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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保群

2024年河南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名单公布

“信阳毛尖”“固始柳编”联袂入选
本报讯（记者 马依钒）昨日，记者

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省农业农村厅
公布了2024年河南省农业文化遗产
资源名单，我市信阳毛尖茶文化系统、
固始柳条传统栽培及编织系统入选。

为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利用，深入发掘河南省优秀农业文化
遗产，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2024
年河南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挖掘认
定工作。在县级申报、市级推荐的基
础上，经过初审、评议、公示等程序，
认定全省19个项目为2024年河南省

农业文化遗产资源。
信阳毛尖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茶

之一，是信阳的金名片，2014年，“信
阳毛尖茶制作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24 年 5 月，在

“2024中国茶品牌建设论坛”上，信阳
毛尖以80.55亿元，位居“2024中国茶
区域公用品牌”第二名。固始柳编于
2007年被信阳市人民政府列入“第一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编织技艺传承至今已有 500 多年历
史，几十种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

区，是固始县规模化出口创汇产品。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切实履行保护传承责任，进
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科技等方面价值，有效调动农民群众
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积极
性、主动性，展现新时代农耕文化的
魅力风采，坚持在挖掘中保护、在利
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实践，持续加强工作指导和宣传展
示，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本报讯（记者 马迎春）“各位评委老师
好，我是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学生，我
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一名助农电商主播……”
近日，信阳艺术职业学院举行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大赛决赛，参赛选手们精彩的表现赢
得了现场专家评委和该校师生的阵阵掌声。

据悉，本次大赛旨在全面普及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知识，更好实现以赛促学，促
进大学生科学合理规划学业与职业发展；
以赛促教，提高大学生生涯教育水平，做实
做细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以赛促就，推动
学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记者获悉，该校高度重视此次全国大学
生职业规划大赛，截至目前，已有7577名在校
生注册报名。本次大赛自10月份启动以来，
由就业办主办，在校团委及各二级学院的大
力支持下，进行广泛宣传动员，经过报名、资
料初评、学院初赛、校级复赛等阶段，从44名
优秀选手中选拔12名选手参加决赛。

本场比赛共有成长赛道、就业赛道两
个赛道。成长赛道共有 9名参赛选手，设
置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5名。
就业赛道共有3名参赛选手，设置一等奖1
名、二等奖1名、三等奖1名。

“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竞赛，更是我们
为同学们精心搭建的一座感知自我、探索未
来的桥梁，一个让同学们提前洞悉社会需
求、明确职业方向的宝贵机会。”信阳艺术职
业学院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回顾过去一年，
学校在河南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中荣获
金奖1项、银奖1项，这充分展现了学校在职
业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的办学成绩。学校
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学生职业
规划意识，为他们高质量就业奠定基础。

促进高质量就业
信阳艺术职业学院举办校

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决赛

本报讯（记者 周 涛）昨日，记者从市
文广旅局了解到，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公
示了2024年拟认定省级旅游度假区名单，
全省8家旅游度假区入选，我市新县金兰
旅游度假区名列其中。

据悉，旅游度假区是以提供住宿、餐饮、
购物、康养、休闲、娱乐等度假旅游服务为主
要功能，有明确空间边界和独立管理运营机
构的集聚区。除新县金兰旅游度假区外，我
省郑州市中牟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洛阳市
洛阳龙门度假区、新安县龙潭峡旅游度假
区、伊川龙凤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新乡市辉
县市五龙欢腾旅游度假区、三门峡市卢氏
县天浴汤河旅游度假区、济源市那些年小
镇旅游度假区7家旅游度假区入选。

新县金兰旅游度假区坐落于金兰山国
家森林公园内，被誉为“大别山生物王国”。
度假区紧紧依托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资源和金兰山国家森林公园丰富旅游
资源，是得天独厚的森林康养、健身休闲的
好去处。其中，连康山森林康养基地基础设
施均配备齐全，拥有完善生态康养体系，先
后被评为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国家级森林
康养试点建设基地、省级康养旅游区。

2024年拟认定省级旅游度

假区公示

金兰旅游度假区上榜

让“甜蜜的艺术”焕发光彩
——走近信阳市糖画非遗传承人孙豪

栩栩如生的孙悟空、憨态可掬的
大熊猫、呆萌可爱的小金鱼……惟妙
惟肖的糖画在冬日暖阳下闪烁着金黄
的光泽，晶莹剔透，格外诱人。昨日，
记者走近信阳市糖画非遗传承人孙
豪，探寻这门传统民间技艺的魅力。

在公园门前一角，孙豪的小摊格
外引人注目。他手持一把特制铜勺，
舀起一勺琥珀色糖稀，手腕轻抖，糖
液如金丝般流淌而下，在光洁的石板
上勾勒出优美线条。眨眼间，一只威
风凛凛的“老虎”跃然眼前，精细的纹
理、昂扬的姿态，仿佛下一秒就要呼
啸而出。这一精湛技艺引得围观市
民赞不绝口，掌声不断。从传统生肖
到神话人物，从花鸟鱼虫到现代卡
通，孙豪都能信手拈来，赋予糖画灵
动的生命力。

“观之若画，食之甜心，以勺为
笔，融糖为墨，一勾一拉之间，尽显糖

画之魂。”说起孙豪与糖画的结缘，纯
属偶然。2012年，孙豪在湖北做生意
时结识到路边一位糖画老师傅，感受
到了糖画的独特魅力，便无法自拔地
喜欢上了这门手艺。老师傅一般不
会把技术传给外人，但在孙豪的多番
恳求下，老师傅最终被他的决心打
动，将制作糖画的技巧倾囊传授。经
过反复练习实践，孙豪从最简单的线
条操作，到熟练选用糖料、熬糖、勺绘
图案，再到后来有了自己的探索和创
新，终于练就了炉火纯青的手艺，做
出了名气。

“糖画最难的一关就是熬糖，糖
太稀不容易造型，糖熬过了就发黑没
光泽，口感欠佳。熬糖没有诀窍，全
是无数次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无论
是原料、器皿、水质、火候都很重要。”
孙豪深谙此道，糖熬好，浇糖也是一
门学问，“提、拉、收”是基本手法，浇
糖的过程中一定要“快、准、稳”，做出
来的各种图案才漂亮。

“其实，我还会吹糖人。”孙豪告
诉记者，画糖画、吹糖人都需要静心，
只有真正喜欢它们的人才能守得住
这门手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孙豪
不仅十几年如一日坚守着这份手艺，
还收徒传艺带出了 20 多个徒弟，并
积极加入传承传统文化的队伍，常常
参加茶文化节、文化大集市、非遗展
示等活动，宣传推广糖画技艺，让老
百姓走近糖画、了解糖画，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将坚守初
心，大胆创新，尽我所能把这门‘甜蜜
’的传统手艺好好传承下去，让糖画
在现代社会焕发光彩。”孙豪信心满
满地说。

昨日，记者在平桥区甘岸街道二郎村繁高种植专业合作社看到，村民们正在蔬菜棚内
采摘高钙蔬菜（糯米冬寒菜）。近年来，该合作社依托便捷交通和资源优势，科学建设蔬菜大
棚，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不仅保障了市民“菜篮子”有效供给，稳定了市场价格，还拓宽了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路。 本报记者 马保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