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淮阳太昊陵朝祖会期
间， 一队模特身着汉服，在
淮阳多个景点翩然起舞，吸
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据了
解，这群“仙女”是周口交通
技师学院选派的高素质文
艺表演者，她们借助淮阳太
昊陵朝祖会这个平台进行
研学。 ②16

记者 刘华志

通讯员 张子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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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强化评标专家管理 提升评审质效
本报讯 （记者 任富强 ）开标前

随机抽取评标专家 ， 抽取环节全
方位无死角全程音视频留痕 ，评
标当日评标专家在评标区刷身份

证才能进入评标区……这是日前
记者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

到的 ， 为提高评标评审质量和效
率 ，着力营造公开透明 、规范高效
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 ， 该中心进
一步完善评标专家考评机制 ，多
举措强化评标专家行为管理 ，取
得良好成效 。

专家抽取 “规范化 ”。抽取工作
在实时监控的专家抽取室进行 ，
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

构在开标前二十四小时内通过河

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随机抽取 ，
经电子语音系统通知评标专家 。
在省内率先实现了评标专家抽取

系统 、河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 、评
标区智 能 门 禁 管 理 系 统 互 联 互

通 ， 专家抽取完成后抽取系统将
自动生成的加密结果直接推送至

评标区门禁管理系统 ， 自动关联
评标项目 。 评标专家凭身份证刷
开门禁进入评标区 ， 同时门禁系
统实时 反 馈 到 场 信 息 给 抽 取 系

统 ，确保评标专家抽取结果公平 、
公正 ，抽取活动保密 ，有效杜绝人
为干扰 。

专家信息 “保密化 ”。专家抽取

室配齐了所需的硬件设备与网络

环境 ， 明确专人严格遵守有关保
密和网络抽取的规定 ， 依法为招
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

提供评标专家抽取服务 。 抽取环
节全 方 位 无 死 角 音 视 频 全 程 监

控 、全程留痕 ，无需打印评标专家
名单 ， 评标当日评标专家在评标
区刷身份证即可进入评标区 ，有
效遏制评标专家信息泄露风险 ，
降低评标专家与相关交易主体串

通风险 ，确保项目公平公正交易 。
专家评标 “流程化 ”。评标专家

进入评标室前需持身份证 、CA 证
书等 ， 通讯工具一律放入电子储
存柜 ，按照流程 ，在全程监督下 ，
由门禁系统隔绝与外界联系 ，现
场服务人员核验专家身份信息 ，
准确无误后按时签到登记 ， 做好
评标工作准备 。 评标期间 ，严禁评
标专家发表倾向性言论 ， 并要求
其规范使用评标设备 。 要求评标
专家严格执行回避 、 保密等制度
规定 。

专家考评 “精细化 ”。严格落实
“一项目一考评 ”日常工作 ，评标
专家未在短信通知的集合时间内

参加评标的 ， 不得参与此次评标
活动 。 对评审专家的出勤情况 、评
标纪律等进行考评 ， 依法公开考
评结果 。 ①6

创新强种业 深度融“三链”
河南破题“农业强省”新目标

本报讯 （记 者 徐松 ） 3 月 4
日 ， 《新华每日电讯 》以 《创新强
种业 深度融 “三链 ” 河南破题
“农业强省 ”新目标 》为题 ，报道
我省作为农业大省建设 “农业强
省 ”的情况 ，文中大篇幅提到河
南周口 国 家 农 高 区 建 设 和 我 市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喜人成绩 。
其 中 ，文 章 第 二 部 分 以 《农

“链 ”融合 ，蕴蓄强农动能 》为小
标题 ，展示了周口国家农高区建
设情况 。

文 章 写 道 ：气 温 回 暖 ，淮 河
之滨的绿色农田一望无际 。 位于
河南 郸 城 县 的 周 口 国 家 农 业 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内 ，城中是小
麦 、 玉米精深加工区和科研区 ，
20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的 厂 房 林
立 ，城外则在统一规划的高标准
农田上 ，布局了小麦 、玉米 、脱毒
甘薯 等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区 。 从 种
植 、加工到科研 ，完整的农业高
新技术 产 业 示 范 链 条 让 郸 城 这

座豫东小城充满活力 。
作为河南建设 “农业强省 ”

的重要布局 ，周口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 业 示 范 区 承 载 着 发 展 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 ，探索传统农业
提质增效和农业科研 、加工与种
植 “三链 ”融合等重任 ，与 “中原
农谷 ”遥相呼应 。

