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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濮阳县大地，花木扶疏，满
目苍翠： 梁庄镇谷楼村的 500 亩食用
玫瑰进入盛花期， 村民头戴草帽采摘
玫瑰的场景成为乡村亮丽的风景线 ；
梨园乡前梨园村的“梨乡河韵”休闲广
场，20 余种浓淡相宜的绿植亭亭玉立，
描摹出美丽乡村的绰约风姿； 黄河大
地淤背区中药材与无絮杨等树木的间

作套种， 重塑黄河沿岸和谐共生的绿
色屏障……

今年以来， 濮阳县林业发展服务
中心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
以推深做实林长制为抓手，在“增绿”
上夯实生态基底，在“增色”上绘就多
彩林相，在“增量”上拓展绿色版图，在
“增效”上释放生态红利，全方位、多层
次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让绿色与发
展演绎出一场场美丽邂逅。

以“绿”为墨 精心勾勒乡村

新图景
5 月 6 日，金色暖阳倾洒在梨园乡

东闫村村室门口， 这片精心打造的生
态“通道”正舒展新颜。 高杆卫矛球、红
叶石楠球等常绿灌木整齐列阵， 如苍
翠屏障般守护着村落； 桂花树悄然积
蓄芬芳，待金秋时节释放馥郁；鸢尾舒
展修长叶片，似灵动绿绸随风轻舞；月
季枝头缀满花苞， 静待盛放……嫩枝
新芽在阳光下舒展， 层层绿意晕染开
来， 将乡村勾勒成一幅清新灵动的田
园诗画。

“我们秉承着让乡村 ‘三季有花，
四季常绿’的设计理念，栽种生长速度
快、抗病性和抗逆性强的乡土树种，打
造风景宜人的休闲休憩林， 让群众推
窗可见绿，出门即入园。 ”望着眼前的
这片新绿， 濮阳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造林股负责人胡一平说道。
今年以来， 濮阳县秉持 “一村一

景、一村一品、一村一韵”的差异化规
划理念，全面推进渠村乡南湖村、梨园
乡东闫村、王称堌镇北李庄村等 22 个
森林乡村高标准建设。 通过科学布局、
系统谋划， 将分散的生态资源有机整
合，“串珠成链、聚链成片”，累计栽植
杨树、巨紫荆、梨树等苗木近 8 万株 ，
打造出错落有致、 层次分明的生态景
观带。 同时，精心打造村级微景园、休
闲休憩林等 22 处特色生态节点 ，让
“绿色小品”融入乡村肌理，一幅幅“村
美、民安、风正”的和美乡村画卷正徐
徐铺展开来……

点“绿”成金 积极探索富民

新路径
玫瑰产业园花香怡人、 葡樱种植

基地果实满枝、 金蝉产业园即将迎来
丰收季……清风吹拂处，红花绿叶间，
一个个根植于土地的林业产业项目 ，
正在蓬勃发展。 点“绿”成金，让群众在
增收路上绽放笑颜。

晨曦微露， 梁庄镇谷楼村丰源玫
瑰产业园内， 早起的群众已趁着凉爽
的天气采摘玫瑰。 一袋袋新鲜的玫瑰
随即被运往不远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院内进行烘干加工，不久后，一箱箱散
发着清香的玫瑰茶就被运往全国各地

的商场超市。
据悉， 谷楼村种植食用玫瑰 500

亩，亩产 700 余公斤，年创产值 400 余
万元，每到采摘时节可吸纳 200 余名群
众就业，人均日收入可达 70 元，谷楼村
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五星”支部村。

午后阳光静静地洒在五星乡葡樱

种植基地碧绿的葡萄枝叶上， 负责人

赵德平拨弄着葡萄架下松软的泥土 ，
向记者介绍起今年复合种植的新模

式：“我们地下埋的是废旧菌包， 葡萄
叶子遮挡了强光， 营造出菌菇喜欢的
环境，每年可收获大量灵芝菇。 同时，
灵芝菇收获后残留的菌包又成为葡萄

树上等的肥料， 天然的营养成分促使
葡萄果粒更饱满，味道更清香。 ”

