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新乡市委主管主办 新乡日报社出版 网址：http://www.xxrb.com.cn 今日8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006 今日天气 阴天 22℃～10℃ 总第13010期

2023年5月10日 星期三
农历癸卯年三月二十一

XINXIANG RIBAO

●社长：朱金明 总编辑：张哲 ●本期报纸总值班：姬光环 值班编委：陆忠新 本版责任编辑：韩浩 责任校对：王亚楠 本期美编：王梅芳 ●总编室邮箱：xxrbzbs@163.com 新闻热线：13700731641
●社址：新乡市平原路东段441号 邮编：453003 党报热线：3071000 总值班室：3052088 办公室：3052279 广告中心：3052742 ●经营许可证：豫新广字95001号 发行部：3833789 ●印刷：新乡日报印刷厂：3024427 地址：平原路东段新乡日报社院内 零售价：1元5角

1212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书武

“您多保重身体，我过两天去看您，
还给您买了新衣服……”母亲节快到
了，5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新乡市糖业
烟酒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买世蕊在
电话里问候82岁的老荣军庞凤兰。

庞凤兰因患眼疾双目失明，买世蕊
特别关注、关爱这位老妈妈，她们以“母
女”相称。买世蕊包揽了庞凤兰的衣
服，还经常把补品送到老人跟前。

买世蕊坚持40多年帮扶老红军、老
荣军、退伍军人，红色基因已经流淌在
她的血液里、注入她的生命中。她荣获
全国拥军模范、河南省爱国拥军模范等
称号。2004 年 3 月，买世蕊又光荣地加
入了预备役部队，从爱军、拥军到自己
成为一名军人，买世蕊和军队结下了一
生的情缘。

一面锦旗一封信
2021 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河南荣军医院举办了一场军民
联欢会。买世蕊带着家人和她的“拥军
爱心团队”到这里慰问老红军、老荣军，
一起举办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主办方设置了一项
事先并未告知买世蕊的特殊议程。由
老荣军代表向买世蕊宣读全体老荣军
给她的一封感谢信，读信的老荣军满含
热泪，表达出肺腑之言：“买世蕊同志每

年数次来慰问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精神
食粮和慰问品，更加激发我们老兵对党
和祖国的热爱。我们老兵特意制作一
面锦旗，送给我们亲爱的买世蕊女儿，
并致以最亲切的敬意！”话音刚落，全体
老荣军起立向买世蕊敬礼。这突如其
来的场面让买世蕊热泪不止，她走上前
去，与前辈们一一拥抱。

一封信，在有限的篇幅里书写不尽
人间大爱；一面旗，寥寥数语表达了革
命前辈对买世蕊的高度赞扬。

让老红军享受亲情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买世蕊经

常到河南荣军医院、荣军休养院为老荣
军、革命伤残军人送物资、洗衣服、拆被子
等。时间久了，有的老荣军听到她熟悉的
脚步声，就兴奋地说：“咱闺女来了！”

老红军王大元病重时，拉着买世蕊
的手激动地说：“孩子呀，我13岁参加革
命，一生无儿无女，是你让我享受到了
天伦之乐，我真舍不得走啊！”买世蕊低
下头安慰老人说：“你们都是人民的功
臣，应该享受到更多的亲情。”

80 多岁的老红军李祖传和老伴儿
身体不好，买世蕊就经常帮助老人料理
家务，并为老人购买生活用品。老人非
常感动，逢人便夸买世蕊是个好闺女。
买世蕊和老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他们坚持认买世蕊为干女儿，这段情缘
一直持续到老人去世。

2016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买世
蕊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说他的父亲
是位老红军，叫秦德有，已 94 岁，生病
住在医院里，因为经常在电视和报纸
上看到买世蕊拥军爱军的事迹，老人
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见她一面。当时已
是中午，刚输完液体的买世蕊立即买了鲜
花和慰问品，赶到医院。老人握着买世蕊
的手激动地说：“你为部队做了那么多好
事，太谢谢了！”

