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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蕊）7 月 14 日，
记者了解到，“乡村振兴看河南”网络
主题宣传活动走进获嘉县，来自新华
网、人民网、光明网等 17 家重点新闻
网站、7 家商业网站平台以及河南日
报、河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深入工厂
车间、田间地头、乡村一线开展线下
采访活动。

据了解，“乡村振兴看河南”系列
网络活动，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三届。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
办、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和
中国搜索共同主办，新乡市委、市政
府承办，旨在推动河南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为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

活动当天，记者团先后来到新乡
市花溪科技有限公司、30万亩高标准
农田位庄乡示范区、位庄乡后渔池村
进行了实地采访。

在新乡市花溪科技有限公司，记

者团详细了解了企业科技创新以及
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的发展情
况。在 30 万亩高标准农田位庄乡示
范区，记者团参观了高标准农田建
设情况。在位庄乡后渔池村，记者
团实地了解了该县“三通一规范”工
作情况，听取了后渔池村乡村建设

工作介绍。
据悉，通过一上午的采访，记者

们深切感受到中原农谷建设成果在
获嘉的生动呈现，亲身体会到和美乡
村的获嘉实践。记者们表示，将把这
些鲜活的获嘉故事宣传好、报道好，
为河南乡村振兴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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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2023年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在我市举办

本报讯（记者 陈曙光）7 月 14 日，
河南省 2023 年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
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南师范大学举行，在
为期两天的活动中，来自全省各地的60
个志愿服务项目分为4组，围绕项目需
求、项目目标、项目实施、项目成果、项
目特色等展开深层次交流互动。

在本次活动中，来自我市的河南师
范大学科普推广中药材集成技术科技
志愿服务项目、“电商传情 文明花开”志
愿服务项目、红色之旅——旅游研学志
愿服务项目、“红色童心”志愿服务等项
目颇受大家的关注。

河南师范大学科普推广中药材集
成技术科技志愿服务项目2020年 10 月
启动，主要是通过科普宣讲的方式，推
广中药材良种良法配套技术，团队培育
了金银花、皂荚、地黄等13个药材新品
种，通过科普宣传在全国累计推广种植
面积超50万亩，种植户累计增收超过10
亿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目前，已开展中药材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达百余次，走进长垣、辉县、武陟、卫辉

等地，受益群众达5万人次。截至2022
年，繁育种苗300万株，累计收入超10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2.8万个，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与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河南师范大学科普推广中药材集
成技术科技志愿服务项目的同时，“无臂
主播”孙亚辉在平原示范区桥北乡开始
尝试“订单农业”，通过电商平台为农户
开展拓宽销路、助农富农，丰富就业、线
上引才，传播文化，强根筑魂三类志愿服
务活动，引导志愿服务力量，撬动社会各
方资源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兴力量。

与其他订单农业不同的是，孙亚辉
尝试的“订单农业”是根据直播间观众
的需求进行种植销售，主要是以种植茄
子、辣椒、丝瓜等无公害的蔬菜为主。
由于起步不久，种植面积在50亩左右。

“前期也是试验点，到现在有20多户参
与，他们比以前要增收很多的。”孙亚辉
说，参与种植的大多是老人，“订单农
业”让他们有了额外收入，接下来可能
会再发展自己的团队，带动更多有需求

的人加入订单式农业。
红色之旅——旅游研学志愿服务

项目是辉县市志愿者协会自主设计开
发的针对困境儿童健康发展的公益项
目。该项目主要针对山区困境学生、品
学兼优学生，组织他们走出来，了解外
边的世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让他们
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中学习到课堂
上学不到的知识，让他们精神上得到满
足，不自闭，阳光向上，健康成长。该项
目自2015年启动以来，受益人数已经超
过5000人次。

“红色童心”志愿服务项目是依托
河南省国防教育基地耿风泉抗战实物
展览馆收集整理的2万多件抗战实物这
一丰厚的红色资源，常态化免费为7岁
至14岁青少年提供红色抗战实物讲解、
思政教育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激发青
少年的爱国情怀，在心中播下爱党、爱
国、争当新时代好少年的种子。该项目
志愿服务成员由最初的全国文明家庭
耿风泉家庭成员发展到现在开展常态
化志愿服务人员100余人，由退休干部、

工人、公务员、教师、企业家、超市售货
员、中小学生等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组
成，他们大多数是由“参观者”转变成

