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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庆红 通讯员 王利
霞） 6 月 9 日， 省水利厅处级干部专业
化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农村党支部书记

学院开班。 来自省水利厅机关及厅属单
位的 47 名学员将在学院进行为期 6 天
的培训学习。

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根据培训班特

点，精心设置培训课程。 课程既有党建引
领理论学习， 又有专业领域资深解读，还
有实地考察优秀水利工程。学院通过打造

“学、练、践、研”完整培训链条，设计培训教
学方案，分专题、分阶段、分批次设计培训
内容， 让学员先学习再实践再总结再检
验。 同时，创新培训方法，让学员在真实情
景、鲜活实践中学习如何提升履职能力。

学员们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务实管
用、针对性强，要把在培训中学到的新
理论、新知识、新技能转化为工作思路、
创新办法和具体举措，切实运用到水利
工作实践中去。 輥輳訛

晨曦初露，南乐县谷金楼镇乐谷
电商小镇的直播间已亮起暖光。一名
村民手捧刚捡的土鸡蛋走近镜头，指
尖轻轻拭去蛋壳上的碎草屑：“咱们
散养鸡下的蛋，蛋黄饱满，煎炒时金
黄流油，香得很！”弹幕瞬间被“下单”
一词刷屏。 楼下的分拣中心，工人正
麻利地打包，泡沫托、防震膜层层包
裹， 传送带尽头的快递车正蓄势待
发，准备将这些带着田野气息的新鲜
农产品送往全国各地。

谁说数字经济只属于都市霓虹？
去年“618”购物节，这座乡野小镇创
下 1.3 亿元线上交易额，单日订单量
突破 10 万单。 这不仅让 530 名村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 更推动 7500 万元
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都市餐桌。从
传统耕作模式到数字新农活，乐谷电
商小镇以生动实践蹚出一条返乡“新
农人”与电商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乡
村振兴数智化转型的创新之路。

破局： 从土地撂荒到电商
热土

几年前，谷金楼镇还深陷青壮年
外流、土地撂荒的困境。 如何让年轻
人愿意回乡、留得住、干得好？南乐县
委、 县政府以敏锐的洞察力锚定方
向———向数字经济要答案，以电商产
业为引擎。一座名为“乐谷电商小镇”
的希望之城，在豫北平原破土而生。

南乐县创新采用 “村企合一”模
式，以全产业链思维深度整合谷金楼
镇 9 个村资源， 打造贯通 “溯源种
植—直播销售—仓储物流—运营孵
化”的全产业链生态闭环。 作为链主
企业，濮阳市依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不仅建起标准化种植基地、专业直播

间与智能仓储中心 ，还通过 “公司+
合作社+农户 ”模式 ，将周边农副产
品纳入电商供应链。 一箱箱苹果、一
盒盒鸡蛋，这些裹着乡土气息的农产
品，在直播间主播的生动推介下走向
全国千家万户，带动农户人均年增收
超万元。

“过去种地靠天吃饭， 现在靠手
机也能赚钱。 ”返乡青年宋庆辉的经
历颇具代表性。 此前，他是一名在城
市打拼的务工者，如今回到家乡后已
转型成为乐谷电商小镇的一名带货

主播。 通过手机直播销售农产品，他
的月收入实现了翻两番的显著增长。
像宋庆辉这样，在小镇的培养下成功
转型的“新农人”已接近百名。

赋能： 打造家门口的创业
孵化器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乐谷电
商小镇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理念，通
过“政策+培训+服务”的立体引育体
系，搭建起极具吸引力的乡村创业平
台。

以政策引才，对返乡创业人员提
供租金减免、专项基金扶持，降低创
业门槛；以培训育才，与高校、专业机
构合作开设直播电商课程，从镜头表
现到运营策略， 手把手教农民 “触
网”；以服务留才，搭建一站式创业服
务平台，涵盖主播孵化、供应链对接、
品牌推广等，为创业者提供从项目启
动到发展壮大的一站式服务。

90 后姑娘孔宁宁便是受益者之
一。 此前在北京从事销售工作的她，
被家乡的创业政策和发展前景吸引，
选择返乡投身电商事业。在小镇系统
化培训和专业服务的助力下，孔宁宁

