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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9日上午，新
郑市林业局组织林业产业发
展中心、森防站专业技术人
员，并邀请新郑市红枣研究院
技术团队到孟庄镇开展大枣
栽培技术要点、枣树病虫害防
治及林木良种推广活动。

上午 9时 30分，在酒孙村
文化大院会议室，枣科院高级
农艺师张水林、李海涛以讨论
会的形式先为枣农交流了当
前红枣生产现状、新郑大枣产
业振兴途径，然后讲解了常
见枣树病虫害防治办法，随
后为枣农讲解了枣科院选育
的林木良种“新郑红 9号”和
“苹果枣”主要特性和栽培技
术要点。

讨论会现场林业局工作
人员为枣农发放了枣树病虫
害防治药品和《红枣管理技术
工作农事年历》《枣简约栽培
技术规程》（DB41/T 1813-
2019）《2023年度禁限用农药
名录》等材料，共计发放防治药
品20箱，宣传材料300余份。

会后，张水林带着接穗和嫁
接工具分别到酒孙村枣农田
间及好想你种植示范园就“新
郑红 9号”良种嫁接进行现场
教学。现场讲解了在嫁接过
程中需要注意的手法和技
巧，其间也有枣农在张水林
的指导下在枣树上嫁接。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高磊 文/图

新郑市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培训

确保新郑市高质量完成“三普”各项工作任务
本报讯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的开展是全面摸清土壤质量家
底，服务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促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途径，具有重大意义。
为积极推动新郑市第三次全国土
壤普查工作，5月15日，新郑市第
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开展了土壤普查外业调查
与采样技术培训，15名“三普”技
术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采取“集中讲解+现场实

操”的形式，主要围绕外业表层
样品调查、采样技术规程等方面
展开。集中培训内容主要有外
业调查前期物资准备，采样工具
的使用，不同类型地块的采样方
法、数量和深度，采样工作照片
拍摄等。

随后到泰山村进行实地操
作，由新郑市土壤肥料工作站站
长示范样品采集、“四分法”留样
和耕作层厚度观测，讲解技术要
点和注意事项，参训人员在认真

学习之后进行了实操练习和技术
交流。

此次技术培训，进一步加强
了“三普”技术人员对外业调查采
样流程规范和技术要点的理解
和掌握，推进了新郑市“三普”
工作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提升了
土壤普查专业技术水平，以确保
新郑市高质高量完成“三普”各
项工作任务。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李翠琴 文/图

本报讯 扶一株春蕾，争一
份春光；助一名女童，赢一片希
望。为进一步帮助新郑市困难
家庭女童改善学习、生活条件，
近日，新郑市妇联为 23名家庭
困难、品学兼优的女童发放“春
蕾”助学金 2.38万元，让家庭真
正困难的女童能够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受到资助的孩子们纷纷表
示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不
辜负党和政府的希望，不辜负社
会热心人士的关爱，坚定理想信
念，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用奋斗
成就未来，争取早日成才，贡献
社会。

据悉，“春蕾计划”是在全国
妇联的领导下，由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发起、各级妇联组织参与

实施的一个公益项目，是专门为
家庭困难、品学兼优、想通过读
书改变命运的女童筹集助学款
的一项公益活动。

下一步，新郑市妇联将严
格按照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
要求，持续实施好“春蕾计划”，

继续拓宽社会渠道，汇集爱心
资源，倾心尽力为困境妇女儿
童解难题、办实事，将党和政府
的温暖和社会各界的关爱送到
女童身边，让“花朵们”在阳光
下美丽绽放。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孙晓丹 文/图

新郑市妇联为23名女童发放“春蕾”助学金2.38万元

让“花朵们”在阳光下美丽绽放

本报讯 随着天气逐渐炎
热，“夜猫子”们的夜生活也逐渐
活跃起来，5月 13日，新郑市具
茨山正式开启“夜经济”模式，让
忙碌了一天的客人沉浸在摇曳
的灯影和轻快的音乐声中，享受
夜晚具茨山的魅力。

夜幕降临，在新郑市具茨山
柴家小院，灯火璀璨、人流熙攘，
烟火升腾、香味四溢，游客们感
受着湿润的晚风，品尝着美味的
长桌宴。

品尝完美味的菜肴，游客们
随着音乐围着篝火跳起舞来，现
场气氛高涨，欢笑声和音乐声不
断吸引着附近游客，不少游客还
拿出手机拍摄视频记录，将欢乐
分享给家人和朋友。

“这里不但空气好、环境好，
而且食物也很美味又有很多娱
乐项目，氛围特别好，来到这里
非常放松非常高兴。”游客王女
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今年以来，具茨山
紧紧抓住“城市近郊游”“田园亲
子游”的定位，升级打造城乡居
民游共享的田园综合体，实现生
态好、环境美、产业兴的良好局

面。当前，具茨山以打造夜生活
目的地为目标，各家饭店农庄正
在进一步完善夜间消费布局，提
升档次品位，全面繁荣夜经济，
丰富市民夜生活，激发消费活
力，拉动经济增长，提升整座城
市的幸福感。

“原来客人们都是去城里吃
饭，现在都来我们山里吃饭了，
因为我们山上空气质量好，环
境好，也非常放松，我们现在

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方便，有篝
火晚会、有舞台、有长桌宴，把
整个氛围调动起来。我们专
门去淄博学习了，现在的人不
单单是为了吃饭，氛围也要非
常好，作为具茨山的餐饮人，
想带个头，把具茨山的夜经济
做起来。”柴家小院负责人告
诉记者。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高晴 文/图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城
市管理局加大对解放路、107
连接线、S102等路边“种田”行
为的排查力度，落实责任，督
促相关单位加大治理整改力
度，确保在有效时间内恢复绿
化或实施治理。

安排专人，集中排查。安
排三组人员分头行动，针对
“种田”行为比较明显的道路
进行细致排查，排查问题拍照
留档，建立台账，厘清职责，确
定整改单位及方法。

分工负责，协同治理。任
务下达后，相关辖区和牵头单

位共同到现场察看问题实况，
并当场达成协同治理意见。
由辖区安排人员通知附近村
庄村民，即将收获的收后不能
再种，刚种下的立即拔除。同
时，牵头职能部门汇总“种田”
总面积,启动绿化推进工作。

加强督导，呈现效果。新
郑市城市管理局将安排专人
督导台账销号进度，克服困
难，协调难点问题，确保路边
“种田”行为的彻底消除和绿
化实施的顺利推进。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张大红 王兴

新郑市林业局
开展科技下乡、林木良种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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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城市管理局
排查路边“种田”行为 加大综合治理力度

“美食+音乐节”点燃夏夜“烟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