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太原 7 月 5 日电（记者
王皓）晋南夏日的傍晚，热浪还未
消退，山西省运城市绛县郝庄乡的
助农小分队又忙活起来了。

“今天我们拍摄的主题是 ‘当
动漫里的西瓜照进现实’， 地点就
选在咱大吕村的西瓜大棚里。 ”郝
庄乡宣传干事王利琴一手举着相

机，一手拿着道具，带着村里的“小
演员”们向田间迈进。

眼下，正是大吕村头茬西瓜的
成熟季 ，30余亩 “夏宝 ”西瓜迎来
收获。 大吕村党支部书记王敏说，
这是村里第一年搞西瓜产业，带动
了周边三四十人务工就业，预计能
为村里增收 10万元。

制作完成的视频里，两个小姑
娘手牵手在棚里玩耍，挑选、冲洗、
品尝西瓜， 伴着蝉鸣声和晚霞，每
一帧都是满满的幸福感。有网友评
论说，“赶快上小黄车，我随便领一
个就行，不挑。 ”

王利琴介绍说，助农小分队今
年开设新媒体账号以来，已经拍摄
上传了几十个短视频，宣传推介乡
里的面粉、黄瓜、甜瓜、中药材等土
特产。 “虽然还没有准确的收益数
据，乡亲们已经感受到客商和游人
明显增多，农产品越来越好卖了。 ”

王利琴说。
“好大一个庄”“冷口不冷”……

近年来，绛县的10个乡镇陆续都有
了独具特色的“网名”，通过短视频、
直播等方式，在抖音、快手、微信、
小红书等平台宣传当地的樱桃、山
楂、草莓等特色产品，不仅在当地
成功“出圈”，也吸引了很多外地客
商和网友的目光。

绛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薛云涛

说，这些新媒体账号由各个乡镇的
选调生、 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
等基层年轻干部创建运营，他们组
成 10支助农小分队， 帮助村民拓
展销售渠道， 鼓起农户的钱袋子。
同时， 还用镜头记录乡村美景，吸
引游客前来观光游玩，用年轻人的
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端午假期，一条 “蓝莓之
约”的中英文短视频“带火”了大山
里的百亩蓝莓园，前来采摘的游人
翻了好几倍。这条短视频出自绛县
西南部的冷口乡， 当地因背阴多
风、气候冷凉而得名，而这个乡的
网名“冷口不冷”却显得颇具个性。
“由 14名年轻干部组成的助农小
分队，拿出自己最大的热情来帮助
乡村发展 ，所以说 ，我们冷口 ‘不
冷’。 ”冷口乡乡长董怡君说。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选调生张

珂、“三支一扶”干部苗向荣以及大
学生村官陈睿星等， 客串了导演、
编剧、摄像、剪辑等多个角色，为乡
里的每一次拍摄出谋划策。 “为了
能让视频更真实、有趣、接地气，大
家不断学习优秀作品，在一次次忙
碌中对农村有了更深的感情。 ”张
珂说。

一个月前，正是当地樱桃成熟
上市的季节，安峪镇助农小分队通
过拍摄短视频和直播，吸引了来自
陕西、河南、广东等地的客商。安峪
镇助农小分队负责人李晓雨说，小
分队成员大多都是 “95后 ”，有着
很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镇上还为
大家配备了无人机等拍摄装备，不
久后还将建成专门的直播间，更好
地服务于乡村发展和农民增收。

在网络助农起步较早的绛县

大交镇，基层干部通过整合特色资
源、讲述农村故事，将樱桃、草莓等
特色水果卖上了畅销榜，还帮农户
把大蒜、洋葱、香菇等农产品卖出
了好价格。 “越来越多年轻干部愿
意走出办公室， 走进每一座村庄、
每一户人家，静下心来去发现亮点
和素材。 ”大交镇党政办副主任尹
寒霜说。

山西这个县的助农小分队如何出彩？

4 时事·综合本版编辑：薛健健 校对： 刘伟
2023年 7月 7日 星期五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吴
坝
答
卷

