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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药品安全关系国计
民生，党中央、国务院对药品安
全工作高度重视，提出“四个最
严”的要求来确保食品药品安
全。基层诊所作为百姓用药的
“最后一公里”，提升其药品管
理水平至关重要。按照上级部
署要求，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全市选取 13家公立诊所开
展了标准化药房建设工作。通

过宣传动员、多次集中培训、现
场指导等方式，对各家诊所进
行面对面指导，帮助其提升药
品质量管理能力。

7月以来，该局先后到新建
路街道办故里新家园社区卫生服
务站、新华路街道办张玉庄社区
卫生服务站等多个参建诊所进行
现场督导，详细查看各项管理制
度、相关设施设备、采购渠道、验

收记录、陈列检查等内容。要求
各诊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学习
药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验收标
准要求，加快整改达标进度，确保
使用药品质量安全。

据悉，目前有 6家诊所已完
成了建设任务，达标比例超过了
上级要求 30%的阶段目标，力争
8月底前全部达标。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7月10日，第三届全
球文旅创作者大会（新郑站）暨黄
帝千古情景区电音泼水节活动开
幕式在黄帝千古情景区开幕。景
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邀
您潜力酷爽一“夏”。

据了解，全球文旅创作者大
会是提升“老家河南”品牌形象、
展示中原文化和大美风光的一个
契机。文旅创作达人、各家互联
网新媒体，作为“老家河南”的“品
牌推广者”，利用移动互联网和社
交媒体平台从不同视角创作出精
彩的视频、文字、图片等作品，向
全国展现新郑、郑州、河南的文旅
资源和优势。

黄帝千古情景区作为此次活
动举办地，去年开业至今已成为
河南新晋网红打卡点和亮丽的文
化名片。黄帝千古情景区一直在
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
新思路，携手字节跳动、新媒体创
作达人、文旅同行共同挖掘“河南

老家”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有温
度、有情怀、有内涵的演艺作品，
传播推广黄帝文化、黄河文化。

此次活动，黄帝千古情景区
将泼水节与潮流电音文化融合，
以“亲子家庭、年轻人”为主题推
出夏季主题活动电音泼水节。从
7月 12日起至 8月 22日，景区针

对不同人群设计个性化潮趴，突
出“演艺公园概念”，融入夏日园
游会、激光秀、荧光蹦迪等潮流元
素表演，新增《夏日快闪秀》《木兰
从军》《神奇实验室》等沉浸式演
艺项目，打造一场夏日亲水狂欢
盛宴。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本报讯 7月14日，原创现代
豫剧《具茨山下》在新郑市炎黄文
化中心首演，获得了观众的一致
好评。

据悉，《具茨山下》是新郑市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创作的一部
大型现代戏，由河南省戏剧文学
学会会长、郑州市艺术创作研究
院原院长王明山创作。剧情围绕
曾家湾新任党支部书记曾春华返
乡，带领乡亲们建设生态旅游示
范村、争创美丽新家园的主线展
开；颂扬共产党员历尽坎坷、不屈
不挠完成新农村建设工作任务的
历程。

《具茨山下》剧情——黄帝故
里，具茨山下，有个村庄叫曾家
湾。支部书记曾大山牢记党的宗
旨，一心为乡亲们着想，30多年
来，带领村民艰苦创业、发展经
济，使曾家湾成了有名的小康村，
他也成了基层干部的优秀典型。
不料，曾大山得了重病。镇党委
为了这位功臣的健康，建议他辞
去职务，好好休养。正在此时，其
毕业于农学院、在镇政府工作的

大女儿曾春华毅然回村任支部书
记。曾大山对此很满意，他希望
女儿继承他的发展理念，首先完
成“搞房地产开发，建商埠一条
街，创出更高的经济收入”的宏伟
规划。

不料，曾春华上任后，经过认
真考察思考，觉得原定计划问题
严重，首先是成熟地几乎要被占
用完，其次是不利于建造原生态
的美丽村庄，决定在山半坡统一
建造古色古香的民宿住宅，整合
土地、种植无公害粮食与蔬菜，开
辟网络销售线，提高经济收入，再

