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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破除陈规陋习陈规陋习
推进推进移风易移风易俗俗

11月 8日至 10日，中国蕙兰发展 2024
年会在桐柏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

名兰花专家和爱兰人士会聚在此，就蕙兰产

业发展趋势和兰旅融合发展经验等进行精

彩分享。

桐柏县地处千里淮河的源头，四季分

明，气候温暖湿润，种植蕙兰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桐柏农民投身兰花种植产业已有

30 多年，培育出数百种春兰、蕙兰名优精

品。位于桐柏城区的中州国兰博览园是桐

柏县兰花产业的重要“窗口”，是集兰花培

育、交流交易、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农

业园区。该项目于 2021年启动，规划面积

200亩，目前已建成标准化大棚 38座，总面

积达 9000平方米，园内现存兰花 10万盆，其

中精品兰花 5万盆。目前，这里已成为中原

地区最大的精品蕙兰集散地、兰花科研和兰

文化交流中心，不仅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大量

就业岗位，更为群众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

园区负责人王先龙自豪地表示：“我们的兰

花主要销往浙江、陕西、云南等地以及韩国、

日本等国家，产业园建成以来，带动了周边

300余人就业，年交易额 8000万元左右。”

近年来，桐柏县深入践行“两山”理论，

锚定“中国文旅名县”发展目标，坚持以兰为

媒、以兰会友、以兰惠农，做好小兰花的大文

章，真正让兰花成为富民强县的致富花、幸

福花。建成了大河国兰种植交流中心、中州

国兰兰花科研与兰文化展示交流中心两大

兰产业交流平台，大河镇、城郊乡、朱庄镇等

产业基地也蓬勃发展。其中，大河镇“兰香

小镇”成功创建并成为全国第一家以兰花为

主题的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坐落在大河镇

石佛寺村的兰花特色产业基地，已建有标准

化兰棚 85个，培育精品兰花 20余万盆。“我

们把种植兰花作为乡村振兴和富民增收的

关键抓手，创新‘协会＋基地＋合作社＋农

户’产业发展模式，鼓励农户利用自己庭院、

楼顶种植兰花，带动全镇 4000余人从事兰

花种植。”大河镇党委书记安金勋告诉记者，

全镇积极探索实践，走出一条兰花产业与兰

花文化、生态旅游有机结合发展之路，延伸

了兰花全产业链条，为群众增收创造了更多

可能。

中国花卉协会兰花分会会长、广东省农

科院环境园艺研究所所长朱根发对桐柏兰

花产业给予了高度评价：“桐柏兰花品种丰

富，园区建设完备，种养队伍规模大，发展潜

力非凡。”

如今，兰花已成为桐柏特色产业富民的

一张亮丽名片。据统计，全县从事兰花产业

的有 6万余人，兰花种植户超过 2000户，其

中兰花公司、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 200多
个，兰花大棚 600多个，种植面积 8万多平方

米，蕙兰存量 47.8万盆，其中精品蕙兰 16.8
万盆，年产值约 8.6亿元，年交易额达 3.3亿
元。“小兰花大产业，小兰花大文章。我们将

坚持以兰为媒、以兰会友、以兰惠农，让兰花

成为富民强县的‘致富花’‘幸福花’，助推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淮河源头这片‘氧’

‘养’得意的福地更加美好！”桐柏县委书记

党建凯告诉记者。③5

桐柏蕙兰产业

添彩乡村振兴新画卷
全媒体记者 杜福建 通讯员 李彦 牛靖童 张家保

蜜薯收获忙

“俺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十分活跃，经常编排节目，倡

导移风易俗、宣传村规民约，利用演唱、戏曲、广场舞等形

式进行演出，真正把文明新风吹进老百姓的心窝里。”11
月 7日，立冬节气，刚吃罢早饭，方城县博望镇司洼村的

张玉红又和张大爷商量下一次的演出活动了。

近期以来，博望镇紧盯高额彩礼、大操大办、薄养厚

葬、人情攀比等陋习，在建章立制、立体宣传、典型引路、

跟进监督的同时，充分发挥国家级“曲艺之乡”艺术人才

荟萃的优势，编写倡导文明新风、改革传统陋习的小戏

曲、小舞曲，在乡村大舞台上演出，引导广大干群勤俭节

约，抵制封建陋习，以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

当前，秋收种麦基本结束，进入农闲时节，该镇由党

委副书记带队，宣传委员、文化中心主任负责的一行人，

来到司洼、沙山、湾街、东风等文艺队伍强大、演艺人才多

的村，现场指导编排新节目，开展文明新风文艺宣传活

动。其中，编排的《巧用彩礼办企业》《姐妹比嫁妆》等节

目，一经上演就深受群众欢迎。

同时，党员志愿服务队、巾帼志愿服务队、“五老”宣

传队，利用村头饭场、田间地头，引导群众抵制高价彩礼、

反对铺张浪费。他们还走进农户家中，对准新郞、准新娘

进行劝导，使 21家准备办理结婚的农户改变了大操大办

的打算，3名准新娘作出了“省下嫁妆钱，投资兴产业”的

决定。③5

“打竹板，响连天，文明实践到田间。”近日，在内乡县

岞山曲镇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都响起了“乡音传党音”的

快板书声，还有乡村大喇叭的洪亮声音，向村民传递节俭

办理婚丧嫁娶、抵制陈规陋习和高价彩礼的文明新风。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深

入开展，岞山曲镇组建了一支由机关干部构成的志愿者宣

传队伍。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村组院落，与村民进行面对

面沟通交流，发放移风易俗宣传资料，耐心细致地阐述移

风易俗的重要意义。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村民们逐渐更

新了观念，树立了全新的文明风尚。

针对高价彩礼这一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志愿者通

过真实案例，展示高额彩礼给家庭经济带来的沉重负担，

使村民深刻认识到高价彩礼的危害性。同时，积极向村

民推广“低彩礼、无彩礼”的婚姻理念，鼓励青年男女以真

挚的爱情为基础，共同创造幸福生活。

岞山曲镇还充分发挥监管职能作用，将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之中。通过红白理事会的积极

引导和监督，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主

动简化办事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③5

新编文艺节目新编文艺节目
倡树文明新风倡树文明新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辉李辉 通讯员通讯员 李善喜李善喜

本报记者 张飞 通讯员 程昱博

乡音传党音
快板声声润民心

近年来，唐河县依托“产业园+科研院校+合作社+

农户”的运行模式，培育“西瓜红”“商薯 19”“红瑶”等

优质红薯品种，红薯产业已成为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的新途径。图为 11 月 6 日，昝岗镇赵岗村红薯种植

基地一派繁忙景象。③5
本报记者 张兰 通讯员 王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