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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炉煮茶闻暖香，且喜人间
好时节。”昨日，笔者走进位于罗山
县山店乡与定远乡交界处的云禾
山水景区，冬日暖阳，小桥流水，一
顶顶帐篷下，三五好友围坐小桌
边，桌上泥炉，炉上茶壶，彩色陶瓷
盘里盛着丰富小食，竹编篮筐装着
新鲜水果，炭火噼里啪啦发出细微
声响，茶汤沸腾。

“这里依山傍水，可以赏赏田
园风光，趁着周末约上几个好姐妹
闲话家常，围炉煮茶，孩子们能接
触大自然，轻松又自在。”来自信阳
市区的游客张女士告诉笔者。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
氛围感勾勒出人间烟火气，也让乡
村旅游平添了几分人气。这种“围
炉煮茶”新产品、新业态，为游客提
供了一种舒适温暖的社交方式，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在罗山，发展特色乡村旅游，

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助力乡村振
兴，“围炉煮茶”只是一个缩影。近
年来，罗山县瞄准“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目标，准确把握省委

“十大战略”、市委“1335 工作布
局”和县委“一极四区”新罗山建
设目标，充分彰显好山、好水、好
生态的绝佳优势，激活山水密码，
讲好罗山故事，让文化旅游业由
弱变强，实现从观光旅游向体验
研学式旅游，从旅游过境地向全
域旅游目的地的华丽转身、精彩
嬗变，不断推动全域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

在罗山县铁铺镇，集休闲旅游
度假的茶旅融合主题民宿“有稻山
房”通过对村民闲置的古民宅提质
改造，既保留了田野乡间的粗犷和
质朴，又有现代的精致与匠心，充
分彰显了豫南乡村特色建筑风貌。
在注入“围炉煮茶”、农事体验等新
IP后也是一房难求。

“记住乡愁、留住乡情”。罗山

在融入红、绿文化元素的基础上，
不断挖掘特色民宿亮点，打造“乡
愁载体”，形成“一家一品一特色”
分布格局，让游客不仅宿“山”宿

“水”，更是宿“文化”。同时，因地、
因时制宜打造具有吸引力的鲜明
IP，努力将特色民宿打造成罗山旅
游业实现新突破的“引爆点”，为乡
村振兴插上“有形翅膀”。

目前，休闲、度假、体验已成为
人们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诉求，精
品化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方
向，各种新玩法陆续登场，突破传
统走走看看的观光旅游概念，农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腰包越来越
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从‘围炉煮茶’到特色民宿，
文化体验，新业态不断成长，为乡
村旅游发展提供更多活力与产能。
未来，罗山县将打破单一的观光旅
游模式，发展更具集群效应、更多
元的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该
县县委书记余国芳表示。

罗山县：新业态激发乡村旅游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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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余海寿）“耽误您下班了，加班加点
为我们办事，你们的服务质量现在越来越高
了！”近日，已是晚上六点多钟了，在平桥区政
务服务大厅，刚刚办完不动产事项的陈女士感
激地对窗口工作人员说。

延时服务是平桥区政务服务中心践行主
题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推出的惠民活动之
一，该中心始终秉持“以人为本”、高效便民服
务理念，按照“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针对
年底办事群众多、业务量大、天气寒冷等现象，
设置“潮汐窗口”，开辟“绿色通道”，严格落实
服务事项“即时办”“及时办”“延时办”，发扬

“店小二”精神，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代办服务”等惠民措施，最大限度
满足企业主体和群众需求，“最多跑一次”不让
群众多跑路、跑空路。

延时服务延长的是办公室的灯光，展现的
是政务服务发展的新业态，获得的是市场主体
和群众的认可。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我们结合主题教育，本着‘用真情打动人心、
用高效便利群众’的理念，做到群众不离窗口、
我们不下岗位，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有速度更有
温度的优质服务，实现群众满意度再提升、幸
福感再增强、营商环境再优化。”

为民办事“不打烊”
平桥区政务服务中心延

时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黄 轩）为鼓励广大适龄青年积极
应征入伍，献身国防事业，近日，潢川县桃林铺
镇广泛宣传、精准摸排、精准服务，全力推进征
兵2024年春季工作走深走实。

