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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陆 杨

张 浩）1 月 24 日，市政府办公

室深入定点帮扶的镇平县老庄

镇凉水泉村，开展送温暖新春

慰问活动，调研帮扶村产业发

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情

况，为群众送去党和政府的温

暖与关怀，进一步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工

作取得新进展。

活动中，市政府办一行调

研了村镇企业经营状况以及当

前存在的困难和瓶颈，为企业

支招，促进该村特色产业快速

发 展 。 他 们 深 入 困 难 群 众 家

中，送去了大米、面粉、棉被等

慰 问 品 115 份 、慰 问 金 3.9 万

元，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勇敢面

对生活中的困难，在党和政府

的帮扶关怀下，日子一定会越

过越好。

市政府办一行还与当地相

关负责人召开座谈会，针对凉

水泉村下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表示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

调各方力量，为凉水泉村发展

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时，将继

续加强对驻村工作队的指导和

监督，确保各项帮扶措施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②4

市政府办公室：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本报记者 张苗苗

看演出、赏非遗、吃饺子……这

里的新春文化活动真热闹！

近日，“古宛城里过大年”新春文

化活动启动仪式暨南阳画家村第七

届新春文化艺术节在宛城区黄台岗

镇画家村举办，吸引众多群众观看。

启动仪式上，大型开场舞《盛世

欢歌》欢快激昂，令人心潮澎湃，欢腾

的中国鼓表演振奋人心，省级非遗文

化传承人李国全用南阳鼓词的形式，

讲述家乡新发展，夸赞南阳新变化。

新编南阳秧歌舞《编花篮》、儿童歌舞

《相亲相爱一家人》等节目传递出生

活的幸福和节日的欢乐，旱船、舞龙

舞狮等民俗表演，展现了传统民俗文

化，也为观众带来了欢声笑语。

在民俗文化展示区域，剪纸、烙

画、虎头鞋等非遗技艺展示很受欢

迎，群众一边观赏一边了解非遗技

艺，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

非遗传承人杨宗友还带来了非遗老

字号的手工汤圆、麻花、果蔬花馍等，

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南阳非遗糕点

的魅力，品尝“南阳味道”。

活动现场，书法老师们早早地准

备好了笔墨纸砚，挥毫泼墨、笔锋婉

转间，一副副寓意吉祥、充满祝福的

春联便完成了。写好的春联赠送给

了在场村民，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感

受到浓郁的年俗文化和淳朴的乡情

韵味。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更显年

味，“千人同吃千饺宴，画家村里过小

年”已成为画家村新年活动的特色，

人们端起香喷喷的饺子，幸福的笑容

映照在脸上。

欢声笑语迎新春，其乐融融年味

足。据了解，为了更好地营造节日氛

围，让更多人了解古宛城的传统民俗

文化，整场活动还采取现场直播的形

式，通过百姓文化云平台进行直播，

群众在手机上就能观看节目，感受活

动的丰富多彩和浓浓年味。②4

宛快评宛快评今今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

佩佩）1 月 26 日，副市长蔡令

帅到中心城区广场、游园调

研市容市貌管理工作，到供

水、供热、供气企业调研保供

工作，并慰问环卫工人等一

线职工。

蔡 令 帅 指 出 ，各 级 各 相

关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提

高管理水平，以细心、耐心、

巧心、恒心积极落实各项节

日保障工作措施，着力打造

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城市

环境，为广大市民营造欢乐、

喜庆的节日氛围。各相关企

业要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

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和日常

巡检，切实把各项措施落到

实处，确保群众度过安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②4

加强保障欢度春节

1 月 26 日，淅川县渠首民兵连联合淅川县公安局陶岔派出

所、库区执法支队开展水上巡逻和清漂作业，为“一泓清水永续北

上”贡献力量。②4 通讯员 王 帅 摄

本报记者 吕文杰

一条深山邮路，两代人的深情接

力……

15 年前，南召县四棵树乡的张

磊从师父手中接下绿色的邮包，自此

成为五朵山这条深山邮路上唯一的

投递员。15 年来，他累计为山里的

村民投递报刊 100余万份、包裹 10余

万件，用深情续写着一份坚守、一份

