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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芦笋采收时节。7

月 5 日，笔者在商酒务镇赵一村

的丰源农牧家庭农场芦笋种植基

地看到，一畦畦芦笋笔直排列、长

势喜人，10名女工正手执专用剪

刀采收芦笋，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据丰源农牧家庭农场负责人

张伟锋介绍，丰源农牧家庭农场

坐落于商酒务镇赵一村西部，毗

邻宁洛高速，交通便捷。农场内

土地疏松肥沃，水利配套设施齐

全，可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优良条

件。在经过前期多方考察论证

后，他最终选定发展芦笋种植这

一特色产业。

“今年是我试种芦笋的第

一年，种植了 60 亩。由于前段

时间下过雨，新长出的芦笋又粗又壮、鲜嫩多汁，

亩产可达 2600 斤左右，按当前市场价每斤 4 元计

算，一亩地可收入万把块，一季下来收益可观。”

张伟锋笑着说，目前芦笋采取冷链配送，大多销往

山东经加工做成罐头出口国外，产品很畅销。在

增收的同时，基地还带动附近村 10 余名留守妇女

前来务工，每人每天 80 元，让她们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增加了家庭收入。

近年来，商酒务镇依托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将

发展特色产业种植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引擎”，

通过政策扶持、技术赋能、产业链延伸，已培育出韩庄

村秋月梨、黄洼村小杂粮、贝贝南瓜、辣椒等特色产

业，走出了一条“特色兴农、产业富农”的新路子。

“下一步，商酒务镇将持续加大对特色产业的

扶持力度，采取‘连点成线、以点带面’的发展模

式，创新发展举措，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强化

农产品品牌培育，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顶梁柱’，奋力绘就

一幅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的幸福画卷。”商酒务

镇镇长李运豪说。 （张晨曦 文/图）

商酒务镇——

田间好“丰”景 芦笋采收忙
7 月 2 日，市科普工作座谈会在我县珍稀菌产业园召

开。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王铮，副主席郭晓琰出席会议，

各县（市、区）科协主席等参加会议。

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我县珍稀菌科谱馆，并对食用菌

栽培示范农技协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了观摩，听取了该项目

负责人就天麻、黑皮鸡枞菌、白松茸的栽培、技术推广，以及

产业平台搭建、带动农户等方面的情况介绍。

座谈会上，有关人员传达学习了《河南省科协科普项目

管理办法》和《平顶山市科协〈河南省科协科普项目管理办

法〉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科普项目规范管理的要求。

鲁山县、湛河区、新华区及我县科协主席就上半年科普项目

进展情况及下半年推进计划进行了汇报。各县（市、区）科

协主席结合 2025 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主题，从组织形式创

新、资源整合利用等方面的筹备情况进行了交流。

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规范流程，确保

专项资金高效使用；要精心筹备2025年全国科普月活动，

统筹整合资源，形成联动格局，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影响力；

要梳理企业需求，精准推介科协系统科研资源，推动产业融

合，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星元）

全市科普工作座谈会在我县召开

7月4日上午，全县乡村富民产业推进会召开。会议的

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激发

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活力，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联农带

农、集群发展的乡村富民产业格局，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产

业支撑。副县长王克平等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宝丰县乡村富民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5-2027）》，解读了相关政策。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统筹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要把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

抓手，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差异化发展路径，培育独具特

色的新产业新业态；各链长责任单位要锚定产业链发展方

向，采取“图谱+清单”的方式，通过可视化手段全面把握重

点产业链发展态势；要坚持“三园同构”，规划建设县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乡级乡村振兴产业园和村级共富产业园，在有

条件的乡镇积极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基地；要培育龙头企业，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要充分利用已经认定的绿色食品、

豫农优品、名特优新等品牌，分链条、分品类研究市场、甄选

产品、讲好故事，培育区域公用品牌、特色品牌和企业品牌，

建设农业品牌体系；各链主企业和相关企业要在各自领域发

挥领头羊作用，积极发展产业融合项目，向产业链上下游延

伸发展，在保障原材料质量和供应稳定性的同时，拓展农产

品加工、物流配送、销售终端等领域。 （史军伟）

全县乡村富民产业推进会召开

近日，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现有评标基础设

施条件下，持续推进评标模式流程再造，创新实施

“分散式评标”模式，实现项目评审同标不同室、同室

间隔坐的目标。

为保障新模式平稳落地，该中心立足场地实际，按

照“同屋不同标、同标分散评”原则，将评标专家分散到

不同评标室进行独立评审，评标专家、业主代表彼此互

不见面，以席位式分散评标管控系统为依托，阻断评审

专家之间“悄悄话”和“熟人效应”。此外，评标委员会

成员在音视频监控下通过语音系统在线交流，减少了

评标期间人为干预现象，有利于营造专家独立的评标

环境，推动评审人员独立、客观、公正评标。

与传统集中式评标相比，分散式评标有效规避

了评标专家信息在封闭式评标开始前泄露的风险，

评标工作更加独立、客观、公正，进一步降低了政府

采购风险，优化了公共资源交易营商环境。

下一步，县交易中心将持续优化评标现场管理

模式，营造更加公平、公正、高效、有序的公共资源交

易环境，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朱奕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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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推动全镇供水保障、饮水安全深化

落实，保障人民群众“有水吃、吃好水”，日前，

石桥镇人大组织部分镇人大代表深入一线，聚

焦农村供水问题，积极履行职责，开展专题调

研工作，为筑牢民生“水根基”贡献力量。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邢庄村供水站、部分

农户家中，通过实地察看、入户走访、召开座

谈会等方式，全面了解水源保护、水处理工

艺、管网建设、水质监测及供水服务等环节

的运行情况，认真听取群众对供水服务的意

见建议。

调研中发现，石桥镇各村供水站在保障农

村居民用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

设施老化、水质检测能力薄弱、管理机制有待

完善等问题。针对此问题，调研组提出了可行

性的建议。

此次调研活动，彰显了代表们心系群众、

履职尽责的担当精神。下一步，石桥镇人大将

继续发挥职能优势，持续关注农村安全饮水问

题，及时开展“回头看”行动，确保水源地保护

措施落到实处，全力保障自来水厂的水质、水

量、用水达标，全力推动从“源头”到“龙头”的

饮水安全保障体系优化升级，以实际行动守护

群众“安全水”。

（赵宏雨）

石桥镇人大主席团——

履职尽责践初心 服务民生显担当

日前，团县委组织乡村振兴志愿者和“返

家乡”大学生志愿者到龙兴湖公园开展“河小

青”巡河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身着红马甲，手持工

具、分工合作，对沿湖两岸卫生进行排查、清

整，用实际行动践行护水承诺。经过志愿者

们的共同努力，河道沿岸的环境焕然一新。

大家表示，今后将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到河

流生态保护中来，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添砖

加瓦。 周琦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