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阳区积极开展“文明创建在行动 入户大走访”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董振兴）近期，淮阳区认真践行为民
服务宗旨， 积极开展“文明创建在行
动 入户大走访”活动，务实有效对接
群众诉求， 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
题，在淮阳营造人人知晓、人人重视、
人人参与和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确
保淮阳区创城工作全覆盖、 无死角、
零遗漏。

提高思想认识 ，增强行动自觉 。
各单位一把手主动扛牢责任、 直奔
问题 、补齐短板 ，切实抓紧 、抓实 、
抓到位 。 充分运用网格化分包机
制 ，组织党员干部 、社区工作人员 、
志愿者 4700 多名 ， 累计走访群众
2.9 万户。

树牢宗旨意识， 提升为民情怀。
该区征集群众意见建议 1470 条 ，其

中 1045 条能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现
场解决；对一时不能解决的 425 条意
见建议，建立分类问题清单、及时反
馈相关部门、持续跟踪，做到“民有所
呼、我有所行”，以真情服务解民忧、
暖民心，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
度。

狠抓工作落实， 务求走访实效。
淮阳区切实把握走访重点，压紧属地

责任、压实分包责任，分包单位与属
地加强沟通，条块结合，合理分配，确
保应访尽访。 切实把握时间节点，各
级各单位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每周
全面完成一轮集中走访， 做到真走
访、真排查、真解决。 切实把握方式方
法， 利用中午晚上集中入户走访，提
高走访效率，且不打扰群众正常生产
生活。 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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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我市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系列报道〉

�������在采写我市 8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时， 记者深
深感到，用足用活地理标志农产品荣誉称号，做大
做强每一个地标产品，是我市打造品牌农业，在全
省率先建成现代农业强市的重要抓手。

农产品地理标志， 是指标示农产品来源于特
定地域， 产品品质和相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自然生
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 并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
有农产品标志。 截至 2021年 12月，全国地理标志
农产品总量为 3454个，我省有 278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
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活力的企业，以特色产业
培育优质企业，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提升。

一方水土养一方物。我市农耕文化历史悠久，
培育出一批有独特属性的农产品， 具有发展地理
标志农产品的“先天优势”。淮阳黄花菜、项城白芝
麻是同类中的“王者”，在全国享有盛誉；扶沟辣
椒、扶沟西瓜、鹿邑芹菜等产量居全国前列；郸城
红薯制品、黄泛区黄金梨等出口国外；鹿邑蒲英花
节已经举办三届，产生很大影响。这些地标产品在
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当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重要着力点。

目前，农业竞争已进入品牌竞争阶段，凡是附
加值高的农产品， 品牌都做得比较好。 如东北大
米、新疆哈密瓜、阳澄湖大闸蟹等，声名远播，畅销
全国； 宁夏盐池滩羊对全县增收的贡献率超过
80％。 这些地方用地理标志产品赋能农业发展，将
地理标志资源、 企业资源、 农户资源形成发展合
力，让产品不断在国内外市场大放异彩。

和外地知名地标农产品发展相比，我们在做强
地标农产品、打造品牌农业方面，还有许多功课要
做。要优化产业布局，明晰地标农产品发展重点，形
成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增强农产品市
场竞争力；要讲好地理标志农产品故事，利用其丰
富的人文历史内涵，推动与旅游、康养等产业有机
结合，实现融合发展；要大力培养新农人，通过直播
带货等形式给这些产品提供远走高飞的平台。

产品开发升级没有终点。 地标农产品影响力
越大，农业品牌就会越亮，距离农业强市的目标就
会越近。 ①6

采访札记

做强地标产品 打造品牌农业
□记者 付永奇

道
德
群
星
引
领
开
发
区
文
明
﹃
风
向
标
﹄

□记者 王晨

文明之于一座城，是繁荣昌盛、和谐美丽；文明之于一
个人，是举手投足、一言一行。 欲创“文明城”，先育 “文明
人”。日前，记者了解到，开发区持续完善区、办事处、社区居
委会三级推选制度，区级表彰 278 名、办事处表彰 295 名、
社区居委会表彰 499 名道德文明使者。

