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家馍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入选我省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名单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近日，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公
布河南省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评选结果， 共有 58 个优秀案例入选。
其中， 沈丘顾家馍非遗工坊典型案例
榜上有名。

据了解 ， 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中 ， 沈丘顾家馍非遗工坊以省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沈丘顾家馍为依托 ，
以手工作业为重点 ， 以农村闲散劳
力为重点帮扶对象 ， 为他们就业营
造良好氛围 。 沈丘顾家馍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李敬伟对帮扶人员进行技

能培训 ， 向他们传授制作顾家馍的
技艺。

近年来， 沈丘县不断加大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力度， 进一
步挖掘非遗资源潜力， 充分利用该县
特色文化资源优势，创新发展模式，采
取非遗展演、非遗项目进校园等方式，

着力培养一批热爱非遗、 熟练掌握非
遗技艺的群众，通过非遗传承，增强广
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

沈丘顾家馍非遗工坊典型案例的

上榜， 充分展现了该县在非遗保护传
承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方面取得的显

著成效。

机井有了“身份证”
抗旱尽显科技范

□记者 高洪驰 文/图

“我已经浇第二遍水了，看小麦
长势，今年产量不会低。 ”5 月 6 日
上午，在沈丘县卞路口乡闫楼村，村
民张新奇、 张春兰夫妇一边灌溉农
田，一边和记者聊天。

张新奇告诉记者，他家种了 20
多亩小麦， 在小麦拔节期就浇了一
遍水， 后来出现旱情， 在他想浇水
时，下了一场小雨。 眼下，小麦到了
灌浆期，为确保小麦高产，他又浇了
灌浆水。

当日 11 时许，在南郭庄村西边
的一块麦田里， 卞路口乡人大主席
张林亚和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宋志

东正在查看编号为 122 的机井的水
位情况。随后，宋志东通过手机 APP
巡查其他机井的出水情况。 张林亚
说：“我们为全乡 705 眼机井和 403
眼裸井制作了‘身份证’，并把灌溉
用井分布图及使用情况接入大数

据，一旦哪眼机井出现异常，在手机
上随时都能发现。 ”

张林亚说的机井 “身份证”，就
是对全乡所有灌溉用井进行统一编

号，并制作公示牌固定在井沿上。 公
示牌上标明该井的维护人员、乡村两
级责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方便群众
及时联系。 通过手机 APP对机井所
在位置、使用情况、每天出水量等参
数进行联网， 实时跟踪每眼井的出
水量、用电量等，并根据这些参数及
时发现问题， 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
机井维护和田间技术指导。

在今年小麦安全生产中， 沈丘

县委、 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书
记张建慧提出的 “要坚持因时因地
灌溉，加强旱情、墒情监测研判，多
措并举、科学施策，全力保证小麦水
肥充足。要强化麦田管理技术指导，
组织广大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广大农民群众科学灌溉， 有效
提升田间管理水平”要求，市长詹鹏
提出的“要多措并举保障灌溉水源，
加强旱情、墒情监测研判，充分发挥
农田水利工程作用，抓好水源调度，
提升抗旱保供能力， 确保做到不误
农时、应浇尽浇”要求，在全县掀起
小麦抗旱保丰收高潮。

旱情面前，领导干部一马当先。
沈丘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领县
直相关局委主要负责同志， 深入抗
旱一线，实地查看苗情和机井、提水
泵站等出水情况， 现场研究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全县所有副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奔赴分包乡镇， 入村
开展抗旱指挥工作。县直各单位“一
把手”带队，深入分包乡镇，帮扶到
村到户。 全县 208 个帮扶工作队和
1 万余名党员干部吃住在村， 助力
群众开展抗旱工作， 确保浇水不少
一分、灌溉不漏一亩。

全县各级党组织及社会团体共

组建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机电
井抢修专业队等 580 余个。 对无人
浇、无钱浇的困难群众，乡村两级干
部主动靠前服务、积极排忧解难，确
保抗旱保苗不漏一户。 各乡镇 （街
道） 干部上门了解种粮大户农田墒
情、旱情，帮助解决灌溉问题，确保
粮食不减产。

“五小”筛查促儿童健康成长
县卫生健康委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胡东进） 近日， 沈丘县卫生健康委
对儿童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
骨骼发育异常和龋齿等健康问题进

行全面筛查， 旨在为全县儿童身心
健康保驾护航。

为把筛查工作落到实处，县卫生
健康委将“五小”筛查纳入学校常规
工作范畴， 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定
期开展健康评估和督导检查，切实做
到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 亲自部
署、亲自督查，确保筛查行动覆盖全
县每所中小学、幼儿园，惠及每位适
龄儿童。 通过家校联动、社会宣传等
方式，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学校
落实、家庭参与”的全链条健康管理格
局，为儿童健康成长织密防护网。