通过复合种植模式， 葡樱种植基
地 700 余亩的土地得到了最大价值的
利用， 光灵芝菇每亩就可增加收入 2
万元。 今年，在原来种植阳光玫瑰的基
础上，还探索种植了天工墨玉、碧香玫
瑰、妮娜公主等多个葡萄新品种，不仅
拓宽了村民的致富之路， 也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动能。

丰源玫瑰产业园和葡樱种植基地

的发展，与濮阳县紧扣“林业产业生态
化、生态林业产业化”发展主线，构建
“林下经济多元发展、林果产业百花齐
放、玫瑰业态竞相突破”的林业产业格
局密不可分。 该县依托完整的产业链
体系，2024 年林业产业总产值攀升至
21 亿元。 为加速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
优势转化，今年年初，濮阳县林业发展
服务中心积极申报林下金蝉、葡萄、玫
瑰 3 个省级产业园区，并坚持以《濮阳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林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为指导，创新实施“立体
布局、特色突围、循环发展”战略，持续
激活林业产业绿色发展新动能， 全力
探索出盘活林地资源、 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的新路径。

执“绿”联动 全力构筑生态

长廊
明媚的初夏， 开车行驶在梨园乡

富民大道，可以看到碧绿的国槐、金黄

的金叶榆及红色石楠球错落有致地布

局在道路两侧； 在沿黄快速通道梨园
乡段，目之所及是挺拔的白蜡树、葱郁
的大叶女贞和蓬勃生长的金枝槐。 这
些姿态各异的景观树犹如绣在缎带上

的美丽图案， 将绿色通道装点得生机
盎然。

为奏响 “幸福黄河 ” 时代新乐
章， 濮阳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聚焦交
通干线生态提升， 联动子岸 、 梁庄 、
梨园、 习城等乡镇， 对沿黄快速通道
等重点廊道开展提质增景行动， 通过
精准补植近 3 万株苗木优化景观布
局， 让绿色廊道串联起生态之美与发
展活力。

同时， 在黄河大堤淤背区新增造
林面积 1500 亩以上，以“林水共生”的
生态理念重塑黄河沿岸绿色屏障。 在
从王称堌镇到渠村乡的近 60 公里长
的黄河生态廊道上， 记者看到， 无絮
杨、簸箕柳、梨树等树木与白芷、芍药、
金银花等中药材间作套种， 形成一道
多姿多彩的黄河生态廊道景观。 间作
套种不仅提升了森林覆盖率， 改善了
生态环境， 还成为群众增收的 “金钥
匙”。

逐绿而行， 终见芳华。 濮阳县林
业发展服务中心将紧紧围绕国土绿化

提质、 产业转型升级、 农民持续增收
三大核心攻坚方向， 系统谋划、 精准
发力， 全力构建现代化林业生态建设
新体系。 通过厚植生态底色、 激活产
业动能 、 共享发展成果 ， 持续释放
“绿水青山” 生态红利 ， 奋力书写生
态美、 产业兴、 百姓富的绿色发展新
篇章。 ⑨

本报记者 张岚岚 通讯员 崔耀麟

让绿色与发展来一场美丽邂逅
———濮阳县林业高质量发展见闻

本报讯 （记者 侯科建 通讯员 张
超 沈明阳）近日，经开区新习镇南焦
二寨村 8 户生活困难老人收到了一份
“迟到”的温暖———滞压 3 年多的孝心
养老资金通过巡察整改顺利发放至老

人手中。这一惠民实事的落实，是经开
区党工委巡察机构以监督推动民生政

策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
2018 年 12 月， 新习镇为弘扬孝

老敬老传统、 助力精准扶贫， 出台了
《建档立卡贫困老人孝心养老活动实
施方案》，设立专项基金账户，通过“子
女缴纳+财政补助”模式，按季度为全
镇 47 个行政村 60 周岁以上建档立卡
贫困老人发放“孝心金”。方案规定，子
女每月缴纳 100 元或 200 元赡养金
后，镇政府给予 10%补助，每季度分别
发放 330 元、660 元。

然而， 区党工委第三巡察组今年
3 月进驻新习镇期间发现， 南焦二寨
村 2021 年 2 月接收的 5280 元孝心养
老资金，竟于 2024 年 7 月被调整为村
级经费。经核查，因原村党支部书记离

