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术管护铺就富民路
伊滨讯 沃野泛青浪，药香漫乡间。时值孟夏，寇店镇刘

李社区300亩中药材种植田迎来管护黄金期。社区居民抢
抓农时开展白术除草作业，田间地头，翠绿的白术苗整齐排
列，劳作身影穿梭其间，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
乡村振兴实景画卷。

来自焦作的资深种植户刘永鹏，拥有多年中药材培育
经验。年初，他通过朋友牵线，在刘李社区流转300亩土地
种植白术、地黄。当前正值白术根系发育期，七、八名居民组
成的除草队采用人工精细化管护，后续两人的喷灌组将接
力开展水肥管理。从播种到采收的全周期管护，不仅为中药
材品质筑牢根基，更打造出“家门口就业圈”。

“在家门口干活，一天能挣80元，还不耽误接送孙子。”
58 岁的居民李大娘擦拭着额头的汗水，笑意里满是获得
感。产业反哺民生、民生促进和谐。像李大娘这样的中老年
劳动力，在家门口找到的不仅是就业岗位，更是融入乡村发
展的参与感。

作为传统药用植物，白术具有健脾益气、燥湿利水的功
效，其干燥根茎入药已有2000余年的应用历史。同时，白术
挥发油成分在日化领域可作为天然香料原料，经济价值显
著，刘李社区也将形成“一药兴、百业旺”的产业辐射效应。

从田间除草的细微管护，到全镇产业的发展布局，寇店
镇以产业振兴为抓手，通过“土地全域整治+特色产业导
入”双轮驱动，累计盘活闲置土地2000多亩。未来，该镇将
聚焦“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目标，
以特色农业为笔，以改革创新为墨，书写“产业兴、生态美、
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杨芳芳）

清理“路障”除隐患 畅通道路保安全
伊滨讯 5月11日下午3时左右，一辆满载空气砖的大

型货车在开元大道伊河桥转弯过程中，由于速度控制不当，
导致车上装载的空气砖大量掉落至路面，造成交通阻碍并
产生安全隐患。

这一突发情况很快引起了该路段保洁公司的注意。保
洁公司迅速响应，立即调集附近的环卫工人前往现场进行
紧急处理。同时，我区城管队员也迅速来到现场，与环卫工
人分工协作，有序协助货车司机将散落在地的空气砖重新
装车，保障道路尽快恢复畅通。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意外，货车司机深感歉意的同时，
也对环卫工人及城管队员的及时援助表达了感谢。

安全无小事！货车转弯需控速，复杂路况更谨慎。此次
事件再次提醒公众和运输业者关于道路安全的重要性。尤
其是重型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应严格遵守限速规定，特别是
在转弯等复杂路况下，更需谨慎操作，以防类似事故重演。

（介玉晓）

“诸葛里”歌王争霸赛圆满收官
伊滨讯 5月4日，“神都牡丹·唱响洛城”——“诸葛里”

歌王争霸赛总决赛圆满收官。自4月15日启动，赛事吸引各
地歌唱爱好者踊跃参赛，历经初赛、复赛，最终在决赛上演
巅峰对决。

决赛当晚，诸葛里步行街文化广场灯光璀璨、观众如
潮。选手风格多样，既有深情的抒情演绎，也有激情的摇滚
劲歌，更有清新民谣诉说生活温暖。首位选手以经典老歌引
发全场大合唱，后续选手带来的动感流行曲点燃现场。

比赛中，评委从音准、节奏等多维度打分，观众现场投
票助威。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老城区的选手李万春摘得“歌
王”桂冠，孝文街道诸葛社区马自峰、偃师区兰胜利分别获
得亚军、季军。

现场音乐氛围浓厚，舞台装饰与音符旗帜相映成趣，美
食摊位、互动游戏区让观众尽享视听与味觉盛宴。此次赛事
为当地文化生活注入新活力，激励更多人追逐音乐梦想。

（乔臻）

我区保健按摩公益课堂火热开讲
伊滨讯 5月15日上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热闹非

凡，一场以“健康生活·手护幸福”为主题的保健按摩公益课
堂在此热烈开展。

此次活动由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中心、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携手洛阳正大技能培训学校共同举办，旨在提升
居民健康意识，传授实用保健按摩技能。

