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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倩）5月7
日，郑州市上街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向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飞龙）
发放新的营业执照，意味着中
国飞龙总部注册地迁移工作
顺利完成，正式落户河南。

中国飞龙始建于1980年，
是经民航局批准成立的第一家
地方通用航空公司，目前机队规

模超90架，具有通航运营的全部
资质，是我国机队规模最大、资
质最全、作业范围最广、专业性
最强的通用航空公司之一，在航
空应急救援、人工影响天气与警
用航空领域优势明显。

2023年12月，中豫航空集
团所属河南航投集团与中航工
业哈飞就增资重组中国飞龙签
署框架协议，利用河南交通区位

禀赋和政策支持，发挥河南航
投集团资源、产业优势和中国
飞龙通航运营、技术优势，聚力
实现通航产业突破性发展。
2024年1月，河南航投集团对中
国飞龙实现控股经营，并积极
推进中国飞龙的总部搬迁工作。

目前，中国飞龙首批人员
已在郑州上街机场实现常驻
办公。此次在郑州市上街区

取得工商登记，将有助于中国
飞龙在河南开展航空器引进、
适航审定、新兴业务增项等工
作，对扩大生产经营、实现业
务领域新突破具有积极影响。

对中国飞龙实现控股经营
并将其总部迁至河南，是中豫航
空集团加速提升我省应急救援
能力、促进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
发展、打造国内一流的航空产业

集群的重要举措。2024年以来，
中国飞龙发挥专业优势，先后在
河南完成林州太行山森林火灾
扑救、南阳唐河物资运送，完成
哈尔滨亚冬会医疗应急保障，并
与中航国际、保利航空等企业就
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运营签订
协议，围绕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
遇，加快在省内外各相关领域的
布局和合作。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
讯员 王华 张晨 文/图）“夏天
到了，蒜汁拍黄瓜、蒜汁捞面条，
味道美极啦！我所在的位置是
中牟新区韩寺镇古城村，中牟
早熟紫皮大蒜上市，地头直接
发货，现挖现发。每件5斤，全
国包邮，放心下单……”连日
来，在韩寺镇古城村的蒜田里，3
名主播在手机前向直播间的网
友介绍着当地产的新鲜大蒜。

中牟是全国闻名的大蒜
生产基地，素有蒜乡之称。作
为中牟农业主导产业，大蒜常
年种植面积在 20 万亩以上，
年产量在 30 万吨以上，同时
带动了周边尉氏、通许、开封
祥符区等地的大蒜来此交易，
年交易量在60万吨以上。

据介绍，今年中牟新区大
蒜种植面积 21.72万亩，其中
早熟蒜占比约三分之一。中
牟大蒜以其品质优良、营养丰
富和较高的药用价值享誉中
外，还以其蒜头大、蒜瓣匀、不
破碎、耐储藏等优点备受国内
外客商青睐。

当前，中牟早熟大蒜已经
陆续成熟，从早期的蒜苗、中期
的蒜薹，再到大蒜上市，带动了
一大批群众从事相关产业。来

自驻马店的朱小梅就是其中之
一。她说，每年这个季节都到
中牟打工，锄一亩蒜850元，几
个老乡组团干活，一天就能锄
几亩地，收入不少呢！

近年来，中牟大蒜除了传
统的销售模式，还搭上了“云
端快车”，利用互联网、视频直
播的方式，更加快捷地直达厨
房和餐桌。

郑州乐新影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陈亚龙透露，每
天直播约 4 个小时，能卖出
3000 单左右，原产地的农产
品通过电商助农的形式实现

从田间到餐桌的“快速直达”。
韩寺镇古城村蒜农郭小

霞表示，有了网络直播的助
力，能够及时把大蒜卖出去，
让自己省心省力，也能及时腾
出土地种植蔬菜，从而实现多
产增收。

据悉，今年中牟新区早熟
蒜亩产量达 1800 公斤，较去
年增长12%。大蒜的丰收，是
中牟蒜农辛勤劳动的结晶，也
是中牟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缩影。未来，中牟大
蒜将继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更
强劲的动力。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牛艳滨 贾蕴智）随着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今年
以来，荥阳市高山镇石洞沟村以
商相祠的节俭文化为依托，进一
步强化对节俭理念的践行。石
洞沟村的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严
格遵守规定，在村里的各项事务
中杜绝铺张浪费现象、力求简约
高效、不搞形式主义。

在荥阳市高山镇，有一座古
朴而宁静的传统古村落——石
洞沟村。这里不仅有着保存完
好的明清古民居，更有一座承载
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商相祠。商

