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明探源采访团走进淮阳
本报讯 （记者 黄佳）5月 15日，河

南省“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明探源集
中采访团走进淮阳。 10余家中央驻豫
和省内新闻媒体的 20余名记者在淮阳
进行集中采访，探访平粮台遗址、太昊
陵、时庄遗址，探寻中国文明印记，感受
中华文明的悠久与灿烂。

在平粮台古城遗址博物馆内，陶
簋、陶罐、陶壶、陶排水管道、越王剑、
泥塑镇墓兽等一件件文物， 在暖色的
灯光照耀下，散发着古朴的光芒。平粮
台遗址博物馆馆长贾亮向采访团介

绍：“作为中原地区龙山时期方形城的

鼻祖， 平粮台的高台建筑及土坯垒砌
方式是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这座
中国最早的方形城内， 先民们建筑土
坯、设置门卫房、铺设陶排水管道、设
计城内‘中轴线’，展现出了非凡的创
造能力。 ”

在太昊陵， 采访团详细了解了中
华人文始祖伏羲结网罟、养牺牲、兴庖
厨、定姓氏、制嫁娶、画八卦、造书契等
对中华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在
时庄遗址考古发掘现场，4000 年的先
人“藏粮于技”的高超智慧让人惊叹不
已。 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党支部书记

时兴荣讲述时庄遗址的发掘故事：考
古人员在土壤中检测出了已经炭化的

粟和黍，发掘中还发现了排水沟、土坯
立柱、 夯土墙等遗迹， 经多方查证分
析， 最终确定这里是一处夏朝早期的
粮仓城遗址， 也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
的粮仓城遗址。

“通过对粮仓城遗迹勘察，发现其
建有隔水层、绝水层，外层还采用抹泥
的办法防潮，并修有排水沟。这说明夏
朝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善于

总结经验， 已经懂得了如何 ‘藏粮于
技’，也佐证了夏朝农耕文明的繁荣。”

时兴荣说，4000 年后的今天， 他们一
定要当好新时代的守粮人，接下来，他
们会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沟通，
充分挖掘时庄遗址历史文化价值，推
进时庄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乡村

振兴融合发展。
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许炜凯表

示， 淮阳厚重的文化底蕴让他再次
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 回去
以后，他会多策划淮阳文化古迹以及
文化保护方面的报道 ， 让更多的人
了解并认识淮阳，增强全民文化自信
自强。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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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白集：文化描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记者 王晨 文/图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

程。 以文筑景、以文化人、以文兴产的
沈丘县白集镇，如今已经成为“美丽大
花园、幸福新沈丘”的“后花园”，走出
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白集样本。

在白集镇， 尤其适合缓缓行走。
整齐有序的民居 、 干净宽敞的水泥
路 、美丽生动的墙绘画 ，小桥流水间
弥漫着淡淡花草的香甜。 在代表四季
韵味的承春湖、朗月湖、秋水湖、暖阳
湖驻足流连， 亦发现这水波荡漾中，
目之所及处 ，是气韵相谐 、情景相融
的文化味道。

文化传承———善文化

白集的“白”字其实是“百”，取名
于“百善之集市”。相传在北宋时期，村
中陈姓人家乐善好施，在他的影响下，
村人个个向善， 家家仗义， 得名百善
集，后演称白集。白集镇的百善园古色
古香，园内廊回路转，百善湖里水波荡
漾，村史馆里摆放着旧农具和老物件，
不时有群众前往参观。

不搞 “飞来峰 ”、不建 “千寻塔 ”，
不破坏原有形态和乡土风情，白集镇
按照 “把农村打造得更像农村 ”的理
念，打造乡土景观，留住乡村记忆，在
最大限度地保留 “原汁原味 ”的基础
上， 干部群众同心齐力自己动手，不
依靠政府资金 ，通过 “就地取材 ”“变
废为宝”等方式，花小钱办大事，原百
善寺变成了百善园。 白集人用实际行
动展现出齐心协力、一心向善的淳朴
乡风。

沿湖而行，一条条胡同渐入眼帘：
崇德胡同 、崇学胡同 、崇俭胡同 、崇
廉胡同 ，向真胡同 、向善胡同 、向美
胡同……这不仅是胡同的名称，更是
融入白集人基因中的文明。

