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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世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旅
游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探
索。基于此理念，幸福世家旅行社推
出了独具特色的“走亲式”旅游服务，
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主题，为游客
开启了一场文化之旅。

在整个旅途中记者发现，幸福世
家旅行社非常注重服务细节，专门配
备保健医生随团出行，每晚为老年游
客测量血压，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
航。同时,幸福世家旅行社始终坚持
纯游玩无购物的原则，让游客全身心
享受旅途的乐趣，还原旅游的本质。
这种全方位的贴心服务,不仅提高了

游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也为旅行社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

接下来，幸福世家旅行社还会不
断推出长江三峡包邮轮、新疆专列、
云南专列以及省内外各种精品线
路。幸福世家旅行社让纯玩无购物、
随团带有保健医生、1∶10的细节照顾
与服务、快旅慢游等服务特色融入每
一个旅游团，让您跟随幸福世家尽享
幸福旅程！

幸福热线：13298180851 张经理，
13460467831 贺经理
本报记者 董占卿
通讯员 张衡 贺盼杰 文/图

幸福万家专列游
万家幸福共追求
150多位“父母”畅游北戴河阿尔山呼伦贝尔满洲里

父母康健、身心愉悦，是子女最大的心愿。趁着身体尚好，赶快“乐游”起来吧，
祖国的秀美山川、人文美食，正等着“父母”们去体验、去品尝、去感悟……

“幸福万家号”旅游专列成为“银发群体”旅游热选

带着父母去旅行，天天好心情，
带着父母去旅行，越活越年轻！随着
生活水平提高，银发老人有时间、有
精力，已成为旅游主力军。

2025年 2月 11日，商务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 9单位联合发
布了《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
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的通知。通
知明确提出，到 2027年，要构建覆盖
全国、线路多样、主题丰富、服务全面
的银发旅游列车产品体系，银发旅游
列车开行数量、旅客运输量较 2024
年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十四五”国家

老龄事业规划明确提出要培育银发
经济新业态，“银发号”的诞生无疑是
恰逢其时，标志着中国银发经济已正
式步入产业化发展快车道。

5月23日至30日，河南幸福世家
旅行社专为来自全国各地 150多位

“银发父母”量身打造的山海关至阿
尔山幸福万家号旅游专列，深受银发
老人喜欢。全车适老化改造、专业医
养团队随行以及富含文化主题的行
程安排等特色配置，快旅慢游，1∶10
的全陪陪同游玩，老人无不感叹此次
行程的周到安排、暖心服务！

地域美景文化美食让“银发父母”收获满满

度假胜地北戴河，一望无际的大
海，舒适的海风轻抚脸颊，犹如恋人
在耳旁轻轻歌唱。“我终于来到避暑
胜地了。这里气候真是太舒适了，实
现了年轻时的梦想。”来自郑州的温
阿姨高兴地说。

5月 24日下午 2时许，幸福万家
号专列从山海关正式开动，老人们唱
着歌、跳着舞，车厢里充满了欢乐的
笑声。

阿尔山市火车站是全国最小的
火车站，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美景
令人目不暇接。大家精神抖擞，谈笑
风生，与周边的一道道美景形成了一
幅幅银发和谐盛世图。攀登阿尔山
天池时，900 步的步梯没有难倒众

人。一股“不到天池非好汉”的信念
鼓励着老人朝着天池奔去。来自武
汉的王大爷说，虽然有点累，但看到
这么美的风景，太值了！

夜晚的满洲里笼罩在霓虹灯下，
像一座不夜城。当晚入住的五星级
套娃酒店，是世界上最大的套娃主体
结构。此建筑创两项吉尼斯世界纪
录，也是满洲里的地标。

在套娃酒店的会客厅，幸福万家
号专列的组织者黄国林董事长特意
为 150多位“银发父母”安排了俄罗
斯特色欢迎晚宴，专业的舞蹈、大草
原的歌曲，将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
无不感叹：“跟着幸福世家旅行社出
游就是开心、省心！”

幸福世家旅行社“走亲式”服务赢得好评

游客们在海边合影留念

本报讯（记者 张朝晖 通讯
员 张晨 豆军杰 徐少杰）“春争
日，夏争时，五黄六月抢农时。”当
下正值夏种秋播，中牟新区广袤
田野上机械轰鸣、人影忙碌，一幅
热火朝天的农忙画卷徐徐展开。
当地通过科技赋能、政策助力，全
力推进夏种秋播工作，为全年粮
食丰收筑牢根基。

