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彦章 田亚楠

见过养鸡养羊养猪，第一次见养
鸽子，感觉很稀奇！

走进商水县天成鸽业科技产业

园，一座座大型鸽棚错落有致 ，规模
宏大，让人惊讶。 鸽棚内，一排排多层
立体化鸽舍并立。 鸽笼内，鸽声咕咕
呼朋引伴，声音悠扬，充满喜乐。

走进鸽棚，偌大的鸽棚内干净整
洁， 每对种鸽哺育 2 到 3 只乳鸽，居
住在每层独立的窝棚内。 窝棚是用铁
丝编制的长方体笼子，鸽子们相互独
立，又上下左右彼此可见。 每排鸽笼
有一人多高，长有 80 多米，都安装有
全自动喂养装置，按照设计按时缓慢
移动投喂。 鸽子的饲料由养殖团队自
行研发，将玉米、豌豆、高粱、大麦、扁
豆等原粮通过粉碎、 冷压等流程，加
入益生菌制成。 在鸽笼的底端，有一
条传送带，将鸽子产生的粪便及时清
理，回收后制作成肥料销售，确保鸽
棚内干净卫生。

“鸽子是动物界夫妻的楷模，感
情专一，对伴侣忠诚，认准了就是一
辈子。 每对鸽子只要完成配对，就会
厮守一生 。 鸽子对待感情 ， 比人都
强！ ”饲养员史梦霞笑着说，“每个笼
子里的一对种鸽，都是在散养区自行
配对后组成的。 它们在一起共同分享

食物、照顾幼鸽，体现了自然界的和
谐与美好。 ”

记者看到，每只鸽子腿上都套有
一个独特的“脚环”，上面印有数字编
号，这个编号犹如鸽子的身份证号码
一般，记录着这只鸽子的生长情况。

像这样的数字化、自动化养殖模
式，1 个人就可以管理 1 个大棚里的
7000 多只鸽子，极大降低了养殖成本
和人工成本。

“目前 ，这个厂共有 34 座鸽棚 ，
每座鸽棚都是按照自动化、智能化标
准建设，鸽棚内设有通风装置和照明
灯，确保鸽子健康成长。 ”史梦霞介绍
道。

饭店里的 “烤乳鸽 ”就是从这里
出栏的！

种鸽下蛋后，饲养人员将鸽子蛋
收走，随后放入假鸽子蛋，鸽子会主
动孵化假鸽子蛋，并产生鸽乳。 被收
走的鸽子蛋统一拿到孵化室，工作人
员将受精的鸽子蛋放入孵化器进行

孵化， 未受精的则打上标签进入市
场，每枚售价 6 元。 鸽子蛋在孵化器
内 18 天后，乳鸽破壳而出，随后工作
人员将出壳的乳鸽送入鸽笼，将假鸽
子蛋拿走。 此时种鸽已经有了鸽乳，
便可以哺育乳鸽。

一只乳鸽从孵出到出栏一共需

要 28 天，体重在一市斤左右。 在这期

间主要以种鸽的鸽乳为食。
能将乳鸽孵化这一生物繁衍过

程变得如此流水线生产，得益于养殖
技术的创新。

在厂内的一间办公室 ， 满墙的
荣誉奖牌引人注目 ， “世界十大名
鸽 ”“河南省科学技术普及成果奖 ”
“发明专利证书”等奖牌和证书挂满
了一面墙。 “我们在长期的鸽子养殖
过程中进行技术创新 ， 从鸽子下蛋
到破壳全部采取智能化温箱孵化 ，
并且鸽棚内还配备了饲料加工 、消
杀补光、 喂养清粪等先进的机械设
备， 实现了生产标准化 、 防疫设施
化、养殖良种化的健康科学养殖 。 ”
技术人员告诉我们。

“一鸽顶九鸡”。
乳鸽肉质细嫩， 滋养作用较强，

富含粗蛋白质和少量无机盐等营养

成分，具有养颜护发、提高记忆力等
功效。

记者了解到， 目前厂内有 20 余
万只鸽子，主要品种是王鸽 ，这种鸽
子繁殖率高、生长快、料肉比高，是优
良的肉鸽品种。 一只出栏的乳鸽体重

不到 1 斤，每只卖 35 元，市场需求量
非常大。

商水县姚集镇地处黄淮平原，具
备养殖肉鸽的优良条件。一鸽俊带来
百鸽舞。天成鸽业有限公司商水分公
司作为本地养鸽领域龙头企业，充分
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采取了
“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模式，
免费为农户提供种鸽、饲养技术和防
疫技术服务，乳鸽出栏后由公司统一
收购，带动多个合作社和农户发展肉
鸽养殖，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共同体， 极大提高了养殖户的积极
性。

