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7月16日，气温超过38℃。

当天，临颍县大郭镇葛岗村的一
块夏玉米密植高产项目试验示范
田里，种植大户陈志营在察看玉
米长势。

虽然连续多日没有降水，但
陈志营的试验田并未受影响，
秘密就藏在土壤里。他随手抓
起田里的一把土说：“土是湿
的。天不下雨咱就勤浇水。”一
旁的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中级
农艺师郗昊说：“越是这个时
候，越不能让玉米缺水。”

陈志营已经给玉米试验田浇
了三次水。安装在地头的施肥
罐、田间的滴灌带是陈志营不怕
干旱的关键所在。

当前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
面对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市农机
部门迅速响应、科学部署，全面

打响抗旱保产攻坚战。
强化机具调度，畅通灌溉

保障线。建立全域排灌机械统
筹调配机制，依托全市农机合
作社做好排灌机具协调工作，
同步推进抗旱灌溉与植保防
护，统筹调度植保无人机、机
动植保机 等 ， 开 展“一喷多
防”统防统治作业。组织专业
技术团队下沉乡村一线，对种
植大户等进行技术指导，累计
检修排灌机具4.6万台（套）。

强化科技支撑，推广节水灌
溉技术。组织农机技术骨干深入
田间，根据农作物不同生长阶段
需水规律和土壤墒情指导农户精
准抗旱与科学施肥。充分发挥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导向作用，大力
推广智能化节水灌溉技术，重点
示范应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等高
效节水设备，实现“精准滴灌、

水肥协同”。今年以来，已累计
补贴灌溉机械316台（套）。

优化服务保障，织密抗旱防
护网。依托区域农机服务中心
和38个常态化应急作业队组建
抗旱农机服务队，提供代灌、
代防、代管等“保姆式”全链
条服务。建立农机配件、灌溉
管材等应急物资储备供应机
制，加强与农机经销商的沟通
协调，确保物资储备充足、调
运畅通。强化与石油部门的协
调联动，建立抗旱农机用油优
先保障机制，为抗旱作业提供
全方位后勤支撑。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投入
排灌机械4.6万台（套），浇灌田
地 113.13 万亩；投入植保机械
2300余台（套），开展植保作业
79.3万亩次，为秋粮稳产丰收奠
定了坚实基础。

打好主动仗 抗旱保秋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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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见习记者 李沛真
2025漯河市文化旅游发展大

会开幕在即。7月17日，“港好
豫见 字在漯河”香港中小学校
长团抵达我市开展文化交流活
动。当晚，校长团受邀到神州鸟
园观看千机飞“只有漯河”专场
演出，沉浸式感受漯河城市魅
力。

晚上9时，神州鸟园流光溢
彩、人潮涌动。1000架无人机缓
缓升空，如繁星点亮夜空。这场
以“吃喝玩漯”为主题的展演吸
引了众人的目光。吉祥物“乐
乐”“和和”率先登场。其灵动
的姿态展示出漯河的青春活
力。随后，无人机变换阵形，
将北京方便面、双汇火腿肠、
卫龙辣条和布衣巷的烤脑花、
热米皮、老酸奶等漯河美食图
案一一呈现。

展演现场，观众的掌声与欢
呼声此起彼伏。“漯河的文化底
蕴深厚。无人机表演既展示了漯
河传统文化，又展示了城市现
代文化。神州鸟园很大、很
美，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的娱乐
设施。”校长团成员陈淑怡告诉
记者。“我心情很激动。我喜欢
河南的历史文化。到漯河后，
我对漯河有了更多的了解，很
期待后面的行程。”校长团成员
高家裕说。

无人机表演结束后，“港好
豫见 字在漯河”香港中小学校
长团在神州鸟园参观游览。据
悉，7月18日至20日2025漯河
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期间，“港
好豫见 字在漯河”香港中小学
校长团将在我市参与一系列文化
交流活动，为促进两地的文化交
流搭建桥梁。

