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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推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 � � �

信阳消息（熊林高李传祥）

今年以来， 我市采取强有力措施，

稳步推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项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
上半年，全市开展优生健康教育

5

万人
(

次
)

，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

25102

人次，超额完成全年任
务数的

50%

以上。

强化组织领导。 制订《国家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 明确了开展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

目的意义、目标任务、步骤流程、单
位职责、保障措施；强化宣传倡导。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

折页、广告牌等多种形式，围绕“免
费”开展宣传，使国家的惠民政策
家喻户晓；强化能力建设。 加快基
础设施升级改造，提升技术装备水
平；强化规范运行。 不断强化责任
意识和风险意识， 严格依照国家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技术服务规
范》开展服务，严禁违规操作。要利
用基层工作网络， 做好摸底排查，

把符合条件的人数搞准搞实，同时
发挥好县、乡、村、组联动作用，做
好动员组织工作，切实提高目标人
群覆盖率。

北大清华学子赴信阳暑期实践圆满落幕

北大萌妹子漫画记录旅行掀信阳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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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吴楠）看红看绿
看蓝天，品山品水品毛尖。

7

月
5

日上
午，为期

5

天的北大、清华学子“走进红
色信阳、感受红色信阳、宣传红色信阳”

主题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活动期间，每到一个地方，学子们
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将所见、所感
传递给身边的人，与朋友一起分享信阳
的美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
专业的大二学生王淼更是独具特色地
以漫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她创
作了一组“喵仔信阳行”的漫画，以一只
可爱小猫咪的视角，将一天的行程记录
下来。

7

月
4

日，这条“北大萌妹子漫画
记录暑期信阳行”的微博在网上迅速
传播，漫画记录了主人公“喵仔”在信
阳的旅行经历， 其中对信阳汤泉池、

南湾湖、革命纪念馆、鸡公山等景点

及各种信阳美食的称赞吸引了不少
网友围观，掀起一股“信阳热”。 网友
纷纷转发，引起众多外地人以及在外
地的信阳人的共鸣。 “想念家里的山
水，想念正宗的信阳南湾鱼。 ”在外地
的信阳人纷纷评论。 也有外地的网友
好奇地说：“河南信阳这么好？ 有机会
一定要去看看！ ”

为了能更好地交流心得，为信阳红
色旅游发展出谋划策，

7

月
4

日晚，学
子们与信阳市旅游局全体工作人员
一起举行座谈会。 学子们除了赞叹信
阳的美景、美食外，还谈及了自己对
理想的追求， 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同
时也对信阳旅游产业的发展献言献
策。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大二学生
沈於婕结合家乡乌镇的旅游发展，从
“有特色、有意思、有持续性”三个角
度出发，从新颖宣传、多元性开发、改

善旅游氛围、以红色旅游带动其他旅
游资源发展等方面，畅谈了自己对于
信阳旅游发展的想法和建议。 光山籍
北大女孩儿刘正鸽也分享了自己在家
乡旅游的感受，她说以前只知道信阳红
色旅游资源丰富，但是一直没有系统地
游玩。通过这一次旅游才知道我们信阳
的红色旅游资源比想象中更多更好，感
到很骄傲。她提议家乡可以从更多角度
加大宣传，树立品牌，自己学业有成后
也将投身家乡建设。

此次北大、清华学子“走进红色信
阳、感受红色信阳、宣传红色信阳”主题
活动的圆满落幕，将红色传统文化教育
与信阳旅游产业的宣传发展相结合，学
子们通过微博、微信、人人网等平台随
手记录所见、所闻，作出实践总结报告，

是一次别具意义的青年学子重温历史、

励志寻梦之旅。

� � � �@saniyaqian

：第一次来信阳啦
~

在信阳，回首传统，品味
现代；感受红色，体味深蕴

~

在这里，放飞心灵，寻找自由，

体会众多的第一次……在信阳，与清新自由相约，与红色革
命重逢，品信阳毛尖，登鸡公山顶，赏茶艺文化̂̂等你们，

在信阳！ 如果你也是一个向往自由，珍惜红色传统的人，那
么欢迎你来到信阳，寻找另一个自己

!