“我们把肉鸽养殖产业作为乡村
振兴、产业振兴的有效抓手进行重点
培育，建立和完善村集体、企业、农户
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企业增效 、农户
增收，把小鸽子做成大产业，助推乡
村振兴发展。 ”姚集镇姚集村支部书
记姚刚向记者介绍，“下一步，姚集村
将进一步关注市场需求，延长产业链
条，尽早建成集育种、养殖、生产、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实现质
量和效益双提升。 ”②6

“鸽”声“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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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绽放新活力

“新设备生产出的新产品精度
可以达到 0.001 毫米，只有头发丝五
分之一的粗细， 其精度技术在整个
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 在河南凯旺电
子科技公司的光学曲线磨床车间 ，
公司负责人赵建拿起企业生产的一

个电子精密结构件说，“我们每年投
入大量资金进行设备升级改造和科

技研发， 突破了 20 多项行业核心技
术，可满足高端行业生产需求，成为
了国内外通讯、 安防领域龙头企业
的重要合作商。 ”

凯旺电子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
生产电子精密连接器及线缆连接组

件为主。 随着 2023 年 6 月新建项目
的顺利投产， 企业生产能力比原来
提升了两倍。

“我们充分发挥凯旺电子龙头
带动效应，鼓励企业建立技术中心、
研发中心， 建设产业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 推动产业高水平、 高质量发
展。 ”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说，近年
来， 我市不断健全创新型企业提档
升级机制，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创新龙
头企业”梯级培育体系，对研发活动
开展较好、创新能力较强、研发投入
大的企业及时纳入高新技术企业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后备库。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市

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714 家；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 112 家； 培育凯旺电子、
巨鑫生物等瞪羚企业 9 家， 金丹科
技、 乐普药业等创新型龙头企业 2
家；完成研发“四有”企业 1201 家，研
发活动覆盖率达到了 73.59%。

广纳人才

汇聚发展新动能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 实现创新
驱动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如何留
住人才、培养人才、人尽其才是一个
永恒的课题。

周口市广泛与高校、 科研单位
合办研发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吸

引高层次人才加入， 为周口创新驱
动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周口师范学院牵头申报的 “植
物高效再生与遗传转化技术建立及

应用”项目，被授予 2022 年度河南省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该技术解决了
植物转基因研究中的三大关键技术

难题，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且应用前
景广阔。目前，其研究成果被 60 多个
国家的 370 多个科研团队应用。周口
市农科院先后育成省级以上审定农

作物新品种 87 个， 其中小麦 30 个、
大豆 27 个，在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作
物种子创新方面居全国领先地位。

2023 年， 周口认定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29家， 新认定创新创业
平台 5 家，设立鞠振宇中医院杰青工
作室 1 家、韩新巍中医院中原学者工
作站等 2 家，通过高质量平台广纳四
方人才。

去年夏天， 第六届中国·河南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周口专场活

动———“凤归周口、共创未来”周口籍
在外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行 。
150多家重点企事业单位、近 5000 个
工作岗位“虚位以待”，近万名高校毕
业生陆续进场求职。在现场负责招聘
工作的企业招聘员表示，通过面对面
的沟通，他感受到了大学生饱满的求
职热情，相信企业能顺利选出所需人
才。

据了解，2022 年以来，全市先后
引进博士研究生 217 人、硕士研究生
2818 人、本科生 2.21 万人，柔性引进
“两院”院士 10 人、外籍院士 2 人，其
中周口籍在外人才占比达 72%。以张
新友院士、 刘中民院士为代表的周
口籍在外优秀专家、青年学子、企业
家等纷纷通过 “凤归周口 ”工程 ，带
项目 、带技术 、带团队 、带资金返乡
创新创业、开展项目合作。

如今，放眼周口全市，伏羲实验
室、 周口师范学院现代产业学院建
设火热推进，中试基地加速布局，科
技型领军企业势头强劲， 创新驱动
潮涌三川。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让“第
一动力”在周口更加汹涌澎湃，开启
更美好的明天。 ②6

防灾减灾宣传周 群众来当“主角儿”

□记者 王锦春 金月全 王丹

闻名天下的川藏公路， 如同一
条彩带， 蜿蜒于雪域高原， 被自驾
者、骑行者称为“最美天路”。 然而，
雪山见证， 这是一条用鲜血和生命
铺筑的天路。

70 多年前，筑路大军，以“让高
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
在空气稀薄、高寒缺氧、乱石纵横的
恶劣环境中， 用血肉之躯修筑进藏
公路。