2022 年 9 月 ，周口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揭牌 。 “按
照国 务 院 的 批 复 ， 周 口 国 家 农
业高新 技 术 产 业 示 范 区 总 面 积

约 118 平方千米 ，其 中 ， 15 平 方
千米核 心 区 为 农 产 品 精 深 加 工

区 ； 103 平 方 千 米 的 示 范 区 ， 包
括现代 农 业 展 示 区 和 科 研 试 验

区 。 ”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 范 区 筹 委 会 副 主 任 韩 金 银

说 。
新 年 伊 始 ， 伴 随 河 南 建 设

“农业强省 ”的春风 ，周口国家农
业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示 范 区 建 设 也

步入快车道 。 在示范区的现代农
业 展 示 区 ， 11 万 亩 超 高 标 准 农
田建设大部分已经完工 ；科研试
验区内 ， 整齐划一的试验田里 ，
26 个 作 物 新 品 种 正 在 大 田 实
验 。

农 “链 ”深度融合 ，让农业科
技企业看到新空间 。 “目前 ，我们
已经流转了 2 万亩耕地 ，正和示
范区的科研机构对接 ，探索与加
工企业 深 度 融 合 的 农 业 生 产 模

式 。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申建说 。

河 南 金 丹 乳 酸 科 技 股 份 有

限公司 是 全 球 第 二 大 乳 酸 生 产

企业 ，每年可生产乳酸系列产品
近 18 万 吨 ， 消 耗 近 30 万 吨 玉
米 。申建说 ，以前 ，企业科技攻关
主要集中在玉米精深加工环节 ，
与农业 种 植 环 节 的 科 技 研 发 互

动较少 ， “现在与示范区科研机
构对接 ，从玉米生产端选育新品
种 、创新种植模式 ，每粒玉米淀
粉含量提高 1 个百分点 ，我们就
能每年增效上千万元 。 ”

“目前 ， 示范区已集聚起规
模以上企业 79 家 、 25 个 省 级 以

上 科 研 平 台 ， 38 家 企 业 与 全 国
40 余家高校 、 科研院所开展技
术合作 ，小麦 、玉米 、甘薯三大产
业正形成覆盖研发 、种植 、加工
和副 产 物 综 合 利 用 的 全 产 业 链

条 。 ”韩金银说 。
在文章第三部分以 《良田固

基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为小标
题 ，讲述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在
豫东大地孕育丰收的图景 。

文章 写 道 ： “流 转 的 3000 亩
地 ， 赶赶工期 ， 3 月底前将全部
建 成 高 标 准 农 田 ， 不 仅 旱 涝 保
收 ，还节本增效 ，预计麦季每亩
增产超 100 斤 、增收 200 元 。 ”在
河南 商 水 县 高 标 准 农 田 施 工 现

场 ，种粮大户邱守先流转的农田
里 ，工人们忙着挖渠 、铺管道 、埋
线路 。

施工队忙春耕 ，是 2023 年中
原农业春耕春管新气象 ，也是河
南加 快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的 一 例

缩影 。 以全国 1 / 16 的耕地 ，生产
了 全 国 1 / 10 的 粮 食 、 1 / 4 强 的
小麦 ，每年向省外调出原粮及其
制成品约 600 亿斤……肩负粮食
安全重任 ，站上 “农业强省 ”新起
点 ， 连 续 6 年 粮 食 总 产 稳 定 在
1300 亿 斤 以 上 的 河 南 提 出 ， 到
2025 年 全 省 粮 食 综 合 生 产 能 力
达到 1400 亿斤以上 。

良 田 是 粮 食 生 产 的 根 基 。
2022 年 ， 《河南省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提出 ，在现
有高标准农田建设基础上 ，计划
用三年时间 ，投资 500 亿元建设
150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亩
均投资不低于 4000 元 。 据测算 ，
建成 后 ， 每 年 可 增 加 粮 食 产 能
30 亿斤以上 。

邱 守 先 对 高 标 准 农 田 的 建

设 感 受 深 刻 。 2014 年 开 始 包 地
的他 ， 因为农田设施不健全 ，曾
备受浇地 、排涝之苦 ，不仅辛苦
而且挣不到钱 。 如今 ，他承包的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 ，不仅基础
设施 完 备 ， 还 用 上 了 病 虫 害 监
测 、智能灌溉 、智能物联网等科
技装备 ，手机上就能完成田间管
理 。 今年 ，尝到甜头的他将包地
规 模 从 2100 亩 扩 大 到 了 3000
亩 。