神州鸟园千机飞 光影盛宴迎宾客

→市民在神州鸟园观看无人机表演。

■本报评论员
千机飞在夜空中描绘“只

有漯河”的壮丽画卷，沙澧河
畔美食唤醒游客的味蕾……一
场令人期盼的文旅盛宴拉开帷
幕。2025 漯河市文化旅游发展
大会及配套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我市精心筹备的这场暑期文旅大
戏，将生动诠释文化能级跃升如
何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文 化 赋 值 ， 让 特 色 资 源
“活”起来。建设现代化食品名
城、创新之城、幸福之城是市
委、市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战略部署。全市上下按照

“文化点亮城市、产业彰显特
色 、 创 新 引 领 未 来 ” 工 作 要
求，坚持创新思维，通过文化
赋值让特色资源“活”起来。

“四个突出”正是精准挖掘地域
文化富矿的战略路径：以千机
飞“只有漯河”的科技范儿展
演为龙头，以中国食品名城的

“舌尖故事”为独特标签，以现
代化“三城”建设和“四大本
土文化”的万千气象为底蕴，
以“水绿景文”生态文化为底
色。从贾湖骨笛的远古回响到
许慎文化的字学圣殿，从沙澧
河文化风光带到工业旅游线上
的双汇、卫龙传奇，文化被具
象为可触摸、可体验、可带走
的场景与产品。在这里，文化

不再是沉睡的符号，而是游客
“感受漯河魅力、获得美好体
验、激发由衷赞美、产生融入
冲动”的澎湃动力。

场 景 创 新 ， 让 消 费 潜 能
“燃”起来。文化是城市魅力之
魂，是产业升级之钥。激发消
费活力，关键在于打造令人心
动的新场景。“夏爽中原 老家
河南”美食推广活动中，七大
沉浸式场景将河南各地的美食
巧妙嵌入生活情境，将旅游美
食与体验互动有机融合，穿插

“四大本土文化”沉浸式节目演
绎，活化文旅资源，丰富消费
体验；“夜游河上街”串起水上
演出、传统相声与风味小吃；

“美食漯河 智造之旅”让游客
在现代化工厂见证“一粒粮”
到“一包辣条”的奇妙旅程。
这背后是“文化+科技”“文旅+
美食”“传统+现代”的深度融
合。美团红包的投入与美食地图
的线上推广，实现以数字化手段
打通消费链条，提升活动的商业
转化率和文化传播率，将文化吸
引力高效转化为市场购买力。

品 牌 联 动 ， 让 发 展 势 能
“聚”起来。漯河不是独舞，而
是以开放姿态搭建省级平台。
联动全省其他城市打造河南美
食 IP，邀请香港中小学校长团
开展文化交流，（下转02版）

提升文化能级
激发消费活力

■本报记者 孙 震
“感谢咱驻村工作队。要不

是你们，我真不知道这日子该
咋过……”7月 15日，看着自
家滞销的200多只土鸡在几天内
销售一空，临颍县陈庄乡四家
李村的张大姐向驻村工作队队
员连声道谢。

7月8日，张大姐满面愁容
地向村委会求助：她家饲养的
200多只土鸡严重滞销，购买
饲料的钱都没了。她养的土鸡
该出栏了，但销路不畅，还面
临高温天气下中暑死亡的风
险。

“你别着急。我们帮你找销
路。”听了张大姐的诉说，市行
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驻四
家李村第一书记胡滨洋宽慰张
大姐，并到她家了解土鸡养殖
规模、品种和售卖情况。胡滨
洋和驻村工作队队员韩翠萍分
头行动。胡滨洋发动后盾帮扶
力量，争取单位内部及关联渠
道的爱心采购订单。韩翠萍走
遍县城各大家禽市场，主动与
餐饮商户沟通联系。

