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回大地，
绿意盎然。作
为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封丘
县大力发展优
质小麦，小麦种
植面积稳定在
100 余万亩，粮
食年产量稳定
在7.5亿公斤以
上。图为封丘
县农民在麦田
除草，为粮食丰
产打基础。

新 乡 日 报
全媒体记者 郭
书 武 通 讯 员
孟庆军 摄

春耕备耕正当时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宗
斌）“雨水”已过，大地回暖，全市进入春
耕春管的繁忙时刻。近日，市气象局抢
抓农时，紧盯气象服务需求，加强监测预
报预警，开展伴随式农业气象服务。

在一望无际的麦田，市气象局工作人
员正在开展小麦返青期大田调查，通过掌
握苗情、墒情及病虫害情况，现场指导农
户合理开展小麦返青田间管理。同时，联
合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小麦返青期专题气
象服务》《新乡市春季农业生产气象服务
指导意见》，结合天气预报和遥感监测资
料，关注晚霜冻、干旱等春季农业气象风
险，提前做好科学防范措施。重点针对小
麦返青期田间管理，在田间水肥管理方面
给予科学指导，并通过视频、微信等多渠
道开展直通式服务。在国家基本气象站、
区域自动气象站、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
积极开展巡检维护，确保获取第一手准确
的土壤墒情、深浅层地温、气温变化等动
态监测数据，为农业生产提供可靠的气象
参考数据。

市气象局农业气象中心主任张金平
表示，市气象局将继续加强监测预警，提
供精准服务，为春耕春管保驾护航，助力
粮食丰产丰收。

紧抓春耕节点
开展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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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崔敬）为有效助力创新主体走上专利
申请“快车道”，近日，市知识产权维权
保护中心深入开展专利预审提质增效
专项行动，加大申请主体和代理机构
信用星级培育力度，加强创新主体专
利实务能力培训和人才培养等，培育
新质生产力，集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去年，我市全年新增备案主体482
家，备案主体总数达 1609 家，新增注
册代理机构 194 家，注册代理机构总
数达586家，共计969家企事业单位向
市保护中心提交专利预审申请 4515

件，同比增长 35.1%。其中，发明 2311
件，实用新型 2183件。授权专利 3031
件，同比增长 29.5%。其中，发明 1224
件，实用新型1793件。

截至 2024 年年底，市知识产权维
权保护中心累计收到专利预审申请
12654 件，其中，发明专利 5139 件，实
用新型 7319 件，外观设计 196 件。累
计授权专利 8451 件，其中，发明专利
2549 件，实用新型 5770 件，外观设计
132件。创新主体不断壮大，科技企业
量增质升，为新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市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

开展专利预审提质增效行动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吕晓彤

自去年 12 月份以来，共青团新乡
市委以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青年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志愿服
务的实践育人功能，积极组织全市各
级团组织开展希望工程“温暖冬天”系
列活动，切实为青少年办实事、解难
事，不断完善困难青少年关爱帮扶体
系，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寒假前夕，团市委、市青年联合会、
市希望工程办公室走进封丘县应举镇
丁寨小学，送去了体育运动包，“有了乒
乓球拍，大家就能在放学后相约一起打
球了。”收到运动包的学生满怀欣喜地
说。不仅封丘县的学生享受到了“寒冬
的温暖”，市青联委员还将关怀先后送
到了辉县市拍石头中心校、新乡县特殊
教育学校，当学生品尝到了贴着“爱心
标签”的新鲜水果，收到了暖水壶、保温
杯时，高兴得合不拢嘴。

为了帮助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增
强文化自信，培养动手实践能力，共青
团红旗区委走进红旗区关牧村小学与
学生一起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热热闹闹
包饺子，过了一个别开生面、意义非凡
的冬至佳节。共青团卫滨区委则在“温
暖冬天”行动中为家境困难的青少年送
去了帽子、围巾、手套和爱心大礼包，鼓
励他们努力学习，争做有为青年。

共青团长垣市委聚焦困境青少年
的迫切需求，征集95个困难青少年“微
心愿”，面向社会认领，得到了该市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95名青少年的‘微心
愿’包括学习用品、图书、羽绒服、自行
车等物品，目前已全部被认领，我们会
陆续将心愿礼物送至许愿人手中，将温
暖传递到每一名青少年身边。”共青团
长垣市委负责人张琰表示，长垣市委还
与公益组织携手为辖区2039名乡村小
学生准备了“星囊阅读包”，旨在用爱心
点亮乡村儿童的阅读梦想。

