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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社区

一年一岁又清明
文明祭祀我先行
王村镇开展文明祭祀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延） 4 月2 日，记者
从牧野区王村镇了解到，在清明节来临之
际，镇政府在全镇开展“文明祭祀迎清明，
移风易俗树新风”宣传活动，让辖区群众度
过一个平安、环保、绿色的清明节。

据介绍，王村镇通过“线下+线上”相
结合的形式，在辖区内大力宣传文明祭祀
的科学理念。线下组织志愿者在各村、社
区发放宣传页，并在显眼位置悬挂条幅。
线上通过村广播、微信群等方式传播文明
祭祀理念。

此外，王村镇还在公示栏张贴殡葬改
革倡议书，让村民了解《殡葬管理条例》，大
力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让“生前
尽孝厚养，身后文明薄葬”观念深入人心，
营造文明和谐乡风。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 通讯员 郑
媛媛） 4 月 2 日，记者从市博物馆获
悉，“天地之中——河南夏商周三代文
明展”将于4月3日至7月8日在香港
历史博物馆展出，市博物馆的 5 件藏
品远赴香港参展。

据了解，此次展览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河南省文物
局联合主办，香港历史博物馆和河南
博物院联合筹划。此次展览共展出逾
150 件（套）文物，包括大型及成组的

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及卜骨等，通
过这些藏品，介绍河南省内重要的城
址遗迹，以及三代的政治、社会、礼制
及文化面貌。国家主导的夏商周断代
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亦会在展览
中加以介绍，以增进大家对国家历史
研究工程和中华文明的认识。

市博物馆作为支持单位之一，特
精选馆藏的玉鸮、三鸟铜尊、包金铜
内玉援戈、白陶象尊以及鸟形把玉铲
等 5 件商代珍贵文物参加此次展

览。河南位处黄河中下游，从史前时
期，历经夏商周、汉唐以至北宋，是历
史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中国历史记载中最早的三个朝代
——夏、商、周，均于河南建都，留下
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香港历史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联
合筹划“天地之中——河南夏商周三
代文明展”，让广大香港市民从我国最
早的王朝滥觞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的
文明和历史。

探访自闭症儿童
用爱点亮孤独的星

本报讯 （记者 陈曙光） 4 月 2 日是
“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当日，诚城·诚之光
平台联合市康复教育中心共同举办了“以
诚为盟点亮星光”为主题的关爱自闭症儿
童公益行活动。

当日上午，参加活动的20多名志愿者
到市康复教育中心为“星星的孩子”送去食
品、益智玩具等物品，看望了孩子们的学习
情况，参观了他们的学习环境，并分享了感
统体适能课程。

新乡市康复教育中心是我市唯一公办
定点儿童康复机构，主要免费开展0岁至
14岁特殊儿童孤独症、智力、听力、言语等
方面的康复训练，帮他们早日走向社会，过
上正常人的生活。

此次活动除了给自闭症儿童带去爱心
物资外，更重要的是让普通人走近自闭症
儿童，了解自闭症，让更多人关注自闭症这
个特殊群体。

本报讯（记者 陈曙光） 为积极倡导
全民阅读，向广大读书爱好者搭建一个学
习交流平台，在社区形成“多读书、读好书”
的良好社会风尚，3月31日，市图书馆联合
红旗区洪门镇朝阳社区开展了“推广全民
阅读 书香萦绕社区”图书漂流活动。

此次活动吸引了广大居民的积极参
与，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聚集在书摊前翻看
自己感兴趣的图书。活动现场，志愿者还
为孩子们表演了偶剧场《精卫填海》，小朋
友们围坐在百宝箱前看得津津有味，并表
示非常喜欢这种新颖活泼的阅读形式。

图书漂流，流淌的不仅是图书，更传播
着诚信，传递着文明。图书漂流活动中蕴
含了游戏情节和神秘感觉，使读书活动充
满了趣味，提高了读者的读书兴致。该活
动从3月31日起至4月30日止，广大居民
可带着闲置书本，到活动地点免费交换同
等品类盲盒书。

本报讯 （记者 崔敬） 4 月 2
日，记者在封丘县冯村乡郑村的羊
肚菌种植基地里看到，经过一个冬
季的孕育，上百亩羊肚菌如雨后春
笋般破土而出，奏响了春日里的“丰
收曲”。