据悉，开发区积极培树典型和标杆，组织特色活动，开
展立体式宣传，让文明逐渐内化为城市发展的基因，外化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行动。

———开展道德文明使者培训活动。 开发区对 2022 年度
全区“道德文明使者”开展培训，宣传普及文明礼仪、文明行
为知识等。 参会的“道德文明使者”代表纷纷表示，主动担
当、自觉参与到各类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动中，充分发
挥好言行身教、道德教化的作用，讲述家乡好故事，为文明
城市创建贡献力量。

———开展道德文明使者宣讲活动。 开发区共培训 5 支
“道德文明使者”宣讲团。 宣讲团深入机关、企业、学校、社区
开展宣讲，通过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用身边的榜样感动
身边人。 9 月 21 日，开发区组织康颖珠、马婧、杨芩蕊、朱中
文、李依婷道德文明使者代表走进校园， 与同学们面对面分
享自己的故事，上了一堂感人至深、鼓舞人心的德育课。 朱
中文说：“身正为师，德高为范。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摇篮，又
是传播文明的窗口， 我们作为道德文明使者更要凭借一点
一滴的努力， 不断为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 ”

截至目前，道德文明使者深入企业、学校、社区开展宣
讲 11 次，受众达 2200 人次。

———发挥道德文明使者模范的带头作用。 道德文明使
者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无形的精神力量。 他们在平凡岗位
上发光发热，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传递着社会正能量，用
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引领社会风气。 眼下正值秋收时节，由
于外出就业人员较多以及受疫情影响部分人员未能及时返

乡，给秋收工作造成了影响。 为切实解决辖区群众遇到的实
际困难，9 月 9 日以来，开发区道德文明使者组成 11 支志愿
服务队，全力以赴帮助因疫情无法返乡群众秋收，确保颗粒
归仓。 被社区居民亲昵地称为“抛哥”，并赠送绰号“皮实牛”
的开发区社区干部王抛也是开发区被表彰的 “道德文明使
者”之一。 刚刚获得荣誉的王抛干事的劲头更足了，“只要能
为大伙儿办事，我浑身是劲儿。 ”他带头参加社区大清扫、入
户大走访等活动， 用自己的行动演绎着道德文明使者的示
范带头作用。

———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表彰这些恪守道德规范的人，而更在于
让广大群众感受道德典型的风采，学习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
高品质。为此，开发区在社区、广场设立光荣榜，利用灯箱、宣
传栏、LED显示屏等，广泛宣传道德文明使者典型事迹，以图
文并茂的方式展示道德文明使者的精神风貌，激励更多的人
加入奉献的行列，不断壮大道德文明使者队伍，营造出人人
学道德文明使者、人人争当道德文明使者的良好氛围。 ②2

川汇区：让老街巷焕发新光彩
□记者 韩志刚

背街小巷事关百姓生活和城市

形象，既是“里子”，也是“面子”。 今年
以来，川汇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按照“路平、灯明、水畅、文
明、有序”的标准，持续开展背街小巷
大改造行动， 让老街巷焕发新光彩。
仅 9 月 17 日后的一周， 全区已整修
道路 105 条 ， 疏通 、 铺设雨污管网
3624 米，更换窨井盖 171 个，完成 100
条背街小巷的飞线治理，维修、安装
路灯 350 盏， 对 81 条背街小巷的墙
面进行粉刷美化。

夜里有路灯

随着夜幕降临，在川汇区人民路
东段聂堤家园整治后的胡同里，一盏
盏新安装的 LED 节能路灯一一亮
起。 “太好了，终于有路灯了，我们这
片的住户再也不用摸黑回家了。 ”居
民赵女士高兴地说。

聂堤家园位于周口市中心医院

东侧，因建设年代久远，路面坑洼不
平、破损严重，胡同里没有路灯，车辆
通行和居民出行都十分不便。

9 月 12 日，川汇区启动打造区级
“创文”样板片区行动，聚焦路不平、
灯不明、水不畅等居民最关心、最迫
切的问题，集中一周时间对大庆路以
西、国槐街以东、滨河路以南、七一路
以北区域进行集中整治提升。