新华社天津 7 月 6 日电 （记者
周润健 ）“荷风送香气 ， 竹露滴清
响。 ”北京时间 7月 7日 16时 31分
将迎来小暑节气。 此时节， 荷花开
放，从南到北，处处荷韵；栀子花、白
兰花、 茉莉花进入盛花期， 微风吹
来，阵阵花香沁人心脾。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中
国民俗学会理事袁瑾介绍， 小暑标
志着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炎热季

节。 此时节，空气炙热潮闷，风吹在
身上又燥又黏。

小暑时节虽然每日里让人汗流

浃背、热得难受，但也正是荷花盛放
之时，“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
“接天莲叶无穷碧 ， 映日荷花别样

红”“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
碧叶之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嫣红 ，
“红粉面，绿罗裙”，清风徐来，荷香
满塘，给炎热的夏季带来一丝清凉。

“夏天和荷花，是一对好搭档。 天
气越是炎热， 荷花开得越是靓丽，红
的、粉的、白的，亭亭玉立在滚滚热浪
中，显得那么娴静。 看着亮丽、纯净的
荷花，人的心绪就会渐渐平静下来，心
里也就觉得凉快了。 ”袁瑾说。

除了 “亭亭出水中 ”的荷花 ，在
我国江南地区，栀子花、白兰花与茉
莉花通常会在小暑前后进入盛花

期，因此也被称为“夏日三白”。
三种花中， 栀子花是最典型的

南方花朵，花色洁白，肥润水灵 ，总

是和着水墨江南的雨而绽放。 雨后，
素白的花瓣上缀满水滴， 如纤弱女
子蜷于绿叶之下。 栀子飘香，无处不
在。 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在《栀子花》
诗中赞它：“孤姿妍外净， 幽馥暑中
寒。 有朵篸瓶子，无风忽鼻端。 ”

袁瑾表示， 夏日三白如今都能
盆栽，街道花园栽种得也多，那一抹
消暑的清香可如约而至。

小暑天气，正宜纳凉。 不妨搬上
一个板凳，拿上一把扇子，沏上一壶
凉茶，再切上几片西瓜，寻一处荷塘
闲坐， 看荷花蓁蓁； 觅一方凉亭独
处，赏夏日三白。 正所谓，小暑闻花
香，不觉夏日长。 暑热不可避，人心
却能静。

7日 16时 31分小暑

荷风送香气 竹露滴清响

新华社郑州 7 月 6 日电（韩朝
阳、张靖翊）7月 5日晚，河南省洛
阳市新安县职教中心内，当地中小
企业联盟组织的创业沙龙活动举

行。参加沙龙的是新安县中小企业
主、店铺老板、电商达人，谈的是企
业发展、营销经验、经营困惑。
54岁的段素梅，是创业沙龙活

动的发起人。她曾在银行做过多年
职员， 又在不惑之年自主创业，开
过服装店，干过婚庆主持，最终开
办了自己的婚庆服务公司。
2020年年初，当地中小企业家

代表在年会上提出组织中小企业

联盟，作为年会服务商的段素梅一
下子被这个想法吸引。 “大家都是
一腔热血，为了互通有无，共享资
源，相互支撑，‘抱团’发展。 ”段素
梅回忆说，这是成立中小企业联盟
的初衷。

起初，中小企业联盟仅吸纳了
17家中小企业。 后来，联盟成员时

常举办读书分享会、 创业沙龙，大
家互通信息、共享资源、梳理思路、
鼓舞信心，慢慢吸引了 300余家中
小企业加入。

“比如婚庆，我们不仅瞄准婚庆
仪式，还涉及与之相关的新房装修、
置办家电，甚至婚后育婴。一个短链
条客户，在我们的联盟里，实际上就
是潜在的全链条客户。”新安县中小
企业联盟秘书长陈矿军说， 通过整
合资源，相互推荐，联盟能为客户提
供性价比更高的商品和服务， 也能
为商户增加客源和订单。

