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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聂建武 王丽君）激情
夏日，乐动红城。8月20日，新县第
四届“红城好声音”歌手大赛决赛
在大别山露营公园如期举办。

比赛现场，荧光闪烁，掌声阵
阵，在初赛中脱颖而出的80名选手
逐一登场，倾情演唱《花香》《流浪
记》《领航新时代》《茶香中国》《咱
老百姓》等耳熟能详的歌曲，流行、
民族等音乐风格相互交织，各类

“好声音”彼此碰撞，选手们或饱含
深情，或慷慨激昂，或热情动感，为
观众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
盛宴，整个比赛场地被渲染成一片
歌声的海洋。

“这场比赛不仅给新县的音乐

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绽放
青春的舞台，更让我们体验了一场
免费的音乐会，真的是太精彩了。”
观众席上，为朋友助阵的王佳兴奋
地说。

经过激烈的角逐，经评委现场
打分，共评选出特等奖 2名、一等
奖 6 名、二等奖 12 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40名。

“感谢县里为我们提供了这么
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以歌咏志、
以乐会友，站在舞台上充分展示自
己。”在此次比赛中，获得特等奖的
选手邱生激动万分。

据了解，作为新县清凉“爽”一
夏·2023年文化旅游消费季系列活

动之一，新县第四届“红城好声音”
歌手大赛于 8月 2日正式启动，历
经10场初赛、1场半决赛。大赛自启
动以来，新县160余名音乐爱好者、
歌手踊跃报名参赛，线上线下参与
群众22.5万余人次。

“此次活动以音乐为链，展现
了老区群众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对于丰富群众
性精神文化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提升‘红城好
声音’品牌影响力，积极营造浓厚
的文化氛围，引导广大群众不忘初
心、砥砺奋进，助推新县文化文艺
事业繁荣发展。”新县文化广电和
旅游体育局负责人表示。

以音乐为链 展老区风采
新县举办第四届“红城好声音”歌手大赛

县 区
传真

本报讯（潘 广 李 钰）为了解企业对全县
营商环境的真实反馈情况，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近日，罗山县市场监管局积极开展企业大走访
活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

强化领导，深入走访摸实情。该局分管领
导带队走访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考察，对企业生
产环境、经营现状、安全生产等方面充分调研；
与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深入倾听企业发展需
求，了解企业对县域营商环境的意见与建议，并
宣传与其密切相关的营商环境政策，为企业发
展积极献计献策。

股所联动，贴心服务促发展。该局充分发
动力量，组织相关股室联合辖区市场监管所对
各小微企业开展走访。在走访中，面对企业生
产经营遇到的实际问题，工作人员进行详细记
录并结合相关政策给予答复。并通过发放调查
问卷，充分把握企业对县局服务监管工作的意
见、对营商环境的满意度及建议。

把握需求，精准施策出实招。该局以此次
走访活动为契机，通过分析座谈记录、调查问卷
中的数据，找出本县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持续
优化服务举措。此次走访，促进了监管人员与
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并为县局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指明了方向。截至目前，共走访企业 130
余家，收集意见建议90余条。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常态化走访企业，全力
以赴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落实，助力企业高
质量发展。

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罗山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企

业大走访活动

本报讯（季士豪）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固始县赵
岗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微型消防站建设，积
极整合乡级消防站资源，构建农村消防管理与
防控体系，织密“点、线、面”三位一体“防火
网”，坚决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月 22日，固始县赵岗乡举办“微型消防
站启动仪式暨培训大会”，以村（社区）为单
位，在全乡范围内建立起 15 个微型消防站，
各站点明确 1 名微型消防站管理员和 1 名消
防志愿者。乡党委、政府现场为微型消防站
配备分发作训服、背负式森林灭火机、灭火
器、灭火拖把等灭火设备，同时现场培训各类
灭火器材的使用方式，大大提高全乡的消防
应急能力。

微型消防站的建立是打通村社消防安
全“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标志。微型消防站
具有机动能力强，到场速度快等多重优势，
为守护一方安全提供重要保障。下一步，该
乡将强化微型消防站的宣传，增强群众的安
全消防意识，以“防”为主，以“消”为辅，坚
决守住乡域安全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固始县赵岗乡微型消防站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杨长喜）近日，
信阳市农科院的专家和种粮大户一
起，对罗山县潘新镇的再生稻头季进
行现场测产。大家选取了两个典型田
块的机口稻进行实割实测，经测量，
两块田地的产量分别为1874斤/亩和
1630斤/亩，以含水量40%计，折合实
产（含水量14%）后，产量分别达到
1386.7斤/亩和1206.2斤/亩，再生稻
的头季大获成功。

“第一季亩产跟正常杂交水稻
差不多，再加上第二季，不仅能大
幅提高产量，更有助于打造优质大
米品牌，增加收益。种再生稻，划
算！”现场测产后，种粮大户丁名贵
忍不住赞叹。

丁名贵是潘新镇有名的种田
大户。近年，在与市农科院专家和
同行的交流中，他深刻体会到了种
植再生稻的好处。2022 年以来，
市、县先后出台了支持发展再生稻

生产的政策和方案，更加坚定了丁
名贵发展再生稻生产的决心和信
心。他了解到，近年，由于当地再生
稻发展迅速，每到插秧季节，再生
稻秧苗十分紧缺，育出来的秧苗往
往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订购一空，
市场空间巨大。今年年初，他投资
建设了一座育秧工厂，专门用来培
育再生稻秧苗，并在品种选择、浸
种、营养土选择、撒土、播种、肥水
管理等环节请专家亲自把关指导。
今年3月中下旬开始，一批批再生
稻秧苗顺利出厂，由于整齐度高、
质量好，2000多亩的秧苗很快就销
售一空，育秧工厂的投资也收回了
一大部分。

为了回报乡亲对自己开办育
秧工厂的支持，丁名贵又邀请市农
科院的专家为乡亲开展再生稻生
产的技术服务，在再生稻机插移
栽、分蘖期田间管理、抽穗扬花期

病虫害防治等各个关键时期巡回
开展技术指导，全过程跟踪监测再
生稻生长，确保了关键技术措施落
实到人落实到田。

在罗山县宝城街道新强家庭
农场，负责人吴国强通过种植再生
稻，辐射带动了周边乡邻种植上千
亩。今年，再生稻头季亩产约650公
斤，再生季预计平均亩产200公斤，
两季总产每亩约850公斤，有效增
加了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

近年，罗山县通过政策、人才
支持，再生稻种植面积持续增长，
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据罗山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罗
山县水稻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100
万亩左右。其中，再生稻种植面积
一直呈稳定增长态势，近两年更是
以每年10万亩左右的速度在增长。
目前，再生稻种植面积超过了全县
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

“种再生稻，划算！”
罗山县种植再生稻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8月22日，光山县孙铁铺镇蒋楼村荟林葡萄生态园种植基地里，农民正在采摘阳光
玫瑰葡萄。荟林葡萄生态园于2017年春从山东引进种植优良品种阳光玫瑰无公害葡
萄，采取“生态园+基地+农户”的种植经营模式，今秋又喜获大丰收，亩纯收入达2万多
元，并吸纳周围农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该生态园还把种植技术传授当地农户，让更
多农民通过种植阳光玫瑰葡萄走上致富路。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