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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整治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交通局以“进
企业、查隐患、促整改、保安全”安全生产
“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突出重点部位，
抓住关键环节，确保该市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对“两客一危”、公
交出租、道路安防等加大执法力度，铁腕
整治，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零隐患”“零风
险”。截至目前，该局共组织 57家 2270
名客货运企业驾驶员进行集中安全教育
培训；排查企业39家，发现隐患25处，全
部整改到位；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16份，查处超限超载车 31台，处罚货运
源头企业1个，客运行政处罚车辆3台。
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东华镇
积极推进健康村创建

本报讯 近日为推进省级健康城市
试点城市建设，登封市东华镇积极推进
健康村创建，保证验收工作顺利完成。
为了做好健康管理，东华镇成立领导小
组，制定健康村建设工作计划、制度；营
造健康环境，落实清扫保洁制度，完善环
卫设施；提高健康服务，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倡导健康文化，让健康理念深入人
心；落实健康保障，加强村级安全管理，
预防各种事故和案件的发生。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宣讲走进登封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宣讲走进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宣讲活动重点围绕“新发展阶
段——重大战略判断、新发展理念——
重大原则、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决
策”等做全面宣讲。通过此次宣讲，全体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原原本本学、认认
真真学，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努力为登封
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嵩山木雕研究所
举办迎新春座谈会

本报讯 1月16日，嵩山木雕研究所
举办迎新春座谈会，来自登封市文艺界
代表20余人参加座谈会。去年以来，嵩
山木雕研究所创作的《当代火神钟南山》
《盼归》《抗疫英雄》等作品先后参加“绿
城春雨行动”“共抗疫情，致敬英雄”“共
抗疫情——河南非遗在行动”等抗疫作
品展览活动，嵩山木雕的研究成果也多
次参加省、郑州市举办的“文化遗产日”
展演、“醉美夜郑州嘉年华”“黄河情 祖
国颂——2020年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展演”等活动，充分展示了嵩山木雕的
艺术魅力。下一步，嵩山木雕研究所将
围绕登封文旅市场，设计研发更多更好
的作品，传播嵩山文化。
登封融媒记者 崔帅

石道乡上窝村：

乡村振兴产业旺 百姓致富门路广
“小区里有花有草，干净卫生，

住着很舒服。村里的农业合作社
租用了俺的土地，一年一付租金。
进入社区之后，我又当上了环卫
工，每月有收入。将来合作社盈利
之后，我们还可以拿到分红。现在
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今年66
岁的村民张战献2016年搬入登
封市石道乡镇西小区，提起现在的
生活，他很满意。

张战献是上窝村搬离塌陷区
入驻新社区的住户之一，和他一样
住上新家的群众有189户。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张伶俐

挪穷窝，让群众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上窝村三面环山，村东部隐士沟水

库将村里土地分割开，南北两侧山岭
起伏，石厚土薄，居住分散；由于地理
资源特殊，煤矿、铝矾土矿成为当地的
主要企业。多年来，群众收入大部分

来源于煤矿开采及石头加工，连年开
采导致矿区环境污染、地面沉降、房屋
塌陷。为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上窝村积极努力，最终，189户群众实
现易地搬迁，并实现“零物业”入住。

社区在建设幼儿园、卫生室、多功能党
群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的同时，又利
用楼顶闲置面积，建设上窝村级光伏
发电站，目前电站已并网发电有了经
济收入。

定路子，让群众生活有盼头
生活环境改善了，如何让群众有饭

吃？上窝村围绕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
得住、安下心、有活干、有收入”的目标，选
定易地搬迁、光伏发电、种植采摘、肉牛养
殖4个产业项目。2015年，成立登封市土
鑫种植专业合作社，目前已流转土地
2661.9亩，重点打造千亩核桃园、中药材
种植基地、南瓜种植示范园区；2017年成
立润鑫养殖合作社，种养结合，打造肉牛