买世蕊先后为 100 多位老荣军、老
红军奉献爱心。

温暖军营内外
退伍军人中的病弱老人也是买世

蕊关注的对象。她经常说，谁家都有老
人，谁都会老，谁都会遇到难处，谁都需
要帮助。

最让买世蕊牵挂的是李彦斌，老人
常年身体不好，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她
主动为老人送钱买药，将老人的生活用
品全部承担下来，10 余年来从不间断。
老人一直以为她是政府派来的工作人
员，直到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的记
者采访时，才弄清买世蕊的真实身份。

战士吴文波退伍后身患重病，父母
为其看病花去了数万元，家境十分困
难。买世蕊带头捐款数万元，并呼吁社
会各界为其捐款达6万余元。新华社等
20 多家媒体以《拥军城又传新佳话》为
题对买世蕊进行报道。

退伍军人王凤岭罹患癌症，生命垂
危，买世蕊为他捐款数万元并担负他女
儿的全部生活和学习费用。

买世蕊多次被新乡市评为“十佳拥
军模范标兵”。她说：“在许多的荣誉
中，我更珍惜‘拥军模范’这个荣誉。”

驻新部队几乎每一处都留下了买
世蕊的足迹，都书写着军爱民、民拥军、
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故事。

每逢重大节日，慰问部队官兵已经
成为买世蕊工作中的“必修课”，到了
部队不仅送上慰问品和部队进行联
欢，还要了解子弟兵有什么需求，帮助
子弟兵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经过
她牵线搭桥，有 1000 多名军嫂走向了
就业岗位。

许多子弟兵感动地说，有了世蕊大
姐这样爱兵的好人，他们从心里把新乡
当成自己的家，把新乡人民当成自己的
亲人，愿意为这个城市付出所有。

作为全国拥军模范先进个人，买世
蕊有着美的心灵：美在对祖国的一片忠
心，美在对人民子弟兵的一片爱心，美
在对拥军事业的一片恒心。

一生结缘军人，一世拥军情缘。

买世蕊：拥军梦 一生情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军旗

一个模式激活多方资源，一台设备
滋润万亩良田，辉县市创新打造的“四
方两园”模式，为中原农谷建设增添了
智慧力量。

“四方两园”中的“四方”分别是北
大荒、新乡国资集团、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田灌溉研究所、辉县市；这“四方”集
中力量与资源在辉县市打造“两园”，即
中原智慧灌溉装备制造产业园、中原农
谷智慧农业示范园。打造规模化、集约
化、机械化、数字化的现代农业，是他们的
共同使命。“这种合作模式全面激发了农村
资源要素活力，实现农民、集体、大户、央企
四方共赢。”辉县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认为。

2022 年 9 月，省政府印发《河南省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明
确提出建设高标准农田要实现装备现
代化。当年年底，我市决定率先在中原
农谷范围内实施百万亩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建设工作。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是我国农业水科学与灌排工程科技领
域唯一的国家级科研机构，也是农业水
科学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先后取
得各类科研成果170余项，其中12项获
国家级奖励，获得各类授权专利 400余
项，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100余项，成果
推广应用面积达1亿余亩，累计创造社
会经济效益 200 多亿元。在中原农谷
建设过程中，该所参与创建了中原智慧
灌溉装备制造产业园，为全市百万亩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智力和物
力支持。

“新乡市 100万亩高标准农田用的
灌溉装备大部分都从这里边（中原智慧
灌溉装备制造产业园）出厂，这里是一
个用来支撑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灌溉装
备研发园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
溉研究所综合管理处处长朱东海告诉
记者。

不同场景的灌溉需求，需要不同的
灌溉设备。在中原农谷高标准农田建
设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根据实际种植
面积和地块形状，来选择不同的灌溉方

式，实现了效率最大化，节约了水资源。
“过去浇地的话，深更半夜得睡到

机井旁边，排队等浇灌，一天一夜最多
浇15亩地，现在高标准农田建成了，浇
灌 500 亩地只需要两天时间。”平原示
范区师寨镇赵清庄村种粮大户赵东胜
承包流转了 2200 亩土地，今年浇灌麦
田省水、省肥、省工、省时更省心。