数据显示 ， 截至 2022 年底 ，
河南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8330 万
亩 。 不久前 ，河南在 2023 年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 ，继续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质改造 ，全
年 要 完 成 535 万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新 建 和 改 造 提 升 任 务 ， 并 新 建
40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让
更多 “靠天田 ” 变成 “高产田 ”
“智慧田 ” 。

《新华每日电讯 》的报道发出
后 ， 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及各县市
区积极学习贯彻 、转载转发 ，在全
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响 。 ①2

在千年古风中相遇“书香周口”
———访知名女作家安意如

记者 乔小纳

������3 月 6 日下午 ， 知名女作家安
意如参加完首届河南周口伏羲书

展开幕式后来到沽读书廊 ，与周口
书友面对面交流 ，从如何学诗聊到
如何读书， 金句频现 。 3 月 7 日下
午 ，她作了主题为 《听千年古风 ，在
诗经中相遇天地时节 》 的文化讲
座 ，恰逢 “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即
将到来 ，安意如用温柔的话语送上
了节日祝福 ，并动员现场的朋友们
都去伏羲书展看一看。

从 2006 年初出茅庐时用独特
风格解读诗词的 《人生若只如初
见 》，到 15 年后用美食注解二十四
节气的 《二十四日 》，安意如始终走
在用感悟式的女性视角关照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前沿。 此次作为
伏羲书展嘉宾来到淮阳 ，面对伏羲
文化广场对面的 “千年古庙会 ”，她
又会产生哪些体悟呢 ？ 带着问题 ，
记者对安意如进行了专访。

记者： 您是第几次来淮阳？ 对
“太昊陵古庙会”印象怎么样呢？

安意如： 我是第一次来淮阳。
我本来就对河南印象很好， 结识
了很多河南的朋友， 而且河南本
身底蕴厚重、文化基因令人跪服。
另外我也非常喜欢民众自发性
的、很有当地气氛的庙会，又是在
淮阳， 在人文始祖伏羲安葬的地
方，所以很早就听说了。 刚好书展
邀请到我， 想到能借此机会看到
中原文化生活范本， 于是就很开
心地蹦跶过来了！

到地方发现好多人呀！ 但没有
说多到让我觉得很诧异，我希望看
到的就是人多，因为三年疫情大家
已经憋太久了， 很多地方去不了，
很多活动办不了，现在能看到重新
回到烟火人间的景象，看到大爷大
妈在太昊陵前的广场上跳起民间
的各种舞蹈、唱着很有地方特色的
曲调，看着他们席地而坐去谈天说
地吃东西，看到所有的摊位都正常
开了， 看到大家都很热心地去工
作，看到那么多的摊位去卖泥泥狗
这种很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记者：安老师，在读者见面会上
您说，在太昊陵前想到“命运”。 很
多人一般去太昊陵都是祈福，您为
什么会思考“命运”呢？

安意如： 之所以会在太昊陵前
思考“命运”，是因为一直以来中国
人的一个观念———“天行健， 君子
以自强不息”， 而太昊伏羲氏很好
地践行了这一点。 如果他作为部落
首领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他就不会
去对抗自然灾害，不会想着要迁移
让部族更强大、生活更安康，不会
冒着风沙从甘肃天水出发去寻找
一个宜居之地，也不会去建立自己
的国都，不会创造文字，更不会去
教人们稼穑、养牲畜，以及制定婚
姻制度。 所以在太昊陵前，真的发
现“命运”是个宏大的主题，我就在
思考到底是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

一生叫作命运，还是说负担起人类
发展的使命、 完成一个部族的迁
徙、取得族群的兴盛为命运？ 我沿
着太昊陵的中轴线，被熙熙攘攘的
人群推着往前走，恍惚间像是看到
了无数代的人从伏羲所在的洪荒
时期走到了现在，慢慢地也看到了
答案：一代代人春风吹又生，大多
数是默默无闻的，是被淹没在漫漫
红尘里的，但就是因为这漫漫红尘
才造就了生命的可贵，繁衍兴盛是
人祖伏羲愿意看到的，是他当初努
力实现的愿景。