执着。

四棵树乡因五朵山而闻名，辖区

最南的村庄和最北的村庄相隔 50公

里，山路崎岖难行。张磊服务的 25
个村庄就散落在这茫茫大山中，邮车

无法通过的地方他就徒步进行投递，

日复一日，把包裹安安全全地送达每

一个村民手中。

长年累月奔波在深山邮路上，陪

伴张磊的只有邮车和山风。到了冬

天 ，山 上 气 温 低 ，下 完 雪 很 久 才 能

化。这时走在山中，寒风阴冷刺骨，

他常身上冒着汗，鼻子、耳朵却冻得

发紫，两条裤腿上都结着冰。

张磊这条深山邮路里程长，往返

一趟有 100 多公里，在这条邮路上，

张磊遇到过各种困难：车辆坏在半

路，野狗偷袭……面对困难他从未想

过放弃，车开不过去的地方，他背起

近 10 公斤重的邮包翻山越岭，白开

水就馒头就是一顿午餐，困了累了就

靠在石头上小憩……

尽管投递工作已经够辛苦，但是

只要他上山，还会干一些“兼职”。由

于这段邮路上许多村庄里的留守老

人生活很不方便，在日常的投递过程

中，张磊还主动帮他们购买化肥，给

他们代买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并接

送他们下山，因此与村里的老人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

“人民邮政为人民。”在张磊心

里，他的工作已不仅仅是把信件、报

纸、包裹送到山里，还包括义务帮助、

照顾村里的老人。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身上背的，不只是绿色的邮包，更

是邮政人的责任。未来，他还会继续

在这条深山邮路上穿梭，继续为山里

的村民服务。②4

□ 郝春城

随着春节临近，年货市场

步入热潮，琳琅满目的商品汇

聚 成 一 幅 热 闹 非 凡 的 消 费 画

卷，“年货经济”成为消费市场

中的一抹亮色，不仅承载着家家

户户对新年的美好憧憬与祝福，

更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良性

循环的重要力量。如何有效激

活“年货经济”的消费潜力，不仅

关乎民生福祉，更是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年货经济”之所以能成为

岁末年初的消费热点，其背后

是 深 厚 的 文 化 传 统 与 情 感 寄

托。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

统节日，置办年货是家家户户

必不可少的习俗，它不仅是对

过去一年辛勤付出的慰藉，更

是 对 未 来 一 年 美 好 生 活 的 期

许。从传统的烟酒糖茶、衣帽

鞋袜，到现代的智能家电、健康

食品，年货的种类日益丰富，满

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元化需

求，也映射出社会经济的发展

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要激活“年货经济”的消费

潜力，首要任务是创新供给，满

足消费升级。在消费升级的大

背景下，消费者对年货的需求

已不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

更加注重品质、健康与文化内

涵。因此，商家需紧跟消费趋

势，推出更多符合现代消费理

念的产品，如绿色健康的食品、

富含文化底蕴的手工艺品、智

能化的生活用品等，以满足消

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差异

化需求。

同时，线上线下融合，拓宽

销售渠道也是关键。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线上购物已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年

货市场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形

式，打破地域限制，让优质年货

触 达 更 广 泛 的 消 费 群 体 。 同

时，线下体验店、年货节等活动

也能为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购

物体验，增强消费的趣味性和

互动性。

此外，政府部门的政策引

导与支持同样不可或缺。通过

发放消费券、减税降费、优化营

商环境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

消费者购物成本，激发市场活

力，促进“年货经济”的持续健

康发展。同时，加强对市场的

监管，确保商品质量与安全，维

护良好的消费环境，是保障“年

货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年 货 经

济”的繁荣不应只是短期的现

象，而应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的长期动力。通过“年货经

济”的撬动，可以带动相关产业

链的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与结

构调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总之，激活“年货经济”的

消费潜力，既是对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扬，也是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新春