市希望工程
“温暖冬天”系列活动收官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书武 文/图

在陈浩云手中，当纸与火相遇
时，不是纸张的燃烧，而是一幅幅非
遗项目烙画的诞生。这几天，趁着

《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热映，他创作了
一幅烙画哪吒，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
哪吒的银幕形象。哪吒形象逼真，率
直逗人（如图）。

和家人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电
影后，家人鼓励他用火“烧”出一个哪
吒。回到工作室，陈浩云先用铅笔打
出底稿，然后开始烙画。他用电阻丝
缠在削尖的焊条上，充当笔头。接通
电源后，电阻丝被烧得通红，高温点燃
了宣纸上的一层微薄绒毛，产生了火
花。按照底稿的线条，陈浩云握着

“笔”不停地游走。随着线条的依次呈
现，黑眼圈、笑嘻嘻、手插裤兜、扛着大
棒的哪吒诞生了。

陈浩云说，做这幅烙画最大的难
点是如何掌握火候。火苗大了会点燃
宣纸，火苗小了又烧不出痕迹。在做
烙画的同时，还要拍摄视频，陈浩云特

意调大了笔端的火苗，这使得他运笔
时更加小心。

烙画在古代称为“火针剌绣”“烫
画”“烙花”“火笔画”等，是用经过加热
的金属代替画笔，在竹、木等材料上以
不同温度产生的焦痕作画，是中国古
代一种极其珍贵的稀有画种。该画种
一般采用皴、擦、点、染等手法，与传统
的国画有异曲同工之妙，能表现出浓
淡干湿、墨分五色的效果，具有丰富的
层次与色调，以及较强的立体感。

陈浩云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烙
画的第四代传承人，同时也是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和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会员。他在传承传统烙画的基础上
大胆创新，直接用烙笔沾染植物、矿物
颜料进行作画，一改过去烙画色调单
一的历史。他所烙制的烙画颜色可以
用水擦拭，永不褪色。他还通过总结
烙画实践，不断改良烙画工具，自制了
各种变温铁笔头及专用工具，将烙画
载体由原来的竹、木等材料，换为便于
携带的宣纸、丝绢及皮革等，并练就了

“下笔出火苗，火苗跟笔走”的绝活。

纸火相遇“烧”出烙画哪吒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
和关键。人勤春来早，乘着中原农谷建
设的东风，一幅幅生机盎然的“春耕图”
正在平原示范区徐徐展开。

“这种小麦具有超强筋、高产、抗倒
伏、抗冻抗寒、抗逆性强五大特点。”站
在平原示范区的中农发种业“新麦 58”
种子试验田边，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国家级小麦制种基地（平原示范
区）负责人陈卫红表示，他们公司于前
年获得了“新麦 58”独家生产经营权，
去年麦收后发现它在品质和产量上的
表现都非常优秀，所以在今年扩大了种
植面积。“你可以看看这个麦，一是颜色
正，二是长势十分稳健，这完全是壮苗
的标准。”陈卫红望着绿油油的麦田，
语气中满是自豪。

“每个品种都有它相应的栽培技
术，良种只有配上良法，才能达到它的
最佳表现，肥料的配比、施肥的时机也
都有讲究。”陈卫红说，现在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农户意识到了种子的重要性，下
一步就是要促进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生
产，“今年麦收后，我们一方面要向周边
的农户统一提供种子，另一方面也要在
来年统一帮他们对接粮食收购部门，推
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春寒料峭，平原示范区韩董庄镇孟
庄村蔬菜种植基地的大棚里却是暖意
融融，一垄垄上海青、菠菜、茼蒿郁郁葱
葱、长势喜人。原来是基地在温室大棚
上方加装了“保温被”，保护蔬菜免受严
寒侵袭，而且只要通过操纵棚外的电动
遥控装置，便能“一键卷起”。此外，大
棚内的温湿度等环境因素都可以通过
人工进行调控，这就使得蔬菜的生长周
期缩短、产量提高。

“我们现在基本上不用化肥和农
药，尽可能用最原始的方式来种植。”种
植企业负责人弓延波表示，这些蔬菜在
上市前都经过严格的农药残留检测，检
测合格才能进入市场，商超甚至会自己

再检测一次。“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青
睐绿色、纯天然的有机农作物。因此，
想要蔬菜卖得好，必须保证口感与品质
的双重高标准。”

“现在基地大概有六七十名工人，
时薪 10 元左右。”弓延波说，大棚蔬菜
种植在丰富市场菜篮子的同时，也为当
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鼓起了大家的

“钱袋子”。他介绍，基地里的这些新鲜
蔬菜都是当天采摘、当天发货，主要销
往各大商超。他俯下身抚摸着地里这
些水灵灵的小白菜，“它们现在还长在
地里，明天就会摆在货架上。”