文化创新———水文化

芳林新叶催陈叶， 流水前波让后
波。“以传承优秀文化基因提升乡土自
信，在乡村现有的基础上，挖掘特色文
化，增添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将进一
步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沈丘县
委常委、 白集镇党委书记张艳斌告诉
记者，白集取名“百善之集市”，善文化
是白集的核心文化元素，人们常讲“上

善若水”， 最能体现善文化的就是水，
恰好白集镇水系发达、 地下水资源丰
富， 仅坑塘面积就多达 5600 余亩，所
以深挖水文化是十分可取的。

白集镇的“水文章”以白庄村、刘
楼村为起点。 刘楼村建起了水文化广
场，集水文化长廊、咏水诗词歌赋、水
文化研学基地于一体，该村新贯通的
4 个湖名称韵味十足，分别是承春湖、
朗月湖、秋水湖、暖阳湖。 白庄村、河
滩村 ，有了清风桥 、明月桥 ，阅览亭 、
若水亭 、望水亭 、静水亭 、兴水亭 、清
水亭。

以文筑景，留住乡情乡愁；以文化
人，涵养村风民风。结合当地丰富的水
资源禀赋和“百善之集市”的文化背景
筹建的“水文化馆”，更是乡村文化创
新的一抹亮色，包括古典诗词中的水、

文化符号中的水、 民族认同和地域文
化中的水以及白集人水和谐相处等多

个方面，用水的智慧和多方寓意，来规
范白集镇群众的行为， 影响他们的价
值取向。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好路子

通过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白集镇面
貌焕然一新，形成了向善向上、和谐友
爱的村风村貌。 白集镇正在以文融旅，
用善文化、 水文化赋能白集乡村游；以
文兴产，调动、发挥本地农民和乡贤创
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近日，首期投资 2000 万元的沈丘
县白集镇白庄村旅游研学基地项目举

行开工仪式。该项目定位为亲子游乐、
生态游玩、拓展团建、自然教育、萌宠
互动、丛林冒险、乡村民宿、生态养老
等。 该项目的落地是对白集人居环境

整治的延续和补充， 也是进一步开发
和拓展乡村生态资源的重要举措，更
是白集镇文旅深度融合的一次大胆创

新和具体实践。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康养旅

游业等，不仅培养了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也吸引了
更多人才返乡创业， 促进农民就地就
近就业创业。 白集镇先后升级打造了
特尔、舒兰、森润等占地面积 1200 亩
的蔬菜瓜果种植基地， 确保了一年四
季瓜果香；建造玻璃温室、分拣车间、
冷库，配备冷藏车，形成了产销藏运一
条龙生产链， 吸纳当地常年就业农民
480 多人 、钟点工 3000 多人 ，群众过
上了“顾家挣钱两不误”的惬意生活，
形成文化惠民、文化悦民、文化智民、
文化富民的良性生态。 ②2

商水雒庄：玫瑰香飘致富路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赵永昌 文/图

特色产业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比如，在河南，说到牡丹大家就想到了
洛阳，提到大蒜就记起了杞县，谈到桃
花就忘不了西华。 如今，在商水，大人
小孩一看到鲜艳的玫瑰花就自然而然

想到雒庄。昨日，记者来到商水县平店
乡雒庄行政村， 感受了美丽经济给乡
亲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雒庄，原名“刘雒庄”，后来为了叫
着顺口，便舍去了其中的“刘”字，它是
平店乡东部最偏远的一个行政村 。
2013 年，村里的返乡青年刘国志等人
从云南昆明引种了 600 亩大棚玫瑰。
经过 10 年发展，小小的玫瑰变成了一
项富民产业， 让雒庄这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村庄逐渐有了知名度。

政策引领，助力发展步不停。近年
来，县乡村结合国家土地流转、产业扶
贫等惠农政策，从项目、资金、宣传等
方面给予雒庄大力扶持， 帮忙成立 3
个合作社，修通 2 条断头路、修建 1 座
生产桥，在雒庄的玫瑰基地举办“玫瑰
有约”“相亲大会”乡村游活动，帮助村
民解决小额贷款问题， 帮助雒庄的玫
瑰基地申报省市县 “返乡农民工示范
基地”“精准扶贫产业基地”等。

