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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迎）临近春节，雨
雪天气比较频繁，如何便捷地买到称心
如意的年货成了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
位于中原腹地的许昌物产丰富，禹州市
的粉条、粉皮，襄城县的红薯、猪蹄，长葛
市的豆腐、蜂产品，鄢陵县的小辣椒，建
安区的香菇……怎样才能买到各种各样
新鲜的本地年货呢？

本报计划推出专题报道，聚焦许昌
本地扶贫产业基地、农业合作社、贫困户
种植、生产、销售的特色农副产品，通过
报纸版面和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以文
字、图片、短视频的方式展示与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相关的优质年货，在为市民
提供实用资讯的同时，促进消费扶贫，助
力脱贫攻坚。

我们通过多种传播渠道，打造线上
“年货大集”，将传统年货与消费扶贫融
合在一起，通过爱心消费与扶贫相结合
的方式，为扶贫产品打开销售渠道，让市
民在享受全新购物体验的同时，积极参
与消费扶贫事业，让 2020 年这个春节更
加温情、更有爱心。

本次“年货大集”重点宣传推介许昌
在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中涌现出的“一村一品”，以及专业
合作社或贫困户生产的特色农产品，突
出绿色、优质、原生态等特点。

“年货大集”实现产销对接，既能推
动许昌具有乡土气息的特色优质农产品
走出“深闺”，又能促进农产品生产者依
据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提升

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
您如果是驻村第一书记，兢兢业业

地带领村民发展农业、畜牧业，生产出了
优质的农副产品，请和我们联系。我们
提供平台，在帮您展示优质年货的同时，
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扶贫经验。

您如果是产业扶贫基地负责人，通
过种植食用菌、蔬菜、水果等带领贫困户
脱贫致富，请和我们联系。我们采用文
字、图片、短视频的方式推介产业扶贫基
地生产的农产品，帮您打开销路。

您如果是贫困户，不等不靠、自立自
强，通过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等
生产出了优质的产品，请和我们联系。
我们不但帮您“吆喝”产品，还对您自强
不息的精神进行大力弘扬。

与此同时，希望爱心企业、爱心商
家、爱心市民和公益组织关注我们的活
动。“年货大集”开市之日，欢迎社会各界
聚焦扶贫产品，通过消费奉献爱心。

年货年年都买，今年有所不同。
晨报通过打造“年货大集”，把年货

消费与爱心扶贫相结合，让市民买到货
真价实、原汁原味的本地特产，同时为脱
贫攻坚贡献力量，让市民与贫困户都过
一个好年。

欢迎驻村第一书记、产业扶贫基地
负责人、贫困户带着优质的许昌本地年
货来赶集。

联系电话：
0374-4399675、18697380606

自编自演身边事
展现社区新风尚
1月4日下午，魏都区文峰街道办

事处毓秀社区党总支联合芳华艺术
团志愿服务队、共建单位许昌市特殊
教育学校及辖区文艺志愿者，在许昌
市特殊教育学校礼堂举办“奋斗新时
代 梦圆小康年”社区春晚，通过演小
节目讲大道理，以小切口反映大社
会，推动了志愿服务在社区蓬勃发
展，展现了社区文化的新风尚。

图为芳华艺术团表演戏曲《绣红
旗》。 记者 贾同岭摄

本报讯（记者 毛迎）在我们身边，
生活着许多“平民英雄”。他们以实际行
动凝聚着向上向善的力量，用点点滴滴
的精神甘霖滋润着人们的心田。本报持
续聚焦你我身边的“平民英雄”，并开通
了微信投票渠道。在上一个评选周期，
我们报道了 6 组“平民英雄”。经过读者
投票，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的支教老师黄
湘萍、孙桐和夏高超当选为“周英雄”。

黄湘萍、孙桐和夏高超都是许昌实
验小学的教师。身为“杜伟强校长工作
室”的成员，他们今年 9 月份远赴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开始在当地支
教。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三人积极
开展公益活动，为当地多所学校的学生
上“女童保护”公益课，收到了良好的社
会反响。

在当前这个评选周期，我们又报道
了 6 组“平民英雄”。他们有的热衷公益
事业，有的乐于助人，用实际行动向社会
传递正能量。

市一中的退休教师惠芙云积极发挥
余热，每周在兴业社区活动室免费教英
语，学生是一群 60 岁以上的老人。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惠芙云说：“听到有人说
回 家 能 跟 小 孙 女‘ 秀 ’英 语 了 ，我 可 开
心！”