利用具茨山厚重的历史文化、秀
丽的自然风光搞生态旅游。为此
两代村干部之间在观念上产生了
激烈冲突。曾春华的双胞胎妹妹
曾春霞的男朋友恰是实施房地产
项目工程的公司老板，姐姐推翻
了原定规划、工程泡汤，妹妹对姐
姐也产生了强烈不满。别有用心
的村主任黄金贵也从中鼓捣，挑
起村民对曾春华的不满，这个满
怀理想信念的新支书在建设美丽
乡村的路上历经坎坷，但她不屈
不挠、矢志奋行……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在新郑，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常年扎根基层，他们培养出
了一批带不走的乡土人才，他
们助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
兴，他们以科技项目助推产业
发展……他们的名字叫“科技
特派员”。

新郑市科技特派员服务
队由优选出的省级、市级科技
特派员共51人组成，对接新郑
市 16乡镇（街道、管委会），旨
在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对乡村
振兴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动员
全市科技力量参与到乡村振兴
工作中。这些科技特派员涵盖
种植、养殖、园林、农艺、汽修、
市场营销、电商销售、农业物联
网控制等技术，扩展了新郑市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深度和
广度。

“作为一名新时代农民，运
用自身所学帮助更多农户掌握
更多种植技术，提升产品质量，
和他们共同致富，是我的心
愿。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中，我
也很有幸福感和成就感。”省优
秀科技特派员李燕如是说。作
为种植业专家，李燕扎根基层，
将多年来积累的种植经验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农业企业主、农
户，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在
推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奉
献自己的力量。

李燕和同为科技特派员的
张素梅帮助辛店镇黄岗村引进
了湖羊养殖产业，建立标准化
湖羊养殖示范基地，年产值达
到 450万元；按照“统一管理、
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模式，
免费发放种子、有机肥，李燕还
带动黄岗村 50户村民种植小
米480亩。带头发展樱桃种植
产业、引进新品种、传授种植技
术，带动龙湖镇 8个村 3100多
户农户种植樱桃面积达 2.5万
亩，科技特派员乔永伟为农民
创业做出了榜样……

要么在果树下，要么在大
棚里，要么在养殖场，总会看到
科技特派员魏文祥的身影。几
年来，他立足实践、深入基层，
从村庄具体情况出发，帮助城
关乡敬楼村成立河南永乐祥春
农业开发公司。经过3年的发
展，企业抓住时机，借助互联网
平台，开发以轩辕牧耕系列产
品为中心的联合营销系统提高
品牌知名度。2020年，该公司
更是带动当地就业近百人，帮
助城关乡敬楼村及周边村民人
均增收1352.3元。

“以前，我们总是以土经验
去管理果园，产量、质量都不理
想，自从魏老师来了之后，我们
的水果质量高了、品种全了，产
量也上去了，现在完全不愁销
路，他的到来让村民们笑得合
不拢嘴。”敬楼村村民李秀君感
叹道。

这几名科技特派员是新郑
市科技特派员在基层的代表和
缩影。截至目前，新郑市科技
特派员深入一线开展各类帮扶
活动 648余次，举办技术培训
214场 7600余人，引进新品种
14个，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17
项，指导创业项目 72项，带动
就业近 600人，实现人均增收
850元。

近年来，新郑市以科技创
新为载体，大力实施科技特派
员带动创新创业工程，特派员
们围绕粮食、蔬菜、水果等多个
产业开展科技服务与创新创
业。同时，新郑市科技特派员
工作站秉持强化服务的理念，
开展结对帮扶工作，让基层群
众享受到了科技的便利，成为
幸福乡村人。同时也为新郑市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
了科技保障和智力支撑。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地 王凯璐
王跃华 文/图

确保使用药品质量安全

新郑13家公立诊所建设标准化药房

全球“创客”聚焦新郑
更有一大波活动邀您酷爽一“夏”……

原创现代豫剧《具茨山下》
在新郑市炎黄文化中心首演

他们出没田间地头
是乡亲们最信赖的人
新郑市科技特派员服务队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