“创业很艰难，种植有风险，起起
伏伏不停步的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领

导的关心和支持……” 雒庄万和园花

卉基地负责人李东洋坦言。“党的二十
大对产业发展作出了规划， 省委制订
了‘五星’支部创建方案，其中，争创产
业兴旺星是关键一环。 俺村里已成立
集体经济组织，下一步，要与这些合作
社绑定，推动玫瑰产业大发展！ ”村党
支部书记刘国珍如是说。

“产量是基础、市场是要素、创新是

关键，这几年，我们不断淘汰老化品种，
定期更换新苗，保留了香槟、红袖、超级、
自由、冷美人、粉佳人、戴安娜、法兰西、
卡罗拉、高原红等 20多个主打品种。”玫
瑰种植大户李向前说，“我们掌握了控
温、防虫、治病等新技术，平均亩产鲜切
花 10万枝，亩均效益 2万多元。 ”

“咱不能只守着一棵摇钱树，要通

过多种渠道增加收入。 我把 3 个棚的
观赏玫瑰交给亲戚打理， 新种植 200
多亩‘丰花 1 号’食用药用玫瑰，已经
着手开发加工玫瑰花茶、玫瑰酱等，有
条件了还要延伸产业链，做玫瑰精油、
玫瑰酒， 力争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雒庄艺和园玫瑰基地负责
人刘军停信心十足地说。

据了解， 雒庄的玫瑰种植基地采
取“合作社+基地+农户+脱贫户”等模
式， 吸纳 110 多家农户参与其中，有
300 名固定工和临时工， 每人月收入
可达 2000 元，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
收，70 多户困难群众得到精准帮扶 ，
如期实现脱贫致富。

“我们在基地干活，平时一天能挣
60多元，忙时一天能挣 100多元。 ”“别
讲挣多少， 反正不耽误照顾家人和孩
子。 ”穿梭在花田里的村民贺秀英、李
秀英、邓素英、王美兰等一脸笑容，顾
不得与记者多聊。 一些游客拿着自拍
杆和手机徜徉在花海中，拍照留念。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名优特
新是发展的核心。村里有了新产业、田
野有了新风景、农民有了新身份、家庭
有了新收入， 这应该就是美丽乡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的模样。”平店乡党委书
记段文海表示，“下一步， 我们将围绕
乡村振兴、‘五星’支部创建，把玫瑰作
为主导产业，带动优质香菇、韭菜等绿
色产业发展。 ”②7

做好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卢丽丽）5 月 16 日，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 老干部局局长段君海带领调研
组到鹿邑县调研离退休干部思想政

治和党支部建设工作， 并召开鹿邑
县公安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工

作座谈会。
座谈会上， 段君海听取了鹿邑

县公安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工

作汇报， 并和该局离退休干部代表
交流。 段君海指出，鹿邑县离退休干
部工作扎实、出色。 鹿邑县委、县政
府和县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 大力
支持离退休干部工作，从编制、经费
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 是全省老干
部工作县级先进典型。 县公安局扎
实开展“五个一”党建特色活动，党
组织建设、作用发挥得好，老同志离

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落实“三会
一课”制度，重点做到“五个坚持 ”，
为进一步做好基层老干部工作提供

了经验。
段君海强调， 要继续结合中央

主题教育， 开展好离退休干部主题
教育工作。 要继续抓好离退休干部
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 采取灵活多
样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真
正使老同志理想永存、思想常新。 要
继续发挥老干部的优势和作用 ，让
其参与到平安建设、 乡村振兴等工
作中，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要
继续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 ，
落实各项政策待遇， 加强场所阵地
服务保障， 让离退休老同志享受改
革开放的成果，实现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安享晚年。 ②15

白集镇做足“水文章”，赋能乡村振兴

花农正在雒庄千亩玫瑰花卉种植基地采摘鲜花

聂堆镇：

移风易俗落实处文明新风扑面来
本报讯 （记者 苑美丽 通讯员

叶明杭）近年来，西华县聂堆镇高度
重视移风易俗工作， 持续强化组织
领导，多措并举，积极引导广大群众
自觉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 ，反
对铺张浪费，破除封建迷信，革除陈
规陋习，积极营造文明、健康、向上
的良好社会环境， 促进了全镇社会
风气全面好转。