铲墙皮、背沙子、扛水泥……46 岁
的陈志强为了生计干体力活儿，衣服常
年灰扑扑的。当他穿上红马甲，带着志
愿者到敬老院、贫困户家里做公益时，就
成了亮眼的风景。长葛市友谊爱心协会
有 1000 多名志愿者，陈志强是会长。这
个朴实的农家汉子说，只要人人都献出
一点儿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66 岁的赵建平是建安区许由街道
办事处幸福社区的居民。两年前，他主
动加入幸福社区的志愿服务队，在日间
照料中心做义工，义务打扫卫生，帮居民
接孩子。该社区很多人不知道老赵的全
名，但是提起他都会竖起大拇指。“好人
啊！”“很热心，和这样的人做邻居，是一
种荣幸。”不少居民这样说。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1 时许，建安区
五女店镇冶庄村村民刘爱凤 3 岁半的孙
子童童（化名）发高烧。她想带孩子就
医，但村医去城里办事了。紧急时刻，冶
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博和村民冶付超将
祖孙俩送到了相邻的鄢陵县黄庄村卫生
室。此时，孩子的体温已接近 40 摄氏
度 。 经 医 生 紧 急 救 治 后 ，孩 子 最 终 痊
愈。冶庄村村民说：“在俺村，有困难找
第一书记，管用。”

长葛市大周镇小谢庄村一个小饭馆

的老板谢宝立和妻子王玉娇的 2019 年
过得非常充实。因为农历每月十五，他
们 都 会 请 40 多 名 环 卫 工 免 费 吃 肉 片
汤。肉价虽然涨了，但这个善举雷打不
动。说起 2020 年的心愿，谢宝立说：“希
望我的饭店规模更大一些，在能力范围
内让更多的环卫工到这里吃饭。”

每周二下午，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
处长青社区就会有 30 多位老人聚集在
一起学吹葫芦丝。60 多岁的颜廷云义
务担任老师，赢得了学员的赞誉。长青
社区副主任艾改芳说，公益葫芦丝课既
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也有利于
构建和谐社区。

您如果被这些“平民英雄”的事迹感
动了，请扫描文末二维码进行投票。本
报将评选出“周英雄”“月英雄”，并为“月
英雄”颁发荣誉证书。

聚焦产业振兴，助力脱贫攻坚

“年货大集”将开市，晨报喊您来赶集
欢迎驻村第一书记、产业扶贫基地负责人、贫困户带着许昌本地年货来赶集

联系电话：0374-4399675、18697380606

支教“三人组”当选为周英雄
六组“平民英雄”，等您来投票

本报讯（记者 张铮）1 月 3 日，
记者了解到，2019中部地区县域经济
百强榜出炉，河南省 28 个县（市）入
选。我市4个县（市）上榜，其中，禹州
市列第 19位，长葛市列第 21位，襄城
县列第61位，鄢陵县列第74位。

该榜单由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
其通过分析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
裕程度及地区生产总值等 15 项指
标，从中部 6 省 482 个县级行政区划
中选出县域经济 100 强。县域经济
的持续发展是中部地区不断崛起的
重要保证。中部地区国土面积约为
103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为 3.7
亿人，生产总值约为 19.2 万亿元。
2018 年，中部百强县（市）GDP 总量
为 4.4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到 3194 亿元，基本与区域内经济第
一大省河南省相当，已成为地区发
展的中坚力量。

其中，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旧动能转换、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增大的新形势，长葛市明确提出了

“双轮驱动、项目支撑，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的发展思路，统筹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各项工作，以“智能化、绿色化、
技术化”三大改造为路线图，以“生
产换线、设备换芯、机器换人”为抓
手，扎实推进由“制造”向“智造”、由

“工业大市”向“工业强市”转变。
禹州市以能源、建材、钧瓷等重

点行业领域为突破口，深入开展智
能化、绿色化、企业技术改造，同时
聚焦装备制造、绿色铸造、生物医
药、新型建材等主导产业和新材料、
大数据、煤化工、人工智能等战略新
兴产业，开展定向精准招商，推动主
导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高
端发展，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本报讯（李秀莲）近日，襄城县
丁营乡苗府村文化大舞台落成，举
办了“春满中原 老家丁营”群众文化
活动，对苗府村评选出的好婆婆、好
媳妇、优秀党员、爱岗敬业模范和优
秀致富带头人进行了表彰。

许昌4地上榜
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百强

表彰致富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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