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乐县

南乐县张果屯镇

�������多次召集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
探讨研究，确立了围绕加快发展设施
农业，带动二三产业，规划构建“两带
一区”产业结构的发展目标。 “两带”
依托联富果蔬种植园区、 西红柿小

镇、未来农牧等产业，围绕涨库路打
造 “高效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示范
带”；“两带一区”共同发力，实现建成
产业要素充分流动，一二三产业紧密
融合乡村振兴总目标。

�������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总抓手，
积极谋划产业项目。 发挥传统种植优势，持
续推进联富果蔬种植园区建设。 目前，该种
植基地占地 2000 余亩，年产量达 1750 万公
斤；建成了果蔬交易市场，承担全部农产品
的收购销售；带动了 2000 余人就业，亩收入
5 万余元，超过当地人均收入的 50%；带动
张果屯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428 户 1050 人，
实现年人均增收 4000 元以上。 发展设施农
业。利用扶贫资金与河南农大联合建设西红

柿小镇项目，主要开展优质西红柿等蔬菜新
品种的选育开发、种植推广、订单销售、文化
旅游等全产业链运作。建设多类型日光温室
150 余座，总体设施面积 20 万平方米。 通过
“公司 + 基地 + 农户” 的订单合同方式，带
动周边 1200 余人就业 。 唐人神集团投资
6000 万元， 在张果屯镇建设国内单场养殖
量 9 万头育肥猪的养殖场，通过畜禽粪污资
源化处理，有效提升养殖水平，提高经济效
益，带动周边村落相关产业发展。

��������坚持以“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带头致富能力强”
的用人标准优选 “领头
雁 ”， 结合正在进行的村
“两委 ”换届 ，严格按照村
级组织换届选举程序 ，注
重从各村致富能手、 退役
军人、 高学历人才等群体
中择优选拔党支部书记 ，
配强党支部成员。 目前，已
确 定 换 届 意 向 人 选 160
名， 其中高中学历以上意
向人选 109 名 、45 岁以下

意向人选 54 名、 致富带头
人 27 名。 加强党员干部教
育培训。 通过利用远程教
育设备和开展“万名党员进
党校” 集中培训等多种方
式，对该镇 144 名村干部和
党员进行了培训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共开展 “万
名党员进党校” 培训 5 期、
村党支部书记党建培训 1
期、村委会主任民生政策培
训 1 期、村干部创业培训 1
期，培训人员达 1089 人次。

�������擦亮全国文明乡镇、 国家级卫
生乡镇名片，强化道德实践养成。 开
展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乡村光荣
榜等评比活动，并进行了表彰。 深入
开展公民思想道德教育， 推动志愿
服务、学雷锋、宣传道德模范等活动
开展常态化。 成立舞龙舞狮队、秧歌
队、 中老年广场舞队等群众性文化
活动队伍 42 支，坚持经常性开展群
众性文化活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

地提高群众文明素质。
目前， 整个南乐县张果屯镇在

西红柿产业的带动下， 各行各业都
有了快速发展。 四力齐发之后，带动
的是整个张果屯镇经济社会的蓬勃

发展。 目前，一个崭新的张果屯镇正
屹立于豫北大地之上， 张果屯镇的
明天会更辉煌， 老百姓的生活也会
芝麻开花节节高。

郭志超 曹杰英 王英姿

��������本报讯 1 月 10 日 ，县
委副书记、县长曹拥军专题
研究省界断面水质达标和

河道水污染防治工作。 县领
导梅兴秦、王淑娟、邵宁、郭
振鹏，以及县相关单位负责
同志参加。

曹拥军强调，一要清醒
看到目前南乐县水污染防

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力
解决职责不清、 执行不力、
抓而不实等突出问题。 二要
建立台账，突出抓好排污口
封堵、 涉水工程项目建设、
县城内小区污水管网连通

等工作。 三要全面落实河长
制，注重发挥基层河长巡河
作用 ，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持续推进河道“四乱”清
理整治，形成河道问题排查
整治常态化。 四要加强协调
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县直
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严格
落实责任， 加强协调配合，
全力推进水污染防治。

（李延超）

�������本报讯 近年来，南乐职专确立“职专大教育思
想”立校方针，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先后获得国家
级重点职业中专、 河南省文明学校等荣誉称号 190
余项， 本科上线率从 2009 年的 25%提升至 2020 年
的 98.88%，招生出现“一座难求”现象。

