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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梅 吕伶仪

●兹有淮滨县卫生学校在淮滨县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淮滨支行，办理的账号为:1718022609200179863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153000708501)，因不慎
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刘静购买的由信阳泰合实业有限公司开
发的南湾·琨御府C153号车位，其地下停车位使用权
转让回购赠送合同（编号：0000300）和车位收据（收
据编号：2861166，金额：150000元，开具时间：2019年
12月22日），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平桥区长台关乡赵洼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N2411503MF3587198Q），在中原银行平
桥支行办理的账号为：411518010170027902的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150005207101），因不慎丢失，特
声明作废。

声 明

新县：春耕图景里的振兴密码

本报讯（马晓冲）上周
末，固始县徐集镇中心校
校本部召开法治报告暨表
彰大会。徐集镇党委、镇
司法所相关负责同志、优
秀学生家长代表及全校师
生参加会议。

少先队辅导员胡婉婷
带领学生宣誓完毕，徐集
镇司法所所长、校本部法
治副校长李永强，以《知法
守法 护航青春》为题，从

“法律是什么、与学生息息
相关的一些法律、如何用
法律保护自己、想对同学
们说的话”四个方面，结合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案
例，采取一问一答、聊天互
动的方式，向同学们传授
了相关法律知识，希望同

学们从小树立法治意识，
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在法
治阳光沐浴下健康成长。

该校五（2）班、五（4）
班同学分别表演了诗朗诵

《新学期，春天的礼赞》、手
势舞《学哪吒有力量》等节
目。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一批表现优异的教师和学
生受到了表彰。优秀教师
代表竹欣雅、优秀学生代
表童颢天，先后作了典型
发言。最后，中心校校本
部校长丁加锋对全体师生
提出了新年要求，希望大
家创新进取、努力拼搏，不
怕困难、刻苦学习，以坚韧
的姿态勇攀知识高峰，共
同创造校本部更加辉煌的
未来。

固始县徐集镇：

法治阳光“照”童心

春回大别山，新县沙窝镇的
田野间早已热闹非凡。在匡湾村
的白术种植基地，起垄机的轰鸣
声与锄头的碰撞声此起彼伏，翻
新的泥土泛着湿润的光泽，工人
们弯腰挥汗，一条条排水沟从无
到有，逐渐成形。

技术员程德洋穿梭田埂，话
语中透着笃定：“白术是药市‘抢
手货’，咱这儿山地多、生态好，
加上企业带着干，乡亲们种药能
挣钱，打工也增收！”依托独特的
丘陵资源，新县的中药材种植已
成规模，仅沙窝镇便让数百农户
实现在家门口捧上“生态饭碗”。

循着春耕的脚步向东，王山
村的天麻种植基地里又是另一
番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在基地
负责人汪中登的指导下，村民们

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天
麻种子的移栽工作。铺菌床、放
麻种、覆泥土，每一个步骤都饱
含着村民们对丰收的期待，他们
种下的不仅是天麻种子，更是播
撒下了致富的希望。

汪中登一边示范一边感慨：
“天麻从育种到采收能带动 100
多人务工，今年还有四五户主动
要跟着种！”曾经沉睡的山坡，因
天麻产业的兴起焕发活力。村民
流转土地收租金，参与种植领工
资，一粒粒天麻种子悄然撬动致
富新希望。

山下种白术，山坡种天麻，
“药香经济”正在沙窝生根发芽。
而在连绵的山丘上，漫山油茶树
也正舒展新绿。“在这里种油茶，
不仅把附近的荒山利用起来了，
还让我们老百姓有活干，有钱
赚。”知道我们的来意，附近的村

民潘国勋放下了手中的油茶苗，
拍了拍手中的泥土，满眼笑意地
说到。

据了解，沙窝镇全镇油茶面
积已经发展到5万余亩，年产鲜
果 5000万斤，年产值超 1亿元。
更 妙 的 是 林 下 套 种 的“ 生 意
经”——油茶间隙栽上丹参，葛
根，实现“一地两用、生态生金”。
这种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林地，
更让村民四季有活干：春管油
茶、夏收药材、秋冬采果，山间忙
碌的身影里透着红火的日子。

从药香四溢的种植基地到
层叠染翠的油茶林，沙窝镇的春
天交织着机械的轰鸣、劳作的欢
语和破土的新芽。在新县这片充
满希望的土地上，老区群众正以
生态为底色，执产业之笔勾勒乡
村振兴图景，绿水青山间，小康
梦正拔节生长。

