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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我县‘河南省小米醋文

化之乡’牌匾。这块牌匾弥足珍贵，来之不易。这对我们宝丰

酿醋人是个极大地鼓舞。”11月28日，在我县冯异醋业有限公司

“中原米醋非遗体验中心”展厅内，该公司经理王浩谈起这块匾

牌时感慨地说。“11月23日,‘冯异’米醋又荣获第二届‘一带一

路’（河南）国际农业博览会金奖，可谓是喜上加喜！”

我县小米醋发祥地位于县城东18公里的李庄乡翟集村。

李庄乡翟集村土壤肥沃，水质清冽，小米醋生产历史悠久，始于

商周，兴于两汉，盛于明清，曾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史料记载，东汉大树将军冯异带兵征战途中，将士们患肠

疾。冯异调运家乡米醋千桶，以醋佐餐。将士们肠疾不日而

愈。之后，光武帝刘秀钦封翟集米醋为“宫廷御醯”；明成祖朱

棣为翟集米醋御题“上乘佳作，稀世精酿”；清朝乾隆下江南路

过开封府时，曾带走翟集米醋作为礼品；19世纪30年代，翟集陈

醋远销日本、英国、加拿大、美国及东南亚国家；抗日战争时期，

白求恩曾托郏县韩先生为其代购翟集陈醋数百斤。

2000多年来，翟集村小米醋裹着清香，一路走来，滋润着一

方百姓的生活，闻名于中原地区，成为宝丰人民引以为豪的一

张名片。

近年来，我县深挖翟集小米醋非遗资源，拉长产业链条，保

护传承小米醋酿造技艺，培育出了冯异醋业、应河醋业等一批具

有代表性的小米醋酿造企业，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使千年小米醋酿制技艺绽放出了新的光彩。2019年，冯异醋业

被认定为第六批“河南老字号”；2021年7月，宝丰冯异米醋酿造

技艺列入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这些年，我县举办了醋文化书法作品展，成立了冯异文化研究会。李庄乡成立了醋

业协会，以冯异醋业、翟集醋业为主导，发挥龙头作用，利用网络电商平台整合资源，带

动乡村经济发展。目前，仅李庄乡就有大小酿醋企业作坊130家，小米醋年产量5300

吨，初步形成了集原料、生产、销售、研学观光为一体的新业态,直接或间接带动群众在

家门口就业人数达2000多人。

冯异醋业有限公司经理王浩说：“近年来，我们在师承古法酿造的同时，成立了平顶

山市食醋技术研发中心、河南省小米醋酿造技术工程研发中心，根据市场需求，在原有

传统小米醋的基础上，开发出了银杏醋、富硒醋、醋泡花生等新品，采用批发零售、电商

团购、直播带货、大客户+分销商相结合的营销模式，推动了小米醋生产发展。下一步，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守正创新，研发更多更好的小米醋，为打造‘中原醋都’贡献力量。”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庄乡翟集村的小米醋生产，辐射带动了周边

乡镇的小米醋产业蓬勃发展。异军突起的河南应河醋业有限公司，已成为我县小米醋

生产的又一中坚力量。（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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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 ，以“ 汇 聚 侨 界 力

量 共建出彩中原”为主题的中国

侨商投资（河南）大会在郑州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侨商齐聚

一堂，共襄发展盛举，共谋合作大

计，共创美好未来。省委书记楼阳

生、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分别致辞，

省长王凯主持。

知名侨商代表谢国民、张茵、

姚志胜、林东、张进隆、刘畅等作了

发言。

大会现场集中签约100个项目，

涉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

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

经过前期洽谈对接、加强沟通，

我县在活动中现场共签约3个项目，

总投资71亿元。

（黄赛培）

中国侨商投资（河南）大会在郑州举行
我县现场签约3个项目，总投资71亿元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验收组一行6

人莅临我县，在两天时间内对县行政

服务中心和马街书会景区申报的省级

标准化示范项目进行了评估验收。市

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常鲁军，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王浩，

县三级调研员陈卫东陪同验收。

在县行政服务中心，验收组依据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

点实施细则》，通过听取工作汇报、查

阅文件资料、实地查看、座谈交流、测

评打分等方式，对县行政服务中心组

织机构标准化、服务设施标准化、服

务事项标准化、窗口建设标准化、办

事流程标准化、管理制度标准化、服

务行为标准化、政务公开标准化8个

标准化体系运行情况，乡镇便民服务

中心、村级便民服务站标准化管理情

况等进行评价。

在马街书会景区，验收组先后到刘

兰芳艺术馆、中华曲艺展览馆实地考

察，通过观看非遗节目、听取工作汇报、

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对马街书会

景区管理标准、旅游服务标准、环境保护

标准等标准体系建设情况进行评估。

经过评审，验收组对我县标准化

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县行政服务中心省级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综合标准化示范项目和马街

书会景区文化旅游服务业标准化示

范项目顺利通过评审验收。（徐晨松）
编辑 谢书杰 校对 王晓光

省市场监管局验收组莅宝
评估验收省级标准化示范项目

11月28日，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

质文化遗产处处长于洁一行来到我

县，调研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

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黄静，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

保护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申红霞，

副主任杨淑祯、潘廷韬等分别陪同。

于洁一行先后到“黄河非遗点亮老

家河南”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

大赛总决赛中荣获奖项的龙王沟乡村

振兴示范区王堂村、杨沟村，九道宝瓷，

中汝廷怀窑，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

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

地点实地察看，并在说唱文化（宝丰）

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召开座谈会。

于洁充分肯定了国家级说唱文化

（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成就，

对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

展中心成立两年多以来的扎实工作给

予高度评价，并对非遗馆布展方案提

出了修改意见，为下一步说唱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提出了要

求。 （郭敬伟 刘畅）

于洁一行调研说唱文化（宝丰）
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

近日，河南省2023年第一批高新

技术企业名单公布，我县河南新瑞源

智能电气有限公司、河南康龙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丰佳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河南驭平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平顶山优玻玻璃技术有限公

司、宝丰县洁石碳素材料有限公司、

宝丰县源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宝丰县

矿业机械有限公司 8 家企业成功入

选，数量位居全市前列。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

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

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的知

识密集、技术密集企业。

近年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工作，创新工作思路，加大宣传力度，

县工信局多次深入企业进行政策宣

讲和咨询辅导，重点宣讲高新技术企

业的认定办法、扶持措施和税收优惠

政策等，引导企业规范研发活动，加

大研发投入，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截止目前，全县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累

计达到39家。 （胡要峰）

今年河南省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公布

我县8家企业榜上有名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王浩从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

书长刘炳强手中接过“河南省小米醋文化之乡”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