抓班子、建制度。 牵头抓总，强化教学规范。 制
订“一事一会，小题大做”制度，无论大小事，统一召
开会议快速传达，力求立行立效；每月举行一次师
生同考，每周开展一次听评课活动，实行“校级、学
部、同学科”三级赛课，及时推广优质课。 动静结合，
提升办校水平。 校长带头践行听评课制度，每年听
评课 200 节以上；校领导班子走出办公室，立足岗
位实际抓好分管工作；组织开展“走出去”学习教育
活动，先后多次到河北衡水中学、衡水二中等考察，
学习先进教学经验，提升办学水平。

建队伍、送关怀。 分工明确，建强干部队伍。 确
立“领导分工不分家，每一位领导只有责任区域，没
有势力范围”原则，校领导班子共同参与校级赛课
和两操、两休、三餐检查等各类事宜。 争先创优，建
好教学队伍。 确立“有奖必夺，是旗必争”思想，全体
教职工争先创优 、积极进取 ；确立 “数字说话最公
正，只以成败论英雄”原则，通过周考试、月总结，实
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人文关怀，建设温暖校园。建
设洗车台等，为教职工提供便利；每逢中秋节、元旦
等节日，免费为学生提供节日食品；为残疾学生改
建无障碍通道、购置轮椅，安排学生轮流照顾其饮
食起居，为特殊学生送上关爱。

促发展、勇创新。 精心打造“8+1”课堂，即定位、
精讲、思练、快议、展示、双评、归纳提炼、小检和教
师充分备课，保证课堂教学环环相扣，学生在课堂
中能够持续阅读、思考、质疑、辨析、练习。 精准定位
高考，探索形成南乐职专特有的教学风格，确保教
学内容与高考内容紧密结合。 精细运用多样化风
格，课堂教学坚持“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语言风
格，强调课件动漫化、同步化，做题技巧序号化、顺
口溜化 、打油诗化 ，打造高效率 、高质量的课堂教
学，保证学生学习效率。 （李韶博 王会迪 袁建勇）

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共同做好保护传承利用大文章
�������在南乐县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流经县境内的
大运河南乐段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南乐儿女弘扬大运河文

化、建设美丽家乡的期待和梦想。
大运河南乐段是指流经南乐县境内的卫河， 由元村

镇涨汪村入境，途径元村镇、梁村乡、寺庄乡，最后由寺庄
乡大北张村入河北省大名境，全长 21.5 公里。

�������大运河历史悠久，是一条
见证中国漕运兴衰发展史的

河流。 大运河南乐段，汉称白
沟，隋称永济渠，宋称御河，明
称卫漕，清代因该河发源于春
秋卫地，终止于天津卫 ，取其
首末两端“卫”字而名之曰“卫
河”。 卫河在明清时期都设有
专门管理机构，掌管“济漕、灌
溉”事务，并进行过多次疏浚。
新中国成立以后，设立了卫河

河务局。
清末民初，往来于卫河上

的货船达千余只，排水量百
吨以上的大船约有 1/3，
船工有 3000 多人 。
历史上，卫河一直是
华北平原上沟通南

北的重要水道 ，直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断航， 总通航
时间达 1800余年。

大运河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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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至 7 日 ，南
乐县迎来大范围降温天

气 ， 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18℃。 针对降温天气，该县紧急部署，细化各项防寒
防冻措施， 安排农业农村部门技术人员深入一线，
调查寒潮影响，指导农业生产防寒防冻。 图为县农
业农村局研究员郭永芳（右二）到西邵乡葛苑村指
导农户做好冬季小麦冻害防治工作。 本通 摄

打造“铁拳团队”
引领教育教学水平大提升

������1 月 8 日，尽管已经进入数九寒冬，但位于南乐县张果屯镇
马庄村的西红柿小镇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一筐筐的西红
柿正被从各个西红柿大棚中运出，不到 1 个小时的时间，就被等
待多时的物流配送车拉走，运往全国各地的蔬菜供需市场。

据了解，2012 年以来，南乐县张果屯镇坚持“规划先行、产
业筑基、组织护航、文化提色”四力齐发，步伐铿锵，高质量推进
乡村振兴。

规划先行 助力乡村振兴开新局

四力齐发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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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大运河文化带现存文物遗址、 遗产丰富。
文物类别包括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码头、仓储等，主
要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处（史官遗址），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2 处（南乐文庙、宋耿落汉墓群），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3 处（千口抗日武装联防区旧址、濮阳市
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佛善村支部旧址、中共直南特委第
一支抗日武装四支队发源地旧址）， 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23 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史官遗址位于南乐县城