的喜悦中，让我们共同期待“年

货经济”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

芒，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新的

力量。②4

激活“年货经济”消费潜力

本报记者 吕文杰

小小红绳，编织出乡村振兴的美

好画卷。

春节渐近，邓州市陶营镇王良村

迎来了最为繁忙与热闹的日子——

往来的物流车辆不停，满载红红火火

的中国结从这里拉往全国各地。

1月 26日，走进陶营镇焕姿工艺

公司的生产厂房，一根根红绳堆砌成

小山，工人们手指在红绳间灵活穿

梭，从传统的福字结、双鱼结到创新

的生肖结、莲花结，每一个结扣都打

得美观结实。

公司负责人葛吉昌是村里的脱

贫户，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他使用

金融扶贫户贷户用资金创办了焕姿

工艺公司，6 年时间把小作坊做成年

销售额 5000 多万元的大公司，企业

产品供不应求。致富不忘家乡人，企

业为周边村民提供了 128 个就业岗

位，通过“小小红绳”带领村民走出了

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葛 吉 昌 告 诉 记 者 ：“2021 年 以

来，镇小微企业发展专班积极帮助我

到外地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和生产工

艺。目前利用村里闲置的宅基地新

建 1200平方米的厂房，工人也有 126
人，同时建立了义乌直销门店和电商

销售渠道，企业产品供不应求。今年

我们生产了 80 万个中国结，占到了

国内市场的 10%。下一步，将进一步

扩大生产规模，争取把咱这个特色手

工艺畅销到全国。”

“今年，我们在义乌国际商贸城

设置了第一个门市，下一步，我们还

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争取把邓州

特色手工艺畅销全国，把邓州中国结

的品牌叫得更响。”葛吉昌谈到他的

新年愿景如是说。②4

本报记者 范志钦 张 峰

一台台加工机器隆隆作响，一

朵朵仿真花在女工巧手翻飞间逐一

盛放，一箱箱码放整齐的产品整装

待发……

1月 26日，走进社旗县郝寨镇年

庄 村 文 鑫 工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车

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

年庄村是远近闻名的仿真花产

业村，2008 年起，村里家家制花、户

户卖花。仿真花产业因其加工方式

灵活等特点，迅速在年庄村周边扩

展开来，并形成了“公司+农户”的生

产模式。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

础和关键。社旗县抓牢兴产富农主

线，依托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仿 真 花 产 业 ， 招 引 培 育 生 产 企 业

100余家。

企业单打独斗，难以发挥规模

优势，只有抱团发展才能提升市场

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社旗县把仿

真花企业、作坊和散户整合起来，成

立行业协会，统一生产标准，开展技

术培训，畅通信息服务，整合市场资

源，搭建电商平台，仿真花产业迎来

了华丽蝶变。

如今，作坊车间遍布城乡，“乡

乡 有 企 业 、村 村 有 主 体 、户 户 有 产

出”的全民参与局面，让该县仿真花

产业声名远播。

“针对不同市场需求，仿真花生

产企业已研发出 50 多个系列、10 大

色系、2000 多个品种，俏销北京、上

海、广州等城市，远销美国、德国、日

本等国家。”社旗县仿真花协会会长

李富文表示，随着设计、制模、生产

等产业链的日益完善，社旗县仿真

花的生产工艺、创新能力均居业界

前列。未来，协会将进一步助力企

业做好新品研发，扩大生产规模，拓

展跨境电商业务，让更多更美的仿

真花走出国门、誉满世界。②4

新春新春 走走 基层基层

古宛城里过大年—

多彩活动迎新春 年味十足乐融融

幸 福 花 开 满 庭 香

编织中国结编织中国结
走上致富路走上致富路

整理仿真花。 本报记者 张 峰 摄

赶制订单。 本报记者 张 兰 摄

深 山 邮 路 传 递 温 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