在新安县老王烫面角第四代

传人王坤眼中，中小企业联盟最重
要的功能是组织有经验的创业者

跨行业沟通互鉴，开拓思路。 大家
也都愿意共享交流， 相互帮助，没
有“自扫门前雪”。 “我家之前有点
闭门造车， 连同行间的交流都很
少。 ”王坤说，如今正借助电商平
台，在速冻生鲜上做尝试。

2019年，“80后” 张富伟从上
海返乡创业。 “我在外闯荡 10多
年 ，返乡创业 ，没有人脉 ，缺乏资
源，联盟愿意以强带弱，以老带新，
相互学习，交流碰撞。 ”虽然从事预
制菜行业仅 4年，张富伟已在当地
闯出了名气。 “周三夜七点”创业沙
龙，是他常去参加的活动。 他觉得，
市场风险难以预料， 对小企业而
言，抱团取暖、破冰前行，才能在市
场大潮中行稳致远。

“我们不但资源互通， 也会相
互监督提升。 ”新安县中小企业联
盟副秘书长李向宇说，解决自身生
存发展问题的同时，联盟也会发起
各类公益活动，在环境保护、文明
出行、爱心捐助等方面积极作为。

无论是扩客源， 还是拓思路，
抑或是学经验， 在段素梅看来，首
先利他，同时利己，合作共赢，是新
安县中小企业联盟不断发展壮大

的“奥秘”。

从 17家到 300多家，这里的中小企业“抱团”发展
■他山之石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苍霞新城社区嘉和苑设立“税银人家”，社区居民群众不出小区、在家楼下就能办
理各项医社保、金融等 17 项业务。 图为 7 月 5 日工作人员向社区居民讲解业务。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福建福州：：不出小区可办税缴费

（上接第一版）截至目前，企业园区已入驻台前县璐璐工艺品有
限公司、河南咏济堂科技有限公司、小马宠物制品有限公司等
多家企业。

台前县璐璐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范龙胜介绍，公司生产
加工的毛绒玩具、鞋帽、服饰等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年产值 7000万元，利税 100万元。公司常年用工 300人，生产高
峰时段 500人，人均月收入 3000元。

走进生产车间，缝纫机工作的声音此起彼伏。 工人各忙其
事，有的在缝边、有的在裁剪、有的在搬运、有的在包装，还有的
在检验成品，忙而有序。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工人中不仅有大姑
娘小媳妇，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一些劳动强度不大的工
序上忙碌。 今年 75岁的陆大妈，正在把一双双儿童拖鞋由里面
翻到外面，顺带去掉棉絮线头。 熟能生巧。 两手翻飞、接来递去
间，陆大妈左侧的鞋和右侧的鞋已经不是一个模样了。 她高兴
地说：“干这活儿一点不累，跟玩儿一样，能挣到钱了，也锻炼身
体了，心情特别好。 ”

“经过检验、杀菌、包装等程序，一双棉拖鞋加一顶帽子，在
美国的零售价就是 20美元。 ”在包装车间，范龙胜说，“这些将
要出口创汇的产品使用的外包装，也来自吴坝。 ”

向范龙胜打听了地址，记者赶赴位于王三里村的红彩包装
厂采访。 时已中午，车间里仍然忙个不停，负责人王辉正跟工人
一起赶制订单。 他说：“最近是大蒜收获期，好多工人都请假了，
忙不过来，所以要加班。 ”

王辉告诉记者，包装是辅助产业，服务的客户主要
是本地企业。 这几年，吴坝的企业越来越多，厂里的效
益自然也越来越好，业务量水涨船高。 2022年产值突
破了 400万元大关。

“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客户，” 王辉说，“是新希望六
和。 ”

新希望六和， 全称台前县新希望六和鲁信食品有
限公司，位于郑三里村西，是台前县肉鸭屠宰规模最大
的企业，日宰杀肉鸭肉鹅 12万只，分割鸭脖、鸭翅，鹅
掌、鹅腿销往全国各地。 公司现有员工 600余人，每年
支付职工薪酬 2500余万元， 员工多为附近村庄的群
众。 公司行政经理、台前县工商联副主席徐俊涛介绍，
公司配套投建了 10个标准化肉鸭养殖小区，分散在全
县不同的乡镇。其中，吴坝有李坝村和牛三里村 2个肉
鸭养殖区。此外，公司还签约了 5000余户养鸭户，既解
决了本地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安置问题， 又扶持带动大
小鸭合同养殖户共同发展、增收致富。

