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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万亩杏花呈美景 ，
众人携手共踏青。 3 月 15 日，县
委宣传部、县文广旅体局、县文
联、西邵乡联合开展“乐游乐享
有‘杏’相遇”主题采风活动，特
邀省市级媒体记者、市摄影家协
会会员参加。

在万亩杏林 ， 杏花竞相吐
蕊、次第开放、花满枝头，雪白或
粉嫩的花瓣在春日暖阳的映照

下，形成一片花的海洋。 人们漫
步杏林间，被铺天盖地的杏花包
围， 空气中浸润的花香扑鼻而
来，令人心旷神怡。 采风团在花
间驻足观赏、拍照留影，尽享春
天的美丽。

据了解，南乐县西邵乡种植
红杏历史悠久，迄今已有 500 余
年的历史， 且种植面积广阔，达
到 8000 余亩， 誉称 “千年古杏
林”。每年三月杏林花开如海，远
远望去，如薄雾含烟，又如雪花
轻舞弥漫。 截至目前，该县已举
办两届杏花节、村级举办七届杏
花节。 今年，西邵乡政府还依托
杏花节，与县直部门一同搭载电
商展销会，吸引花生油、杏脯、挂
面、 石磨面粉等 40 余个当地特
色农产品在此销售， 营业额达

30 余万元。
乐享乐游，以花为媒 ，以文

会友。近几年，杏花节的举办，不
仅对扩大南乐县的知名度、拓宽
农民致富渠道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宣传南乐县乡村旅游资源、
做大做强旅游产业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利用便利交通，发
挥杏花优势， 让村民依托杏花
节，吃上“旅游饭”，通过旅游产
业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南乐县
逐渐摸索出一条农旅结合的“杏
花经济”路。

（赵晓阳 文/图）

以以花花为为媒媒 引引爆爆乡乡村村文文旅旅消消费费新新热热点点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南乐县张果屯镇大
力发展本土特色农产品种植，坚持绿色化、标准化、品
牌化发展方向，逐步打造一批集生产、销售、供应于一
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基地，不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立足长远，形成规模优势。 依托近 40 年的果蔬种
植基础，不断建设联富果蔬种植园区，园区内西红柿
种植面积 3000 亩以上，年产值达到 2 亿元。 烟之东村
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联富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社。 同时，建设果蔬交易中心，
拓宽产品销路，张果屯的优质西红柿、草莓等特色农
产品走向全国各地，让人们品尝到了“才下枝头、便上
舌头”的张果屯味道。

品牌打造，定位高端培育。 通过将张果屯镇传统
的果蔬种植优势与河南农大丰富的科教资源优势相

互叠加，建设南乐县西红柿小镇，打造河南农大南乐
优质蔬菜研究中心和河南农大学生实践基地，深化校
地合作，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一期投资 4700 万
元，占地 560 亩，建设现代日光温室大棚 139 座，是集
西红柿新品种种植推广、人才培训、订单销售于一体
的综合性种植园区。 目前，园区可进行 200 余种优质
西红柿、200 余种优质辣椒及彩虹西瓜等品种的培育。
西红柿已经成为全镇乃至全县特色农业产业的一张

亮丽名片。
资源整合，创新经营主体。 一是持续巩固和完善

特色产业机制，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村委会 + 合
作社 + 农户”“农业企业 + 基地 + 贫困户” 等经营模
式。 加强土地流转，组织引导农户采取以租赁、入股方
式流转土地，为农业发展规模化、规范化、产业化奠定
坚实基础。 二是整合资金资源，充分发挥政府推动、市
场牵动、贫困户联动综合作用，以田园综合体建设为
轴线， 积极引入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和农旅开发企
业，将发展成果辐射至全镇各村。 三是在全县率先成
立西红柿产业发展党委，构建“三园区两中心一基地”
发展布局， 每年可为周边 3 个乡镇 25 个村增加 180
万元的集体经济收益，带动 1 万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创业。

龙头引领，助推集群发展。 做大做强唐人神、未来
农牧、唐顺兴三大规模化养殖项目，采用梯层养殖的
饲养方式，既能提高饲养管理效率，又能提高土地利
用率，推动畜禽养殖业向集约化 、标准化 、规模化发
展。 同时，引进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项目，
推动循环发展，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助力农业提质增
效。

下一步，张果屯镇将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加快培育发展农业全产业链，抓好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狠抓农产品市场销售，做精乡村休闲旅
游业，让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在张
果屯镇的土地上焕发活力。 王威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消
费者维权意识，营造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3 月
15 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组织
县公安局、 县司法局、 县农业农村
局、 县烟草专卖局等 13 个职能部
门，以及 30 余家相关企业代表在县
政和公园中心广场集中开展“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多方联动，让宣传有广度。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围绕 2023 年“提振消
费信心” 消费维权年主题， 多方联
动、多点发力，采取股所联动、部门
联合的方式，广泛开展“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积极推动
全县消费持续恢复和扩容提质。