@verdemar

： 早上的行程结束啦
~

来吃豫南的农家乐饭
菜，天气晴朗，在山里感觉云离自己特别近，真是一扫北京
的阴霾！

@gezier

：许世友将军乃是大忠大孝大义至情至性至真
的汉子，生于信阳，为国出奔，魂归信阳，替母守坟，一生只
把个忠孝诠释得完美！

苹果树上结出梨 皮柳树上长核桃

“土专家”许远成“移花接木”巧种树
� � � �

信阳消息（记者徐杰刘
方实习生陈革荣） 在平桥区
五里办事处七桥居委会， 提起许
远成，不少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

夸他是“能人”。 一个地地道道的
果农，到底“能”在哪呢？ 带着疑
问，记者走进了许远成家的果园，

在听他讲“移花接木”的那些事儿
后，一切便豁然开朗。

夏日的乡村处处是满眼葱
茏， 正午的日头晒得人浑身发烫，

坐在许远成的农家小院里，悠悠凉
风送来阵阵果香，许远成的老伴儿
忙端进一大盆刚采摘的苹果给记
者解暑。 咬一口，脆生生，甜丝丝，

水汪汪。许远成说：“你吃的这个苹
果其实是梨树上结出来的。 ”看记
者怀疑的目光，他便把记者领到了
门前果园的一棵梨树下， 果真，在
挂满梨子的繁茂枝叶间，旁边的三
棵枝丫上，竟然结出了十几个拳头
大的苹果。“这是梨树嫁接的苹果，

这是桃树嫁接的杏梅、李子，这是

嫁接的核桃……”在他不大的果园
里，许远成带着记者穿行在一棵棵
果实累累的树下， 向记者逐一介
绍，“我这两亩大的果园里所有的
果子都是嫁接出来的，只要掌握了
树的特性，把握好了亲和力和匹配
度，就没有我嫁接不出来的果树。”

许远成自豪地说。

许远成说这话可不是自夸。

从
20

岁开始，他就喜欢上了果树
种植，凭着一股专注劲儿，文化水
平并不高的他， 果树种植技术日
渐精湛， 经他手种植的果树成活
率极高，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土专
家”，乡里村里的大型果园都慕名
请他做管理与指导。

在多年的种植生涯中对农业
种植的热爱和不断尝试、不断创新
的那股钻劲儿，使许远成并不单单
满足在种植果树和简单的嫁接上
做文章，他还学会了“跨界”嫁接。

1997

年， 许远成发现村里随处可
见的皮柳树跟核桃树在叶片、树

皮、 习性等性质上亲和力极高，于
是他开始着手在皮柳树上嫁接核
桃。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许远成
成功了，三年后，皮柳树上硕果累
累，结出的核桃皮薄个头大，凭着
这项轰动十里八乡的发明， 当年，

他还获得平桥区
1000

元的奖金。

“现在年纪大了，但爱种果树
的习惯可没变， 每到成熟季节都
是老伴儿到街上去卖果子， 每次
很快都会卖完。 ”如今已过古稀之
年的许远成仅门前的果园一年就
能带来一万元的收入。

许远成说：“现在大批的农村
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 愿意待在
家发展农业的越来越少了， 这促
进不了农业现代化的推广， 我和
老伴儿年纪都大了， 总有干不动
的那一天， 如果有哪个小伙儿愿
意跟我学种植， 把这种嫁接的技
术更广泛地推广开， 带动咱全村
的经济发展， 我会毫无保留地都
传授给他。 ”

北大清华学子信阳行微博摘要
链接

＞＞

相关新闻

农业部调研组考察信阳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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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张继疆）

7

月
3

日，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市场流通处处长张国一行，来信阳
市调研茶产业发展和信阳国际茶
城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据了解，目前我市茶园面积达
210

万亩， 开采面积
115

万亩，年
产干茶

5

万多吨，产值近
80

亿元，

茶叶已成为信阳老区人民致富奔
小康的重要支柱。信阳国际茶城是
市政府按照省委、 省政府要求，为
充分发挥信阳区域优势、 资源优
势、生态优势，促进“南茶北销、国
茶外销”而建设的项目。 目前已有
来自安徽、福建、河南、云南、贵州、

湖北、台湾等全国各地的茶叶生产
企业

297

家入驻经营。

调研期间，张国一行对“国家
级信阳茶叶产地批发市场” 项目
的建设规模、市场运营现状、资金
投入及运行方式等作了深入的考
察，并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福建
紫云鸿渐茶叶有限公司、 贵州凤
岗县仙人岭锌硒有机茶业有限公
司、台湾善儒茶业有限公司、信阳
毛尖集团等入驻信阳国际茶城的
企业代表经营情况的汇报。会后，

调研组也对市场内茶叶生产加工
车间、 信阳市原生态茶园基地进
行了考察。

� � � � 7

月
4

日下午，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河南省
音乐家协会会员尹云芝在信阳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
办独唱音乐会，演唱了《长相知》等

12

首歌曲，让广大
听众享受了一场音乐盛宴。 本报记者周亚涛摄

� � � � 7

月
4

日，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举行执行款物集中发放
大会，共涉及执行案件

7

件的
9

名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标的
款

13

万余元。 这次集中兑现活动是平桥区法院进行第一季度
执行成果展示会，同时也彰显了法律的尊严，警示那些规避执
行的债务人要及早清偿债务，履行义务。 任静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