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胡辣汤真好喝
近日 ，外国友人在 2023“友好日 ”

活动现场美食品鉴区品尝周口胡辣汤。
当日，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
以“和平 、友好 、团结 、合作 ”为主题的
2023“友好日”活动在北京举行，市委外
事办筛选、推介了代表周口美食文化的
胡辣汤参加了本届活动。 ②2

记者 王晨 摄

□记者 何晴

本报讯 为提升和优化我

市中心城区和商水县城区集中

供热服务水平， 保障百姓供暖
需求， 兼顾居民承受能力和化
解供热成本上升压力，10 月 7
日， 市发改委组织召开周口市
中心城区和商水县城区集中供

热价格听证会，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
者、市消费者协会代表、经营者
及利益相关方和旁听人员参加

本次听证会。
听证会上， 市发改委有关

负责人就定价方案、 定价成本
调查办法、 结论及相关情况进
行详细汇报说明。 企业经营者
及利益相关方介绍了城区集中

供热项目有关情况。 参会人员
秉持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的态
度，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多方
面、 多角度地表达了各行各业
的观点和意见。

据了解， 本次我市中心城
区和商水县城区集中供热价格

听证会召开的目的是听取各位

听证会参会人员对集中供热价

格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为政府
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会
后， 市发改委认真梳理参会人
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形
成书面报告上报市政府， 同时
将把加强行业监管、 规范运营
行为、 维护群众利益的政策建
议，一并纳入报告。 ①6

□记者 马治卫

本报讯 10 月 9 日， 国家
司法部公布《关于表彰全国模
范人民调解委员会模范人民

调解员的决定》， 商水县黄寨
镇王潭村党支部书记、调委会
主任王磊被评为全国模范调

解员。
据了解，农民出身的王磊，

毕业于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
他凭着聪明才智和满腔热情加

入创业大军中， 并在洛阳市创
建了河南浩迪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王磊当选王潭村村党支部
书记后，确立了坚持“抓党建、
促发展，抓产业、促增收，汇合
力、聚力量，重文化、增内涵”的
工作思路，发展难题逐步破解，
为全村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

2021 年以来，王磊在该镇
党委、 镇政府的正确指导下，
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
以留守妇女为主组建“黄寨大
嫂”志愿服务队伍，以“小小胡
同长，幸福我村庄”为目标，积
极探索 “黄寨大嫂 ”千人胡同
长微网格治理模式。 该模式在
王潭村率先成功实施，并在全
镇推广，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
赞誉。 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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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付永奇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

获悉， 今年我市玉米生产实现历史性突
破，太康、商水两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方
单产突破 1000 公斤大关， 创下我市玉米
单产新高度。

秋粮生产是我市粮食生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 常年秋粮总产占全年粮食总产
的 40%左右。今年我市小麦生产遭遇多年
罕见的“烂场雨”，导致夏粮减产。 如何保
持全年粮食总产？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千方百计夺取秋粮丰收至关重要。

为此，我市围绕“以秋补夏”目标，在
全市开展规模经营主体粮油单产提升行

动，在商水县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推
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 实施面
积 25 万多亩。 在遭遇开花期高温多雨、
中后期南方锈病等不利因素影响下 ，各

地农技人员通过优选品种、高密度种植、
滴水出苗、滴灌分次施肥、病虫害精准防
控和全程机械化等技术， 实现玉米单产
新突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3 日，市县农业农
村部门组织专家对商水县 10 万亩示范方
55 家种植主体的 165 个示范点进行现场
测产，平均单产 894.68 公斤，其中单产突
破 1000 公斤的示范点有 5 个， 最高单产
1053.82 公斤。

10 月 4 日，农业农村部、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组织专家团队在我市开展玉米单产

提升示范方实打验收。 在商水县张庄镇张
坡村， 专家验收组对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180亩核心示范区进行产量实测， 平均单
产 911.51公斤，最高单产 1027.48公斤；在
太康县常青农场二分场百亩示范方， 实打
验收测得该地块平均单产 1082.49公斤。