作为全区背街小巷改造工作的

标准，七一路街道办事处和相关部门
采取道路修补、飞线整治、墙体美化、
安装路灯等方式，对包括聂堤家园胡
同在内的 29 条背街小巷进行全面改
造， 片区基础设施面貌得到全面改
善，为周边居民营造整洁有序的生活
环境。

巷内有秩序

“经过整治，路面变得平坦畅通，
环境干净整洁，电线归拢整齐，主街
施划了停车位，一切变得秩序井然。 ”
80 岁的金海路街道办事处西寨社区
居民段永新说，社区的破旧街巷完全
变了样。

朱庄街以南、汉阳路以东 、建设
路以北、贾鲁河西路以西，是金海路
街道办事处打造的首个“创文”示范
片区。 截至目前，片区已整修道路 39
条，安装照明灯 119 个 ，集中整治飞
线 2360 米，粉刷美化墙体 17280 平方
米，增设公益广告 865 处。

金海路街道办事处还按照区委、
区政府要求，加大对私搭乱建、乱停
乱占、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的整治力
度， 增强群众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意
识，共同打造美好家园。

“老百姓在创建过程中看到变
化、得到实惠、感受温暖，有力促进了
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 ”金海路街道
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刘建伟说，在彩钢

板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中，片区已经累计拆除 106 处彩钢板
建筑，且全部为群众自拆。

墙上有文化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温
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在小桥
街道办事处建中社区“人大巷”“政协
巷”，市民李女士一边带着孩子散步，
一边欣赏道路两旁图文并茂的文化

墙。 她说：“不仅道路修补了，而且增
设了文化墙，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
子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挺好的。 ”

背街小巷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

的窗口和名片。 在背街小巷整治过程
中， 川汇区坚持改造与提升并重、硬
件与软件并举的原则， 打造有特色、
有文化、有内涵的精品街道。

一街一主题，一巷一特色。 朱庄
社区的居民公约文化墙，不仅时刻提
醒大家遵守“居民公约”，而且成为社
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建中社区结合
新二十四孝故事打造孝道文化巷，弘
扬传统美德，传承中华孝道……

眼下 ， 在川汇区各个背街小巷
里，一面面文化墙成为一道道靓丽的
风景线，在弘扬主流价值、传播文明
理念、倡树时代新风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②2

背背街街小小巷巷洁洁净净有有序序

鹿邑蒲公英 花开致富梦
□记者 付永奇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
鹿邑县蒲公英现代农业产业园生产基地人头

攒动、笑声朗朗，一片繁忙景象。 数十名村民一人一
把镰刀、一块布单，一字儿排开，忙而有序地收割着
绿油油的蒲公英鲜叶。

“蒲公英浑身都是宝，花和叶能炒茶，能作为蔬
菜食用，也可以用作中药材，种子也可以卖钱。 种一
次能连续收三年，一年可收鲜叶七次，管理简单、省
事！ ”站在地头察看鲜叶质量的鹿邑县赵慧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位红旗说。

蒲公英别名黄花地丁、婆婆丁，菊科多年生草
本植物，有甘寒清解、苦以开泄、消肿利尿、清热解
毒等功效,被誉为草药皇后。记者走进田地里仔细观
察，鹿邑蒲公英叶深绿色呈倒披针形，边缘锯齿状，
顶端裂片较大，茎叶折断有乳白色汁液。 根呈圆锥
状，表面棕褐色，有皱缩，有白须。 位红旗拿着一棵
拔出的蒲公英边展示根部边说：“现代科学实验表
明，蒲公英富含蒲公英甾醇、胆碱、菊糖、果胶等，在
抗菌、抗肿瘤等方面有特殊作用。 ”

“鹿邑蒲公英是我市 2020 年获认证的地理标
志农产品，以地理环境适宜、种植面积大、产品质量
优、标准化种植水平高等因素，从众多申报农产品
中脱颖而出。 它的独特品质来源于鹿邑县独特的自
然环境。 ”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党支部书记杨玉慧谈起鹿邑蒲公英的认证过程非

常自豪。
鹿邑县位于黄淮平原，涡河中游。县域内土壤为

沙壤土和两合土，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富含有机质，
透水透气良好； 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南
缘，光照充足，温度适宜；地表和地下水资源丰富，无
污染，属于弱碱性、碱性，非常适合蒲公英生长。