步入中原农谷现代农业科技展馆，
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绿意盎然。在近
5000平方米的展馆中，生菜、芹菜、韭菜
……近 40 种农作物青翠欲滴、生机勃
勃；叠碗式、螺旋式、立体管道式等十余
种先进的栽培模式错落分布、应有尽
有。“这是我们的植物工厂。”中原农谷
联合种业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负责人

韩亚伟伸手指向展馆一侧一个照着红
光的房间，“这里与外部环境完全隔绝，
我们会根据植物的生长需要来人工调
解灯光环境，植物在这里的生长速度相
比在外面的田里能提升30%左右。”

作为农业创新高地，中原农谷不仅
肩负科研创新、稳定粮食生产与安全的
重任，还是农业先进成果展示与农业发
展教育平台。据韩亚伟介绍，展馆未来
将会成为一个集种植生产、科研创新、
科普示范、观光研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区
域，既能成为展示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
窗口，更是让人们亲近自然、体验农业
乐趣的好去处。

一年之计在于春，人勤春早功不
负。春忙的“序曲”已在平原示范区的
田间地头处处奏响，未来，随着更多项
目在此落地和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这
片充满活力的土地必将迎来更加广阔
的发展前景。

（姜楠）

人勤春早功不负 特色产业促增收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文奇）2月23日，第75届柏林国际电
影节落幕，中国导演霍猛凭借影片《生
息之地》，斩获最佳导演银熊奖。值得
一提的是，河师大学子周浩天作为该
影片主演之一，并全程参与影片创作。

柏林国际电影节是当今世界最具
影响力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之一，与戛
纳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
称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影片《生息
之地》以1991年的中国北方乡村“霸王
台村”为背景，通过一名少年的视角，
细腻描绘了乡村一年四季看似平静的
日常生活，以及背后悄然发生的社会
变迁。

2018 年，周浩天考入河师大戏剧
影视文学专业。毕业后，他依旧在电
影创作道路上探索。在柏林电影节期
间，周浩天第一时间将好消息告诉给

河师大的老师们，分享属于他的“高光
时刻”。

作为周浩天当年的任课教师，现
为河师大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
的李钦彤一直关注着周浩天的成长，
并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为学生取
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勤奋踏实，热爱
电影，爱钻研。”谈起周浩天，李钦彤印
象深刻。

李钦彤表示，电影是文化最快、最
直接的传播方式之一，中国电影正通
过各种形式走出国门，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文化。学校将不断优化
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培
养更多优秀的戏剧影视人才而努力，
期待更多专业的学生参与到中国电
影创作之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
希望周浩天再接再厉，在电影道路上
越走越宽广。

河师大毕业生

亮相柏林国际电影节
高新区

不负春光好图景
跑出开局“加速度”
（上接第一版）目前新航集团航空机载
产品生产项目、平原航空液压航空航
天精密零部件生产项目等重点在建工
业项目均已复工建设，力争 2025 年早
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企业忙生产、赶订单、拓销路，高
新区送岗促就业也不停歇。以“春风
送岗促就业、精准服务暖人心”为主题
的高新区招聘会如期举行，此次招聘
会涵盖了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网络新
媒体、物业管理等40多个行业，满足不
同层次、不同专业求职者的需求。现
场发放政策、岗位信息等各类宣传资
料 2000 份，先后有 1000 余人进行咨询
洽谈，达成就业意向300余人。

全年看首季，开局看落实。高新

区将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围绕
市委“1+6+5”工作布局，聚焦经济建设
主战场，锚定“四项考核”争进位，以起
步就要冲刺、开局就要争先的劲头，推
动政策靠前发力、项目靠前实施、措施
靠前落地，确保一季度经济增长 6.5%
以上。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站在春天的起跑线上，迎着和煦

的春光，踏着有力的节拍，高新区春潮
涌动，项目工地、生产车间……一处处
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一个个“含金
量”十足的企业，纷纷“拉满弓”“上满
弦”，全力以赴抓订单、忙生产，一首奋
进春光曲，正和着春潮扑面而来，为高
新区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书武）目前，正值麦苗返青的关键
期，让麦苗“喝足”返青水至关重要。
近日，为保障辖区内麦田能够第一时
间浇上头茬返青水，封丘县王村乡各
村积极进行农田机井排查，及时排除
机井故障，确保农田灌溉正常运行。

经过细致摸排，相关人员发现部

分机井出现了水泵老化、管道堵塞等
问题，影响了正常的灌溉效率。为确
保麦田浇灌不受影响，各村“两委”迅
速组织人员对本村损坏的机井进行维
修。维修人员根据摸排台账对症下
药，或更换老旧水泵和损坏管道，或清
理井底淤泥和杂物，或更换老旧电
线。经过努力，辖区内的农田机井全

