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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三夏三夏””生产生产

5月20日，县教体局召开2025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宣传月活动专题会议。

会议传达了教育部《关于开展第二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

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和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第四

届河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对我县心

理健康宣传月活动进行了具体安排。县一高、县三中、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石桥镇中心校四个单位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要以宣传月活动为契机，深化家校社协同育

人机制，着力提升师生心理健康素养；要切实发挥学校主阵

地作用，充分用好校内外各种资源，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

不断增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吸引力、针对性、科学性和实

效性；要加强宣传，积极引导，营造良好的家校社共同育人

氛围；要及时总结、推广宣传好的经验做法，推进全县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王艺涵）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活动启动

“这种植物容易种植，高

蛋白质、高营养、高产量，全

身都是宝！”5月22日，在周庄

镇中和寨村产业园大棚内，

平顶山市祖正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纪全省指着

绿油油的食叶草高兴地说。

食叶草，又名食叶菜、蛋

白草、蛋白菜、氨基酸草、氨

基酸菜，耐寒、耐旱、耐盐碱、

耐贫瘠，蛋白质高达 48.7%，

人和动物必需的十八种氨基

酸高达35.0%，是一种适应各

地各种土壤种植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2021年批准的新食品原料。

食叶草在北方地区大田种植每年可采割10茬，

在大棚内种植每年可采割 15 茬，年亩产鲜食叶草

25--40吨，净利润1万多元。食叶草营养丰富，质

地细软、多汁适口，广泛用于粮食、食品、药物、饲料

等领域，深加工后可制成超微粉、蛋白质粉、酱菜、食

叶草茶叶，酿酒酿醋等，是一种以草代粮、药食共用

的植物。

2023年8月9日，纪全省注册了公司，投资400

多万元，购置了粉碎机、榨汁机、烘干机等，致力食叶

草种植和研发深加工等。2024年8月21日，纪全省

申请的“一种酿造全植物醋的方法”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认定为专利。

纪全省说：“我们这里有40座大棚，种植的全部

是食叶草，有固定员工 20 人，用工高峰时达 80 人。

今年已销售食叶草种苗几千单，主要销售到河北、湖

北，浙江、重庆等地。开发的产品有超微粉、酱菜，茶

叶、醋酒，市场前景广阔。”

“俺夫妻俩是石桥镇高铁炉村的，在这里干两年

了，我每月工资 5000 元，俺老婆每月 3000 元！这

3500棵种苗装箱后发往河北邯郸的。”正在包装食

叶草种苗的员工董辉说。

“下一步，在各级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我公司将

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推广，延长产业链，做好深加

工，开发新品，打造品牌，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

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纪全省满怀信心地说。

（郭明远／文 图）

药食同源 以草代粮

周庄镇食叶草种植开启致富新门路

为助力秸秆禁烧工作，保障“三夏”生产顺利开展，5

月21日下午，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郭耀辉、焦剑楠带队到

结对帮扶村——商酒务镇石岗营村秸秆禁烧指挥部值班

点，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为他们送去了方便

面、面包、纯净水等慰问品。

在禁烧指挥部，慰问人员向该镇有关人员了解了该

村夏收进度、秸秆禁烧工作开展情况。随后，来到田间地

头与值班人员进行交谈，对他们坚守岗位、辛勤付出表示

慰问。

石岗营村“两委”对慰问人员的到来表示感谢，表示

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严格值班值守，加强动态巡查，做

好夏收、秸秆禁烧、夏种等工作，确保该村“三夏”期间“不

见一处火、不冒一缕烟”，为保障群众夏粮丰收、颗粒归仓

贡献力量。 （吴子寅）

应急管理局慰问
帮扶村禁烧一线人员

5月21日，县政协副主席李俊杰带领县政协委员、铁

塔公司宝丰办事处维护经理张智源到县环卫处、肖旗乡、

大营镇开展慰问活动，送去了价值7000余元的慰问品。

在县环卫处，李俊杰一行为环卫工人送去了矿泉水、

方便面等慰问品，感谢他们为城市环境卫生付出的辛勤劳

动，叮嘱大家在高温天气下工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

排作息时间。随后，他们又来到肖旗乡、大营镇慰问了禁

烧一线工作人员。 （刘茜）

政协委员张智源慰问
环卫工人、禁烧工作人员

5月21日上午，走进李庄乡尚王村的田间地头，一台台搂

草机正在麦地里来回穿梭着，身后，秸秆拾捡打捆机打捆搂好

一垛垛麦秸秆（如图）。这些曾经被当作农业“包袱”的小麦秸

秆，如今华丽转身，成为了生态与农业协同发展的“黄色宝藏”。

“我也是想着为父老乡亲们办一点实事，购置了搂草

机、打捆机、抓机设备，等大家收完麦子，收拾地里剩下的麦

秸秆轮到我上场了。”秸秆打捆的负责人闫路彬说道。

据了解，这些成捆的麦秸秆主要用于牛羊饲料，被运往

汝州、前营、张八桥等养殖业较多的地区，曾经“一烧了之”

的农田麦秸秆，经过处理加工，化身成为牛羊爱吃的“营养

餐”。还有少部分麦秸秆经过深度加工，成为了菌菇种植基

料、环保板材和草编制品。“每到收麦的时候，秸秆处理就成

了头疼的问题。以前发愁秸秆没处去，现在都抢着收！”尚

王村村民张延民笑着说。

近年来，李庄乡大力推进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不仅

有效遏制了秸秆焚烧现象，改善了空气质量，更为全乡小麦

种植增添了附加值。在守护绿水青山、打赢蓝天保卫战的

同时，又创造了金山银山，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

“下一步，李庄乡将持续深化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着力构建‘种植—回收—增收’的循环农业产业链。通过

大力推广秸秆资源化利用示范模式、优化产业体系布局，

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切实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推动农

业产业提质增效，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李庄乡有

关负责人说。 （王亚萍 文/图）

李庄乡：“秸”尽其用 打“包”成金

为推动我县视光产业园

高质量发展，5 月 16 日至 20

日，县科技局组织人员深入县

视光产业园，走进多家眼镜生

产企业，实地走访了解企业科

技创新现状，开展“一对一”科

技创新惠企政策宣讲。

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实

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研发场

所，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

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产

品研发、技术改造、设备升级

等方面的创新情况，了解掌握

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的需求

和建议。

在政策宣讲中，工作人员

聚焦企业关切，系统解读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实验

室等申报政策。重点讲解了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认定标准及税收减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以及

省、市、县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实验室在平台建设、项目

申报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从申

报条件、资料准备到流程要点

进行逐一剖析，指导企业用足

用好政策，提升创新能力。

宝丰卡特眼镜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上门送策”实用性强，为企

业规划创新发展路径提供了清晰指引。下一

步，企业将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科技创新引

领产业创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李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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