有了中原智慧灌溉装备制造产业
园的智慧装备加持，中原农谷域内的农
田变良田，也有效确保了农业生产的自
主性和粮食生产的稳定性。

获嘉县位庄乡位于中原农谷西区，
同样受益良多。“我们这里的试验田有
各种灌溉设备，如喷灌、滴灌，伸缩式
的、固定式的，还有卷盘式的等，高标准
农田灌溉基本实现了无人化、智能化，
包括撒农药也全部是由农业无人机在
喷洒。”位庄乡党委书记祝贺说。

中原农谷每一个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都配有数字化区域服务中心，并建设
有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以实现农田综合
信息采集、智能灌溉控制、耕地质量监

测等管理功能，实现了“一个屏幕（或智
能终端）管理万亩良田”。

“整个智慧灌溉系统的控制可以用
手机APP来操作完成，通过对卫星气象
站、地下传感器和无人机搜集的数据进
行整理和分析，智能控制中心会判断出
哪块农田需要灌溉或施肥，然后智能控
制中心对智能水肥一体机发出指令并
完成作业，整个过程智能、科学、高效。”
中原智慧灌溉装备制造产业园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现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基本上在家就能把农田都给浇了”。

立标准，才能树品牌。中原智慧灌
溉装备制造产业园还配套建设了检测
中心，为产业园引进入驻企业提供有效
产品性能质量检测等服务。该检测中
心可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对喷头、灌水
器、过滤器、施肥器、各类管材、大中小
型喷灌机组以及相关管件等8个大类、
20个小类，100多种节水产品1000余项
指标开展检测服务，高效服务于高标准
农田工程、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水环境
整治工程、市政园林等项目。

“四方两园”赋能智慧农业

“春暖花开到百泉，不到百泉药不
全”。5月 8日，拥有六百多年历史的百
泉药交会在河南新乡辉县市百泉镇盛
大开市。本次药交会以中药材、中药饮
片等展览为主线，以投资洽谈、产品交
易、学术论坛为主要内容，旨在进一步
传承中医药文化、发扬中医药国粹、强
化业界交流合作，促进中医药产业发
展。

百泉药交会始于隋代卫源庙的河
神祭祀活动，至明代发展为药材交易
会，北药南调，南药北往，往来商贾和药
材汇集于此，各类戏曲、游艺、杂耍、马
戏等民俗活动登台演出，盛况空前，其
后逐渐演变成中国三大药材交易会之
一。2008 年 6 月 7 日，百泉药交会被列
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更好地服务百泉药交会，新乡市
邮政分公司在活动现场搭建临时邮局,
为络绎不绝的参展商和周边群众提供
邮政寄递、邮政直播、邮票文创等各类
邮政服务（如图）。活动现场还设置有
声明信片打印机，为大家提供个性化明
信片定制服务。

“这个明信片可以打印自己的照
片，还能加载语音，加盖纪念邮戳，既好
玩又很有纪念意义。”前来游玩的杨先
生体验了定制明信片服务，对这种独有

的留念方式赞不绝口。
活动现场还设置收藏品专柜，提供

邮筒、飞机、三轮车、邮筒加湿器等邮政
专属纪念品，以及《医圣张仲景》邮折、

《张仲景》特种邮票小型张四连体等珍
贵邮品，用于满足不同参观者的留念需
求。新乡市邮政分公司还依托直播电
商平台，将邮政邮乐、象邮新生等直播

间搬到药交会现场，推荐本地药食同源
的农特产品，并走到各个展棚中，以直
播的形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百泉药交会
盛况，为推广百泉药交会品牌和中医药
文化贡献邮政力量。