在一段活力满满的健康保健操后，活动正式开始。理论
教学环节，讲师运用多媒体课件，以生动易懂的方式讲解保
健按摩的职业前景，让居民们对这一行业有了全新认识。同
时，讲师还深入剖析阴阳五行、经络气穴等基础概念，为大
家理解保健按摩原理筑牢根基。此外，讲师还详细地介绍了
头部、肩颈的常用穴位及保健手法，让居民们对按摩养生有
了初步的认知。

在实操教学环节，老师们亲自上阵，为居民们演示按摩
手法，从穴位定位到手法运用，一招一式都细致入微。随后，
居民们两两分组，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实操练习。现场还设
置了头部舒缓区和肩颈放松区，居民们在不同区域分别练
习头部和肩颈的保健按摩手法。老师们穿梭在学员中间，手
把手地指导，及时纠正不规范的动作，确保每位居民都能掌
握正确的技巧。

课程结束后，居民们围绕在老师身边，就自己在学习过
程中的疑问和生活中遇到的健康问题进行咨询。不少居民
表示，此次活动收获颇丰，不仅学到了实用的保健按摩技
能，还能在日常生活中为家人缓解疲劳，守护健康。

此次保健按摩公益课堂进一步提升了居民健康素养和
职业技能。未来，我区还将持续开展各类技能培训活动，为
居民的幸福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董浩）

交警“串场”烧烤摊“烟火气”里送安全
伊滨讯 5月12日，交警八大队民警深入我区各个烧烤

摊点，开展“拒绝酒驾，珍爱生命”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交警们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张贴交

通安全海报等形式，图文并茂地展示酒驾的危害，让每一位
食客都能直观了解酒驾的严重后果。

交警结合实际案例，详细讲解了酒后驾驶可能带来的
惨痛代价。桩桩件件，发人深省。不少群众听后，纷纷表示深
受触动，一定会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并承诺会
向身边的人宣传酒驾的危害。

此次活动，不仅提高了群众对酒驾危害的认识，更在全
社会营造了拒绝酒驾的良好氛围。交警八大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持续开展此类宣传活动，让交通安全意识深入人
心，让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成为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共同守
护城市道路的安全与畅通。 （贾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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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北京履坦科技洛阳公司车间里机器轰鸣，金属
部件碰撞声与编程键盘的敲击声交织成一曲创新乐章。一台
台银灰色的拱腰式农业机器人正舒展着仿脚踝关节的履带，
仿佛整装待发的“田间战士”，即将奔赴全国各地的田野。

这个在伊滨扎根了两年的科技企业坐落在国宏先进制造
产业园内。作为伊滨重点培育的“智慧农业尖兵”，履坦科技的
落地离不开政策春风的吹拂。

2023年，我区以“筑巢引凤”的诚意，为企业免费提供发展
用地，搭建起政策对接、人才输送的“绿色通道”。从项目审批
的“一站式服务”到创新用地的支持，政企携手构建起“政策暖
企、环境助企”的生动场景。

“伊滨不仅给了公司一个科技化的‘落脚地’，更给了我们
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带’，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在这里研发
与生产，帮助农民减轻农务负担，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的蓬勃
发展。”企业负责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黄川博士说。

走进试验田，只见履坦科技的机器人正迈着稳健的“步
伐”在田垄间穿梭。这台融合了数字导航与传感技术的“钢铁
之躯”，有着能调整姿态的“拱腰”设计，哪怕是坡度30度的山
地或崎岖的地块，也能如履平地。它的“智慧大脑”更是了得
——作业时，间距误差不超过2厘米，人性化的操作设计配合
数字化后台管理系统，让农户李大姐坐在地头就能通过手机
查看作业进度，指尖轻点间，农田管理的难题迎刃而解。

“以前开沟全靠肩扛手刨，现在机器人一天作业，够咱社

区老少爷们干三天！”数据显示，农业机器人的作业效率比人
工提升5倍，每亩成本直降15元，相当于给土地插上了“效率
翅膀”。

据了解，该公司还将推出“共享农机”模式，让科技红利更
触手可及——农户打开手机APP，像点外卖一样下单农机服
务，实惠的租赁价格，让小农户也能用上“高大上”的智能装
备，真正实现“科技不落户，小康不漏户”。