2000 多公里的川藏公路旁 ，长
眠着 3000 多名筑路战士，平均每公
里就至少有一名战士牺牲。

张福林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

之一。 川藏公路雀儿山段的路旁，有
一座张福林烈士陵园。 烈士雕像手
持铁镐，凝视前方，向人们诉说 “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筑路故事。

张福林 ，1925 年出生于河南省
扶沟县大李庄乡林宋村，1950 年，光
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参加太原、西
南等战役，多次荣立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为
增进民族团结，建设西南边疆，中央
决定修筑川藏公路。 1951 年， 张福
林随部队开拔到雀儿山安营扎寨 ，

投入到修筑川藏公路的战斗中 。
张福林所在班担负爆破石方的任

务。
海拔 6168 米的雀儿山，高耸入

云天。 早一天打通雀儿山，就能早一
天把公路修到西藏。

在雀儿山，张福林创造了奇迹。
原来一个炮眼只能炸很少的石头 ，
他探索出一套爆破法，创下纪录，是
当时全国爆破工效的 140 倍！ 张福
林的经验很快被推广开来。

1951 年 12 月 10 日中午收工
后，张福林为了连队午后施工安全，
在工地检查炮眼及装药情况时 ，突
然被山坡上坠落下来的一块石头砸

在身上。
卫生员忙着向前进行抢救 ，他

说：“不要管我，快去修路！ ”“不要给
我打针，我不行了，给国家节省一支
针吧……”

张福林的一腔热血， 染红了雀
儿山的冰雪。

在担架上， 张福林从口袋里掏
出一些钱递给指导员， 交了最后一
次党费。

战友们从他的遗物中， 找到五
包菜籽。 他生前在日记里写道：“我
要把幸福的种子撒在青藏高原 ，让

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
张福林牺牲后， 战友们把他安

葬在路边。 他要陪伴牺牲的战友，他
要看到公路通向西藏。

张福林牺牲 18 天后，雀儿山段
的公路修通了。 通车前夕， 部队首
长来到张福林的墓前， 深深地三鞠
躬， 深情地说：“我们有这样的英雄
战士，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困苦！ ”

1952 年，张福林被追记一等功，
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 “张福林班”。
1953 年，张福林被授予“筑路英雄”
称号。

1952 年 5 月 18 日，《人民日报》
发表 《学习张福林忘我精神》 的评
论。 他的英雄事迹，长期鼓舞后人艰
苦奋斗。

2011 年，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张福林被评为“60 位感动西藏
人物”之一。

为了纪念他， 人们在川藏交界
处的雀儿山建立张福林烈士陵园 ，
立有张福林烈士铜像。

哈达、花儿 ，献给张福林烈士 。
过往的人们纷纷行上庄重的注目

礼。
张福林，少小离家参军，再也没

有回到家乡， 他的英灵始终守护雪

域高原。
家乡人怎能忘记张福林？ 在他

的家乡扶沟县大李庄乡林宋村 ，人
们建起了张福林事迹陈列馆， 传颂
他的红色故事。

家乡人也忘不了张福林的母亲

薛桂芳。 她因积极从事革命工作 ，
1947 年壮烈牺牲。

在薛桂芳的坟墓旁， 家乡人建
起张福林纪念碑， 同为革命烈士的
母子俩人，终得团聚相伴。

以张福林为代表的筑路大军锻

造的“两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
精神，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深刻入了共和
国的里程碑。 ②6

“筑路英雄”张福林

������5 月 20 日， 淮阳区王店街道
刘庄现代农业园里， 一座座蔬菜
温室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育
苗大棚里， 一盘盘育苗盘整齐排
列，绿油油的种苗生机盎然，村民
在进行育苗管理。 淮阳区王店街
道刘庄现代农业园一期已建成投
用大棚 126 个，二期已规划完毕，
主要种植京番 301、 京番 308、瑞
粉 882、普罗旺斯、日本网纹甜瓜
等。 记者 王映 摄

�������5 月 20 日上午，“泥土的芬芳” 张玉萍乡土泥塑艺术展在市文化馆开展，
展出了我市青年艺术家张玉萍的乡土泥塑 100 件，其中，原生态泥塑 52 件，丹
钧泥塑 48件。 记者 梁照曾 摄

