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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乡村振兴落脚点是
生活富裕，而生活富裕关键在
于增收。从 2019年开始，具茨
山脚下的山陈村大力发展大棚
果蔬产业，带动村民就地增收
致富。

时下正值红薯苗移栽时
节。在山陈村的红薯育苗大棚
内，一株株绿油油的红薯苗茎粗
叶肥，村民们正忙着剪苗、分株。

山陈村村民赵金勇承包的
两座大棚是市科工信局驻村工
作队入村后新建的。承包大棚
前，赵金勇以传统种植为主，村
里像他这种情况的很常见。在
这个不足 1200人的小山村，曾
经有 108户建档立卡户，过去因
受交通、信息等因素影响，村民
收入低下，直到 2016年才摘下
脱贫帽。

去年7月，投资20余万元的
两座蔬菜大棚开工建设，以公开
招租的形式向村民招租，最终
赵金勇租种成功。建成后赵金勇
选择了蒜苗、生菜等短平快、效
益高的作物进行种植，仅仅几个
月就让他喜获丰收。今年，赵金
勇又用一个大棚种植了经济价
值更高的火龙果，看着眼前长势
喜人的果蔬，赵金勇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赵金勇说：“从去年 9月份

到现在，两个大棚大概盈利是 1
万多块钱，比我种地强多了。”

不仅有基础设施支持、技
术支持，山陈村还积极地帮助
赵金勇寻找销路，在保证传统
市场供应的同时，加大电商的
扶持力度，助力大棚果蔬上市
销售。

山陈村党支部书记赵超洋
说：“山陈村跟驻村工作队商讨
后，两座大棚以公开招租的形
式，与本村承租人商定，保证大
棚收益，截至目前，第一茬销售
苗已经达7万余棵。”

2020年是“决胜小康社会”
的关键之年，山陈村的产业发展
之路也在稳定的发展中。

市科工信局驻山陈村第一
书记李广现表示：“我们驻村工
作队驻山陈村后，确定了一年
聚人心，两年打基础，三年上台
阶的工作目标，新建大棚两座，
新打机井三眼，有效改善山陈
村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提升山
陈村经济发展积极性，2020年，
我们准备再建温室大棚 4000平
方米，新增集体经济收入 2.4万
元左右。”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瑜洁 渲洋 文/图

本报讯“记得收藏第一
件嫁衣是在数年前，当时游玩
于古玩市场，看到它的第一
眼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特别喜欢。于是买回了家，穿
上它对着镜子照了许久。从
那一刻就情有独钟地喜欢上
了收藏嫁衣。”谈起收藏第一
件嫁衣时的情景，王泉又至今
都是喜上眉梢。

王泉又在新郑市收藏界
小有名气，她收藏的“嫁衣”吸
引了众多人的目光。王泉又
收藏的嫁衣并非平日婚纱店
洁白的婚纱，而是代表着历史
变迁和时代烙印的“老式”传
统嫁衣。

“在我的心目中，我更向
往具有传统风俗、古色古香的
嫁衣，老式嫁衣上的一针一
线、一图一景都代表着新娘对
未来生活的寄托与美好的期
望。嫁衣都是新娘自己亲手
缝制的，图案复杂的嫁衣需要
新娘数年的功夫，一件嫁衣对
于古代女子来说，在她们的心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
泉又谈起古代嫁衣的渊源文
化，产生了对当时出嫁前的女
子怜爱与钦佩。

中国传统嫁衣以红色主
基调，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演

变。秦朝的嫁衣以红色为主
搭配黑色，主要是因为秦朝尚
黑，玄色代表尊贵。魏晋时期
受玄学影响，人们追求自由风
尚，嫁衣也倾向于清淡风雅，
同时也出现了盖头。唐朝的
嫁衣多为深色的青衣，由于盛
唐国力强盛，也出现了各种具
有特色的嫁衣，同时摆脱了颜
色的束缚……