除了邮政直播，新乡市邮政分公司
还积极发挥集邮与文化传媒资源优势，
以“国家名片”邮票为载体，特别制作

《百泉百草》邮票珍藏册，进一步宣传推
介中医药文化。

该珍藏册立足新乡现状，从地理环
境、药交会历史、名医经典，到新乡的非
遗疗法、中医药的守正创新等9个篇章，
对新乡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了
全新解读，是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
体，展现了新乡深厚的中医药文化积
淀。珍藏册封面呈现出的“药”字，是与
百泉药交会起源同一个年代的隋朝楷
书；珍藏册内收藏八大类药用植物相关
邮票，两大套香味邮票，9 个篇章的内
容，1整版定制邮票，恰好对应新乡全市
面积8291平方公里；珍藏册还将子午流
注十二时辰养生法和脍炙人口的中药
歌谣分布在每个篇章，进一步提升中医
知识传播价值和影响力。

百泉、百草、百枚邮票，花香、药香、
香飘牧野。《百泉百草》邮票珍藏册以
100枚邮票呼应“百泉百草”，内容丰富，
设计精巧，以独特的理念展示美丽富饶
的新乡“天然药库”南太行和600多年百
泉药交会风采，一经发行就广受各届关
注喜爱，成为药交会上一款独特的文化
宣传礼品，为未来携手各方共同续写百
泉药交会新辉煌和中医药文化发展新
篇章贡献了邮政力量。

（梁晓卫 文/图）

临时邮局+《百泉百草》邮票珍藏册为百泉药交会锦上添花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军旗）距离 2023 年新乡市比干文化
旅游节开幕还有 12 天，作为重大交流
合作活动的主场，卫辉市统一组织、部
门联动、专班推进，强力开展路域、重
点区域、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转作
风、美环境、提形象，以更好新姿态、更
佳新气象迎接国内外宾朋。

从道路沿线到比干庙周边，再到有
关乡镇、村庄，该市农业农村局与孙杏
村镇、后河镇、柳庄乡、城郊乡、顿坊店
乡等乡镇协同治理、联合督查，全面推
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有序开展。

在道路运输方面，该市交通运输
部门通过现场责令改正、行政指导、批
评教育和查处查扣等方式，依法整治
客货运市场。在重点区域美化绿化方
面，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濮卫高
速连接线与比干大道交叉口实施设施
改造，对交叉口四角及连接线周边环

境进行优化，各项工作已基本完成。
从城区到镇区，划分责任段，管好

“责任田”，各相关部门和乡镇做好沿
线商户工作，争取最大理解支持，对陈
旧、破损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
告牌进行全面排查、全面更换，对沿线
主次干道进行美化绿化。在比干大
道、建设路等路段，已新栽卫茅、高杆
月季20棵，麦冬、大叶黄杨、红叶石楠、
金森女贞等 3100 多平方米，修剪红叶
石楠球 500 多棵，修剪卫茅球等 1000
多棵，加固乔灌木 800 多棵，并每日进
行除草及病虫害防治。

“我们将进一步做足‘绣花’功夫，
坚持督导督查，完善长效机制，加强宣
传引导，推动相关乡镇以‘开展八清、
治理八乱’为标准，实行常态化管理，
确保道路沿线、比干庙周围区域环境
卫生长效保持。”卫辉市政府有关负责
同志表示。③

卫辉市以新姿新貌迎四海宾朋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海玲）最近淄博火了，可在咱获嘉县
城关镇，一个叫后寺村的千人小村庄，
也火了，靠着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文旅
创意，在五一前后共接待游客约 30 万
名，日均接待游客 3.8 万人次，这热度
一点儿都不逊于淄博。

五一期间，沿着月季花廊走进后寺
村，一条条柏油路穿村入户、一排排小
花墙串街连巷、一株株月季花点缀成
景……宛如一幅徐徐铺展的水墨画。

作为获嘉县“千年古县·和美获
嘉”首届文化旅游节重要点位之一，后
寺村村口国风范儿十足的迎宾门煞是
引人注目，一旁的“风车隧道”仿佛具
有魔力一般，吸引了游客的驻足，五彩
斑斓的风车随风转动“沙沙”作响，闭
眼聆听仿佛穿越童年时光，每一阵风
都在耳边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快来路牌这给我拍张照发朋友
圈！”一阵清脆的声音打断了记者的