4月2日上午，在这片羊肚菌种
植基地里，一朵朵鲜嫩的羊肚菌撑
着褐色的“小伞”争相破土而出，散
发着勃勃生机。村民们正拿着小刀
穿梭于菌垄间，挑选采收装箱，送往
千家万户的餐桌。

羊肚菌是一种食药兼用菌，因
其形态酷似翻开的羊肚而得名。羊
肚菌因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鲜美
的口感，被誉为“菌中之王”。厚实
的羊肚菌与平时的管理密不可分，
该基地技术总工罗忠于介绍，羊肚
菌原是野生的，通过人工驯化过后，
现在已大面积推广人工栽培，是一
种高效农业。

“我们从3月28日开始采摘，随
着气温的增高，每天都能采摘2000
余斤。用烘干机加工烘干后，市场
价在每斤 700 元左右。”罗忠于介
绍，由于人工培育的羊肚菌种植周
期短、效益高、见效快，市场前景广
阔，深受群众青睐。

对于正在采摘的村民马继红来
说，长势喜人的羊肚菌是她的福
星。“自从土地流转以后，我开始来
基地干活，一个月能增加2000多元
的收入，家里、地里都能照顾好。”

小小羊肚菌，增收新产业。近
年来，冯村乡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持
续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羊
肚菌等特色种植，进一步拓宽了群
众增收渠道，丰收的“交响曲”正在
田间悄然奏响。

丰收的羊肚菌

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4月1
日，记者在获嘉县采访时了解到，该
县照镜镇东仓村油烙馍火遍网络，
与之相关的各个平台视频播放量高
达 200 多万条，更有不远千里的外
地人专程来到东仓村，一饱口福。
那么，东仓村的这张烙馍究竟有啥
来头？

相传3000年前，周武王在同盟
山会师盟誓，欲伐纣灭商，军需粮草
屯于照镜镇东仓、西仓两村。牧野
之战期间连日大雨，粮草供给速度
太慢，姜子牙急中生智，让村民改变
了大饼的做法，从而加快了粮草供
给速度。后来，姜子牙给它起了个
名字叫“烙馍”。

战争结束后，由于东仓村很多
村民都参与了烙馍的制作过程，便

将这道美食的制作工艺传承了下
来。发展到现在，东仓村的村民们
在和面的过程中会加入大葱和各种
调料，烧起地锅火，然后在鏊盘上抹
点油，使得制作出来的烙馍外酥里
嫩又有烟火味，深受大众喜欢。

据了解，近年来东仓村紧紧围
绕“乡村产业振兴、群众致富增收”
这一目标，积极拓宽农村留守劳动
力就业渠道，探索打造有特色、有品
质的东仓烙馍品牌，使得这张穿越
了 3000 年历史传奇的烙馍又被赋
予了新的使命。

从“千年古县 和美获嘉”乡厨
大赛系列活动之大烩菜、油烙馍比
赛夺冠、到首届文化旅游节中“农家
味”宣传荣登央视，再到 2024 年获
嘉春晚火爆出圈，东仓烙馍成功打

出了品牌，开辟了一条充满烟火味
的市场新路径。目前在获嘉县，吃
东仓烙馍也成了一件很潮的事儿。

“俺仨人能顾得上一个摊儿，下
午 4 点出摊儿，一天能卖 100 多张
馍，日营业额 500 块钱，除去成本，
俺仨人一个月能挣1万多块钱。”东
仓村村民贺霞说。

“俺都六七十岁了，干不了啥重
活儿，在这儿每天都是干半天活，一
个月轻轻松松挣3000多块钱，这活
儿越干越有劲儿。”东仓村村民赵大
娘接过话茬儿说。

据悉，下一步，东仓村将继续用
小烙馍撬动大消费，全力以赴把“烙
馍”产业培育成农民增收致富的“金
饭碗”，书写烟火味中的大文章，在
乡村振兴赛道上跑出傲人成绩。

羊肚菌奏响春日“丰收曲”

小村庄的振兴路上有“馍法”

市博物馆5件藏品赴香港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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