王泉又指着衣架上的嫁
衣说，“这一件嫁衣为清朝时
期的，收藏于我们新郑本地，
同时也具有中原厚重的文化
风貌。款式复杂，脖子下方的
这一组衣片，用蚕丝绣有形态
各异、惟妙惟肖的花卉、禽类、
人物等图案。新娘将自己未来
的幸福和对未来的期待都缝进
了嫁衣当中，甚至新娘的绣功
决定了她在未来家中的地位。”

在数年的收藏下，她已经
将数十件具有不同历史风貌
的嫁衣收入囊中。谈起对未
来的愿望时，王泉又表示，希
望将来有朝一日这些藏品能
够进入高档展柜内，让更多爱
好传统文化的人通过“嫁衣”
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
的文化。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文/图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一网通
办，一次办成”政务服务改革，新
郑市在前期商事登记等一件事基
础上，结合工作实际，新推出青年
人才生活补助、首次购房补贴“一
件事”主题服务，更好地服务新郑
青年人才，积极吸引人才留新郑。

近日，记者来到青年人才“一

件事”窗口，正在办理人才补贴的
大学毕业生刘志豪开心地说到，
工作人员不仅热情，而且办理效
率非常快。

在此之前，青年人才申请购
房补贴，需携带毕业证、学位证、
身份证先去人社部门领取生活补
助的名单，然后再带着材料去房

管部门申请领取购房合同备案的
信息，再去税务部门领取购房的
完税凭证，最后还得再跑一趟，填
写申请表，提出申请，这才开始办
理住房补贴，从办理到办结的审
批时间长达 6个月。此次通过重
塑审批流程、整合申请材料，青年
人才只需在“一件事”窗口提交申

请，即可实现“一窗收一趟办”。
实现线下业务整合的同时，青

年人才首次购房补贴申报也可通
过“郑好办”APP实现“掌上办”，只
需要在“郑好办”APP上认证身份
即可，填写一份申请表单，就能当
天申请，实现在线办理“零次跑”。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新郑市
将陆续围绕商事登记类、涉税服
务类、个人服务类等重点民生领
域持续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力争让更多的事项实现“一次
办、快捷办、高效办”，努力让群众
“省力、省事、省心”。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张倩 海铭

本报讯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
的逐步恢复，企业用工、群众找
工作的需求也在逐渐加大。新
郑市通过“互联网+人力资源”服
务模式不断提高服务企业、服务
群众的能力，将受限的线下招聘
会通过线上招聘形式实现。

4月 21日，在郑州卓峰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通过线上招
聘会找到工作的吴丽，休息之余
她告诉记者,通过网上找到了非
常适合自己的工作。

新郑市民吴丽说道：“我家
是新郑北区的，通过网上看到卓
峰药业的工作很适合我，就来面
试工作了，离家也近，每天骑着
电车就来上班了，同事很好，工

资待遇也不错。”
郑州卓峰制药有限公司也

通过此次线上招聘，极大地解决
了用工难的问题。

郑州卓峰制药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经理范建华表示：“过
完年外地的工人来不了，有些
咱本地的也没来，后来人社局
给我们说有这个网上招聘的平
台，免费让我们企业参加，这一
个多月，我们大概招了 30个工
人，大大解决了我们用工难的
问题。”

为更好地为求职者和用人
单位畅通渠道、搭建平台，新郑
市持续收集企业招聘信息，利用
中部就业网开展线上招聘、远程

面试，满足求职者多样化、个性
化需求。开设“新郑市春风行
动”专场招聘活动，劳资双方在
线上面对面、零距离沟通交流，
提升上岗成功率，各用工单位、
服务机构和有求职意向的广大
城乡劳动力均可免费参加。

第一场招聘会，新郑市通过
中部就业网等网站发布 315家
企业招聘信息，招聘岗位 7677
个，累计在线浏览量 54万余人
次；第二场招聘会，截至目前发
布 140家企业招聘信息，提供招
聘岗位 3125个，累计在线浏览
量28万余人次。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苗圃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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