西北 18 公里梁村乡史官村北， 是一处大型环壕聚落
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
周时期的古代遗存。

漫步大运河文化带，我们惊叹于古渡口、古码头
遗址群的巧夺天工。 其中：石灰窑遗址位于卫河大桥
西约 150 米处；渡口遗址位于卫河大桥西约 80 米处，
为明清时期渡口； 码头遗址位于卫河大桥东约 80 米
处，为明清时期的建筑遗存；碑刻位于现卫河大桥东

约 330 米处， 碑文主
要记载的是南五县剿

匪司令兼南乐县县长

带领民团剿匪的故事 ，为
1929 年众商民集资合立。

而位于卫河南岸的什固村北卫河岸边的杨树湾

（后什固湾）遗址群，则是历代煤炭、粮食等物资集散
地，沿岸共发现煤炭商号遗址 13 处，这些商号、煤站
顺河一字排开，紧密相邻。 另有杨仙庙（三棵大杨树）
和码头遗址 1 处，渡口遗址 1 处。

故居遗址群是大运河文化带物质文化遗产的又

一特色。包括始建于清代早期的傅氏故居遗址群和开
国少将铁瑛的故居。

此外， 苏式粮仓建筑群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物质文
化遗产的一大亮点。 苏式粮仓位于元村镇政府东 100米
处，建设于 20世纪 50年代，占地 50余亩，现有 7个粮
仓。

大运河文化带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久远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文化部门的
支持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目得以
顺利推进。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
纲要》将南乐县列为大运河文化带核
心区。 2020 年 11 月，南乐县 10 余个
项目纳入河南省文物局《大运河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专项实施规划》。 截至
目前，南乐县主要推进了以下工作。

主要实施了投资 13.5 亿元的文
庙历史街区建设工程、投资 2 亿元的
史官遗址保护利用工程、投资 4.6 亿
元的马颊河湿地公园建设项目、投资
6.18 亿元的森林公园建设项目，以及
南乐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

目、唐槐公园建设工程、目连戏排演
中心建设项目、濮阳市第一个中共党
组织佛善村支部纪念馆工程、大运河
（卫河） 故道区水生态修复治理综合
工程、创建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养护提升项目等，打造了明清风格
风情购物街、 大运河戏曲文化小镇、

大运河民俗文化展示馆等。
同时，还实施了一批元村古镇基

础设施提升项目， 包括投资 1500 万
元的美丽乡村项目、投资 500 万元的
污水处理厂项目、投资 800 余万元的
元村镇区主街道及两侧硬质铺装工

程、 投资 20 余万元的卫河古码头遗
址保护工程。

培育了 2个乡村旅游特色村。 经
多方努力和全方位宣传， 元村镇元村
村、梁村乡北张庄村被省文化和旅游厅
命名为 2020年河南省乡村旅特色村。

南乐县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丰

富，是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大运河文
化旅游的重要载体。 要深入挖掘大运
河文化与沿线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文
化旅游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讲好大
运河故事， 激发大运河保护传承活
力，彰显传统文化魅力，提升南乐县
社会影响力，推动南乐县经济社会跨
越式发展。

葛运玲 安红岩 高中利 文/图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南乐县大运河文化带分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
样异彩纷呈、丰富多彩。 主要包含传统戏剧、技艺、美
术、民俗等，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
项、省级 10 项、市级 28 项、县级 132 项。

目连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目连僧救母
的故事而得名，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堪称戏曲
鼻祖。

西街龙舞始自明代传入， 已有 500 余年的历史。
它是中华民族舞中北方龙舞的一个缩影，在北方龙舞
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原地带优秀民间文化的遗存。

元村豆腐干，历史悠久，风味独特，可追溯到清嘉
庆（1796）年间，当地有民谚曰：“吃了元村豆腐干，延
年益寿赛神仙。 ”此外，还有元村烧鸡、麻花、手工挂面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运河文化带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

大运河南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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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筑基 夯实乡村振兴硬实力2

选优配强 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3

文明乡风 铺就乡村振兴新底色 4

保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