细化目标明责任。该镇及时召开征兵工作
部署会，会上解读2024年征兵相关政策，传达学
习上级关于征兵工作要求，分析研判当前工作
形势，部署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
措施，确保2024年春季征兵工作顺利开展。

广泛宣传有氛围。该镇通过大喇叭、张贴
宣传海报、各村大群转发等多形式宣传持续宣
传征兵信息和大学毕业生入伍优待政策，激发
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确保相关政策，做
到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在全镇营造出人人重
视征兵和人人支持征兵的良好氛围。

优化服务助征兵。该镇通过数据比对，摸
排适龄青年，建好《在读大学生花名册》《往届
毕业生花名册》两本台账，通过打一通电话、进
行一次家访，了解适龄青年的当兵意向、文化
程度、身体素质等情况，帮助适龄青年做好应
征入伍的引导工作。

截至目前，共摸排动员适龄青年354人，有
9人报名应征，其中毕业生7名,张贴征兵通告
200余张，发放宣传手册1000余份，有效激发了
适龄青年应征入伍积极性。

参军报国 不负韶华
潢川县桃林铺镇全力推

进征兵工作走深走实
科技种出“莓”好生活
浉河区十三里桥乡学堂岗村做大做强草莓产业

本报讯（魏 震）智能连栋温室
大棚、智能化物联网管理系统……
昨日，走进浉河区十三里桥乡学堂
岗村的草莓种植大棚，发现这里的
温室大棚与平日所见不同，大棚里

“科技范儿”满满、“智能化”多多。
在这里，草莓不是长在地面

上，而是长在悬空的架子上，每一
排立架之间留出了足够的通行空
间。棚内搭建水肥一体化设施，采
用智能物联网技术，可在任何有网
络信号区域在手机上操控草莓施
肥和灌溉。同时，在棚内安装了温
湿度、pH酸碱度、CO2浓度、磷钾
含量传感器，与显示屏连接实时监
测草莓生长因子变化情况，为草莓
生长提供参考数据。

近年来，学堂岗党支部先后领
办了“振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学
堂岗农业发展公司”，结合村地理
优势和实际情况，多次联系中国农

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专家到村指
导，确定发展优质蟠桃、猕猴桃、草
莓作为主导产业，着力打造一村一
品美丽格局。

“我们把现有土地进行整合，
集中连片发展种植，越来越多的
村民通过合作社的平台积极参
与，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还带动了村民务工，实现共同致
富。”学堂岗村党支部书记叶调成
笑着说。

近年来，十三里桥乡草莓现代
农业产业园从立足于未来乡村振
兴发展“从零到一”的突破，到融合
草莓生产、经营、组织、绿色发展、
农民增收“一生万物”壮大了草莓
品牌的影响力，再到做大做强十三
里桥草莓产业链，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助力草莓产业发展更加强劲、
农民增收能力不断增强、加速乡村
旅游转型升级的“万象更新”发展

模式，全面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的“双丰收”。

在今年“第五届河南省草莓大
会”上，十三里桥乡被授予“中国草
莓之乡”称号，该乡草莓现代农业
产业园被授予“河南省百县草莓标
准示范园”，乡里26户种植户选送
的草莓荣获“第五届河南省草莓大
会”擂台赛金奖、银奖。

十三里桥乡乡长尚孟娟表示：
“下一步，十三里桥乡草莓现代农
业产业园将立足于现有草莓产业
基础、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结合
当前和未来乡村振兴发展需要，进
一步促进十三里桥草莓生产、经
营、组织、产业融合、绿色发展、农
民增收、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提
升，做大做强十三里桥草莓产业，
将十三里桥打造为全区乃至全市
样板的农业发展先行区，实现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近日，市体
育舞蹈协会、淮
滨县体育舞蹈协
会在淮滨县淮河
饭店生态园举办

“美好生活 体舞
相伴”迎新年全
市优秀节目展演
暨联谊年会。来
自市直及五县体
育舞蹈协会、交
谊舞舞蹈协会会
员表演了悠扬欢
快的交谊舞，一
对对舞者轻歌曼
舞，婀娜多姿，让
观者欣赏到了一
台精彩纷呈的舞
蹈表演。

王长江
朱 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