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纪雨童）拣果、称
重、修剪、包装、装箱……10 月 23 日
上午，在三门峡四季丰果蔬有限公司
山果演义“阳光玫瑰”葡萄分拣车间，
60多名工人在两条传输带前，一丝不
苟地按照标准化程序，熟练而紧张地
工作着。当天，13吨“阳光玫瑰”葡萄
将通过冷链车送出关，一周后可抵达
马来西亚，“走”上当地居民的果盘。
我市“阳光玫瑰”葡萄今年首次实现
出口，截至目前，已出口 500吨。

据悉，在山果演义分拣车间，每
天都有 30 多吨品质优良、味道香甜
的“阳光玫瑰”葡萄“飞”出国门，赢得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
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居民的喜爱。

山果演义所在的三门峡四季丰
果蔬有限公司是河南省较早从事果
品出口的企业，2022 年，与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大王村、西王村
以共建模式，打造多元化现代农业
示范园，建设“阳光玫瑰”葡萄数字
农业创新园，当年流转土地 500 余
亩，建起葡萄大棚 350 座。2023 年，
种植 4万余棵葡萄树并首次挂果，亩
产 3000 斤 以 上 ，预 计 2024 年 亩 产
6000 斤以上。良好的品质、科学的

管理，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客商前来
洽谈合作，使我市首次实现“阳光玫
瑰”葡萄出口。目前，出口订单还在
追加中。同时，“阳光玫瑰”葡萄的
出口还带动了我市苹果、脆柿、李子
等农产品的销售，促进了三门峡本
地农产品的出口。

“阳光玫瑰”葡萄是一种优质的
葡萄品种，其生产、种植、销售全过
程标准化、精细化管理，具有漂亮的
外观、浓郁的玫瑰香味、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高等特点，再加上丰产性好，
每斤售价 10 元以上，亩均年收入 4
万元—5 万元，经济效益可观，深受
广大消费者和种植户的喜爱。2017
年，“阳光玫瑰”葡萄在我市推广种
植，截至目前，全市栽植面积 1.224
万亩，年产量 1.075 万吨。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市“阳光玫
瑰”葡萄的价格更加亲民，市场价格
略低于往年，每斤 5元—6元，带来了
销售量的增长。在我市，“阳光玫
瑰”葡萄已成为一些地方的主导产
业，带动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促进
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的步伐越走越实。

10月 23日，在山果演义“阳光玫瑰”葡萄分拣车间，工人熟练而紧张地工作着。
本报记者 杜杰 摄

我市“阳光玫瑰”葡萄走俏海外市场
目前已出口5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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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晨宁）10 月 23 日，记
者 从 市 农 业 农 村 部 门 了 解 到 ，截 至 当
天，我市小麦已播种 67.5 万亩，占计划
面积的 59.21%。全市各地正抢抓晴稳
天气和有利墒情，有序推进麦播工作。

据悉，今年我市小麦计划播种 113
万亩，目前已播种过半。其中，义马市
计划播种 1.7 万亩，已播种 1.7 万亩，占

计划的 100%；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计划
播种 6.35 万亩，已播种 5.3 万亩，占计划
的 83.46%；湖滨区计划播种 2.95 万亩，
已播种 2.6 万亩，占计划的 88.14%；卢氏
县计划播种 19 万亩，已播种 15.1 万亩，
占计划的 79.47%；灵宝市计划播种 30.5
万 亩 ，已 播 种 20.7 万 亩 ，占 计 划 的
67.87%；陕州区计划播种 20 万亩，已播

种 12 万亩，占计划的 60%；渑池县计划
播种 32.5 万亩，已播种 10.1 万亩，占计
划的 31.08%。

由于受冷空气与高空槽东移共同影
响，10 月 17 日至 19 日，我市大部分地区
出现了一次明显的大风降水天气过程，
气温有所下降，降水量较大的部分地区
土壤偏湿，对腾茬整地和冬小麦适期播

种造成一定影响。随着近日天气持续晴
好，气温稳定，全市各地麦播工作随之迅
速展开。市农业农村局、市气象局等部
门将持续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周密部署
监测预报预警和应急服务工作，及时通
过各种渠道发布信息，扩大预报预警信
息覆盖面，做好不利天气应急管理和防
范措施，全力保障“三秋”生产。

本报讯（记者刘晨宁 通讯员文
肖东）日前，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市气象灾
害防御及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办公
室联合印发《三门峡市极端天气灾
害“五停”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
称《指引》），对全市出现重大气象灾
害时“五停”工作作出明确规定。

