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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召陵镇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
赋，因村制宜、系统谋划，靶向施策、精准发
力，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激
活产业发展新动能，成功探索出符合本地实际
的产业发展之路。该镇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农业
产业强镇、漯河市集体经济发展先进镇；
2023 年，大徐村党支部被评为河南省“五
星”党支部；2022年、2023年，白庄村党支
部连续两年被评为河南省“五星”党支部。

产业赋能

白庄村千亩烟薯种植基地分拣包装车间
里，全自动清洗风干生产线不停地运转着，烟
薯经过清洗后变得干干净净。几十名工人有的
在分拣，有的在称重，有的在装箱，现场忙而
有序。

“临近年底，线上线下销售火爆，烟薯供
不应求。”白庄村党支部书记白海涛介绍，包
装好的烟薯主要运往国内各大市场销售。

“2022 年，省农科院专家到我们村调
研，发现土壤里含有微量元素硒，适合种植红
薯。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种植了500亩烟薯
25，效益比较好。今年，我们进一步整合资
源，集中连片种植烟薯1000亩，每亩产量在
8000 斤至 1 万斤，烟薯种植基地产值预计
1200万元以上。”白海涛说。

如今，烟薯25种苗远销内蒙古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年利润280多万元。目
前，召陵镇烟薯种植面积达1.1万亩，建成了
全省唯一授权的烟薯25种苗繁育基地，正在
建设全省最大的烟薯分拨中心。

召陵镇大徐村以西瓜为主导产业，建设西
瓜大棚720座，年产值6000多万元，年人均
增收1.3万元，带动周边群众种植大棚西瓜
2000多亩，被市农业农村局命名为“漯河市
西瓜第一村”。以呼雷张村为中心的全国第二
大电料生产基地，带动7000多名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以漯河玖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
的牲畜屠宰业，牛附件加工年产量占全国总产
量的1/5。

近年来，召陵镇坚持以党建促进产业稳步
发展，成立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召陵
镇产业发展方案，重点培育大徐西瓜、白庄蜜
薯、电力金具、牲畜屠宰四大主导产业，探索
构建产业带动、完善产业链、村企合作、土地
托管四种发展模式，村集体收入持续增加。

生态强根

如今的白庄村，白居易游园水系环绕。
“原来，我家屋后有一个大垃圾堆，村里

将垃圾堆彻底清理后，改造成了小菜园，不仅
环境变好了，还能种菜。”西皋西村村民马海

水站在由他负责管护的“四小园”里高兴地
说。

今年以来，召陵镇以实施污水管网建设、
黑臭水体治理、七大清零行动、“四小园”建
设等重点项目为抓手，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同时，因村制宜，聘请专业公司结合各村
坑塘、地形、文化、经济等情况，对全镇36
个村进行高标准规划，着力打造“一村一景、
千村千面”。

为巩固提升前期整治成效，破解“政府
干、群众看”的基层环境治理难题，召陵镇以
小谋大，紧抓“四个强化”，集中力量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着力营造整洁、舒适的生活
环境。

以“小机制”谋划“大格局”。出台系列
制度和方案，构建基层治理体系。实行网格化
管理机制。构建“网中有格、格中人有”的网
格化管理体系，建设“镇级网格—村级网格—
环卫公司网格—巷长网格”四级管理梯队，对
环境问题层层落实，不留死角。实行环卫公司
考核机制。制订环卫公司考核办法，各村由一
名村“两委”干部担任环境监督员，实行“随
手拍、限时改”工作制度，对未在限定时间内
整改的，扣除环卫公司经费，用于各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实行户厕管护机制。建立户厕管
护站，配备粪污抽运车，成立户厕管护队，聘
请第三方开展户厕问题摸排整改，组织专业维
修队统一整改全镇问题户厕，排查9795户，
整改问题户厕460处。

以“小投入”实现“大提升”。引导群众
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充分利用微信
群、宣传车、宣传单等，深入宣传人居环境整
治的方法、意义，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营造