都进入“备战状态”，随时可用、可灌
溉。在机井维修现场，瓦窑口村一名
村民表示，村干部提前把全村机井维
护了一遍，随时可以浇地。王村乡政
府工作人员还对各村维修工作进行了
指导。

截至目前，王村乡 542 眼农田机
井已全部排查完毕，集中维修机井 3

眼。王村乡将以此次机井排查维护
为契机，引导各村严格贯彻落实维
护制度，加大对农田机井的维护力
度，做到有人用、有人管、有人修。
此外，王村乡还将建立督导机制，加
强对农田机井等村级资产管护工作
的督导力度，提升村级资产的管护
水平。

麦苗返青欲“喝足”抢修机井促丰收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
改荣 通讯员 赵恒）“沿着S309省道走，
10 分钟就到了，我想和哪吒、敖丙拍张
合照，这里还有‘熊大、熊二’，可以把妹
妹一起带来。”2月24日，获嘉县00后贾
天媛看到“哪吒国漫墙”视频，便打算和
朋友一起策划这次游玩的打卡路线。

跟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一起火
起来的，还有获嘉县照镜镇东仓村墙上
的哪吒。走进东仓村，并肩战斗的哪
吒、敖丙，冰雪王国的熊大、熊二……一
幅幅色彩斑斓、主题鲜明的墙绘作品映
入眼帘，原本单调的墙面变成了充满艺

术气息的“画布”，最长的一幅“画布”已
超过15米。这些艺术作品，不仅美化了
乡村环境，更为东仓村增添了新的文化
地标。

“我们目前是正在绘制《哪吒之魔
童闹海》中的另一个人气角色——敖
润，接下来计划绘制《画江湖之不良人》
等热门国漫角色，打造国漫 IP 一条街。
争取让大家来到这里，就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童年记忆。”正带领党员群众栽植
绿植的东仓村党支部书记王堂龙说，

“我们是把艺术和乡村建设做了有机结
合，国漫彩绘墙就是艺术乡建的一部

分。我们还会把艺术和村庄绿化、农文
旅融合等结合起来，共同打造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

在早春阳光的照耀下，该村路旁刚
栽植好的200余棵高秆月季和石楠球昂
然挺立、生机勃勃，为东仓村增添了一
道亮丽风景线。

艺术进乡村，提升了乡村建设的文
化品质，也迎来了流量，让乡村焕发出新
的生机。自2023年起，东仓村充分挖掘
本村文旅资源和内在活力，聚焦年轻化
审美与时尚，先后推出“东仓村高粱丰收
节”“照镜镇油菜花节”等文艺活动和乡

村美食“东仓烙馍”，创新打造“非遗民俗
展演+特色美食+农特展销+生态观光”
四维文旅矩阵，并利用微信视频号、抖音
短视频等吸引游客前来打卡，先后吸引
游客5万余人次，美食 IP“东仓烙馍”火爆
出圈，日营业额达到近3000元。

“艺术与乡村建设的双向奔赴，不
是简单地画画墙、种种花，而是通过艺
术成果激活乡村文旅资源，为乡村振兴
增添动力。我们会在农特产业链延伸
等领域积极探索，让流量变为‘留量’，
为村集体和群众带来持续的经济效
益。”照镜镇党委书记方伟说。

国漫哪吒“闹”上墙 乡村建设“潮”起来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书武）为进一步激励年轻干部担当
作为，着力锻造一支素质高、作风硬、
能挑重担、群众满意的年轻干部队伍，
近日，封丘县潘店镇党委书记李同海
组织召开年轻干部座谈会，动员和激
励全镇年轻干部进一步振奋精神、鼓
足干劲，在推动潘店镇振兴发展中彰
显担当、展现作为。

座谈会上，年轻干部分享成长经
历、工作心得和对未来的打算，充分展
现了不忘初心使命、顽强拼搏进取的
良好风貌和干事创业的信心决心。在
认真听取参会人员的发言后，李同海
对年轻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寄予殷切

希望：扣好对党忠诚的“第一颗扣子”，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勇挑攻坚克难的
担子，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中磨炼意
志，在处理复杂矛盾问题中积累经验，
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综合能力；打牢干
事创业的底子，克服“本领恐慌”，填补
知识弱项，勤学实践，在干事创业中磨
砺出可堪重任的硬脊梁、铁肩膀和真
本事；走好服务群众的路子，用心用情
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了解政
策落实情况，找准工作着力点，以自己
的辛苦指数换来人民群众的幸福指
数；常照清正廉洁的镜子，保持坚强定
力，涵养浩然正气，注重自我养成，守
住做人做事的底线。

封丘县潘店镇

召开年轻干部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