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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腔声】 新人参加集体婚礼收到的祝福更多

5月19日，“5·19”中国旅游日暨辉
县市第二届青年集体婚礼在南太行八
里沟景区举行。辉县市部分领导及市
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共同见证了 17 对新
人的集体婚礼。（《平原晚报》5 月 21 日
A04版报道）

与大操大办的传统婚礼相比，简约
而不失热烈、隆重的集体婚礼，不但显
得更有仪式感，而且让新人收到了来自
社会各界的更多祝福，意义非凡。

其实，很多人都举行过传统婚礼，
也参加过传统婚礼，对传统婚礼存在的
问题都会感同身受。

众所周知，传统婚礼各项开支比较
多、比较大，很多新人花费太多直呼

“受不了”；新人疲于繁琐礼节“应付”，
耗费大量精力；司仪滔滔不绝，婚礼仪
式过于复杂；为了走“流程”，“开席”比
较晚……

对此，新人难以承受“花费之重”，
宾客对此颇有怨言，新人和宾客的“婚
礼幸福感”由此而打折。

然而，相关部门和单位举行的集体
婚礼整齐划一，简约规范，不但较好地
化解了传统婚礼中的各种问题，而且集
体婚礼还具有传统婚礼难以比拟的“个
性服务”“超值服务”。

以辉县市举行的集体婚礼为例，本

次活动由共青团辉县市委、辉县市妇女
联合会、辉县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辉
县市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办，新乡南太
行旅游有限公司承办。辉县市融媒体
中心线上平台“辉县发布”视频号及抖
音号同步直播。

辉县市举行的集体婚礼涉及到的
部门和单位多达6家，这样操办集体婚
礼的“团队”很多、很强大。

再说了，辉县市部分领导及市直相
关单位负责人共同见证了 17 对新人的
集体婚礼，辉县市委副书记、市委办公
室主任毕捷为新人证婚，这 17 对新人
参加集体婚礼的“礼遇”很高、很荣光。

我们再来说原阳县举行集体婚礼

的一个亮点：在集体婚礼仪式开始前，
20对新人身着中式传统服饰，乘坐充满
爱情浪漫元素的“公交婚车”来到现场，
以独特的方式携手共赴一场“中式浪
漫”婚礼。

很显然，与一对新人坐一辆轿车的
“单独行动”相比，20 对新人“共坐婚
车”的气氛很热烈，仪式感满满的。

毫无疑问，集体婚礼由多家部门和单
位统一组织，整齐划一，简约规范，这样的
婚礼很热烈、很隆重、很文明。

不言而喻，集体婚礼的社会关注度
高，让更多的人见证了新人的幸福时
刻，新人收到的祝福更多，你说幸福不
幸福！

□姬国庆

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小麦是我
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初夏时节，
正是小麦中后期病虫害发生危害的关键
时期，采取科学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方法，
对保障小麦生产安全至关重要。

5月22日，小麦茎基腐病等重大病
虫害防控技术试验示范现场观摩会在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新乡试验
基地召开，来自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科
学院、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
位的 150 余名代表一起走进试验田，现
场观摩小麦茎基腐病等重大病虫害防控
技术最新成果与应用效果，会商研讨重
大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策略，为夏粮丰产
丰收打下基础。

观摩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的专家们从小麦抗性品种、监
测预警技术、生防技术与产品、化学防治
技术、防控技术五方面介绍了小麦病虫
害的综合技术，展示最新技术成果。

“小麦茎基腐病是我国新发、突发植
物疫情，于2012年在河南省焦作市首先
发现，随后不断扩散蔓延。调研发现，该
病虫害在我国广大麦区，特别是黄淮海
冬麦等麦区呈持续扩散态势，年均发生
面积突破1亿亩、产量损失超过35亿公
斤，严重影响我国小麦产业稳健发展。”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刘太国研
究员说。

为解决小麦茎基腐病研究和防控
工作中存在的“规律不清、测报不准、
品种不抗、药剂不灵、认知不足”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启动和实施了重大科
技任务“小麦茎基腐病灾变规律与绿色
防控技术研究”，基本查清了我国小麦
茎基腐病的发生分布区域、影响因素以
及病原菌优势种类、毒素污染特征和小
麦品种抗病状况，成功筛选出一批小麦
抗病品种和高效杀菌剂等病害防治关
键技术。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陈
万权研究员表示：“小麦茎基腐病很特
殊，是由多种病原菌引起的土传病害，为
此我们提出了‘内调外疗、上控下促’的