在吴坝走访，越走越带劲，越访越停不下脚步。 最
明显的感觉是该镇产业链完整， 上中下游企业环环相
扣、环环呼应、环环都挣钱。吴坝镇镇长仝其振说，这两
年，镇党委、镇政府成立开放招商专班，不分节假日跟
踪服务每一个项目的签约、落地、投产，构建形成了“一
园四区”的新发展格局：西部循环经济产业园、南部黄
金桃种植区、北部大蒜及特色农业种植区、中东部桑蚕
种植养殖区、中西部畜禽养殖区。 2022年，吴坝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1.73亿元，同比增长 9%；固定资产投资
3.37亿元，同比增长 1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57
亿元，同比增长 33%。 今年，吴坝又推动湖南耒阳金悦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 1.4-丁烯二醇及系列

产品项目落地； 谋划投资 2.8亿元的豪纳高分子新材
料产业园项目、 投资 1.2亿元的羽绒深加工项目和投
资 1.2亿元的新希望六和年产 6万吨预制菜深加工项

目，已全部建立台账，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除了这些集中发展的优势产业，吴坝还有位于朱

庄村的台前鹏程制衣有限公司和油桃种植基地、 位于
柿子园村的蟠桃种植基地，以及全镇广泛种植的大蒜。
用仝其振的话讲：吴坝镇现在是村村有项目、户户能致
富、人人闲不住。

谈起近些年吴坝镇发展变化的原因， 镇党委书记
吴光征感受颇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
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用系统思维的理念去谋划实施。
滩区群众迁建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综合治理腾出了
空间和资源，有利于黄河安宁、消减水患，但如果不能
因地制宜，尽快找到产业兴民、富民的路子，让迁建群
众真正安居乐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也很难实现。 ”

培树创业型“头雁”，建好坚强战斗堡垒，
汇聚协调发展合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夯实组织基础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 ”农村基层党组织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是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坚强战

斗堡垒， 同样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组织基础。 可喜的是，选好党支部书记、建好党支部
不仅是吴坝镇党委重点抓的事儿， 也是该镇党员干部
的共识。

夏日的清晨， 东晟明珠社区里绿树成荫、 鲜花盛
开，空气格外清新，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这天，宋金凤
一起床，就急忙开上车，奔向 3公里之外的老家———朱庄村。

“时间不等人，俺马上要去俄罗斯参加羽绒展会，走之前得
把村里的事儿都料理好。 ”快言快语的宋金凤，脸上洋溢着喜悦
和自豪。

朱庄村是个典型的骑堤村， 堤里堤外都有人家和耕地，村
委会离黄河不到 1公里。 记者在村委会采访，可隐隐听到黄河
的涛声。 全镇黄河滩区迁建工程中，朱庄村共有 110户群众需
要搬迁，约占全村的三分之一。 2019年，朱庄村滩区迁建工作
“吃紧”，宋金凤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别看金凤年龄不大，还是个女同志，但她有思路，有闯劲，
更有公心，我们都认可她。 ”村民于庆举的这句话，道出了朱庄
村群众的心声。

面对群众的认可，宋金凤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为打好
滩区迁建这一“当头炮”，宋金凤始终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
带领村“两委”班子一次又一次登门走访，为群众讲政策、摆事
实、谈道理，算好收入账、算清补偿账、算准长远账，1户、2户、3
户……宋金凤的真心赢得了民心，吴坝全镇第一个搬迁到东晟
明珠社区的村子是朱庄村， 第一个实现搬迁清零的还是朱庄
村。

