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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闻

社会

平顶山特色馆
让更多鹰城土特产成销售爆款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见习记者 高君晓通讯员 张旭长

“金鱼昨天才进特色馆，一个晚上就
销出了2000多单，照这样下去，再发展
200亩水塘也不成问题。”4月14日上
午，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曹西村金鱼
养殖合作社的王军伟一边忙着打包发
货，一边喜滋滋地说。

王军伟所说的特色馆，是4月8日
才正式揭牌营业的平顶山特色馆，这是
该市第一家借助网络主播推介销售当地
特色农产品、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
的综合平台实体店，该店以“三品一标”、
地域性特色产品、带贫企业产品及电商
品牌产品为主，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
式进行推广、宣传、销售。

记者在这个1480余平方米的实体
店内看到，各种特色产品以产地为单位，
分布在不同的展厅，每个展厅都设置有
直播间，由网红直播带货。客户下单后，
特色馆直接向原产地派单，从原产地发
货。得益于市、区两级商务部门的前期
协调筹备，平顶山特色馆揭牌当日就入
驻了全市178家农业合作社的1700余
种特色产品，其中200余种是来自偏远
地区的“山货”。

在一特色农产品展台前，一位村民
正通过网络直播炒制板栗，订单一直呈
刷屏模式。据了解，该农民承包了200
余亩的山地，过去由于缺乏销售渠道，很
多板栗直接落地发芽了，现在直播不到
半天时间，就卖出板栗800多公斤。

“截至目前，特色馆通过线上渠道已
销售货物2万余单，销售额达100余万
元。”平顶山特色馆负责人张棕博如是说。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见习记者高君晓/文图

“我画的是红船，因为在这里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4月
14日上午，平顶山市卫东区五条

路小学的操场上，正在百米长卷的
开头部分作画的五年级六班学生
王鑫苑兴奋地说。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讴歌党的光辉业绩，继承和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五
条路小学举办了“百年 百事 百米
百人”长卷颂党恩书画活动，该校
百名师生以“四史”、“百事”为主题
内容进行书法绘画创作，展现中国
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就。

“我写的是‘弘扬红船精神，做
新时代好少年’，能够用书法作品
向党的华诞献礼，我很激动。”六年
级二班学生赵慕语表示，作为新时
代的少先队员，自己一定要努力学
习，将来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担当
的人。

“红色精神需要传承，更需要
践行。近段时间，我们学校开展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师生们重
温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也感受
到了中国共产党艰辛而又辉煌的
百年历程。”五条路小学校长李慧
转如是说。

漯河网信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讲座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徐先友
见习记者 孙晓永通讯员 王笑阳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程，也是
一部共产主义奋斗史。百年前的中国，
以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为代表的一
大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举起了
旗帜……”近日，在漯河市委网信办组织
举行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讲座上，
漯河市老干部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团长
谢安顺，为现场听众上了一堂生动的专
题党课。

谢安顺从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在
棉湖战役时丢了一只胳膊，被俘后面对
敌人劝降绝不低头；讲到中国工农红军
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为完
成掩护红军主力负伤被俘，在敌人将其
押送前往长沙途中，从伤口处掏出肠子
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再到方志敏烈士在
铁窗中写下红色经典《可爱的中国》，而
言辞拒绝敌人劝降，动情地讲述了无数
共产党人，为了信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的英雄壮举。

“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正
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今天，用一个个革命先烈的真实故事深
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的时代问题！这是一堂十分生动、
十分有教育意义的党课。”漯河市委网信
办主任袁树青如是说。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见习记者王佳宁
实习生 罗聪通讯员 靳源源 吕浩

4月14日晚7时，叶县九龙街
道典庄村村北的主干道上，叶县电
影公司工作人员正忙着调试各种
放映设备，为电影上演做最后准
备，村民们也三三两两带着凳子从
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晚8时许，电影《坚守1200秒》

开始上映。荧幕上紧张的氛围、激
烈的战斗，八路军战士英勇作战的
一幕幕深深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
观众。大家屏气凝神，目不转睛地
关注战况，经过“1200秒”的激烈战
斗，终于迎来了胜利，激动喜悦的情
绪洋溢在现场每一个观众脸上。

“红色电影进乡村”活动是叶
县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活动中，县电影放映队充分发

挥资源优势，将一部部红色经典电
影、一个个革命英雄故事送到群众
家门口，大力宣传党的光辉历程和
丰功伟绩，歌颂革命先辈舍生忘
死、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让广大
人民群众从视听中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传承红色精神，激发爱国热
忱，从荧幕上学党史、感党恩。

据了解，此次展播活动将持续
到今年10月底，共计6400余场次。

学党史感党恩 叶县开展“红色电影进乡村”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见习记者王佳宁
通讯员 马松昭杜元辉/文图

“这是清朝的官帽盒，这是原

来用的织布机，还有油灯、风箱等
老物件。”4月14日上午，鲁山县马
楼乡杨庄村农耕文化馆正式开馆，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胜
利当起了解说员。

为弘扬传统文化，助力乡村
振兴，杨庄村自筹资金 10 余万
元，收集藏品 300 余件，建成了
300余平方米的农耕文化馆。该
馆分生活用具展示区、生产用具
展示区、老物件展示区及搭建的
农耕实景展示区，陈列有犁、耙、
碾、石磙、槡杈等劳作工具，详尽

展现了自古至今当地群众的生
活、生产及手工制造等劳作场景，
从耕火种，到事桑麻，再到塑陶烧
瓷置家什、实景牛犁地等，以丰富
多样的乡村历史遗痕生动再现了
传统农耕场景。

“我们建农耕文化馆，不仅仅
是向大家展示传统的农业生产生
活器具，更是为了让现代人尤其是
年轻人了解和传承农耕文化，不忘
自己的根本，同时也是我乡‘农
业+文化+旅游’模式的探索。”马
楼乡乡长王新生说。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徐先友 见习记者孙晓永
通讯员 吴东川/文图

“发给我们的消防记录本用完
了，哪里能买到？”“不用买，用完了
直接来队上领取，做好登记就行
了！”昨天上午，漯河经济技术开发
区一家企业给区消防救援大队打

来电话，咨询消防记录本的问题，
得到肯定答复后，满意地挂断了
电话。

消防记录本，还免费领取，咋
回事？原来，前不久，该大队在检
查中发现各重点单位巡查检查、
培训演练、控制室值班等工作记
录样式五花八门，填写混乱随
意。为此，大队专门印制数千本
消防工作记录本，免费发放，手把
手教各企业如何填写，哪个单位的
工作记录用完了随时来大队领取。

近年来，该大队推出类似这样
优化营商环境的接地气儿举措还
有很多：专门设立服务电话，不管
辖区各单位需要开展消防培训、演

练还是协助隐患排查，只需一个电
话，大队都会无条件迅速派员前
往；把每周六定为队站开放日，不
论是学校幼儿园还是企事业单位，
想要到队来参访学习只需提前一
天预约即可；为解决辖区企业新水
带漏水的隐患，大队专门采购消防
扎带机，义务提供给各单位，还多
次组织“手把手教铁丝缠扎水带”
活动，确保水带安全“上岗”。

采访中，该大队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坚持放管服改革，用消
防权利的“减法”换取企业活力的

“乘法”，创新工作思路，提升服务
质效，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
济安全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 漯河消防的这些举措很贴心

平顶山百名师生
画百米长卷 庆祝建党100周年

鲁山这个村里建起农耕文化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