职时工作交接断档，新班子以“不熟悉
政策”为由，在“三资”清查中擅自变更
资金用途， 导致该款项滞留村级账户
长达 3 年。

巡察组立即启动整改机制，向该
村党支部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要
求限期对接镇三资办 、民政所 ，核实
缴纳台账并依规发放 。 经过 2 天整
改，今年 4 月 27 日，南焦二寨村举行
专项发放仪式，8 户生活困难老人现
场领取每户 660 元“孝心金”。 年过七
旬的秦大爷紧握 “孝心金 ”感慨 ：“没
想到这笔钱还能找回来，感谢党和政
府替我们操心！ ”

“群众利益容不得半点拖延 。 ”
区党工委巡察机构负责人表示 ，针
对惠民政策落实中的 “中梗阻 ”问
题，已建立“立行立改+跟踪回访 ”机
制 ， 通过下发整改通知 、 约谈责任
人 、定期 “回头看 ”等方式 ，督促基层
党组织即知即改、真改实改。 截至目
前 ， 本轮巡察已推动解决民生问题
15 件。 ⑨

巡察利剑显实效“孝心金”终归位

5 月 5 日，刚刚立夏，中原
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一公司综合

服务大队维修班已悄然进入

“战高温”状态。 尽管炎热夏日
尚未真正来临， 但维修班班长
鲁立军与班组成员胡成兵、唐
舒乐已在清晨时分忙碌于库房

之中，认真清点工具与配件，为
即将到来的空调检修工作做好

充分准备。
当天上午， 这支三人小队

前往 50442 钻井队卫 22-119
井施工现场开展空调巡检维修

任务。 钻井队党支部书记张敬
华见到鲁立军背着鼓鼓囊囊的

工具包， 幽默地打趣道：“鲁师
傅，你的包像个百宝囊似的！ ”
鲁立军笑着回应：“这里面可都
是给空调‘治病’的灵丹妙药！ ”

面对中午近 30 摄氏度的
炎热天气，维修人员毫不退缩。
在排查过程中， 鲁立军发现一
台空调压缩机压力异常， 立即
展开细致检查， 最终在冷凝器
翅片间找到一个隐蔽沙眼。 他
们迅速完成补焊、抽真空、加注
制冷剂等工序， 仅用几分钟便
高效修复故障。 这已是近半个
月来他们处理的第 7 起类似问

题。
除了应急维修， 维修班还

高度重视预防性维护。 在生活
区， 胡成兵发现排水管易被压
扁， 便提出使用燕尾钉固定方
案， 鲁立军则建议加装防震胶
垫以增强稳定性。 这些来自多
年维保经验的金点子， 有效提
升了设备运行效率和使用寿

命。
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时 ，

夕阳西下， 维修班完成了最后
一台空调的电容更换任务。 唐
舒乐感慨地说：“今天跑了 6 个
钻井队，真不容易。 ”鲁立军却
充满干劲地表示 ：“再坚持几
天， 等我们把所有钻井队的空
调都检修一遍，天热了，大家就
能安心休息了。 ”

这支由三人组成的维修小

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打好提
前量”的服务理念，为即将到来
的酷暑筑起一道清凉防线。 他
们在检修一线挥洒汗水， 将贴
心服务送到钻井队员身边，带
来一份安心与舒适， 也为安全
生产保驾护航。 輥輳訛

本报记者 史式灿

通讯员 吴倩倩 李博达

打好提前量 检修保清凉

“这水清甜，再也不用担心
有异味了！ ”5月 7日，中原油田
地面工程抢维修中心濮城维修

工区职工张广强接过刚灌装的

纯净水，开心地对同事说。 他口
中的变化，源于该中心工会为职
工解决了一件重要的 “关键小
事”———通过安装集中式净化水

装置，实现了让一线职工从“有
水喝”到“喝好水”的升级。

今年年初以来，在基层调
研过程中 ， 多名职工反映自
来水烧开后存在涩味 、 沉淀
物质较多等问题 ， 长期饮用
令人担忧健康 。 由于中原油
田前线濮城区域优化改造过

程中净化水装置被拆除 ，导
致供水硬度偏高 、 口感差的
问题出现 。 “职工健康无小
事 ，喝水问题必须解决 ！ ”针
对此情况 ， 该中心工会迅速
行动 ， 选定了高效的净化方
案 。 考虑到基层班组分散和
单设净水设备成本高的实际