从直播“小白”迅速成长为单场带货
超 5000 单的网红主播。不仅如此，她
还带动周边 20 余名妇女从事分拣打
包工作，帮助大家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 如今，乐谷电商小镇每天开
展 2 场直播， 日均成交量突破 2 万
件，不仅实现了“人才引得回、技能学
得会、事业做得成”的良性循环，更形
成 “一人创业 、多人就业 ”的裂变效
应，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
动力。

共赢：“村企合一” 激活乡
村振兴“一池春水”

乐谷电商小镇以 “村企合一”破
题，打破传统乡村经济“各自为战”的
困局，蹚出一条资源整合、协同发展
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数据显示，该模
式带动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跨越

式增长，增收幅度从 5.7 万元至 19.2
万元不等， 成功激活了乡村发展的
“一池春水”。

“过去各村各自为战，资源分散、
效率低下，如今通过‘抱团发展’，实
现了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效益翻
番。 ”乐谷电商小镇总经理吴东伟道
出发展秘诀。 产业园内，直播间与农
田仅“一墙之隔”，农户上午采摘的新
鲜草莓，通过直播间销售，下午便能
分拣包装发往全国各地。 这种“现摘
现发”的极速供应链，不仅实现了“零
库存”高效周转，大幅压缩物流成本，更
让消费者尝到最新鲜的“乡土味道”。

进阶： 从卖农产品到育产
业生态

在实现农产品高效流通与农民

稳定增收后，乐谷电商小镇并未满足

于现状， 而是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
开启了从单一销售向全链生态构建

的转型升级之路。
小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镇将跳

出直播带货的传统框架，从品类多元
化、营销创新化、孵化规模化三个维
度拓展，推动乡村产业向更高能级迈
进。 在品类拓展上，不再局限于生鲜
农产品，而是向手工艺品、家居用品
等领域延伸，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特
色矩阵。 在营销模式上，创新策划电
商购物节、 乡土文化直播周等活动，
吸引全国消费者“云游”乐谷。在孵化
体系上， 设立涉农电商孵化中心，计
划扶持 100 家小微农业企业 “触电”
转型，带动超 1000 名农民实现就业。

“我们的目标是让电商成为乡村
振兴的‘基础设施’。 ”南乐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
续将结合“家门口”就业创业专项行
动，推动更多“乐谷模式”在南乐复制
落地，让更多农村劳动力实现“离土
不离乡、就业又致富”。

记者点评
从乡间沃野到云端商路，乐谷电

商小镇的蜕变，是传统农耕与数字经
济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 这里，手机
屏幕不再是冰冷的设备，而是“新农
人”连接市场的“新农具”；直播间不
仅是销售场所， 更成为孕育财富的
“新沃土”。 那些曾外流的 “人口红
利”， 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 “人才引
擎”，汇聚成点亮乡村全面振兴的“燎
原之火”。乐谷的实践证明：乡村振兴
不是简单的资源输入，而是以创新激
活内生动力、 以人才链接乡土价值，
让传统乡村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

生命力。 ⑩

本报讯 （记者 史式灿 通讯员 魏园
军 孙博） 6 月 10 日，中原油田采油气工
程服务中心濮东作业区 504 队施工现
场，一项创新技术试验成功落地 ：通过
升级原有视频监控系统 ，新增 “远程喊
话”功能，实现了违章施工的即时“云叫
停”。 这套被命名为“智慧眼”的系统，不
仅可实时捕捉画面，还能通过后台操作
直接向现场喊话， 声音覆盖范围达 20
米， 大幅提升安全施工与应急响应效
率。

据介绍，此次技术升级的核心是将
传统视频监控与智能语音系统深度融

合。 后台操作人员可通过监控摄像头实
时观察作业画面，并一键启动语音指挥
功能， 直接向现场传达指令或安全警
示。 在模拟突发泄漏事件中，系统响应
时间缩短至秒级， 语音清晰无延迟，现
场作业人员能立即调整操作，避免了传
统电话层层传达的延误。