本报讯（胡 斌 杨 果)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近
日，罗山县楠杆镇烟叶种
植大户抢抓农时，全面开
展烟叶育苗工作，为新一
年的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走进楠杆镇张岗村烟
叶种植大户汪志荣的育苗
基地，4 座标准化育苗大
棚整齐排列，大棚里一盘
盘育苗盘整齐摆放，一株
株烟苗正破土而出，茁壮
生长。烟农汪志荣不时地
察看室内的温度。“现在可
是育苗的关键时期，温度、
湿度都要控制好，每一个
环节都不能马虎，只有育
出好苗，才能保证今年的
烟叶产量和质量。”汪志荣
一边忙碌一边说道。

据汪志荣介绍，“大棚内
每个育苗盘有200株烟苗，从
种子处理到成苗移栽要经历
50天‘全周期呵护’。4个大
棚共培育烟苗1600余盘，烟

苗成活率达90%以上，预计
可满足全镇200余亩烟田的
种植需求。”

为确保育苗工作顺利
进行，楠杆镇今年通过专业
化育苗，采用漂浮育苗技
术，通过统一供种、统一消
毒、统一管理的标准化流
程，该镇还积极组织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大
户提供全程技术指导。从
苗床整理、种子处理到温、
湿度调控，技术人员都耐心
细致地讲解和示范，帮助种
植户解决实际问题。同时，
楠杆镇还提前做好农资调
配工作，保障种子、化肥、农
药等物资及时供应。

楠杆镇种植烟叶历
史悠久，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孕育出的烟叶品质优
良，深受市场青睐。近年，
随着烟叶产业的不断发展
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户通
过种植烟叶走上致富路。

罗山县楠杆镇：

育出好苗出好“烟”

“这里的书籍种类繁多，且
离家非常近，如今，周末带孩子
来这儿阅读已成为我们家的新
风尚。”近日，在息县项店镇街村
的成功书院内，村民李玉芳站在
书架旁，展示着孩子正沉浸其中
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一书。

步入项店镇成功书院，只见
2万余册图书井然有序地摆放在
新引入的智能书架上。其中，农
业技术类书籍尤为引人注目，《小
麦高产栽培技术》《豫南蔬菜种植
手册》等实用书籍书页微卷，显然
常被翻阅。儿童阅读区内，《十万
个为什么》《宝葫芦的秘密》等经
典读物前，一群孩子围坐成圈，志
愿者正用亲切的当地方言为他们
讲述书中的奇妙故事。

“我们创新性地建立了‘订单

式’服务机制。”管理员董殿锐一
边在手机上打开“书香息县”APP
展示后台数据，一边介绍道：“村
民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轻松预约书
籍，县图书馆每周会准时配送。”
据悉，该书屋已与县图书馆实现
通借通还，藏书每季度更新率达
30%，其中农技类与儿童读物连
续数月稳居借阅榜前列。

据该县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息县将农家书屋建设
视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并创
新性地推出了“1+N”管理模式：
以书屋为核心，整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乡村文化大礼堂等资
源，组建了一支由驻村第一书
记、乡贤、大学生志愿者等构成
的 138 支文化服务队。2024 年
以来，全县已成功举办“春耕读
书会”“亲子诵读季”等主题活动
210余场，惠及群众6.8万人次。

在基层文化服务的实践中，
息县积极探索并形成了“三常三
新”工作机制：图书常添新、活动
常创新、服务常优化。通过“群
众点单、中心派单、志愿者接单”
的服务闭环，精准对接群众的文
化需求。目前，全县农家书屋的
年均借阅量已突破 3万册次，较
改造前增长了整整 5倍，真正实
现了文化服务的“零距离”。

如今，在息县，这样的“精神
粮仓”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
们不仅提供了单纯的阅读空间，
更成为政策宣讲的平台、农技培
训的基地以及乡风文明的课
堂。小小书屋正以其独特的魅
力，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文化新篇
章。正如正在借阅《现代农业管
理》的种植大户王建军所言：“这
里不仅藏着‘黄金屋’，更孕育着
致富的‘金钥匙’。”

息县：文化“粮仓”育乡风启民智

3月2日，位于淮河边的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区，集装箱码头装卸机忙个不停。一艘艘集装
箱货船经此入淮河、进长江、驰大海，繁荣了当地水上经济。 王长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