《指引》指出，当发生或预判发生
暴雨（雪）、洪涝等重大气象灾害时，对
全市或灾害严重地区采取停课、停工、
停产、停运、停业（以下简称“五停”）的
一项或多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五停”工作遵循安全
第一、慎重决策、统筹兼顾、科学防御、
社会参与的原则，实行政府主导、部门
联动、分级负责的工作机制。

《指引》对“五停”任务的启动、

执行、终止进行了明确规定。经气
象、应急管理、水利、黄河河务、自然
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相关专家会
商研判，达到启动标准时，由市政府
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或市减灾委）
视 情 向 受 灾 害 严 重 威 胁 地 区 发 布

“五停令”，实行“五停”措施。
《指引》要求，当市政府或市防

汛 抗 旱 指 挥 部（或 市 减 灾 委）发 布
“五停令”时，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
要坐镇指挥，组织本辖区、本部门落
实“五停”措施，做好人员安全保障
工作。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
具体工作细则，并督促指导本行业
做好“五停”相关工作。未按照规定
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且造成
严重后果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严肃追究责任。

本报讯（记者邹晶）为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设计河南”建设有关
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三门峡设计驱
动作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月 20 日至 21 日，三门峡工业设计
专题培训活动成功举办。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工业设计产业发展，出台《设计三
门峡建设（2023—2025）行动方案》，
成立工业设计三门峡专班，通过提
升企业工业设计能力、推动工业设
计成果转化、打造工业设计服务平
台 等 方 式 ，推 动 企 业 增 品 种、提 品
质、创品牌，引领技术创新、提升产
品档次、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

质量发展。
本次培训采取政策解读、案例

分析、经验分享、考察调研、企业座
谈等多种方式展开，旨在通过强化
设 计 理 念、明 确 设 计 方 向 ，解 读 设
计政策，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其
间 ，还 组 织 专 家 团 赴 骏 通 汽 车、金
渠 黄 金、三 耐 新 材 料、三 门 峡 化 工
机械等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学习，与
各 单 位 技 术 负 责 人 深 入 探 讨 企 业
节 能 减 耗、降 本 增 效 方 式 方 法 ，以
设计为引领，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

培训活动由三门峡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河南省工业设计协会主办。

本报讯（记者师宝华）10 月 15
日至 18 日，三门峡市文联、市楹联学
会等一行 12 人组成研学团，赴大连
市考察学习。其间，市楹联学会与
大连市楹联家协会签订友好协议，
标志着两市楹联文化交流再上新台
阶。

根据双方签订的《缔结友好学
会协议书》，今后双方将保持经常性
联系，通过讲座、笔会、联赛等形式
加强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充分发挥

各自文化、地域优势，促进文化和经
济双赢，共谋楹联产业文化发展大
计，并大力开展楹联文化活动，联合
出版楹联读物等。

研学期间，研学团在大连庄河
市昌盛街道打拉腰村、蛤蜊岛等地
创作了 50 余首（副）诗词楹联作品，
还在打拉腰村接受了红色教育。研
学团成员表示，将认真汇总，不断开
拓思路，为下一步两市楹联文化合
作奠定基础。

本报讯 今年以来，义马市新义街街道持续
深化“万人助万企”活动，积极探索服务企业的新
思路、新办法、新模式，全力当好“四员”，为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该街道成立助企服务专班，以“点对点”的
方式做好服务，同时构建“企业按铃、干部上门、
企业吹哨、部门报到”的服务机制，定期更新企
业“问题库”，强化动态管理，做到数据准确、更
新及时。目前，收集河南修邦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变更、义马市耿兴矿山设备有限公
司用工、三门峡恒锐矿山机械有限公司融资等
各类问题 9个，已解决 7个，正在协调解决 2个。

包联干部分类别、分行业、分区域，深入企
业一线，从企业招聘、要素保障、增产增效等方
面深入了解企业需求，通过“送政策、解难题、
渡难关、促进展”主动服务，进一步帮助企业宣
传解读政策，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今
年以来，先后帮助义马千秋多种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河南永祥特检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申报一
季度满负荷生产 20 万元奖励资金，指导河南修
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科技部“农业生物重
要性状形成与环境适应性基础研究”项目等。

该街道全面落实“全员招商”机制，及时梳
理目标企业清单，确定重点联络对象，采取叩
门招商方式，精准对接、积极跟进。目前，共收
集招商信息 5 条，正在跟踪洽谈 3 条，与苏州市
锦翔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就下一步合作达
成初步共识。 （徐文 冯华伟）