朱庄村滩区迁建工作全镇领先，产业发展同样不甘落后。
朱庄村一直有晴耕雨读、尊师重教的传统。 明清以来，书香

文化源远流长，至今保留着为纪念两位秀才而立的古碑。 相传
秀才饱读诗书，治学严谨，开私塾、办学堂期间，远近学子慕名
而来，村子一天到晚书声琅琅。 待学业期满，这些学子奔赴四
方，或入仕做官，或建功立业，又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使朱
庄的村名声愈发响亮。

善为人先的宋金凤审时度势， 在吴坝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下，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决心借助该村历史上私塾名盛、桃李满
天下的书香文化底蕴，重磅打造极具耕读特色的“桃李小镇”。

在宋金凤和党支部一班人的带领下，朱庄村一方面因地制

宜，依托本村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油桃、李子等经济作物；
一方面积极宣传推介朱庄村桃李满天下的书香文化，使枝头的
桃李与传说中的“桃李”相映成趣，很快就让“桃李小镇”火爆
“出圈”，前来采摘、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

“当村干部就得像李连成书记那样，有‘发展瘾’。 ”是宋金
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为让留守妇女能在家门口挣钱，宋金凤又把目光盯到服装
加工上。 在她的倾心培育下，朱庄村服装加工厂不仅为当地创
造了近百个就业岗位，生产的羽绒服还走出国门，打进了欧美
市场。 “在家门口创业，在黄河边干活，一看见涛涛黄河，一听见
浪涛轰鸣，人就来精神，浑身也有了使不完的劲儿。 ”宋金凤心
直口快地说。

在朱庄村走访时，很多村民坦言，朱庄村这几年的变化犹
如梦幻一般。

其实，在当下的吴坝镇，像朱庄村党支部这样的坚强堡垒
还有很多。 吴光征说，他们把“五星”支部创建作为加强基层党
建、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振兴的总抓手，强力实施“书记工
程”，建立健全专班推进、领导包联、精准补短、观摩交流、督导
整改机制，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
证、夯实组织基础。

厚植绿色文明理念，化水害为水利，因地制宜，建
管并重，打造生态观光农业新优势，助推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 探索写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大文章

夏日的吴坝，放眼望去，万物滋荣。 “两河三堤”交汇
处，杨树、柳树、柏树等交相辉映、绿意盎然，各色野花争
奇斗艳、竞相绽放；拆迁过后的土地复垦一新，大蒜种植
户正忙着挖蒜，享受丰收的喜悦；桃园里的桃子挂满了
枝条，种植户正抢抓为桃子套袋的最佳时期……

漫步吴坝，村村有游园，路路有绿荫。生活在吴坝的
人们，农闲时纷纷走出家门，徜徉大堤上，漫步河岸边，
畅享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绿色福利”。 如今的吴坝，已
经华丽变身为一座绿色生态小镇。

“现在的吴坝，满眼是绿，像一个大花园，胜似塞外
草原般美丽。 ”正在金堤河入河口南金堤露营的市民刘
鹏不禁感叹。

放眼望去，吴坝域内的金堤河水面开阔，两岸植被
茂密。 河水在丰沛的水草间穿行，百鸟优雅地在水边漫
步觅食，野鸭悠闲地游弋水中。河岸边，垂钓者双眼紧盯
水面的鱼漂，静等鱼儿的到来。临黄堤的另一侧，往时波
涛汹涌的黄河，仿佛受到金堤河的感化，也似乎变得安
静下来，静静地奔向大海。