情况 ，在中心工会的支持下 ，

最终选择了集成度高 、 滤芯
更换便捷且出水量稳定可控

的“集中式净化水装置”。
4 月， 在中心工会的统筹

安排下， 首台净化水装置在濮
城维修工区试运行。 经过半个
月的调试， 设备产水稳定，浊
度、pH 值等指标均优于国家饮
用水标准，满足了职工的需求。
职工纷纷表示赞赏：“再也不用
自掏腰包买纯净水了！ ”“中心
工会把这件实事办到了大家的

心坎上。 ”
此次清水升级背后， 是该

中心工会始终秉持着 “为职工
群众服务”的初心。通过一系列
实际行动， 如春风化雨般凝聚
起干部职工攻坚克难的合力，
让职工感受到温暖和支持。 正
如他们所说：“水甜了， 干劲更
足了！”这一泓清水的改善不仅
提升了生活质量， 也激发了职
工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 輥輳訛

本报记者 史式灿 通讯员

魏园军 魏明江

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油油 田田 之之 窗窗

5 月 7 日，市民在示范区班家桑葚采摘园采摘桑葚。 据了解，班家桑葚采摘园占
地 3700 余亩，种植无籽大十、台湾长果、桂花蜜等多个品种。 目前，桑葚已进入盛果
期，采摘时间最晚持续至 6 月份。 輥輮訛 本报记者 僧少琴 通讯员 崔建凯 摄

5 月 7日，在台前县打渔陈镇田庄村樱桃种植基地，农户在采摘樱桃。 近年来，打
渔陈镇以樱桃为核心产业，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全镇樱桃种植面积超 3000亩，形成“种
植、销售、育苗、旅游”一体化链条，带动千余人就业。通过举办“樱桃文化节”、发展采摘
游等，年均吸引游客超千人。该镇借助电商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打造“樱桃小镇”特色品
牌，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持续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注入强劲动力。 輥輮訛

本报记者 僧少琴 通讯员 王传帅 侯婷婷 白杨 摄

位于濮阳县的汇川实业发展（河南）有限公司，借助“五一”节点直播，直播间累计观
看人数突破百万，单日最高销售额超去年同期 3倍，为品牌积累了大量新客。 图为 5月 5
日，主播在线销售咖啡。 輥輳訛 本报记者 高崟人摄

（上接第一版）
面对制造业倍增的时代命题，示

范区的解题思路清晰有力： 以总部经
济搭建要素聚合平台， 用技术创新突
破产业升级瓶颈， 靠人才储备积蓄长
远发展后劲。 这种系统思维下的组合
拳， 既破解了当前房地产业调整期的
增长焦虑， 更构建起面向未来的竞争
优势。 当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遇见职业
院校大数据专业， 当研发实验室对接

制造企业技改需求， 示范区正书写着
“四链融合”的生动注脚。

从机器轰鸣的工地到键盘敲击

的云端，从实验室的微观世界到课堂
里的思维碰撞，示范区用多维度的硬
核担当，诠释着新时代产业新城的发
展哲学。 在这里，每寸土地都澎湃着
创新动能，每个项目都链接着产业未
来。 示范区正以璀璨的创新之光，照
亮全市制造业倍增的奋进征程。 ⑨

以硬核担当锻造发展硬支撑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通讯

员 亓晓光 ） 当前 ， 全市小麦正处
于灌浆关键期 ， 是决定粒重和产
量的重要阶段 。 据气象部门预测 ，
5 月上中旬将出现持续高温 、 降水
偏少 、 大风频发等天气 ， 我市旱
情可能进一步加剧 ， 高温 、 干旱
与大风叠加 ， 导致干热风发生风险
显著上升 。 为切实保障小麦安全生
产 ， 5 月 6 日 ， 记者采访了市农林
科学院小麦研究所专家 ， 帮助群众
做好小麦关键期管理 ， 科学有效应
对干热风灾害 。