“采用滴灌技术，实施分次精准施肥，

肥料不增加，单产提升 200 多公斤，让我
真没有想到！ 明年我 2000 多亩地的玉米
将全部采用这些新技术，争取把玉米产量
翻一番。”剥开一个即将收获的玉米棒子，
商水县种粮大户邱守先乐呵呵地说。

“太康县百亩示范方单产超千公斤，
商水县 10 万亩玉米示范方多点测产也超
千公斤，这为明年大面积示范推广奠定了
基础。 ”前来验收的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
指导组副组长、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李少昆对周口市玉米单产

提升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
今年河南省在各地推广玉米密植滴

灌高产栽培技术面积 70 多万亩，太康、商
水两县率先取得突破。 “实践证明，这项技
术适宜我省不同生态类型区玉米生产需

求，明年将大力推广这项技术，提高全省
粮食产量。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王俊忠表示。 ②2

□记者 王伟宏 任富强

周口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是羲皇故
都、老子故里， 是中华龙文化、姓氏文化、
道家文化、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享有
“人之祖、史之初、国之根、文之源”的美
誉，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前来寻根问祖；周
口是全国闻名的书画之乡， 是中华老字
号、被誉为“中国毛笔文化活化石 ”汝阳
刘毛笔的产地，许多书法、绘画名家慕名
前来“寻宝”。

10 月 7 日 ，以 “笔 ”为媒 、以 “根 ”为
缘，北京市顺义区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
会部分会员来我市开展为期 3 天的书画
交流。

“这么多年，我用着最顺手的笔就是
它了！ ”在项城市开展书画创作交流时，
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北京市顺义区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向军小心翼翼地展

开笔袋，亮出自己的“宝贝”。
李向军向大家展示的“宝贝”就是项城

市汝阳刘泰和枫笔业文化有限公司生产的

毛笔，在此之前，李向军并没有刻意记住毛

笔的品牌和产地。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我苦苦

寻找的毛笔产地就在这里！ ”李向军对这
一机缘巧合甚是感慨，十分兴奋。 他认为，
经过千年世代传承，汝阳刘毛笔已经成为
一个文化符号，它将承载着千年历史走向
未来。 李向军了解到，项城市汝阳刘村素
有“毛笔之乡”“妙笔之乡”的美誉，汝阳刘
毛笔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获得河南省名
牌产品、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金奖产品等
荣誉称号。 此外，汝阳刘毛笔的制笔技艺
已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
“中国毛笔文化活化石”。

挥毫运笔弘扬传统文化，饱蘸浓墨书
写时代风骨。 在周口市文联，两地书画名
家从书法、绘画理念、创作方式等方面进
行了深层次、多角度的交流。 北京市顺义
区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几位名家现场
泼墨挥毫，一山一水彰显胸怀大意，一草
一木总关赤子深情，笔墨间、纸砚间，都洋
溢着两地书画家的浓情厚意。

在创作交流过程中，周口市文联主席
吴青峰对北京市顺义区美协、书协部分会

员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周口书
画”品牌作为一张闪亮名片，是我市对外
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此次以书画为
媒，用翰墨结缘，希望通过书画家手中的
笔、眼中的事、心中的情，去记录、赞美新
时代。

周口现有国家级书协 、 美协会员
180 多人 ，省级书协 、美协会员 2000 多
人 ，是全国四大书画集散地 ，每年组织
各类书画展览上百场。 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北京市顺义区书法家协会主席贾
文龙称：“文化兴则周口兴 、文化出彩则
周口出彩！ ”

本次两地书画交流的联络者、周口项
城籍企业家崔书亮表示，“道德名城”，照
亮城市发展之路；“魅力周口”， 焕发城市
蓬勃生机。老家周口近些年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让他十分震撼，他对家乡未来的
发展充满期望！

墨虽浓，意未尽，纸有尺，情延绵。 10
月 9 日下午，两地绘画、书法名家短暂而
充实的交流圆满落幕， 双方期待下次再
见！ ②15

“笔”为媒墨香两城“根”为缘丹青溢彩
———北京市顺义区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会员到我市开展书画交流侧记

我市玉米生产实现历史性突破
示范方单产 1082.49 公斤

我市召开
集中供热价格听证会

王磊获评
全国模范调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