“自己家园自己建”的浓厚氛围。
以“小智慧”激发“大潜能”。在白庄

村，每户村民家门口都挂着一个“党员联户
牌”，上面除了有党员姓名、联系电话等信
息，还有电子意见箱小程序。每名党员分包十
多户村民，每周至少去村民家一次……群众有
意见或建议可以直接向联户党员反映。召陵镇
不断强化自治效能，实行人居环境包保责任
制，按照“党员干部带头，谁受益谁管护”的
原则，实行门前“三包”、“四小园”管护等责
任制，实现人居环境长效监管。

文化铸魂

召陵，“号召天下之高地。”这里位居要
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召陵，历经2000多年风雨洗礼，见证无
数历史变迁，一代又一代人在此繁衍生息。

召陵，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上演了齐楚
争霸的会盟，孕育了灿烂的许慎文化，书写了
岳飞抗金的伟绩，见证了壮观的“雪霁”奇
景……

召陵镇党委、政府结合召陵厚重的历史文
化和乡村振兴新图景，打造了“再忆春秋”

“品尝自然”“特色农业”三条文旅融合生态游
环线。通过开发和整合资源，打造集采摘、餐
饮、垂钓、观光、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观光
游乐路线。

“再忆春秋”环线途经鹿港小镇、雪霁花
海、普照寺、点将台、雪城市场、岳飞拐子
马、大徐村史馆、孔子思归处、常村女儿桥、
白庄思乡堂、白居易草堂等景点。游客可游览
以召陵雪霁传说为基础修建的占地1000亩的

雪霁花海游乐园，参观具有璀璨艺术价值、历
经千年香火的普照寺。

“品尝自然”环线途经詹庄金秋十月生态
园、白庄游园、后油李村荷花池和百果园、久
寨徐村生态池塘、归村东鱼塘乐道。游客可远
离城市的喧嚣，在召陵享受自然风光的宁静，

感受乡村田园的生机与活力，卸下一身疲惫，
唤醒内心深处渴望的平静和安宁。

“特色农业”环线途经白庄蜜薯产业园、
付庄中草药种植园、大徐西瓜大棚、西皋东葡
萄园、西皋西生姜大棚和猕猴桃种植园、拐张
草莓园和老式麻糖生产作坊。游客可穿梭于田
野间，品水果美味、赏田园美景。

春赏百花秋品薯，夏摘西瓜冬采莓。一幅
富饶美丽、风景宜人、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斑
斓画卷正在召陵镇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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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庄村生态游园

墙体彩绘扮靓乡村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外地客商在大徐村收西瓜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烟薯25种苗繁育基地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召陵普照寺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后油李村百果园后油李村百果园

■统筹/杜永刚 李文亮 李 佳 文/本报记者 孙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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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齐国霞）
由市音乐家协会主办、神州
鸟园景区承办的“唱响青
春·逐梦未来”漯河市2024
年青年歌手挑战赛，于11月
30日晚在神州鸟园凤栖湖剧
场举办总决赛。比赛最终决
出冠军、亚军、季军及最佳
表现奖、人气之星奖、十佳
歌手奖、优秀歌手奖。

据了解，此次比赛有来自
漯河、驻马店、周口、许昌、
平顶山等地的百余名选手报名
参赛。比赛分初赛、晋级赛、

决赛，角逐激烈。
市音乐家协会主席赵庆九

告诉记者，我市举办2024年
青年歌手挑战赛，旨在为音
乐爱好者搭建一个展示才华
的平台，为我市文旅行业发
展注入新活力，持续提升神
州鸟园景区的知名度。

神州鸟园景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作为我市文商旅创融
合中心区核心景点，神州鸟
园景区将持续推出一系列聚
集青年客群的文旅项目和精
彩演出。

我市举办“唱响青春·逐梦未来”青年歌手挑战赛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 赢）
2024年全国“公仆杯”武术太极
拳比赛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
江西省鹰潭市举行。市和式太极拳
研究会代表队战绩不俗，个人项目
获2金2银8铜，集体项目获三等
奖。

市和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刘跃
华介绍，此次比赛我市共有8人参

加，共夺得女子传统太极拳金牌1
枚，男子传统太极拳金牌1枚、银
牌2枚、铜牌7枚，男子刀具赛铜
牌1枚，太极拳集体项目三等奖1
个。

刘跃华告诉记者，他师承温县
赵堡镇国家级非遗和式太极拳代表
性传承人和有禄。目前，我市和式
太极拳研究会共有300余人。

2024年全国“公仆杯”武术太极拳比赛

市和式太极拳研究会
代表队获2金2银8铜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11月
30日，市幸福沙澧社区服务中心
联合市金秋种业有限公司开展了
一场志愿活动。