试验的成功，源于中原油田对安全
管理短板的精准识别。 过去，违章施工
或突发事件需通过电话、对讲机等通讯
工具逐级上报 ，耗
时且易出错。 如今，
“远程喊话”功能实

现了“看得见、喊得出”的闭环管理。 中
原油田采油气工程服务中心濮东作业

区副经理曾宪伟在试验后表示 ：“这套
系统不仅优化了管理流程，还强化了实
时监督能力。 例如，在高风险动火作业
中，后台监控员发现违规操作可直接喊
话纠正， 将安全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
这比过去节省了 50%以上的响应时间，
安全管控更直接高效。 ”他补充道，该技
术尤其适用于夜间或恶劣天气作业，弥
补了人工巡检的盲区。

此次升级是中原油田推进“数字油
田”战略的重要举措。 油田管理层分析，
油气行业施工环境复杂， 事故风险高，
传统监控系统仅能被动记录，缺乏主动
干预能力。 而“智慧眼”的“会说话 ”功
能， 将监控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
契合国家安全生产数字化政策。 数据显
示，试点作业区今年一季度违章事件同
比下降 30%，效率显著提升。中原油田计
划在今年下半年将这套升级系统推广

至所有作业区，并根据实际反馈优化功
能。 ⑩

（上接第一版） 城中央小区一户业主因
服务和交费产生纠纷，长达 11年之久，
双方互不相让，老兵们以《河南省物业
管理条例》为准绳，法、理、情并用，经过
多次协调， 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协议，矛
盾得到圆满解决。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如今在幸福
街道办事处，“老兵工作站”成了辖区平
安符号。 44个小区里，老兵们与社区民
警、律师组成流动调解队，既能讲法理
也能拉家常。 2024年，“老兵工作站”成
功化解的 443件纠纷中，九成在居民客
厅、楼道口解决。 42岁的站长胜瑞书总
结出“三同工作法”：同坐一条板凳拉近
距离，同算一本经济账明晰利害 ，同绘
一张和解图落实问题解决。 而老调解员
张增银的秘诀更朴实：“把别人的爹妈当
自家老人哄， 把别人的娃娃当自家孩子
劝，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家的困难解。 ”

这些老兵以 “退伍不褪色 ”的姿态

在社会治理的岗位上继续战斗 ，“老兵
工作站”成为化解矛盾的有效阵地和帮
助居民解决困难的温暖驿站 。 数据显
示 ， 辖区 12345热线投诉量同比下降
31%，而“老兵工作站”的锦旗墙上，“以
理服人 公正无私”的赠言格外醒目。 正
如胜瑞书常说的：“军装可以脱，但为人
民服务的信念永远不能变。 ”

从网格里的 “绣花功夫 ”到警民
共治的 “平安密码 ” ，从老兵们的冲
锋姿态到多方联动的治理创新 ，幸
福街道办事处的实践印证着基层治

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 ：把组织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 ，让每个群体都成为治
理主体 。 正如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张盼
军所言 ：“治理现代化不是抽象概念 ，
而是老百姓看得见 、 摸得着的获得
感。 ”在这片 7.2万人共同生活的土地
上，“幸福” 正从治理创新的土壤中生
长出新的模样。 ⑨

中原油田“智慧眼”升级实现远程指挥

违章施工“云叫停”