“义务讲解志愿者”，涌现出了大量“一
家三口”“父子”“母子”“妯娌”“兄妹”式
义务讲解员现象。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在完善体制机制、整合
阵地资源、建强实践队伍、精准服务群
众上实招频出、多措并举，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建设全覆盖，推动志愿服务
人人可为、事事可为、时时可为。目前，
全市建成实践中心15个、实践所154个、
实践站3726个、实践点2381个。组建文
明实践志愿队伍4300余支，注册志愿者
70多万人，累计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7.4万余场次，活动数量级服务时长
居全省前列。

市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任小虎说：
“我们将继续大力弘扬志愿精神，推动
全市志愿服务事业和志愿服务组织发
展，不断扩大志愿服务项目品牌影响
力，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获嘉县首届“和美杯”乡村乒乓球大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李蕊）7 月 15 日，

记者了解到，在这个释放活力、激情飞
扬的时节，获嘉县首届“和美杯”乡村
乒乓球大赛在获嘉县中和镇和美体育
馆拉开赛幕。

据了解，本次比赛主题为“入乒乓
之乡、振体育精神，‘乒’动中原农谷、

‘豫’见最美乡村”。大赛分乡镇赛、晋
级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从 7 月持
续至 10 月。启动仪式后将于每周末
傍晚在获嘉县政府广场举办擂台赛，

最终选出16支队伍进行精彩角逐。
在比赛开启之前，充满乡土气息的

文化盛宴就博得满场喝彩，活力四射的
街舞，喜闻乐见的鼓舞表演引得现场掌
声不断。舞蹈表演、大合唱……让场地
的温度“热”了起来。

当晚8时，随着一声哨响，四个球
台同时开始对决。运动员们凭借娴熟
的球技，你推我挡、左攻右击，直拍、横
拍、扣球、旋转球等精彩瞬间引来阵阵
叫好，场外欢呼声、呐喊声、口哨声此

起彼伏。尽管盛夏时节天气炎热，但
挡不住运动员和观众的热情，众多球
迷和群众聚集在场馆中，为自己的球
队呐喊助威。

据悉，本次大赛中，该县全县乒乓健
儿将充分发挥“追‘球’无止境、爱‘乒’才
会赢”的乒乓精神，在赛场上燃烧热情、
挥洒汗水、全力以赴，守护乒乓之乡的
荣誉称号，彰显乒乓之乡的世纪传承，
让乒乓运动在同盟大地开花结果，为助
力乡村文化振兴贡献力量。

卫辉市举办
“桃王”争霸赛

本报讯（记者 张延）7月15日，卫辉市
第四届“桃王”争霸赛暨鲜桃采摘节开幕式
在卫州广场举行。“中蟠102号”蟠桃，由于
汁多、甜度高，夺得“桃王”称号，这是该品
种桃连续第三年夺得卫辉“桃王”称号。

此次“桃王”争霸赛暨鲜桃采摘节，共
提供参赛样品63个。经过严格评比，来自
卫辉市顿坊店乡瑞熠种植家庭农场选送的

“中蟠102号”夺得本次“桃王”争霸赛第一
名，这也是该农场连续第三次摘得“桃王”
争霸赛第一名。

“这是‘中蟠102号’第三次获得‘桃王’
称号了，已经算明星桃了，去年就是‘桃王’，
吃过的人都说口感好、香味足，今年刚到采
摘季，该品种就被订购空了。”获奖后，卫辉
市顿坊店乡瑞熠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孔凡
波说，他种植了 100 多亩、十几个品种的
桃，这些桃的品质都非常好的，市场价格也
非常不错，所以收益非常可观。

孔凡波种植的“中蟠102号”蟠桃连续
三年夺得“桃王”称号，离不开卫辉桃试验
站的帮助。

据了解，卫辉桃试验站是中国农业科
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在河南省建立的唯一
一个专业性桃试验站。“今年‘桃王’争霸赛
选送样品的数量、质量都比往年有了较大
的进步，说明卫辉桃种植户积极性高、品种
优秀，技术先进，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生产
出高质量的鲜桃。”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
究所副所长田鹏介绍道。

近年来，卫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桃
产业发展，全市种植桃树3.6万余亩，总产
值15亿元，成功建成卫辉市桃产业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区域公共品牌1个，荣
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称号，取得“绿色
农产品认证”2家，有力推动桃产业从中低
端市场向高端市场进军，延伸产业链供应
链，推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果
之首、桃之都”的卫辉品牌形象。

记者团在乡村开展采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