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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8 日，当清晨的薄雾笼罩唐河县
城，澄源路南段的“潮乡居”包子铺迎来第一
批食客。老板马占三指着菜单上的“半份油
条”提醒顾客：“您三位点一份半刚好，不够了
再加。”这样的服务场景，是唐河县餐桌文明
行动的一个寻常画面。

去年以来，随着 5.6万份彩色宣传册悄
然走进社区公告栏、餐馆收银台等，一场润物
无声的餐桌文明在唐河县徐徐展开。

本报讯（记者 张飞 通讯员 张帆）近
日，内乡县开展农资市场联合检查及春季禁

渔集中行动，进一步整顿农资市场秩序，确保

农业生产的安全与稳定。

行动中，内乡县农业农村局携手相关部

门和乡镇选派的精兵强将，聚焦重点产品、重

点对象、重点区域，力求在强化执法协同与提

升执法效率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全面捍卫农

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渔业资源保护及广

大民众的合法权益。联合执法人员分成两个

小组，分别深入灌涨镇、湍东镇等乡镇的主要

河道、农资经营门店和种植基地，采取多种形

式开展普法宣传，向农资经营者和农户普及

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其守法经营和安全用药

意识。同时，执法人员还对农资产品的进货

渠道、产品质量、标签标识等进行了全面检

查，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无证经

营等违法行为。

此次联合行动，标志着“内乡县 2025年度

农资市场联合执法检查与春季禁渔专项行动”

全面展开。内乡县将坚定不移地加大执法力

度，保持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

势，为农业生产的安全运行与渔业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提供坚实保障。③6

内乡县

整顿农资市场秩序

连日来，卧龙区公安分局紧扣春耕生产节点，开展农资领域安全

专项联合检查行动，切实维护广大农资消费者合法权益。图为 3 月

25日，民警在城区武侯路农资市场进行检查。③6
本报记者 周梦 摄

智慧点餐、积分兑换、文明督察—

唐河润养节约新风尚
本报记者 李辉 通讯员 鲁新建

护航春耕

夜幕降临，唐河美食街的霓虹灯下，市民刘自

德正用手机拍摄“光盘”照片，参与“晒空碗换消费

券”活动。这项由唐河市场监管部门发起的活动，

在社交平台扩散开来——“唐河光盘挑战”话题累

计播放量突破 220万次，3.6万条打卡视频构建起

全民参与的文明图谱。

同时，商家的创意比拼则为节约注入时尚基

因：“节约积分换霸王餐”让回头客增长 25%，“边

角料美食盲盒”日均售出 200 份，农贸市场的“丑

蔬菜特卖区”每日消化掉 1.2 吨非常规品相农产

品。正如外卖骑手赵桦岩所说：“现在送餐时经常

看见顾客特意备注‘少饭量’，这和过去大不相

同。”

市场监管员吕岩松的巡查日志更新着数字：

“今日抽查 10家餐馆，厨余同比减少 67%。”这看似

枯燥的统计数字背后，是整座城市的文明蜕变：机

关食堂的智能计量系统精准分析 1200名公务员的

用餐习惯，社区的“共享菜谱”让余粮化作邻里温

情，校园“粮食银行”已兑换 1.3万件文具。

这种改变正重塑城市精神。市民魏然感慨：

“打包不再是‘丢面子’，而是新时尚。”小学生王恒

宇端着光洁的餐盘说：“老师说，吃光饭菜就像把春

天留在碗底。”

从早餐铺的半份油条到宴席上的智慧配餐，从

校园的能量卡到云端的文明积分，唐河人以碗盘为

纸、以筷作笔，书写着传统美德与现代治理交融的

鲜活篇章——在这里，每粒米都丈量着文明的温

度，每顿餐都见证着城市的成长。③6

数字赋能全民参与 指尖传递文明

在唐河县第一小学食堂，四·六班学生姚卓霏

的“节约能量卡”已贴满五颗星。“每一颗星代表一

周的光盘记录！”小姑娘自豪地说。据了解，这种将

美德量化的教育创新，让唐河县 37所中小学的剩

餐率同比下降 89%。

随着文明理念不断扎根，唐河县餐饮行业的智

慧转型悄然加速。唐河县餐饮协会会长杨文庆表

示：“推行‘小份菜电子菜单’后，会员单位的日均厨

余量从 200斤锐减至 50斤。”

在“王顺发”饭店，服务员郭瑞娟手持智能点

餐 Pad，系统根据用餐人数自动生成建议菜单——“您

四位点三菜一汤，荤素搭配刚好。”类似的创意还有：火

锅店的“九宫格拼盘”，让食材利用率提升 40%；婚

宴配餐公式让宴席浪费率下降 72%；外卖平台的

“米饭克数选择器”则减少了 30%的主食浪费。

更具突破性的是“文明督察员”制度的推行。

退休教师董书云被聘为“文明督察员”，她手持可称

量厨余的电子秤穿梭于餐饮街，在她的巡查日志里，

记录着这样的可喜变化：上周劝导的年轻食客不仅

当场打包剩面，更在朋友圈发起“晒空碗”挑战。

这种柔性监督与自觉践行的结合，让文明从规

则逐渐转化为习惯。

智慧转型制度推行 让文明成为习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陶鑫 通讯员
马玉田）“多亏农商银行的贷款支持，我的养

鸡场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3月 24日，桐柏

县程湾镇芋头湾村养鸡户陈明感慨地说。

几年前，一直在县城打工的陈明看中了

家乡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决定回乡发展林

下养鸡。然而，创业之初，资金短缺成了他的

最大难题。正在他一筹莫展时，桐柏农商银

行客户经理主动上门，了解了情况后，很快为

他发放了 8 万元贷款，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有了这笔资金，陈明顺利建起了鸡舍，购买了

鸡苗和饲料，开始了他的养鸡事业。

桐柏农商银行不仅为陈明提供资金支

持，还为他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该行客

户经理定期上门走访，了解养殖场经营情况，

提供市场信息、技术指导等。同时，还积极帮

助拓展销售渠道，利用自身平台优势，帮助陈

明将优质土鸡和鸡蛋销往县城及周边。

在桐柏农商银行的大力支持下，陈明的

创业信心倍增，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效益逐年

提升。如今，他的养殖场年产土鸡蛋 40 万

枚，出栏土鸡 3500只，年产值 40多万元，带动

10户村民增收致富，陈明的一双儿女也先后

考入名牌大学。③6

桐柏农商银行

助力村民发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