病害综合防控策略以及‘两种一晚一喷’
（即抗病良种、药剂拌种、适期晚播、返青
期喷药）的综合防控技术。通过试验得
出，利用这套综合技术，小麦茎基腐病防
效最高可达90%以上。”

“未来，我们将继续围绕‘内调外疗、
上控下促’这一理念，采取营养调控、保
健栽培等措施，形成‘两种一喷、两深一
增’（即抗病良种、药剂拌种、返青期喷
药、播前深翻、适当深播、增施锌肥），‘两
种两深、一晚一喷’（抗病良种、药剂拌
种，播前深翻、适当深播，适期晚播，返青
喷药）等模式，减轻病虫害发生危害。”陈
万权说。

本报讯 （记者 崔敬） 5 月 22 日，在省林业
局、省农科院专家及市林业局、封丘县自然资源局
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封丘县河南绿碧园农林开发
有限公司、贾庄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被省林业
局授予“林业科技示范园”。

我省高度重视林业科技工作，2021年以来，先
后认定3批林业科技示范园，为以点带面带动提
升林业科技示范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河
南省林业局认定第三批河南林业科技示范园，7家
单位成功入选。其中，来自我市封丘县的菌草栽
培科技示范园、金银花栽培科技示范园光荣在列。

5月22日，两家林业科技示范园的申报单位
封丘县河南绿碧园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贾庄金银
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被省林业局授予“林业科技示
范园”牌匾。

河南绿碧园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致力于菌草的
培育、种植与加工、畜牧饲养与加工、草菌种植与
加工、纤维素提取及生物质能源应用等产业发展，
以“农头工尾”产业模式，积极打造菌草全产业链
特色农业品牌。

贾庄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500亩标准化种
植基地，以点带面推动金银花产业的绿色可持续
稳定发展，不断提高金银花产业链条的科技含量。

据了解，林业科技示范园实行动态管理，有效
期为3年。林业主管部门将出面协调示范园与涉
林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并支持其申报
省级以上林业生产建设项目和科技项目。

我市两单位被授予
省级“林业科技示范园”

本报讯 （记者 崔敬） 5 月 23
日，记者了解到，暑期临近，为加强
教育、培训广告监管，规范教育、培
训广告发布行为，市市场监管局发
布教育、培训广告合规提示，要求各
市场主体制作发布教育、培训广告
活动中要自觉遵守，来有效维护广
告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提示要求，教育、培训广告不得
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
语。

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网络平
台及公共场所、居民区等线上线下
空间不刊登、不播发面向中小学（含
幼儿园）的学科类、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广告。教育、培训广告应当具有
可识别性。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
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能够
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

广告中不得含有对教育、培训
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
诺。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有相关考试
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考试命题人

员参与教育、培训。
教育、培训广告应当以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
基本的用语用字。不得使用繁体
字、异体字，不得单独使用外国语
言文字。

教育、培训广告宣传应当理性
客观，不得传递不正确的价值观，
烘托、渲染紧张氛围，故意造成学
生或者家长的焦虑情绪。不得制
作发布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
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校外
培训广告。

教育、培训广告使用“升学率”
“通过率”等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
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
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

教育、培训广告中表明附带赠
送的课程、图书礼包等商品或者服
务，应当明示所附带赠送的品种、规
格、数量、期限和方式。不得制作发
布含有虚构原价、虚假折扣等以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推销校外培

训业务的广告。
不得刊登、播放、张贴或者散发

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
广告；不得在校园内开展商业广告
活动；不得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
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
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
商业广告。

慎用广告代言人，坚决抵制违
法失德人员。广告主在选用代言
人时，要做好背景调查和风险防
控，要把政治素养、道德品行、艺术
水准、社会评价作为选用广告代言
人标准。

不得制作发布利用科研单位、
学术机构、教育机构、行业协会、专
业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
推荐、证明的广告。

此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发现
涉嫌违法广告线索，可通过 12315
进行投诉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将依
法严肃处理，对情节严重、影响较大
的违法案件将予以公开曝光。

我市发布教育、培训广告合规提示

维护广告市场秩序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50余名农业植保专家会聚
观摩指导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