“我们跑了几天，效果并不
理想，就试着通过拍摄短视频
真实呈现土鸡情况，同时呼吁
爱心人士接力。短视频引起不
少爱心人士关注。他们积极和
我们对接，帮助张大姐打开了
销路。”韩翠萍告诉记者，张大
姐家的200多只土鸡很快被爱心
人士全部认购。驻村工作队队
员帮她装袋、称重、登记。

“大家不仅帮张大姐打开
了销路，还增强了她发展养殖
业的信心。”胡滨洋说，陈庄乡
政府与张大姐签订了定向售卖
协议，支持她大力养殖土鸡。

土鸡滞销 多方帮忙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中共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
习读本》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
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民族文字

版，已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
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
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

5种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张 研
时隔10年，又一次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
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方向。

城市，文明发展的空间，现
代化建设的载体。在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时代坐标上，此次会议
更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
义。

7月14日上午，京西宾馆，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会场，全场响
起热烈掌声。

同样的场合，2015年 12月
20日，新时代首次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召开。

历史大潮奔涌。新时代的壮
美图卷中，690多座城市的拔节
生长，构成其中璀璨夺目的绚丽
风景。

“时隔10年，党中央再次召

开城市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新
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
析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对今后
一个时期城市工作作出部署。”

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首先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
城市发展成就——

城镇化率从2012年53.1%上
升到2024年 67%，城镇人口由
7.2亿增加到9.4 亿，19 个城市
群承载全国 75%的人口，贡献
了 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近1.1万
公里；

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
安置住房6800多万套，惠及1.7
亿群众；全国共有历史文化名城
143座、名镇312个、名村487
个，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多
片，认定历史建筑 6.89 万处；
2024年全国重点城市PM2.5 平
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60%，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5.7 平方
米……

既有城镇人口数量、经济承
载能力、城市基础设施的硬指
标，也有具体而实在的居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刻诠释了

“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
统谋划”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
“这样去数一数、算算账，可以
看到这10多年取得多么辉煌的成
绩。”

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中
国，山川形胜间，一座座城市新
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
群联袂成势、动能涌现，开辟着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会场之外，盛夏北京，贯穿
南北、联通古今的城市中轴线绿
意盎然，一派亘古亘新的非凡气
度。

习近平总书记回忆道：“去

年中非合作论坛，一位非洲国家
领导人和我说，年轻时就来过北
京，当时见不到多少树，现在变
得这么好啊！”

古都之变，是“城市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缩影。

总书记说：“北京在推动减
量发展、克服大城市病方面，这
些年是在蹚一条路子。最为人们
称道的就是空气质量的明显改
善，2024年北京空气PM2.5 平
均浓度是30.5微克每立方米，比
2013年下降65.9%，蓝天成为常
态，我在北京APEC会议上向全
世界宣布的‘APEC蓝’没有食
言，实现了。”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站在新
的起点上，面临着新的形势。

一个论断，引人瞩目：“我
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
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
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

为主的阶段。”
既定原则，一以贯之：“十

年前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我讲
了‘一个尊重、五个统筹’，这
些并没有过时，要继续抓好落
实。”

“五个转变”，格外鲜明：转
变城市发展理念、转变城市发展
方式、转变城市发展动力、转变
城市工作重心、转变城市工作方
法。

“一个优化、六个建设”，十
分明确：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
系、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
市、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
市、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
市、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
市、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
市、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认识论决
定方法论。

（下转02版）

以历史的纵深感来把握现在做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侧记

本报讯（记者 张军亚） 7
月17 日，我市与肯尼亚纳库
鲁州代表团举行工作会谈。
市长黄钫与纳库鲁州副州长
大卫·科内斯围绕扩大经贸
往来，在农业、食品工业等

领域优势互补，深化合作，
以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实
现 互 利 共 赢 等 进 行 座 谈 交
流。

市领导王凯杰、王继周等
参加。

我市与肯尼亚纳库鲁州
代表团举行工作会谈
黄钫、大卫·科内斯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