员陈

卫东、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刘振国，县应急管理局相关负

责同志、杨庄镇民兵应急连、镇

村干部等参加。

活动制定了消防安全火灾

处置预案、善后处置方案等。

演练开始前，组织专业人

员再次讲授消防安全知识，讲

解消防器材使用要领，指导参

演人员正确操作使用灭火器，

强化安全意识和提升消防安全

知识水平。

在演练现场，杨庄镇蓝天卫

士值班人员视频巡查发现火情，

迅速报告给镇总指挥，总指挥发

出指令要求迅速处置。参战队

员用铁锹、灭火拖把、风力灭火

器、干粉灭火器进行扑救，并紧

急调动水车到场扑救，火势很快

被扑灭。接着小店村耙地车进

场处置。9:40总指挥宣布，杨庄

镇安全生产灭火演练结束！

刘振国对此次演练进行了

点评。陈卫东对安全生产工作

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金永刚 典灵爱 陈克丽）

我县安全生产应急演练
启动仪式在杨庄镇举行

“感谢咱镇的领导还想

着俺，趁着天好，俺一定帮助

乡亲们收好麦……”6 月 3

日，正值端午节，在石桥镇赵

庄村，刚刚接到粽子的农机

手赵国勇激动地说道。

为确保“三夏”生产暨秸

秆禁烧工作顺利开展，在五月

初五端午节当天，石桥镇相关

领导带领机关干部深入群众

家里、田间地头开展端午慰问

活动，将饱含着党和政府关怀

和关爱的的粽子、鸡蛋送到监

测户、收割农机手和在一线坚

守岗位的村组干部手中，让他

们在特殊的节日中感受到浓

浓的节日味道。

自“三夏”生产工作开展

以来，石桥镇高度重视，全面

安排，对农机手进行全面登

记摸排，按照小麦成熟早晚

程度统筹调动进行生产作

业。对受疫情影响、家中收割有困难的农户进

行实地走访，组织志愿者帮忙收割晾晒，确保农

户小麦颗粒归仓。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因村制宜进行秸秆回收，从源头上杜绝秸

秆焚烧现象。

“全镇上下将持续保持工作热情，做好秸秆

禁烧工作的后勤保障，盯死看牢分包地块，确保

实现‘不冒一股烟、不失一把火’的零目标。”石

桥镇主要负责人说道。 （牛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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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到，忙种植。6 月 4

日，位于大营镇古垛村北干

渠沿岸，一块块农田在条条

沟渠的纵横交错下，引入一

股股清泉……农民正在忙于

浇地、夏种。

“今年春季虽然少雨干旱，

但咱这小麦不仅没有减产反而

增收了。”该村宋文艳正在半坡

田地上，利用电泵从水渠里抽

水浇地备播。古垛村地处半丘

陵半平川地区，耕地面积 1101

亩，南边有泥河流域，北部有水

利干渠。

“各位村民请注意，干渠

放水了，请大家及时引水浇

地，确保夏种早完成。”大营镇

蛮子营村的微信群内，发出了

温馨提醒。疏通了多日的龙

兴寺南干渠，正式开闸放水。

“活水”引进了田，群众抢天夺

时忙种植，边播边浇，为秋粮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水利兴，则农业旺。大营镇为进一步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提升抗旱排涝能力，成立了防汛抗旱应

急工作专班，研究制订了工作方案，对镇域内的水

利设施，采取了河道治理、沟渠疏通和修复管网等

措施，畅通了水源渠道，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

公里”。古垛村利用南泥河北干渠的双项水利设

施，800 多亩田地实现了浇灌全覆盖，粮食单产在

500公斤以上，农民收入大幅上升。 （陈亚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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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高考工作平稳、

有序，建立健全高考疫情防

控 无 缝 对 接 的 快 速 响 应 机

制，5 月 31 日，县教体局在县

一高组织开展 2022 年普通高

招宝丰考区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演练，县委常委、副县长玉

素甫·库尔班到场指导。

此次高考疫情防控全流程

全要素应急演练，以点带面展示

了高考遇到突发情况时的处置

流程和应对举措，为全县普通高

考疫情防控应急处置作了一次

实战演练。（马亚鸽 薛现涛）

2022年普通高招宝丰考区
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

6月2日上午，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崔仓带领人大法工

委、财经工委、农工委等部分

委员调研 2021 年度全县国有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

调研组一行先后对耕地

保护、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

理、林木补植补造、水资源管

理与综合开发利用等工作进

行实地调研。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调研组听取了自然资源局关于

2021 年度全县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汇报，

委员们围绕我县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情况与自然资源

局、水利局、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进

行交流，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

报，调研组对我县 2021 年度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并对下步工作

提出要求。机关单位要聚焦

我县实际，根据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全面做好总结，认真

形成高质量报告，交出一份

满意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明白账”，为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更加高效有力的资

源保障。 （李亚黎）

县人大组织调研2021年度全县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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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上午，县委统战

部在肖旗乡举行“六一”儿童节

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

祝福和礼物。县委常委、肖旗

乡党委书记夏上，县委常委、统

战部长姚桃叶参加活动。

夏上、姚桃叶先后到肖旗

乡崔琦小学、韩店小学，亲切看

望小学生们，向他们送上节日

的祝福和篮球、图书等礼物，仔

细听取校方教育教学情况介

绍，向辛勤培育学生的教师们

致以诚挚的问候。

（李得胜 朱亚旭）

县委统战部六一节前
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