“新农人”的“新农具”
———南乐县乐谷电商小镇谱写“家门口”就业创业振兴曲

省水利厅处级干部专业化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濮举办

油 田 之 窗

知足是一种智慧。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知足者富”“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所谓知足，说的是要有容易满足
之心，不要一味索求、贪得无厌。 但“知足”，并不是提倡停滞不
前或消极避世， 而是强调内心的满足感和对外在欲望的节制。
年轻干部要正确看待功名利禄， 用平和心态去面对进退留转。
要正确看待“干事”与“当官”的关系，提高“知足”的涵养，深刻
认识干部“干事”是根本，“当官”就要“干事”。 要注重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陶冶情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
高尚的精神追求。 要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
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
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知不足是一种态度。 古语云：“不知不足，焉知进”。 尺有所
短，寸有所长，正确地审视自己，认清自身不足，是一种清醒，更
是一种智慧。 年轻干部工作时间短，实操经验少，要常自省，谨
防因思维和学识局限于一域，而变成“咬卵犟”“顶牛干部”，一
根筋地自以为是。 要时刻保持“知不足”的心态，对标先进找差
距，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 要持续践行“补不足”的行动补短板，
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向同事学习、向实践学习。 业务能力不足，
就要针对性地向有经验的老同志学习，向有业务往来的相关部
门“取经”，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基层经验不足，就要多深入群
众，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拜群众为师，虚心听取
群众意见。 不断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以刻苦努力换
取能力的提升和本领的提高。

不知足是一种动力。 对现状的不满足是拼搏奋进的动力来
源。 成绩面前永不知足，是一种自律，更是一种精神。 年轻干部不能因为一点点成绩
就沾沾自喜，止步不前，要放下负担，轻装上阵，把上次成绩作为下次跳跃的起点，把
超越昨天作为今天的目标，在不断起跳、不断向更高处攀登中实现成长；要立足百年
奋斗新起点，胸怀大格局，放眼大世界，高歌奋进新征程。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年
轻干部要时刻积蓄“不知足”的动力，时刻保持“本领恐慌”，以求知若渴的心态一刻
不停地去学习、去实践、去提升，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历史担当不断攀登人生新的高度，成就事业新的辉煌。

知足、知不足、不知足，看似三个对立的态度，实际上却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的。 知足让我们珍惜当下，知不足让我们反思改进，不知足则让我们追求卓越。 三者
相辅相成，构成了我们青年干部在新时代中应有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指南。 我们要在
知足中保持感恩，在知不足中不断反思，在不知足中勇敢前行。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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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考古挖掘亮点突
出。 2024年，我市文物考古工作继续
蓬勃发展，完成18 个建设项目考古发
掘项目， 共计勘探面积约 24万平方
米。 考古发掘汉、唐、宋、元、明、清遗
存 12处 ， 共计发掘面积 1980平方
米，为研究我市自汉代以来先民的生
产生活情况提供了丰富资料。 全面推
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三普”复查
率 100%，居全省前五名；已调查新发
现文物新增率 11%， 居全省第二名。
干城遗址获评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

现。
传承：文化遗产在创新中焕发新颜
麦收时节， 清丰县的田间地头长

满了秆细身长的莛子麦。这些莛子麦，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麦秆画的

上好材料。 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传承，6月 3日，清丰县马村乡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 利用收麦间
隙， 邀请王氏麦秆画第十五代传承人
王华平前来，举办“非遗赋能———乡村

振兴融合发展帮扶公益实践培训班”，
让村民近距离感受麦秆画的魅力，学
习增收的技能。

在市文体旅部门的支持下， 在聂
远征、王华平等众多麦秆画“守艺人”
的共同努力下， 麦秆画这项古老的非
遗艺术， 近年来成为我市一张亮丽的
文化名片， 屡屡代表濮阳， 参加国际
性、全国性文化艺术展览，甚至成为国
礼赠送给外国嘉宾。

濮阳地处黄河下游， 历史遗存丰
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除了大量的

物质文化遗产，还留下了别具特色、精
彩绝伦的传统文化， 凝结了一代代手
工艺人的智慧， 成为弥足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近年来，我市加大非遗保
护和传承力度， 通过多种手段引导非
遗传承人将古老技艺和时代需求结

合，矢志创新，在传承中保护，在保护
中传承， 使古老的文化遗产焕发出新
的时代风采。

我市充分利用传统节庆活动和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开展丰富多
元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积极探索“非
遗 +”等新模式，将非遗融入生活中。
2024年， 我市举办濮阳非遗展销会、
非遗年货节、非遗专题展、非遗摄影展
等专题活动 100余场次， 制作非遗项
目宣传展板 120余块，在 30余所学校
进行巡回展览， 参与观众人数达 170
万余人次，使非遗获得了新的生机。这
些精彩纷呈的活动， 不仅营造了浓厚
的文化氛围，更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
可感可触。

