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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综合

本报讯（记者 崔敬）12 月 2 日，
封丘县王村乡王王村村干部王亚军像
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村便民服务中
心，做好了为村内代交小麦保险的准
备。

自小麦保险收交工作开展以来，
当地积极拓宽宣传方式，线上线下齐
发力。在链接推送、发放宣传页及精
准入户宣讲等方式的普及下，宣传人
员消除了群众政策盲点及理解误区，
在全乡范围内快速掀起小麦保险收交
热潮。

“我们村临近县城，很多村民会在

农闲时进城务工。我早来一会儿，村
里人就能在上班前拐个弯，把小麦保
险交了。”王亚军介绍。

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全乡 48 个
便民服务中心“起早贪黑”，为群众提
供优质服务，方便群众在上班前或下
班后交纳小麦保险。对于路程较远、
不方便当面交费的群众，村“两委”干
部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帮助群众交
费。

在提供暖心服务的同时，乡村两
级干部在收交保金时认真核对投保亩
数、保费等信息，登记在册并及时同步

给保险公司，将保费转入保险公司账
户。

通过协助群众完成小麦投保，为
群众种田“保驾护航”。截至目前，王
村乡收交小麦保险2万余亩，进度已过
半。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12 月 1 日，
在原阳县原兴街道西街社区，一场感人
至深的亲情调解落下帷幕，社区居民陈
小雷（化名）与其母亲刘桂兰（化名）在西
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毛进喜的耐心调解
下，终于握手言和，重拾母子亲情。

据了解，陈小雷今年 47 岁，长期在
外打工，与性格刚强的母亲刘桂兰聚少
离多。近年来，因相处时间不足，母子间
逐渐产生了怨言和隔阂。刘桂兰对儿子
的疏远感到不满，而陈小雷则认为自己
已尽力挑起生活重担，赡养母亲，双方矛
盾不断升级，甚至到了逢年过节陈小雷
除寄生活费外不愿再回家的地步。

“白养了一个儿子。”刘桂兰老人曾
含泪向社区党支部书记毛进喜哭诉，她
老伴儿很早就过世了，自己含辛茹苦地
将儿子养大，但是现在不管自己了，心里
很是委屈。

面对这对母子的矛盾，毛进喜积极
介入调解。他首先通过电话与陈小雷沟
通，成功劝说其愿意与母亲见面。随后，
在毛进喜和社区民警的邀约下，母子二
人在西街社区党群谈心室相聚。

调解过程中，毛进喜从情、理、法多
个角度入手，对双方进行耐心劝导。他
既指出陈小雷在外打拼的不易，也强调
了对父母赡养不仅要满足物质需求，更
要给予精神慰藉的重要性。同时，他也
劝导刘桂兰老人要理解儿子的辛苦和压
力，不要事事计较。

经过毛进喜的深入交谈和耐心疏
导，母子俩终于打开了心结，紧紧相拥而
泣。陈小雷深情地对母亲说：“妈，我今
后要常回家看看。”而刘桂兰老人也激动
地回应：“好儿子，我的好儿子。”

看到这一幕，毛进喜和社区民警都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们深知，家庭是
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个家庭团结和睦，社
会才能平安稳定。毛进喜表示，他将继
续秉持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为社区
居民排忧解难，共同营造幸福文明的社
区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延）12 月 4 日，记
者了解到，近年来，辉县市着力做好“建
机制、树品牌、稳增收”三篇农特产品文
章，深入挖掘本地农特产品以及龙头企
业优势资源，打造“礼遇共城”农产品公
共区域品牌，提升本地农特产品品牌知
名度、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小雪节气已过，辉县市冀屯镇仍是
一片丰收景象。一座座大棚里，菌棒上
的毛木耳片大叶厚，长势喜人。辉县市
冀屯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林宁
告诉记者，冀屯镇种菌已有30余年了，
现在冀屯食用菌已经供不应求。

在种菌方面，冀屯镇逐渐形成了
“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格

局，全镇70%的劳动力从事食用菌相关
产业。目前，冀屯镇有食用菌大棚 1.2
万个，年产食用菌2.5亿公斤，产值达10
亿元。

在销售方面，冀屯镇建立了食用菌
交易市场，并创办了纪锋食用菌加工厂
等6家加工企业，已开发菌菇饼干、菌菇
酱、菌菇罐头等系列产品，远销加拿大、
美国等多个国家。

为打响食用菌品牌，冀屯镇建设了
食用菌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现代化菌
包厂，率先在全省实现培、养、料制作全
程机械化。该镇还注册了“冀屯”“鑫
菌”商标。发展食用菌产业以来，冀屯
镇先后荣获全国农业产业强镇（食用

菌）、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食用菌）等
多项荣誉。

以前，在南太行山的丘陵地带，红
薯曾是当地人的主要食物来源。现在，
辉县红薯“华丽变身”为酸辣粉，不仅跻
身方便食品市场，还占据了重要地位。

2016年，依托传统红薯粉条加工产
业基础，顺应消费趋势，辉县市积极发
展以红薯淀粉为原料的酸辣粉生产加
工产业，目前，该市以河南九月天食品
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酸辣粉生产企业日
产酸辣粉5万件。

目前，“九月天”自主品牌和代加工
产品的酸辣粉销售遍布全国各个城市。

提到辉县特产，山楂必然名列其中。

这里的山楂，果实浑圆、果色鲜红、果面光
泽、果点突出，更重要的是有机酸、钙、山
楂黄酮类含量高于同类，能食用能入药。
2009年，“辉县山楂”被国家认证为全国唯
一的山楂基地。2010年，“辉县山楂”正式
成为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

近年来，山楂在这里被制成山楂
片、山楂糕、山楂汤、山楂饼等产品。从
种植到管理，从收购到加工，辉县山楂
的产业链越来越长，培育出多家知名食
品加工企业，培育的楂之恋、山之孕等
山楂品牌走向全国。

目前，辉县市山楂种植总面积近20
万亩，数量超过100万株，年产能超2万
吨，年产值3亿多元。

建机制 树品牌 稳增收

辉县市全力打造“礼遇共城”
农产品公共区域品牌

本报讯（记者 崔敬）12月2日，记者
了解到，封丘县陈桥镇综合文化站联合
陈桥村，邀请封丘县豫剧团和封丘具文
化广电旅游局在陈桥村开展“送戏下乡”
活动，来持续丰富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伴随着板弦声响起，“送戏下乡”演
出正式开始。戏台上，生旦净末丑轮番
登场，个个精神饱满，唱念做打尽显风
采。台下众多观众沉醉其中，掌声、笑
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和谐
美好的乡村画卷。

《清风亭》《穆桂英挂帅》《儿大不由
娘》……现场演出的节目有京剧、豫剧、
越剧等多个剧种，既有传统名段，也有
新编佳作，尽现忠孝节义、家国情怀。
演员们通过生动的表演和细腻的情感
表达，让观众置身于一个充满艺术魅力
的世界。

此次“送戏下乡”活动，既弘扬了优
秀传统文化，也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了戏
曲的魅力，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送戏下乡润民心 传播文明新风尚

村民近距离欣赏戏曲演员的表演

封丘县王村乡

小麦保险为群众撑起增收“保护伞”

原阳西街社区：

书记用心巧调解
母子矛盾终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