据介绍 ， 干热风是一种农业气
象灾害性天气 ， 小麦进入灌浆期后
影响较大 。 干热风可导致小麦叶片
功能衰退、 灌浆期缩短、 粒重下降，
甚至造成小麦逼熟死亡 ， 严重威胁
产量 。 对于农户来说 ， 小麦进入灌
浆期后并不担心病虫害的危害 ， 也
不担心养分不足的问题 ， 担心的是
遇到干热风 。 因此 ， 广大农户务必
高度重视 ，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 及
时关注预警信息 ， 提前落实防范措
施 。 同时 ， 需警惕 “旱涝急转 ” 可
能引发的 “烂场雨 ” 灾害 ， 确保夏
粮稳产丰收。

如何防范干热风带来的危害 ？
专家介绍 ， 关键在于科学灌溉和合
理施肥。

灌溉方面 ， 要通过科学灌溉优
化田间环境 。 一是适时适量灌溉 ，
对墒情不足的麦田 ， 应在灌浆初期
及时浇水 ， 补充水分需求 ， 调节田
间小气候 ， 减轻干热风危害 。 二是
优化灌溉方式 ， 采用小水细灌或滴
灌方式 ， 避免大水漫灌 ， 防止后期
倒伏 ， 有条件的地块可结合微喷
灌 、 喷灌设备 ， 在干热风来临前适
量喷水 ， 增加空气湿度 ， 降低冠层
温度 。 三是注意天气条件 ， 浇水时
需选择无风或微风天气 ， 避免大风
天作业 ， 成熟前 15 天内停止浇水 ，
确保小麦正常成熟。

喷施叶面肥是防干热风 、 防早
衰最简便有效的技术措施之一 ， 可
满足植株后期养分需求 ， 促进籽粒
灌浆 。 在施肥方面 ， 首先是喷施叶
面肥 ， 在小麦灌浆期 ， 适时喷施磷
酸二氢钾 、 有机类水溶肥料或植物
生长调节剂 ， 促进籽粒灌浆 ， 提高
小麦抗逆能力 ； 其次是要增加喷施
次数和用水量 ， 干旱严重或无灌溉
条件的麦田 ， 可根据小麦生长进程
和天气情况适当增加叶面喷肥次数，
加大喷肥用水量力度 ， 延长叶片功
能期 。 最后 ， 要结合 “一喷三防 ”
（防病虫 、 防干热风 、 防早衰 ）， 科
学选用杀菌剂 、 杀虫剂和叶面肥 ，
合理混配， 实现 “一喷多效”。 ⑩

濮阳小麦研究所专家提醒———

小麦产量形成关键期要科学防范干热风

本报讯 （记者 李世秀 通讯员 管
晓茹） “我是市人大代表曹泽允。文化
惠民不仅能满足人们对文化活动和服

务的多样化需求， 更是激发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
径。 请问我县惠民文化活动是如何开
展的？ ”

近日 ， 台前县人大常委会通过
《问政台前》栏目，举办了首次人大代
表问政直播活动。 39 名省、市、县、乡
四级人大代表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

文化建设 、旅游发展等工作 ，向台前
县文广体旅局局长和相关部门负责

人面对面问政。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
民生热点和难点问题，有关部门负责
人一一作答。

面对面开展现场直播问政，以“代
表问、政府答、媒体督”问政机制，回应
群众关切呼声， 是台前县人大常委会
践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生动实
践。

“这是我首次通过电视媒介问政
履职， 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有了更加直
观的感受。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将持

续跟踪问题的整改落实， 积极开展调
研，推动政府的‘荧屏承诺’转化为群
众的‘满意答卷’。”参加此次问政直播
活动的省人大代表、 台前县一中教师
蒋平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

人大代表问政直播， 还拓宽了人
大监督渠道， 增强了人大代表的主动
服务意识。 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回应坦
诚透明、承诺有力有据，在政府与群众
之间架起了“连心桥”，收到了良好社
会效果。 据统计，第 12 期人大代表问
政节目的视频浏览量和点击率已超过

20 万人次。
以“问”得民意，促“政”惠民生。台

前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表示， 今后将
每季度举办一次人大代表问政直播，
聚焦住建、医保、民政、残联等更多涉
及民生事项的部门逐一开展问政，充
分利用好“电视问政”平台，汇聚人大
和社会监督合力，做实监督“后半篇文
章”，确保人大代表提出的问题件件落
实，推动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 创新打造具有台前辨识度的
人大监督工作品牌。 ⑨

台前县：人大代表直播问政促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