在整齐排列的玉米田里，种粮
大户刘天松难掩喜悦：“以前种地
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农业农村局
组织专家手把手教选种、密植和施
肥，还有补贴支持，今年玉米出苗
率比往年高了15%。”刘天松承包
的800亩土地正是中牟新区推进粮
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的
缩影。在夏种秋播中，玉米作为秋

粮主要作物，全区约28万亩玉米播
种积极推广密植滴管、北斗精准播
种、化控防倒、水肥一体化、“一喷
多促”等农业新技术，众多种植大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经营主体踊跃参与。

在种植模式创新上，中牟新
区亮点频出。中牟县大禾农业合
作社扩种 1000多亩玉米，并首次
尝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
式。该模式充分利用土地空间，
每亩可多收 100多斤大豆。凭借
政策支持与稳定的市场销路，合作
社计划明年带动周边农户，将“一
地双收”打造为增收新引擎。

截至目前，中牟新区已播种
秋作物 53万余亩，播种面积已近
九成。

中牟新区播种秋作物53万余亩
播种面积近九成

本报讯（记者 李晓霞 通讯
员 赵亚宾）为进一步规范村级事
务决策程序，保障群众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巩义市大峪沟镇
纪委近期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四
议两公开”制度落实情况专项监
督检查，推动基层小微权力规范
运行。

大峪沟镇纪委采取“四查四
看”工作法，通过查会议记录看程
序履行、查公示台账看真实完整、
查项目现场看实施效果、查群众
口碑看实际成效，对全镇 23个村
（社区）进行全覆盖检查，发现个

别村存在议事决策形式化、议事
程序不规范、公开公示不及时等
问题。针对发现问题，要求各村
建立问题清单明确整改事项、责
任清单压实主体责任、整改清单
限定完成时限，通过“监督—整
改—提升”全周期管理，推动村级
治理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

规范村级权力运行既要筑牢
“防火墙”，更要接通“高压线”。
今年，大峪沟镇已开展专项督查3
轮，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约
谈提醒6人次，立案查处违纪违法
问题2起，形成有力震慑。

本报讯（记者 杨宜锦）“食”
力集结，“链”出新机。6月 19日，
新郑市举办现代食品产业链对接
会，来自该市 110家食品企业、十
几家银行及跨境电商平台、出口
信用保险机构、高校专家教授齐
聚一堂，以食品产业全链条资源
共享为主题，让上下游企业“面对
面”对接需求、“手拉手”深化合
作、“心连心”共谋发展，共同推动
新郑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食品产业是新郑优势产业之
一，更是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压舱石”。近年来，该市聚
焦“延链、补链、强链、扩链”，持续
优化产业布局，已形成方便食品、
粮油加工、乳饮料、休闲食品等特
色产业集群，培育了一批龙头企
业和知名品牌。截至 2024年底，
全市方便食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20% ，枣 制 品 占 全 国 份 额 的
25%。细分行业均在全省占比名
列前茅，2024年，生猪屠宰产值达
25 亿元、油料加工产值达 34 亿
元、啤酒饮料产值达23亿元、调味
品产值达16亿元。

对接会上，河南工业大学粮油
食品学院教授张国治，为企业代表

讲授了食品产业的现状和发展前
景。他表示：“新郑的食品产业蓬
勃发展，这次和企业面对面交流，
也让高校对企业需求有了新认知，
为我们明确了下一步的研发方向，
促进高效的校企合作。”

“以AI赋能，助力企业极简出
海。”阿里国际站郑州区域经理王
华林结合多年经验，为企业解读国
际市场开拓、订单全流程管理及风
险管控策略。

在企业推介环节，金星啤酒、
世通豆腐等11家食品企业依次登
台，展示优势，寻求合作。这些企
业涉及油料面粉、红枣制品、休闲
食品、调味料、啤酒饮料、包装，涵
盖食品产业链各环节。“新郑食品
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从原料种
植到生产加工，从车间到餐桌，从
包装物流到市场销售，每个环节
都蕴藏合作机遇。”新郑市委统战
部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由新郑市委、市政
府主办，新郑市工信局承办，旨在
推动形成“政银企联动、产学研联
合、产供销结合、国内外循环”新
局面，携手谱写新郑现代食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政企银手拉手 产供销心连心

新郑食品产业
“链”出新蓝海

巩义市大峪沟镇：

让村级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