为确保筛查工作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县卫生健康委组建“五小”筛
查技术团队，围绕筛查标准、操作流
程、 数据记录及隐私保护等关键环
节，对参与筛查的医护人员、心理健
康教师进行专项培训和系统指导，
并规范筛查流程和标准，实现“防未
病、治小病、管慢病”的闭环管理，为
后续工作高效推进奠定技术基础。

“五小”筛查过程中，县卫生健
康委以儿童常见健康问题为切入

点，通过身高体重测量、体脂率分析
等，筛查超重及肥胖儿童，结合营养
膳食指导和运动干预计划， 帮助儿
童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降低慢性病
风险。 依托专业设备开展视力检查
和屈光度筛查，建立视力健康档案，
推广科学用眼知识， 对近视早期儿
童进行个性化干预，延缓度数增长。
通过行为观察等方式，识别焦虑、抑
郁、 注意力缺陷等心理行为异常儿
童， 提供心理咨询和家校协同干预
服务。针对脊柱侧弯、扁平足等骨骼
发育问题， 通过体态检查和影像学
评估， 制订矫正方案和运动康复计
划， 避免发育异常影响儿童体态和
运动能力。 开展口腔检查和龋齿风
险评估，普及正确刷牙方法，减少儿
童龋齿发生率。

推动健康管理关口前移。 县卫
生健康委为每名儿童建立电子健康

档案，跟踪记录生长发育数据，实现
健康问题“一生一策”精准管理。开展
家长进课堂等活动，普及科学育儿知
识，提升家庭健康素养。 推动中小学
每天一节体育课、 营养午餐优化、课
桌椅适配等举措落实，打造健康支持
性环境，畅通学校与医疗机构转诊通
道，确保干预措施及时落地。

捐赠垃圾桶 助力环境美
省公安厅驻村工作队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 为进
一步完善环卫基础设施 ，近日 ，省
公安厅驻沈丘县白集镇尹庄村工

作队积极协调社会力量为所驻村

捐赠环卫垃圾桶 ， 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

尹庄村原有塑料垃圾桶数量

少，且使用时间过长、破损严重，急
需一批新垃圾桶。 省公安厅驻尹庄
村工作队在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 积极协调社会力量为尹庄村捐
赠 75 个环卫垃圾桶，有效解决了该
村垃圾桶短缺的问题。

村“两委”成员和驻村工作队员
分发垃圾桶时， 积极向村民宣传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增
强群众环保意识，形成齐动手、共参
与的良好氛围。

省公安厅驻尹庄村工作队队长

田林表示， 此次捐赠活动不仅是派
驻工作队凝聚帮扶力量、 争取社会
支持、助力乡村振兴的务实之举，更
体现了驻村工作队对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的倾力支持。 他们将以此
次捐赠活动为契机， 助推尹庄村人
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基层传真

履职尽责察民意 建言献策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高洪驰） 为深

入开展“一亮五员”活动，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在产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中的推动作用，近日，莲池
镇人大主席团组织部分人大代

表深入一线， 开展实地调研，积
极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建言献

策。
调研组一行到常吕行政村

中草药白术种植基地，实地查看

白术长势，认真听取药农关于中
草药种植、加工、销售等情况的
介绍，详细了解土壤改良、病虫
害防治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并现
场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中草药加
工配套设施，通过延长产业链来
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加大品牌宣
传力度，精心打造具有地方特色
的中草药品牌，不断拓宽销售渠
道，实现产业增效，让中药材产

业真正成为增收致富的一剂良

药，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的意见和建议。

莲池镇人大主席赵旭表示，
镇人大主席团将持续发挥人大

代表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用心倾听群众呼声，深入挖掘资
源禀赋， 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积
极建言献策，为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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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沈丘县
紧紧围绕钢铁、 食品、
电磁新材料三大主导

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全
力引进培育延链补链

强链项目，提供全链条
全周期服务，加快推进
产业项目早建成、早投
产、 早达效， 奋战二季
度，确保“双过半”。图为
龙都电磁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HiB 钢生产
车间内，工人正在紧张
安装生产设备。

记者 高洪驰 摄

小麦不收获 田管不放松
周营镇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
员 谢辛凌） 近日，周营镇孔营村
一处订单小麦示范田里，一架无
人机按照飞防植保机手设置的

航线，细密且均匀地将农药雾滴
呈扇形铺洒开来，为这片孕育丰
收希望的田野编织起一张防护

大网。
“有了这架无人机 ，半天就

能搞定农药喷洒工作，不但节省
时间和人力，效果还格外好。 ”种
粮大户王书鹏一边盯着空中的

无人机，一边兴奋地说，今年他
种了 5600 余亩小麦， 过去人工
打药进度特别慢 ， 得花不少时
间，现在用上了无人机，不仅效
率高，喷洒得还均匀。

“当下正值小麦灌浆期，也
是决定小麦产量的关键时期，麦
管工作一点儿也不能马虎。 ”在
附近的一块麦田里，技术员正在
向种植户讲解防病虫 、 防干热
风、防早衰等知识。