当天，十余名志愿者首先前
往经济技术开发区邓襄镇收大白
菜。随后，志愿者带着新鲜的大

白菜以及精心准备的图书、零食
等，前往市儿童福利院。

当看到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
制作的手工艺品时，志愿者被深
深吸引，购买了这些手工艺品，
并与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
玩游戏。

志愿活动温暖特殊儿童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我的颈椎不舒服，做完几十分

钟的艾灸后，颈椎轻松多了。”12
月1日，在市民政康复医院体验完
魔灸罐的市民刘林说，这次免费体
验让她对中医艾灸有了新认识。

“将点燃的艾柱插入魔灸罐
后，可以利用艾火的热力按摩穴
位，还能刮痧。”艾灸师董淑霞拿
着魔灸罐说。

市民刘林免费体验的活动是该
院正在开展的公益活动月活动。

“艾灸作为一种中医疗法，能温经

散寒。为弘扬传统中医文化，让更
多的人了解这一传统疗法，我们将
12月定为公益活动月，市民可以来
免费体验艾灸。”该院宣传科负责
人胡婷说。

“除了魔灸罐，我们还有葫芦
灸、艾灸箱、头疗仪、悬灸仪等
工具，可以针对市民的不同情况
选择不同工具进行艾灸，比如改
善肩颈酸痛、失眠、免疫力低
等。同时，我们有经过培训的专
业艾灸师，欢迎大家前来免费体
验。”胡婷说。

12月 市民可免费体验艾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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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 光 通讯员 崔
翼程）近期，西城区凌云山路附近发
现一处战国至汉代古墓葬群。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与我市文物考古部门组成
的联合考古队正在该区域开展考古发
掘工作。

记者了解到，该古墓群在平漯周
高速铁路建设中被发现，目前已发掘
古墓200多座，出土有青铜剑、青铜
匕首等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及汉代的陶
器、铁器和玉器等文物千余件。

12月 2日下午，记者到发掘现
场采访。该古墓群位于西城区井李
村东南，凌云山路东、丹江路以
北。记者看到，已经发掘的200多
个墓穴均被编号，几十名工人和考
古人员正在进行发掘。工人拿着小
铲子或竹签，清理坑内陶器、铜器
等文物。考古人员将墓坑的大小、
出土文物的方位和文物数量、外观
等认真绘制在图纸上，并详细记录
每座墓坑的发掘情况。

在现场，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
家用科技手段对部分战国陶器进行加
固。“战国时期的一些陶器在烧制时
温度偏低，陶质差，潮湿的环境下无
法直接提取。修复后提取能保持陶器
的完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崔

新战说。
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副研究员

刘晨介绍，本次发掘了很多值得关注
的文物。其中，M90号古墓中出土的
战国时期青铜剑，长48厘米、宽4厘
米、厚0.2厘米，虽经过2000多年，
但其刃部依然锋利；出土的战国谷纹
玉璧直径4.6厘米、孔径1.8厘米、厚
约0.5厘米，造型精美、工艺精湛、
玉质温润；出土的汉代铜镜、铜印、
铜钱等文物，为系统研究战国和汉代
时期漯河文化面貌增加了大量实物资
料，非常珍贵。

刘晨说，该区域出土的文物数量
多、种类丰富，加上此前曾在周边区
域发现战国城墙、道路、大型建筑基
址以及汉代铸币、制陶作坊等重要遗
迹，充分反映出在战国和汉代时期郾
城古城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是当时重
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进一
步研究漯河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重要
价值。该古墓群排列有序，分布较为
密集，自战国时期到东汉约400年时
间都在延续使用。该区域发现的战国
古墓及出土器物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
特征，又有较丰富的楚文化因素，印
证了这里古代已经是中国南北文化交
流融合发展的重要舞台。

我市发现战国至汉代古墓葬群
已发掘古墓200多座 出土器物千余件

↑考古现场

←刚出土的青铜匕首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