登上张庄入黄闸， 眺望台前金水国家湿地公园，河
风拂面，林涛过耳，让人心旷神怡。 吴坝镇党委委员、宣
传委员王文深告诉记者 ， 台前金水国家湿地公园是
2015年规划设计、2019年通过国家林草局验收的，集调
蓄洪水、科普宣教、文化体验、生态休闲等四大功能于一
体。公园西起县城关镇高庙桥，东至吴坝张庄入黄闸，全
长约 30公里，总面积逾 2万亩，贯穿吴坝东西全境。 吴
坝处在湿地公园末端，也是自然景观资源、人文景观资
源最为集中的部分。 王文深说，吴坝地势低洼、沟渠纵
横、坑塘密集。 镇党委、镇政府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抓湿地公园建设为契机，同步推动
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为改善镇域生态环境，在镇党
委、镇政府大力号召、带领下，村村植树造林、渠渠清淤
疏浚、塘塘澄沙汰砾、路路美化亮化，全镇大小村庄与湿
地公园很快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与此同时，镇宣传、环
卫、治安、教育多部门协作，结合“世界湿地日”“世界环
境日”“爱鸟周”等时间节点，精心组织开展志愿宣教活
动，制作湿地科普展板，发放湿地保护手册，竖立爱鸟、
识鸟、护鸟宣传牌，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推送“吴坝草
木新，人鸟共家园”等主题的视频或美篇。 现在，湿地公
园保护已深入人心，爱鸟爱林爱湿地已成为吴坝干部群
众特别是广大中小学生的自觉行动。 湿地公园吴坝区
域，常年水质优良、空气清新，草木葳蕤、鱼虾成群，吸引
不少白天鹅、黑天鹅等珍稀禽鸟来此翔集栖息。

“恁看那里，” 王文深突然兴奋地说，“那是不是白
鹭？ ”

记者顺着王文深手指的方向望去，远处的一片芦苇
荡里， 果然有一群若隐若现的白色鸟儿在觅食嬉戏，足
有四五十只。 风吹草低的间隙，记者先用手机相机的调
距功能将其拉近，再用形色软件辨认，没错，那就是白
鹭。

白鹭又名鹭鸶，身高体长、颈细腿高，喙如长钩、羽
如白雪，因其举止高雅、形象端庄，爱情专一、责任感强，
历为文人墨客所称颂。白鹭选择栖息地对生态环境要求
十分苛刻，白鹭在吴坝湿地区域出现，见证了吴坝的生
态环境在不断优化和改善。

难怪王文深喜出望外，记者也跟着高兴。 他说，当
初浙江柳桥集团公司总裁傅妙兴来到台前洽谈项目、考
察选址的时候，正是看上了吴坝鸟飞长空、鱼翔浅底的

自然景色，这才确定来此投资办厂的。
朱庄村党支部书记、 台前鹏程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宋金

凤，以及前文提到的范龙胜，则是看中家乡优美生态环境、优良
营商环境返乡创业的代表。

河岸绿了，生态好了，吴坝的父老乡亲开始大力发展生态
观光农业，除了传统增收产品大蒜外，桑葚、桃子、李子、四季豆
都成为他们增收的“致富果”。

“俺种了 6亩大蒜，今年亩产 1500公斤左右。大蒜今年行情
不错，人家跑到地头上来收，好的每斤能卖 2.3元！ ”在得知今年
大蒜的收购价格后，李坝村村民吴静红高兴地说。 吴静红告诉
记者，今年除了大蒜，蒜地里还产出了 1800公斤蒜薹，仅蒜薹就
实现增收近 8000元。

距离李坝村 2公里的柿子园村，殷进荣正在桃园里给蟠桃
套袋儿。 看着被蟠桃压弯的枝条，殷进荣高兴得合不拢嘴。 他
说：“我种的桃子既绿色天然又营养健康，前期采用鸡鸭粪便等
绿色农家有机肥，后期果实采用套袋方式，不使用农药，整个生
长过程采用绿色环保、无公害管理，目前种植面积有 100亩左
右。 ”

据吴光征介绍，吴坝设施农业总体规划工作也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总体规划占地 310亩，总投资 2100万元，计划建设大棚
87个。 目前，已建设大棚 45个，主要种植四季豆，全部投产建成
后，将带动千余人就业，年利润 300余万元。

记者蹲点采访调研结束时， 吴光征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吴坝镇党委、镇政府将进一步利用好“两河三堤”交汇等地理位
置优势，紧抓乡村振兴、文旅文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担当、主动作为，不遗余力谋划建设
好河南东北“金三角”，不断加大黄河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协调
做好“保护前提下的利用”大文章，努力化水害为水利，让“金三
角”更加熠熠生辉，奋力写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精彩吴坝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