“心灵穿越之旅”，抬眼望去“想你的风
还是吹到了后寺”——小小的路牌前
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看到游客过来，身着汉服的导游
便迎了上来，听着耳边的介绍、看着手
里的导游册、打量着沿途的景色，怎么
也想不到几年前的后寺村竟然还是一
个远近闻名的穷村、乱村、落后村。近
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后
寺村秉承“建画里乡村，留梦里乡愁”
理念，发展培育了香菇种植、花卉苗
木、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围绕“蔷薇
网红村”定位打造了环村景观路、最美
入村路，村内共栽植高杆月季2000株，
一条“月季花廊”芳容初现，先后实施
了雨污分流、彩虹村道、景观亮化、绿
化提升等工程，新建了乡愁园、村史
馆、停车场，一个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富
裕文明、承载乡愁的“和美乡村”雏形显
现。

一路赏、一路听、一路玩，不知不
觉来到了后寺村村史馆，看着整齐列
队的学生和游玩围观的游客，村史馆
竟然也这么火爆？原来，这个村史馆
不仅记载了后寺村 600 多年的发展历
程，还展陈着钟表、煤油灯等镌刻着岁
月印记、蕴含人生情感的老物件，此
外，这里还举办了农耕具展、农耕文化
体验实践等活动，大开了学生们的眼
界，也唤醒了老一辈人的乡愁。

正感叹着，便遇见了正举着手机
直播的后寺村党支部书记马汝亮，已
然嘶哑的嗓音仍在卖力地宣传“我们
后寺村此次文化旅游节共设置了十四
项主题活动，涵盖游玩、美食、传统文
化、文艺汇演、民俗表演和产品展销等
多项内容，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前来
打卡游玩……”

同盟文化大集的民俗表演耐人
寻味，街旁的当地特色小吃让人垂涎
欲滴，广场的文艺汇演和沿街路演体
验感十足，相亲角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珍贵稀有的盆景展让人大饱眼
福。当夜幕降临，璀璨夺目的烟花表
演、雅俗共赏的寻宝猜灯谜更是将假
日氛围烘托得更加浓厚。

获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桑明磊向
记者介绍说，后寺村文化旅游节一共
接待了大约 30 万名游客，最高峰的一
天接待达4.6万人次，其中不乏研学游
玩的大中小学生、拍照打卡的“90 后”

“00 后”、观看演出的文艺爱好者和找
寻乡愁的中老年游客。活动的举办，
不仅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旅体
验，也促进了香菇种植、花卉苗木、食
品加工等产业发展，还延伸出了休闲
观光、研学旅行等产业链条。下一步，
我们将立足资源禀赋、深挖发展潜力，
探索出一条适合乡村的文旅融合发展
新路子，将文旅产业继续发展壮大，带
动群众致富、集体增收、乡村振兴。

“文旅＋”打造咱身边的“淄博”
千人小村庄五一前后迎客30万人次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书武）近日，平原示范区桥北乡刘庵
村组织志愿者在黄河滩区开展“‘河’
我一起、守护黄河”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仔细清理滩区
垃圾，干得热火朝天，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进一步倡导文明新风，守护着母亲
河的清洁。当天，志愿者还来到村民
家中，围绕创建文明村镇等内容，引导
村民爱护环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今年以来，刘庵村整合党员干部、
志愿者等力量，依托“‘河’我一起、守
护黄河”志愿服务项目，开展巡河护河

等保护黄河志愿服务活动 10 余次，形
成刘庵村特色志愿服务品牌，逐步凝
聚了群众支持参与环境整治、保护黄
河的共识。

刘庵村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环境治
理，积极创建省级森林乡村，持续开展
生态保护，建设生产、生活和生态“三
生共融”的“画里乡村”。

刘庵村将持续开展“‘河’我一起，
保护黄河”志愿服务活动，在防汛、防
溺水方面加强宣传和引导，为守护黄
河和附近百姓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平原示范区桥北乡刘庵村

开展“守护黄河”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