所以你看，伏羲氏本是个人，可
老百姓们为什么自发地敬重他为
神呢？ 就是因为他是牺牲自我来为
大家去奉献去开创，为子孙后代的
安康打下基础。 所谓的“安康”一定
是有无私的人在当中牺牲，为了部
族、为了传承、为了对抗命运、为了
成就命运， 这种牺牲是有价值、必
要的。 在这里也想借助咱们的平台
对大家说：大家去太昊陵祈福时不
要只为自己求，还要去求我能为别
人带来什么福气，人祖伏羲为部族
命运的转折去付出和牺牲，这给我
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启发我们去发
挥自己的潜力，尽我所能地去做一
些对别人有益的事。

记者：您的讲座主题是《听千年
古风，在诗经中相遇天地时节》，我
们知道《诗经·陈风》收集的就是淮
阳地界的歌谣，您讲《诗经》是不是
基于这层考虑呢？

安意如：对，确实，来到周口，来
到淮阳，来到宛丘之上讲《诗经》，
一定是有这样的因素在。 除了空间
上的重合， 还要感谢时间上的巧
合 ，刚好是在春天 ，刚好是在“惊
蛰”这样一个节气。 我们所知道的
《诗经》，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先民寄
托自己生活的歌谣，在特定的时节
就歌咏特定的心境。 不论是“陈风”
这种淮阳地界民间的咏叹，还是周
王朝宫廷上的祝祷，他们都是来表
达人民生活当中所有细节的事情，
“风雅颂、赋比兴”是我们中国诗歌
的源头。

既然讲到了源流， 那我们的淮
阳、我们的宛丘，也是中国历史上
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 在最古老的
地方就应该配上最古老的诗歌，这
就是我讲座上要表达的主题。 我希
望带着大家通过《诗经》里的文化
或者生活方式去发现，在 4500 多年
前，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人们是怎么
通过自己的智慧去生活，以及他们
对当时的生活有一个什么样的认
知？ 我们现在的人对生活的认知，
除了书本之外，就是抖音、是短视
频、是元宇宙、是 ChatGPT（人工智
能对话系统）， 是一系列高科技的
东西。 而在《诗经》时代，人们的认
知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是“五
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
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
蟀入我床下”，是“关关雎鸠，在河
之洲” ……这些是如此的不同、如

此的美好， 虽然没有科技含量，但
不妨碍快乐。 这就是解读《诗经》的
意义，它体现出这一观点———每个
时代的每个人都在用心生活。

记者： 您对首届河南周口伏羲
书展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地方？

安意如：小孩子们表演。 因为太
可爱了，我是完全有被萌到。 另外
我看到伏羲文化广场上人流量非
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办书展是很不
容易的，首届河南周口伏羲书展能
让人眼前一亮真的很棒，这是周口
市所有文化部门齐心协力的结果。
这次尝试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第一
个地级市主动去承办这么高规格
的书展、 去开展全民阅读主动行
为，体现出一个文化大市、文化大
省应有的担当。

首届河南周口伏羲书展能够在
太昊陵之前去开展，我觉得这是一
个很好的缘起。 一方面周口人在家
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好书，另外一
方面在人文始祖的庇护之下，在这
么可观的人气下，我们的文脉应该
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这是一
个很好的契机。

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
事，开幕式刚刚结束，做布老虎的
民间手工艺人雷智超老师来邀请
我去看他做的东西。 我是打心眼里
尊重手艺人，因为手艺人实实在在
的，会做就是会做，不会做就是不
会做，我很喜欢手艺人踏实去做事
的感觉，那只小老虎我捧在手上就
觉得很喜欢，也油然而生出一股使
命感：我们自己的东西一定要好好
传承下去！

记者：您对“书香周口”建设有
哪些建议？

安意如： 我觉得首先要有一定
的阅读空间，把线上线下的交流打

通，我希望伏羲书展会发展成良性
的互动联盟，成为联系周口、河南
乃至全国书友的一个纽带，做到对
内联络感情、 对外扩大宣传的效
果，不断成为符号和品牌。

其次就是要多加民间的、 本土
的元素进去。 你看我的新书《二十
四日》， 写的就是我们天然有的 24
节气，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节气去
做不同的阅读活动，比如说我们今
天做一个“惊蛰”主题的诗词连句，
从上到下、从老到幼我们都能参与
进来。 况且你看“伏羲”这两个字包
含的意义这么大，庙会上又有泥泥
狗这些特色物产，可以考虑把“伏
羲书展”的文创发展到让老百姓自
己去设计，全民参与进来。 周口作
为“中原粮仓”，可她的饮食文化确
是被低估的，我了解到夏天我们淮
阳要办荷花节，书、食、花、饮，这些
都能作为很好的文化结合元素，为
后续“伏羲书展”越办越好提供无
限潜能。 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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