该镇成立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

组，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
市、县的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深刻
认识新形势下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 切实增强做好移
风易俗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该
镇将移风易俗工作作为为群众办实

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进和美乡
村建设的一件大事， 建立党委和政
府主要同志抓总责任、 分管负责同
志和工作片长抓具体责任、 村党支
部书记抓本村主体责任的三级责任

制，召开镇、村干部会议安排部署工
作，要求镇、村两级干部高度重视并
按要求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镇党委、镇政府细化工作任务，
积极推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规范
管理红白理事会等， 成立了由 9 名
“五老” 人员组成的镇老年协会和
镇红白事理事会， 研究制订 《聂堆
镇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行动实

施方案》。 实行百分制考核，每月量
化考核排名通报， 奖优罚劣， 使各
村形成比学赶超氛围。督促 22 个行
政村成立并规范运行村老年协会

和村红白事理事会，引导村民养成
节俭办事的良好习惯。 “五老”人员
与各村党支部一起研究制定村规

民约。 规定红白事不大操大办 ，倡
导文明办事、 勤俭节约； 白事保证
老人火化 ， 办理白事不准大摆宴
席， 待客使用大锅菜； 自己的内亲
待客时，每桌席不超 10 个菜。 聂堆
镇老年协会、 红白事理事会成立 3
个多月，全镇已简办白事近 200 起、
红事 260 多起，劝说火化 8 起，退还
彩礼 3 起， 为群众节约资金 400 多
万元。 镇党委、 镇政府为督促各村
扎实开展工作，定期对各村移风易
俗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对
没有按要求开展工作、对全镇移风
易俗工作造成影响的村，取消年终
评优资格，并要求行政村负责人表
态发言。

该镇利用广播喇叭、宣传车、标
语喷绘等形式广泛宣传。 全镇安装
完成镇无线广播平台，下设 22 个村
级“广播点”，宣传有关婚丧改革的
法律法规， 宣传移风易俗的重大意
义；依托村居文化墙，绘制宣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礼仪、村规民
约、殡葬改革、节俭养德等内容的文
化墙 4 万余平方米， 引导广大群众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移风易俗，
倡树新风，营造良好的氛围。

该镇坚持开展评选， 选树典型
带动群众。 围绕家庭卫生、 孝老爱
亲、 公益服务等方面， 先后组织开
展 “十星文明户”“乡村光荣榜”“文
明家庭”评选等活动。 2022 年举办
全镇精神文明建设表彰暨文化艺

术展演大会，选树好媳妇、好婆婆、
孝老爱亲、 优秀党员等先进典型 ，
隆重表彰 869 户“五美庭院”，98 名
好婆婆、 好媳妇、 好党员等先进模
范 ， 通过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
展，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
群众文明意识明显增强， 文明乡风
进一步弘扬。

同时该镇设立移风易俗事务公

示栏， 图文并茂宣传移风易俗制度
规定，展示特色经验做法。 建立移风
易俗志愿服务队， 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志愿服务

活动 28 场，惠及群众 1.2 万人次，传
播文明理念，培育文明新风。 同时，
不断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聂堆
镇高标准新建文化广场 22 个、综合
文化体育中心 1 个、 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1 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7 个
等宣传阵地， 建成高标准灯光篮球
场 1 个，镇内 50 多个小游园整体效
果进一步提升， 为群众开展健康有
益、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供了好
去处。 2022 年 10 月，西华县聂堆镇、
西华县聂堆镇古楼营村被推荐为

2023-2025 年度河南省文明村镇并
通过验收。

该镇党委书记杨金保表示 ，今
后，聂堆镇将围绕中心工作，利用重
大节日，组织开展文化活动，集中宣
传移风易俗政策； 定期对各村红白
理事会成员进行业务培训， 组织到
先进村观摩学习， 不断丰富宣传教
育形式； 对红白喜事节约从简的群
众评先树优奖励，开展“移风易俗示
范户”评选等系列活动。 ②2

“老年驿站”提升城市品位
5月 16日上午，老人们在周口人民公园的“老年驿站”内休息娱乐。“老年

驿站”是近年来周口市中心城区建设的街区配套便民服务设施，不仅为居民
休闲娱乐提供了便利，也完善了现代城市越来越人性化的服务功能，彰显着
城市文明高度，提升了城市品位。 记者 梁照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