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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曙光 通讯员
韩园） 为了提高公众对听力健康的
重视，高新区社会事务局与关堤镇卫
生院于3月1日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听
见美好·守护健康”为主题的活动，为
社区居民提供守护听力健康服务。

在护耳活动中，耳科专家为68名
居民提供免费听力检测和耳科检查，
并对常见的耳部疾病进行了个性化的
健康指导。医生耐心细致地解答居民
的问题。此外，活动现场给居民分发
了《护耳知识手册》，还设置了科普展
板，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普及“早预
防、早发现、早干预”的健康知识。

为了扩大健康知识的传播范围，
工作人员还通过残疾人服务群和社区
网格群等渠道，推送了7期科普内容，
涵盖了老年性耳聋防治、正确用耳姿
势等健康知识。

高新区社会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服
务理念，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提高服务
质量，让更多居民感受到民生服务的
温暖。

本报讯 （记者 李蕊） 春回大
地，万物复苏，正是绿化养护的好时
机。2月28日，高新区关堤镇抢抓早
春好时机，早谋划、早安排、早行动，积
极推进春季绿化养护工作。

开春以来，该镇及时加大巡查力
度，督促各村及绿化管护工作人员对
辖区绿化带内的杂物杂草、树枝上挂
的塑料袋等垃圾进行彻底清理。同
时，为防止春季干旱对苗木的影响，该
镇结合实际情况对新延路两侧、青年
路、海棠大道两侧的绿化带提前制订
了春灌计划，及时督促绿化管护人员
进行全面浇灌，满足植物水分需求。

春季绿化养护工作直接影响全年
绿化效果，关堤镇将持续做好绿化管
护工作，确保植物健康生长，提升绿化
景观质量。

开展服务活动
守护听力健康

抢抓早春好时机
绿化养护焕新颜

本报讯（记者 李蕊） 3月1日，辉
县市常村镇的“沿村片区二月二龙抬头
盛大庙会”如期举办。

据了解，该庙会不仅是本地村民的
盛会，更是周边地域的商业交流的大
会。当日，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这

里，看表演、购物资、品美食，“沉浸式”
感受传统庙会的“烟火气”，感受浓厚的
传统文化气息。商贩此起彼伏地吆喝
着，赶会的人们悠闲地逛着，从中感受
那份返璞归真的快乐。

为丰富庙会活动，繁荣乡村“庙会

经济”，常村镇坚持传统与特色相结合，
组织开展了农产品交流会、民俗文化、
传统特色美食等深受群众喜爱的活动，
展现民俗风情，推进文化、商贸、旅游、
农业等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乡村经
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李蕊） 2 月 28
日，为将社区“微服务”惠及辖区老人，
红旗区向阳街道新机社区开展“夕阳
红 最美微笑”免费摄影活动。

当日早上 8 时许，新机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大厅人声鼎沸，老人喜气洋
洋，开心地为自己留下美好的纪念。
老两口来的，还拍了合照。拿着自己
的照片，赵阿姨高兴地说：“社区真
好！为老人办实事、办好事！”

“微服务”看似规模小，但作用大、
带动效果好。下一步，该社区将立足
实际，积极探索创新社区治理服务新
模式，着力延伸服务链条，提高服务水
平，真正做到服务无“微”不至，让幸福
无“微”不至。

“微服务”免费摄影
定格老人“最美微笑” 辣椒种植映红“好日子”

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李正涛） 2 月 28 日，走进原阳县福
宁集镇的辣椒种植基地大棚，眼前呈
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辣椒植株上
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采摘的菜农脸
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忙碌的身影构
成了一幅动人的春日丰收画卷（如
图）。

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种植
户张广路感慨万千地说：“以前靠种
传统作物，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多少
钱。自从改种大棚辣椒后，效益有了
显著提升。”

张广路介绍，他种植了 12 亩辣
椒，采用科学种植技术，结合当前辣
椒市场的良好行情，今年预计收入能
达到12万元。

辣椒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让种
植户受益，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采摘工卢敏高兴地说：“我在
这上班很方便，离家近，一天能挣八
九十块钱，还不耽误回家做饭、照顾
老人和孩子。”

为了提高辣椒的产量和品质，张
广路不断引进新技术、新品种。他在
大棚里安装了滴灌系统，实现了精准

灌溉，既节约了水资源，又提高了灌
溉效率。同时，他还采用绿色防控技
术，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确保辣椒
的品质和安全。

张广路说：“现在消费者越来越
注重食品品质和安全，我们只有种出
绿色、健康的辣椒，才能赢得市场，赢
得未来。”

据悉，近年来，原阳县大力支持
大棚种植产业，从政策扶持、技术指
导到资金补贴，全方位助力农户发展
特色种植。该县还邀请农业专家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鼓励农户
扩大种植规模，引进优良品种。通过
产业发展，不仅带动了农户增收致
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本报讯 （记者 崔敬） 2 月 28
日，记者走进封丘县王村乡杜庄村
村民杜景文家中，院内摆满了用高
粱秆扎成的粉皮帘子。一张张晶莹
剔透的手工粉皮均匀、整齐地铺在
帘子上晾晒，构成了一道别致的风
景线（如图）。

杜庄村制作粉皮历史悠久，至今
已传承了数十年。在继承传统的同
时，杜景文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
精选的优质绿豆取代红薯、马铃薯
为原料，生产出高品质的绿豆粉皮。

“虽然现在多数是由机器制作
粉皮，但是在我这里，手工制作粉皮
的技艺依然在传承。”杜景文骄傲地
说，依靠一处庭院、三两口大锅、10
余个粉皮帘子，就能制作出口感爽
滑、韧性耐嚼、清香利口的手工绿豆
粉皮。

“我们跟县城的菜店、超市、火
锅店都有合作。一年制作5000多公
斤粉皮，收入可达10 万元左右。”谈
起收入，杜景文的脸上洋溢起满足
的笑容。

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如

今，粉皮庭院经济的发展，不仅使杜
景文个人实现了增收致富，还带动
其他农户利用自家庭院做起了粉
皮。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就业，
在增收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
条“一村一品、特色富农”的产业兴
村之路正在徐徐展开。

匠心传承老手艺 深耕庭院“方寸地”

庙会满满“烟火气”
深度融合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