从鹿邑县志记载来看，鹿邑蒲公英栽培历史悠
久，分布广泛，全县大多地方都有种植。 1983 年，鹿
邑县开始采用塑料大棚栽培技术，改为一年采收 5～
7 茬，在优化提升蒲公英品质的同时，也保证了冬季
蒲公英鲜叶的供应。 “经农业农村部门检测，鹿邑蒲
公英的钾、铁等含量均明显优于其他地方蒲公英的

含量。 ”鹿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站长、高级农
艺师李小柳介绍说。

鹿邑县以杨湖口镇为中心种植鹿邑蒲公英 3 万
多亩，是全国面积最大的蒲公英种植基地之一，在蒲
公英的育种、加工、销售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鹿邑
蒲公英能大面积种植， 和距离安徽省亳州市较近有
一定关系。 ”鹿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群说。

亳州，东汉“神医”华佗故里，被誉为世界中医
药之都，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
中心，中医药产业规模接近两千亿元。 鹿邑县虽然
属于周口市管辖， 但是距离周口市有 100 公里车
程，距离亳州市仅 30 公里车程，是距离亳州市最近
的县城。 长期以来，两地交流密切，尤其亳州开通高
铁后，鹿邑人到亳州乘车、经商的越来越多。

“我们合作社有 5 户社员，流转土地 600 多亩，
全都种植蒲公英，鲜叶、种子、根等产品大部分都是
通过亳州中药材市场销售的。 ”位红旗拿出一盒蒲
公英茶说， 这两年他们也开始尝试蒲公英深加工，
只是规模还比较小，许多订单来自亳州。

位红旗今年 33 岁，鹿邑县杨湖口镇人，少年离
家，在外务工，开过货车，25 岁时返乡开始种植蒲公
英。 他今年种植 200 亩，一亩地毛收入七八千元，纯
收入过百万元，不仅还完了外债，还和其他社员合
资一起新上一条茶叶生产线。 这几年，他每年雇用
附近村民 100 多名在合作社务工，每月支付工资 10
多万元。

在鹿邑县，像位红旗这样的以蒲公英种植加工
为主的合作社或公司有近百家，其中有 3 家国家级
重点龙头企业、50 多家合作社、20 多个百亩以上的
种植基地。 这些公司和合作社各尽其能，构建了“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初步形成了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蒲公英生产全产业链条。

小小蒲公英，开出致富花。 鹿邑县因势利导，以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调整农业种植
结构，实施农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使鹿邑蒲公英
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深加工工艺水平不断提升。

2019 年 8 月，鹿邑县被批准为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创建县之一。 2020 年，该县投资 1 亿多元，创建
鹿邑县蒲公英现代农业产业园，园区以杨湖口镇为
中心，辐射带动周边 8 个乡镇，全县种植面积超过 3
万亩。 蒲公英叶茶、根茶，蒲公英粉、蒲公英面条、蒲
公英糖等产品加工企业蓬勃发展，先后培育出“绿
圣嘉”“老子养生茶”等多个品牌商标。

该县还通过政府引导、企业铺路、规范经营、抱
团发展，以“种植基地景区化、农旅发展一体化”为

目标，打造集观赏蒲公英花海、休闲旅游、农事体验、
品尝蒲公英菜系等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逐渐形成
数十个上百亩的现代农场式蒲公英种植基地， 兴起
数十家蒲公英茶加工企业。他们结合乡村振兴，在蒲
公英种植基地建成 10 余个“观光农业园”，通过每年
举办“老子故里蒲公英花节”吸引周边群众前来观光
游览。 目前，该县成功举办 3 届“老子故里蒲公英花
节”，吸引游客数十万人，带火了当地的农家乐生意，
让当地群众收获一份意想不到的喜悦。

万亩蒲公英竞相绽放，一眼望不到边，花开鲜
艳，混合着淡淡微香，在春日绽放出独特风景。 鹿邑
县这幅徐徐展开的农村美、农民富、产业兴的精美
画卷正向大家发出邀请：约吧！ 明年 4 月，“老子故
里蒲公英花节”！ ①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