“我会严格按照专家要求，

根据墒情和病虫情做好小麦灌

溉和‘一喷三防’工作，为小麦丰
产打好基础。 ”现场听课的村民
开心地说。

为确保小麦丰收丰产，周营
镇积极组织技术员深入田间地

头，查苗情、作指导、强管护，向
种植户讲解小麦后期管理技术

要领，加强后期麦田管理，抓好
技术指导服务 ， 做到小麦不收
获、田管不放松，为夺取今年全
镇 3.5 万亩小麦丰收保驾护航。

让
小
麦
喝
足
灌
浆
水

纸
店
镇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李

欣乐 ） “现在 ，浇地
可省事了， 通上电
就行。 ”近日，记者
走进沈丘县纸店镇

赵楼行政村的一块

麦田， 看见田里自
动浇灌喷枪正全力

运转， 水流均匀地
洒落在麦苗上 ，村
民赵志明站在地头

望着麦田， 难掩喜
悦之情。

在编号为 180
的机井旁， 赵楼行
政村党支部书记殷

志强和几名维修人

员正在维修机井 。
他对记者说：“为满
足群众灌溉需求 ，
对于机井存在的小

故障， 村内都自行
维修了。 遇到专业
技术上的问题 ，我

们及时与镇里的专业维修队联系。 ”
为解决部分困难群众灌溉难题 ，纸

店镇政府积极调配资源， 成立由镇村党
员干部、 志愿者和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技
术人员组成的灌溉服务队， 深入田间地
头，为群众提供技术指导和帮扶服务。 镇
村党员干部积极为劳动力短缺的家庭联

系灌溉设备、协调灌溉用水，解决他们的
实际困难。

截至目前， 纸店镇已经为 3.2万亩小
麦浇了一遍灌浆水，为夏粮丰产夯实根基。

村民正在灌溉农田。。

沈丘：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焦梓洋

为落实“加力提振消费”任务，
沈丘县紧抓消费节点， 联动重点商
圈、行业协会及电商平台，通过“政
策+活动+场景”三维发力，激发消
费潜力。 5 月 10 日至 11 日，全县 17
家重点商贸企业销售额突破 1500
万元，同比增长 27%，带动客流量同
比提升 45%。

聚焦品质消费

释放女性购物潜力

县商务局组织快乐小镇、 万果
园等 5 家大型商超设立“她经济”主
题消费专区， 开展包鞋服妆等女性
主导型商品集中展示和满减促销活

动。 周大生、 老庙等珠宝品牌推出
“金选好礼 挚献母亲”活动，提供金
饰定制、免折旧换新等服务，销售额
同比增长 117%。 海尔、格力等品牌
高端洗护家电销量突破 1000 台。受
以旧换新政策影响，“五一” 假期以
来， 智能家居销售额突破 5000 万
元。 网络直播销售线下团购券 200
余万元，核销率达 92%，直接拉动消
费逾 600 万元。

深化业态融合创新

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县商务局指导商家创新推出

“母亲节限定”主题营销活动，通过
打造“巨型康乃馨”“时光墙打卡”场
景， 推出母女汉服妆造体验等特色

活动，日均客流量 1.2 万人次。 联合
抖音本地生活服务商推出 “云上宠
妈节”活动，组织 30 名本土网红开
展银饰、蜂蜜、农村土特产、艾草制
品等特色产品直播带货活动 ，3 天
达成线上订单 2.6 万笔，助力“沈材
出彩”“沈材出沈”。 笑乐惠、凤凰阁
等重点餐饮企业推出“妈妈的味道”
主题套餐，上亿国际、鑫源国际、快
乐小镇等商圈也推出网红特色小吃

“延时服务”，积极发展夜间经济。

政企联动惠民

激发市场长效动能

建立“1+3+N”服务机制（1 个专
班统筹、3 大行业协会协同、N 家重
点企业联动），结合汽车报废补贴、以

旧换新活动，协调县内 4家汽车销售
商推出购买或置换新能源汽车给予

最长 36期免息分期活动。 在豫东农
贸市场开展“巾帼助农市集”活动，组
织 19名农村女性创业者展销有机果
蔬、手工艺品，日均销售额达 2万元。
结合“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借助
社会养老服务、中医理疗等机构的力
量，开展“健康母亲关爱行动”，向社
区居民赠送免费理发卡、中医理疗体
验卡等 971张，有效延伸服务链条。

沈丘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将围绕端午节、七夕节等节点，
持续打造系列促销活动矩阵， 重点
培育银发经济、闺蜜经济等，有计划
开展促消活动， 带动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持续增长， 为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