站在伊滨科技城的发展版图上，履坦科技的创新轨迹
只是缩影。这家企业正以此为支点，勾勒着智慧农业的壮美
画卷。

“未来三年，我们将会研发出更多应用场景的农业机器
人，搭配6G通信与AI智能控制，实现‘手机一键种地’。”黄川
博士说。

暮色降临，车间里的灯光依然明亮。技术人员正在为机
器人调试最新的导航系统。这片曾经的传统农耕区，如今正
上演着“机器换人”的科技革命：履带压过的田埂上，播撒的
不仅是种子，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伊滨正用创新作犁、以实
干为种，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出一幅“科技兴农、智慧富民”
的时代新篇。 （文/图 任费伊）

伊滨“智”造机器人为田野装上科技“引擎”

五月的寇店大地生机盎然。
在寇店镇寇店社区、干村社区300余亩农田里，新播的白

玉山药幼苗已顶开泥土，露出嫩绿新芽。数十名工人排成整齐
队列，在竹竿间穿梭忙碌，为即将攀爬生长的山药藤蔓搭建

“成长阶梯”。
这幅图景正是寇店镇以特色种植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的生

动缩影。

温县“山药行家”扎根寇店，规模化种植绘就产业蓝图

“白玉山药喜沙壤、耐储运，咱寇店的土质和气候正合
适。”来自“山药之乡”焦作温县的种植大户马学文在田埂上
指着刚露头的幼苗介绍。凭借多年山药种植经验，他去年在白
马寺镇种植成功后，今年毅然与寇店镇达成合作，通过流转集
体土地，在两个社区承包300余亩土地种植山药。

“眼下正是搭架的关键期，先立竹竿、再拉钢丝、最后铺
网，藤蔓顺着架子爬，通风好、病害少，山药能长得更粗实。”马
学文说。

据了解，这批白玉山药采用“脱毒种薯”培育技术，种子将
于11月成熟，单根种薯长15到20公分，可持续供应至明年4
月，预计亩产量3000余斤。成熟后，将有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
山药种植大户直接到田头收购，作为优质种源运往全国产区。

“家门口就业”成常态，土地生金带动群众增收

田地里，58岁的居民马大叔正熟练地绑扎网架，他笑着算
了一笔账：“每天85块工资，一个月干20天就能挣1700元，还
能照看家里，比外出打工划算多了！”

像马大叔这样的务工者，每天有七八十人在山药基地忙
碌，从整地、播种到搭架、管护，整个种植周期可提供近1000人
次的就业岗位。

寇店镇通过“社区集体+种植大户+农户”模式，将分散的
土地资源集中流转，不仅盘活了农田，更让群众实现了就近务
工增收。

倒茬轮作+科学管护，走出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山药地只能种一年，来年就要倒茬种植别的作物。”马
学文介绍，倒茬种植不仅能有效保持土壤肥力，还能根据市场
需求灵活调整种植结构，进一步提升土地的经济效益。

种植基地严格遵循“一年一种、隔年倒茬”的种植规律，通
过有机肥改良土壤、网架式立体栽培等技术，在提升山药品质
的同时，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初夏的阳光洒在整齐排列的竹竿上，新出土的幼苗不久
将悄悄攀上竹竿。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白玉山药不仅是埋在地

下的“金疙瘩”，更是联结农户、集体、市场的“致富纽带”。随着
寇店镇特色种植产业的稳步推进，一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
美”的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文/图 朱海丽）

寇店镇300亩白玉山药田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5 月 12 日，在诸葛镇苏沟社区，
田间地头一片金黄。随着气温攀升，
千亩油菜进入收割高峰期，社区居民
抢抓农时，驾驶收割机收割，金灿灿
的菜籽颗粒归仓，一派丰收景象。

近年来，该镇依托“冬种油菜、春
来赏花、夏收菜籽、秋天榨油”四季产
业循环，将传统农作物打造为贯穿全
年的经济载体，确保群众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

（文/图 倪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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