深入基层，让宣传有温度。组织
监管人员深入各个消费人群密集的

地点，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
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广泛宣传，积
极动员。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心解
答消费者维权疑惑， 普及商品防伪
相关知识， 进一步引导群众树立科
学、理性的消费观念，营造消费维权
协同共治氛围； 督促经营者做到守
法诚信经营，杜绝制造、销售假冒伪
劣产品等违法行为。

常抓不懈，让监管有力度。执法

人员对销毁物品登记造册， 对销毁
过程进行拍照录像、全程监督，并根
据环保相关规定依法进行无害化处

理， 有效防止侵权假冒商品再次流
入市场。 3 月 15 日，该局集中销毁
物资主要涉及 12 个办案单位罚没
的 1000 余件物品， 包括过期食品、
假冒伪劣酒类、过期化妆品、检验不
合格的液化气灶、 农资抽检不合格
有机肥等。

精准服务，让执法有信度。依托
全国 12315 投诉举报平台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拓宽渠道，方便
消费者及时反映诉求。 形成 12315
行政执法体系， 及时受理消费者投
诉举报事项 。 执法人员现场核实
情况， 即转即办， 提升投诉治理实
效。

截至目前， 该局共出动宣传车
辆 10 辆，悬挂宣传横幅 66 条，发放
宣传页 2600 张， 现场咨询 300 余
人。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入
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行动， 提高维
权服务精准性和实效性， 严惩失信
行为，规范经营秩序，打通消费维权
“最后一公里”， 让广大消费者放心
消费、畅享消费、高品质消费。

（邵一博）

�������本报讯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
之源。今年以来，南乐县锚准就业基
本盘，靶向施策，多措并举，扎实推
进就业再就业工作。

阵地前移，拓宽就业渠道。启动
2023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活
动，通过现场招聘会、直播带岗等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涉及长
三角、珠三角等 60 余家企业提供的
510 个就业岗位， 促进高校毕业生
高质量就业； 实施大学生返乡创业
示范工程， 建立以大学生返乡创业
主题公园、大学生服务驿站、大学生
创业沙龙为代表的返乡创业交流平

台，不断集聚“鸿雁归巢”效应，激发
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活力。

搭建平台，保障再就业。加强零

工市场建设， 定期推送短期用工信
息，增强企业与务工人员的适配度，
扩大就业容量；开发公益性岗位，做
好岗位管理和就业困难人员托底安

置工作，兜牢民生底线。
优化服务，推进有序返岗。与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签订劳务
合作协议， 建立政府引导、 社会参
与、能人带动“三结合”的多元化输
出工作机制，持续开展“点对点”输
送服务， 深入推动外出务工人员安
全有序返岗。目前，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 230�余人，签订就业协议 112 人；
开通务工返岗直通车 6 辆，向上海、
江苏、浙江等地“点对点”输送务工
人员 200 余人。

（李战强 宋晶）

精准施策稳就业
托起民生基本盘

打出“3·15”消费维权“组合拳”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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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联富园区。
图②畜禽粪污综合利用项目。
图③西红柿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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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杏花竞相吐蕊。
图②电商展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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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丹 ） 3 月 20
日，南乐县开展 2023 年“慈善一日
捐”活动。 募捐现场，南乐县四大班
子领导带头走向捐款箱， 纷纷将爱
心善款投入慈善捐款箱中， 用实际
行动号召全县上下携手做慈善，传
播真善美。

“我们将把每一笔善款用到最
需要的地方，帮助最需要的人，让更
多困难群众感受到公益慈善的力量

和温暖。 ” 南乐县慈善总会负责人
说，“慈善一日捐” 是该县重要的慈
善公开募捐项目，在帮扶困难群体、
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此次在全县开展的 “慈善一日
捐”活动所募集的善款，将全部用于
全县范围内的慈善助学支教、 安老
助孤、助医关怀、赈灾救难、救急济
困、 公益建设、 乡村振兴等慈善项
目。

南乐县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

�������本报讯 在 3 月 9 日召开的濮
阳市供销合作社工作会议上， 南乐
县供销社荣获全市供销社系统

2022 年度综合业绩考核第一名，这
是南乐县供销社连续四年获此殊

荣，取得了“四连冠”。
2022 年，南乐县供销社坚持为

农服务宗旨， 加快推进供销社综合
改革，系统总体经济实力、整体发展
活力、为农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一
是围绕 “谁来种地”“地怎么种”问
题， 积极探索大田托管等模式，促
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争取省级
资金600 万元， 以股权投资形式建
设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 2 个，围绕
“耕、种、管、收、加、储、销”等环节，
为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

土地托管服务 。 2022 年土地托管
14.5 万亩， 统防统治农业社会化服
务 34 万亩次。二是合作经济组织发
展取得新突破。 新发展农民专业合
作社 6 个，累计达到 93 家。 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 2 个，累计达到 10
家。 规范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 个、 家庭农场 2 个、 种粮大户 70
个。 三是农资保供主渠道作用稳定
发挥。进一步完善农资经营网络，将
单一的农资供应，拓展为测土配方、
统防统治、 生产技能培训等一系列
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 全县供销系
统年供应化肥 4.9 万吨， 农膜 100
余吨， 为全县粮食生产提供有力保
障。

（李爱民）

实现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综合业绩考核“四连冠”
县供销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