养殖产业链条，实现村级集体经济零的突
破。2020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70万元。

据了解，合作社已种植核桃 1090亩、
量子有机南瓜600余亩，种植射干、黄芩、
连翘、丹参等中药材 1050余亩，养殖肉牛
240余头。截至目前，实现收入 60万余
元；带动全乡14个村502户贫困户每户每
年分红500元。

成立合作社后，上窝村动员以杜巧梅

为代表的贫困党员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
用，率先主动认领产业项目，广泛开展党
员干部与困难群众结对帮扶等活动。杜
巧梅说：“土鑫种植合作社，一年四季都有
用工需求，春天种植中药材、管理核桃树，
春种秋收的同时，秋天还会插播点儿粮食
作物，这给附近村民，特别是家庭留守妇
女们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每人月均工资
2000元。”

谋发展，打造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
提起未来村里的谋划，上窝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占好说，只
有产业兴旺，乡村才能真正振兴。一
是积极谋划乡村旅游发展。邀请乡村
旅游专家，紧紧依靠隐士湖，打造生态

旅游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美丽乡村。二
是做大生态农业产业园。紧临小区的
标准化厂房已建成，我们将与河南省
一食品公司联合打造食品分装基地，
给知名食品公司供给佐料；500平方米

的冷库今年也将动工。种植、养殖、产
品深加工……各种产业齐头并进全面
发展，最终实现让家家有事做、人人有
活干，村民收入不断增加，村集体经济
不断壮大。

颍阳镇颍北村：

发展设施农业 共建“莓”好生活
“来了，老铁，快看红颜一品，38.8元2

斤，仅限前30名订单，还没有领优惠券的
老铁们，请抓紧时间领取……”1月14日，
在登封市颍阳镇颍北村的秋惠草莓园里，
主播李豪杰一边介绍草莓，一边紧张地统
计订单详情。

李豪杰是河南秋惠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电商部相关负责人。李豪杰介绍，直播
销售的所有草莓都会在每天下午 2点钟
统一采摘，3点钟打包装箱，5点钟准时为
客户发出，通过快递、物流等方式送到周
边多个城市，确保客户收到新鲜草莓。公
司目前有日光温室大棚 44座，现种植草
莓20余亩，番茄10余亩，所有产品均通过
公司电商和万邦批发市场两个主渠道销
往全国各地。

“通过前期对郑州市周边县市环境的
综合考察，该公司决定在颍阳‘扎根’，不
仅盘活了颍阳镇闲置的农业资源，也解决
了附近村庄的闲散‘半劳动力’，同时还为

全镇设施农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血
液’……”登封市颍阳镇相关负责人说。

颍阳镇蒋庄村3组45岁的范二红，因
需要照顾孩子上学，无法外出打工，成了
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冬天在这里干活可
美哩，既暖和又离家近，方便照顾孩子。
每天来大棚里干些除草、摘果的活儿，一
个月收入近 2000元……”范二红边摘草
莓边说。

“我们的草莓不仅香甜，而且汁水丰
富，营养价值高，目前种植主要以红颜、凤
香、宁玉及甜查理 4个品种为主，采摘期
可持续到5月份。”公司项目经理马翡说，
“颍阳镇土质松软肥沃，空气质量好，所以
种出来的瓜果口感好。”

马翡还介绍，到 5月份，园区里还将
有小吊瓜、甜瓜、番茄、辣椒等进入采摘
期。目前，一个温室大棚年收入5万元左
右，下一步，公司将以颍北种植园区为载
体，提高育苗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经

营规模，新上农产品加工项目，为附近村
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据悉，下一步，该镇将以点带面扩大
农业种植面积，把特色种植作为产业发展
的重要举措，通过特色基地、农业专业合
作社及种植大户示范带动等方式引导发
展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成为实
现乡村振兴的强力引擎。
登封融媒记者 张伶俐 崔帅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