一直以来， 我市都注重对非遗传
承人的培养， 初步建成对非遗进行存
档、保存、宣传、弘扬、传承、振兴的立
体保护体系，为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和
发展提供保障。2024年，又增加了 123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王氏麦秆画传承人王华平被授予
河南省第二批省级乡村工匠名师称

号。《光明日报》专栏发表文章《麦秆剪
贴》，详细介绍了传承人聂远征讲述麦
秆剪贴的历史和做法； 葫芦烙画传承
人葛广乾登上了央视新闻频道； 非遗

面塑传承人姜亚男走进央视新闻客户

端， 让公众感受来自指尖传统文化的
魅力； 聂氏麦秆画入选国家级非遗工
坊；聂氏麦秆画、西街龙舞、憨婆婆老
粗布、 渠村黑牛肉四项非遗工坊入选
“河南省非遗助力乡村”典型案例。 聂
氏麦秆画、陈氏绢艺、侯氏古法制香亮
相“丝路相连、豫哈情深”非遗展，续写
豫哈两地文化情缘； 濮阳市华夏卫风
乐团奏响了“濮阳好声音”，让世界领
略到中国非遗独特魅力。 众多国家级
媒体的报道成为非遗文化传播的桥

梁， 扩大了濮阳非遗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也让非遗旅游等成为濮阳文旅新
名片。
融合：文化遗产为旅游添彩赋能
戚城公园举办的“艾香非遗市集·

唤醒端午DNA” 非遗市集汇聚剪纸、
糖画、面塑、漆扇等 30余项非遗技艺，
一项项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市民近距离

触摸到传统技艺的温度；市图书馆“粽
香传情·匠心塑韵”活动中，孩子们在
家长陪伴下亲手制作陈氏面塑龙宝粽

子，小小面团不仅捏出童趣，更捏活了
传统节俗的记忆；中原杂技博物馆以
惊险技艺解锁非遗密码，华夏神木博
物馆则通过《端午节的由来》短片及龙
图腾乌木雕刻，揭示神木文化与端午
精神的千年共鸣……这是今年端午
节期间，记者在我市各景区看到的“非
遗进景区”盛况。 一场场精彩纷呈的非
遗活动， 为市民与游客铺开一幅文化
遗产活态传承的文化画卷， 传统文化
也在现代场景中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不只是端午节。 春节、中秋节、国
庆节等重要节日里， 非遗都是濮阳各
大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文化搭台，旅游唱戏。 2023年以
来，我市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高质量推动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在文旅深度融
合的推动下，我市旅游业发展势头强
劲，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文旅业发
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024年，全市全
年接待游客 3462.31万人次， 同比增
长 15.57%，旅游收入 98.5亿元，同比
增长 59.64%。 仅国庆期间，全市就推
出 171场文体旅活动， 涵盖了文化、
音乐、书画、杂技等多个方面，让游客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情领略濮阳

文化的厚重。 2025年春节假期，全市
共开展各类惠民文化活动 460余场

次， 活动场次较去年增长 60.54%，线
上线下观看和参与群众 56.1万人次。
“龙润帝都 灯耀濮阳” 新春灯会累计
吸引 50余万人次前来观赏，为市民和
游客带来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

宴。
文化因赓续而繁荣兴盛，传统因

创新而历久弥新 。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
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
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市将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的重要论述， 保护传承好祖先留
给我市的文化瑰宝， 为推进文化强市
建设、 增强文化自信发挥作出更大贡
献。 ⑩

6 月 4 日，在濮阳
县五星乡“梦金秋”甜
瓜种植园内， 游客在
采摘甜瓜。 该种植园
占地 100 余亩， 投资
200 余万元，主要种植
甜瓜 、哈密瓜 、西瓜 、
圣女果、 阳光玫瑰葡
萄等，产品远销北京、
广州等地，吸引安阳、
新乡等游客前来采

摘。 輥輳訛
本报记者 高崟人

通讯员 苗浩源 桑英

秀 摄

本报记者 白国华 通讯员 韩群涛 王亚飞

从“指尖民情”到“脚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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