创新驱动潮涌三川

�(上接第一版)
“我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你们按

时送药上门，这样的服务暖人心。 ”近
日，王寨行政村村民王大爷向村医保
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王大爷
享受到的便利服务 ， 是市医保局
“4234”工作机制的生动体现。 市医保
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优化医
保便民、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等方面真
抓实干，探索建立“4234”乡村经办工
作机制， 将医保服务下沉至 “最末
梢”，实现医保经办服务“就近办”“家

门办”。
据了解，“4234”乡村经办新机制

是明确 4 项内容 ， 打造 2 个工作阵
地，建立 3 种档案，做到 4 项公示。 “4
项内容”，是指全民“应保尽保”、门诊
重症慢性病卡“应办尽办”、医保待遇
“应享尽享”、医保惠民政策“应知尽
知”；“打造 2 个工作阵地”，是指依托
乡村两级医疗机构，打造乡镇医保服
务中心和村医保工作站；“建立 3 种
档案” 是指建立居民参保服务管理、
门诊重症慢性病管理、医疗救助待遇

落实等三种档案；“4 项公示” 是指公
示居民参保情况、门诊重症慢性病卡
办享情况、医疗救助待遇享受情况和
医保惠民政策宣传情况。

在王寨行政村医保工作站， 王珂
经常向村民讲解医保便民政策， 帮助
患者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医保工作站
中有专门人员提供服务， 方便群众办
理业务。 我们主动上门帮助行动不便
的老人、残疾人开展帮办代办服务，帮
助行动不便的老人缴纳医保， 落实门
诊重症慢性病管理， 希望每个村民都

能享受到医保政策的红利。 ”王珂说。
“目前 ，全市 203 个乡 （镇 ）卫生

院，6505 个医保定点村卫生室均建立
了乡镇医保经办服务中心和村医保

工作站，参保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医保服务和门诊统筹报销待遇，真正
实现了医保服务群众‘零距离’。 6505
名村医成为‘医保人’，成为医保的宣
传员、服务员，成为医保和人民群众
的连心桥，一张以村医为主力军的医
保服务网逐渐形成。 ”市医保局相关
负责人说。 ②6

�������(上接第一版)
到了淮阳，更知周口历史文化的

厚重，更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辣滚烫”。 第一届周口伏羲文化旅游
节如和煦东风，拂过游客心田，激活
淮阳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探索
文旅融合发展的“一池春水”，催生出
欣欣向荣的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崭

新图景。
“淮阳区将围绕‘一陵一湖一古

城’，以打造‘中华朝祖圣地’‘中国休
闲福地’‘国学文化源地’三张旅游名
片为重点，全力办好‘两节一会一论

坛’（两节：周口荷花节、周口伏羲文
化旅游节，一会：周商大会，一论坛：
伏羲文化论坛）， 全面叫响 ‘羲皇故
都·水城淮阳’文旅品牌。 围绕‘人文
始祖 、羲皇故都 ，道德名城 、魅力周
口’主题，常态化开展文旅资源推介
活动，将淮阳文化 IP 串珠成链，全方
位、多角度展现淮阳文化，让更多游
客 ‘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 ’从淮阳开
始，力争在一到三年内把淮阳区建设
成为世界华人寻根之乡、中国最美祈
福小城、河南文旅创新区域典范。”淮
阳区委书记张建党坚定地说。 ②5

伏羲文化旅游节
助力淮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凯 通讯员郭元
元）不搞形式 、不走过场 、不摆花架
子，一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开
展……在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期
间，周口市坚持让群众当“主角儿”，
坚决杜绝形式主义，真正提升基层防
灾避险能力。

5 月 15 日，在商水县朱庄村，周
口市减灾办组织戏曲艺术家走进农

村为村民“唱安全”受到留守老人的
热烈欢迎，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为
了贴近基层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市减
灾办还组织了农业专家，根据当前麦
收前的节气特点为村民讲解农田管

理知识以及如何在自然灾害发生时

减少损失等农业知识。“我们开展‘五

进’活动就是要用群众最喜欢的方式
将贴近群众生活的常识宣传给大家，
让群众参与其中，取得实实在在的效
果，得到群众的认可。”市减灾办副主
任、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晋瑞英说。

据了解， 周口市在开展 “五进”
活动中，“顺口溜” 成了一种有效的
宣传形式。 “车辆溺水莫惊慌，冷静
快速开车窗；破窗同样很关键，借助
工具来实现；假如开窗没成功，后备
箱内可逃生；车内进水不要急，内外
压同可逃离。 ”在和群众宣讲安全知
识时， 周口蓝天救援队将相关逃生
知识编成朗朗上口的 “顺口溜”，并
现场为群众演示逃生技巧， 提高了
群众的接受度。 ②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