相祠因祭祀傅氏始祖、商代名相
傅说而建，其“良弼家风”传承至
今，尤其是祠内清朝傅檙撰写的

《崇俭约》碑刻，时刻警醒着傅氏
子孙及当地村民要勤俭持家。

《崇俭约》中写道：“若不抑
奢崇俭，何以酌盈济虚？”倡导族
人乡邻做到“余一余三，备灾备
祲”。《崇俭约》教导子孙崇尚节
俭，在日常生活中，对设宴规格
有着细致要求，如偶尔设宴不超
过 5个菜，平常庆贺或吊唁不超
过 3个菜，生小孩贺喜不用设酒
席，30 岁、50 岁生日不必置酒，
祭奠贵在诚恳不必用丰盛酒席，

婚姻循礼不必用豪华嫁妆等。
这种对物质欲望的克制，对精
神追求的坚守，不仅塑造了傅
氏家族的品格，也为全村树立
了榜样。石洞沟村为了把崇简
约继续传承下去，把崇简约纳
入村规民约中。

《崇俭约》在石洞沟村历久
弥新，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
代精神要求的结合。如今，石洞
沟村正以商相祠的节俭文化为
引领，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乡村文明建
设树立了典范。

本报讯（记者 唐善
普 通讯员 贾维霞）今年
以来，中原区有力回应百
姓诉求，将“整治重复医
疗检查检验、违规收费问
题”作为重点民生实事全
力推进，中原区纪委监委
派驻区卫健委纪检监察
组定期进行监测调度，规
范诊疗行为，减轻群众就
医负担78万余元。

在纪检监察机关的
监督推动下，中原区卫健
委加大工作力度 ，结合
全区近半年结果互认工
作实际，更新并下发《关
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
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工作的通知》，检验结果
互认项目由四大类、58项
拓展至五大类、82项，公
示首批可互认的检查结
果 60 项，45 家基层医疗
机构结合自身实际更新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
办法和互认项目清单。

区纪委监委组建“室
组地”联合检查组，通过
走访、查阅资料、暗访患
者家属，收集问题线索，
严肃查处重复医学检查
检验背后的作风不实、责
任缺失等问题。截至目
前，共开展联合检查4次，
检查医疗机构 53 家，约
谈问题医疗机构7家。

据介绍，中原区基层
医疗机构认可的上级机
构检查检验项目数达 98
项，在河南省检验结果互
认项目清单五大类、82项
检验项目的基础上，增加
了 16项医学影像相关检
查项目互认（如 CT、X线
检查、磁共振成像等），辖
区各级医疗机构累计互
认 14355人次，减少检查
检验费用78.4万元。

中原区严查重复医疗检查
为患者减负78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李文龙 李建峰）
5月7日，在郑东新区杨桥
办事处麦田上空，7台植
保无人机正按智能规划
路线穿梭作业。这是郑
东新区全面推进小麦“一
喷三防”统防统治工作的
一个缩影。

4月 26日以来，郑东
新区创新采用“无人机+
智能调度”模式，通过无
人机飞防作业、科学用药
管理等技术手段，有效防
控赤霉病、麦穗蚜等病虫
害，为夺取夏粮丰收奠定
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已
完成防治面积2.17万亩。

为确保防治成效，郑
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打出

“标准关+质量关+安全
关”组合拳：严把标准关，
在项目实施前召开专题
部署会，制定标准化作业
流程，明确药剂配比、禁
喷区域划定等技术规范，

同时建立“双人双锁”药
品管理制度，确保用药安
全可追溯；严把质量关，
每日开展作业质量抽查，
重点监测雾化均匀度、漏
喷率等关键指标，遇到大
风等不利天气立即暂停
作业；严把安全关，郑东
新区园林水务局与杨桥
办事处建立联防联控机
制，累计开展安全巡查20
余次，发放技术明白卡
500份，确保飞防作业安
全有序。

“当前赤霉病防控进
入关键期，我们已储备
0.7 吨应急药剂，随时应
对突发情况。”郑东新区
园林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重点加强
监测预警，组织农技专家
开展田间巡查，重点防控
赤霉病等病害，并完善长
效机制，总结飞防作业经
验，为粮食生产安全提供
技术支撑。

加快赋能我省低空经济发展

中国飞龙正式落户河南
首批人员已在郑州上街机场实现常驻办公

中牟早熟大蒜抢“鲜”上市
电商助农实现田间直达餐桌

科技赋能“一喷三防”
护航夏粮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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