10 月 16 日 ，卢 氏 县 横 涧
乡雷家村的山岭上，农机在田
间来回穿梭，一个个刚出土的
红薯时隐时现散布在波浪般
的田垄之间，种植户们麻利地
进行分拣装车，一派丰收的甜
蜜景象。

雷 家 村 地 处 豫 西 山 区 丘
陵地带，以红沙壤土为主，土
层深厚、有机质丰富，具有疏
松、通气、排水性能良好的特
点，非常适宜种植红薯。

“我今年种了 110 亩红薯，
目前已经采收完毕，不少客商
早早就下了订单。”林良红薯
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武富军在
田埂上一边分拣红薯，一边开
心地说。

武富军是雷家村红薯种植
大户，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致
富能手。过去，他在江苏等地
打工，收入不高。2020年，他回
乡创业，通过种植红薯走上了
发家致富之路。几番打拼之

后，他在个人致富的同时，也带
动了众多乡邻共同致富。

雷 家 村 群 众 最 早 以 种 植
“商薯 19 号”品种为主，用于制
作粉条，效益一般，村民种植
积极性不高，基本处于零星种
植状态。

武富军多番考察后，率先
引进“西瓜红”“板栗薯”等新
品种蜜薯，试种成功并取得了
丰厚的收益。2022 年，武富军
种植的 80 余亩“西瓜红”“板栗
薯”蜜薯卖了近 34 万元。

5 月份种植，10 月份采收，
不到半年时间亩均收益 4250
元。这样的效益，带动了众多
群众跟随武富军走上红薯种
植的“甜蜜”致富路。

“红薯种植具有周期短、效
益高、劳务带动能力强的特点。
近年来，我们村因地制宜发展红
薯种植产业，在致富带头人的带
动下，目前全村 167户群众中有
83户种有红薯。去年，全村红薯

种植面积达到 280亩，产量达到
47.6万斤，产值近 120万元。”雷
家村党支部书记雷康焕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为
了进一步壮大红薯种植产业，
解决群众选种难、管理难、销
售难等问题，雷家村成立了由
党支部领办的专业合作社，重
点在种苗选育、栽培培训、销
售渠道拓展等方面发力，构建
起了“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电商”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产
业发展、农民增收、集体经济
壮大的多方共赢局面。

“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建引
领 作 用 ，不 断 拓 展 红 薯 产 业
链，由一产向二产过渡，引进
红薯深加工企业，提升产品附
加 值 ，千 方 百 计 拓 宽 发 展 渠
道 ，进 一 步 发 展 壮 大 集 体 经
济，让特色种植业帮助群众发
家致富，实现民富村强。”雷康
焕信心满满地说。

（聂金锋 李东阳）

10 月 18 日 ，记
者拍摄的正在建设
中的渑池县新华大
道。该项目是渑池
县 重 要 民 生 工 程 ，
路 线 全 长 7.807 公
里 ，属 于 城 市 主 干
道路。项目建成通
车 后 ，将 进 一 步 完
善 当 地 交 通 网 络 ，
助 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同 时 对 提 升 城
市形象具有重要意
义。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10 月 19 日，灵宝市寺河乡高山公司南洼基地的工作人员正在采
摘优质苹果。

今年，该基地发展苹果种植 2000 亩，产量 840 万斤，产值达 4000
万元。该公司以绿色食品为标准的优质果达到 80%，有效促进了当地
果农增收。 段景波 摄

本报讯（记者侯鹏云）10 月 23
日，“情暖金秋 爱在重阳”三门峡市
2023 年重阳节文艺演出在三门峡国
际文博城大剧院举办。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郭忠义，副
市长杨红忠，市政协副主席何军等
观看演出。

演出在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
中拉开序幕。配乐诗朗诵《爱在重
阳》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戏曲
联唱《情暖金秋》《扬帆新时代》余音
绕梁；小品《有钱没钱都是妈》妙趣

横生；歌舞《最美》《麦浪滚滚》《红军
从我家门前过》等结合三门峡地域
特色，为现场老年人呈现了一场文
化盛宴。

活动还邀请来自全市社会各界
的 9 位老年人代表登台，通过他们
的感人事迹全面展现我市老年人不
懈奋斗的时代风貌。

本次活动由市委老干部局、市
文联、市民政局、市文广旅局主办，
三门峡广播电视台、市银铃老年活
动服务中心承办。

情暖金秋 爱在重阳
三门峡市2023年重阳节文艺演出举办

《三门峡市极端天气灾害“五停”
工作指引（试行）》印发

我市举办工业设计专题培训活动

市楹联学会与大连市楹联家协会
签订友好协议

苹果丰收 果农增收

麦播面积已过半

全市麦播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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