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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湖大闸蟹助力乡村振兴

秋风起 蟹脚痒 菊花开 闻蟹香
□ 本报记者张铮

9 月 20 日，天气放晴，鄢陵县南坞
镇秦岗村青年湖内碧波荡漾，不时有
鱼虾游弋水面荡起一波波涟漪。

“今年青年湖的湖水充足，大闸蟹
长势特别好，再过 10 天就能打捞了。”
鄢陵县南坞镇秦岗村党支部书记华献
红查看大闸蟹的生长情况时说，中秋
节前后，青年湖大闸蟹将“闪亮”登场。

南坞镇青年湖源于清流河，20 世
纪 50 年代末由下乡知青与周边村民开
挖 得 名 ，水 质 纯 净 、水 色 清 澈 。“2005
年，我们到郑州招商的时候，中途经过
中牟雁鸣湖，发现雁鸣湖养殖有大闸
蟹。”华献红说，当时，他们就萌生了养
殖大闸蟹的想法。

回到鄢陵后，南坞镇政府专门邀
请水产专家查看青年湖水样指数，发
现青年湖非常适合养殖大闸蟹。

2006 年，秦岗村率先在青年湖养

殖大闸蟹。随后，南坞镇把大闸蟹养
殖扩展到青年湖沿岸的耿屯村，开发
青年湖水面 300 多亩，利用党支部领办

水产养殖合作社，开辟了一条特色养
殖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致富路，带动群
众实现增收致富。

青年湖水生态环境良好，养殖的
大闸蟹味道鲜美，享誉周边县市。每
年大闸蟹上市的季节，抢购的场面让
乡亲们格外高兴。秦岗村村民华发户
说：“漯河、平顶山、扶沟一带的销售商
都是提前预购大闸蟹。”

为提升大闸蟹品质，进一步打响
品牌，南坞镇多次组织秦岗村、耿屯村
党支部书记外出考察，注重湖周环境
保 护 ，精 心 养 护 水 草 ，科 学 设 置 防 逃
网，实行野生放养，保证大闸蟹个头肥
满、回味醇香。

菊黄蟹肥中秋节，也是青年湖景
色最美时，青年湖大闸蟹即将“闪亮”
登场。为延伸集体发展产业链，青年
湖畔成立农家庄园，现抓现做，口味多
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蟹，用好口碑
提升品牌知名度，助力乡村振兴。

扮靓城市迎“双节”
本报讯（记者 张铮 通讯员 王

伟红）喜迎国庆中秋双节，许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支队，全面聚焦重要干道、节
点、窗口区域，为市民朋友和八方
宾客营造良好的城区环境。

9 月 20 日，该支队常态化巡查
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对城区主次
干道、游园广场集中开展城市管理
领域专项行动，推进城市精细化管
理。“静夜守护”专项整治行动中，
城管队员有效遏制夜间建筑工地
施 工 噪 声 扰 民 及 渣 土 车“ 滴 、洒 、
漏”等违法行为，纠正夜间占道经
营、流动摊贩、油烟污染等问题。

该支队还集中开展了园林绿
地整形修剪，消除安全隐患，提升
绿化景观效果；维修更换故障路灯
49 盏，修复故障电缆线路 612 米，
照明设施完好率 95%以上，确保路
灯设施安全平稳运行；不断提升主
次干道保洁水平，加大重要路段、
重要区域保洁力度等工作。

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扩容增量

本报讯（记者 张铮）“不用来
回跑就能办理业务，省时又省钱，
跨省通办真给咱老百姓办了一件
大实事。”9 月 20 日，在许昌市民之
家大厅，刚刚咨询完社保办理流程
的李女士感慨地说。

许昌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以下简称许昌市政数局）以
外出人员旅居养老、婚姻登记、就
业创业、医疗社保、子女入学等领
域的服务需求为重点，与国内 40 多
个地区签订了框架合作协议，打造

“标准规范、相互授权、异地收件、
远程办理、协同联动”的跨省通办
政务服务新方式。

许昌市政数局在许昌市民之
家设置跨省通办综合受理窗口，指
派专人为企业和群众提供跨省通
办 相 关 业 务 的 咨 询 与 办 理 服 务 。
自跨省通办工作开展以来，许昌市
政数局按照“跨域合作、便企利民、
协商推进”的原则，通过“异地代收
代办”“多地联办”“自助通办”“全
程网办”等方式，借用现代科技手
段提高跨域办理效率。截至目前，
共办理跨省通办业务 58.3万余件。

下一步，许昌市政数局将持续
发力，积极加强与河北、广东、江苏
等外省市相关部门的协同性和联
动性，扩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
面，实现数据多跑腿、政府勤服务，
办事环节与办事部门之间的无缝
对接，真正让改革举措落实到群众
心坎里、企业所需处。

我市三支救援组织
获评新称号

本报讯（记者 黄增瑞）9 月 20
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根
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文公布的

“2022 年度贡献突出社会搜救力量
名单”，许昌市魏都区蓝天救援队、
鄢陵县汉风救援队、禹州市应急救
援协会 3 支社会搜救力量榜上有
名，获评“全国 2022 年度贡献突出
社会搜救力量”称号。

2022 年，我市三支救援组织积
极参与社会搜救行动，其中水上救
援 37 次，打捞溺水者 20 人，打捞事
故车辆 3 台；救援队员进学校、社
区、单位宣讲水上安全暨防溺水知
识 83次，听课人数达 10.66万人次。

看非遗 吃非遗 购非遗

逛禹州非遗集市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讯（记者 黄增瑞 文/图）“咱
禹州产的九天阿胶，快来尝尝！”“百草
梨膏糖润喉清肺，要不要来一块？”9 月
21 日，中秋临近，禹州市夏禹公园举办
非遗集市，这是禹州药王孙思邈医药
文化节暨第十三届禹州中医药交易会
活动中的一项主要内容。

记者在非遗集市上看到，这里既
有禹州多家中医药行业展示的中药材
衍生产品，又有当地中秋月饼、牛肉和
烧鸡等非遗项目食材，还有非遗项目
传承人现场表演钧瓷手拉坯，中药炮
制切片……集市上既有人吆喝，还有
人观看，更有人品尝、购买。

禹州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齐红俊说，禹州市是有历史渊源的中
药材集散地定期举行的交易集市，在
全国范围内影响广泛。如今，随着时
代发展，禹州“药交会”被注入更多文
化内涵，并逐步演变为“药王孙思邈中
医药文化节暨中医药交易会”，通过活
动的举办，“禹州药会”在全国药材市
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当天，为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让更多人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禹州市组织中药加工炮制、钧瓷烧制、
禹州药膳、粉条制作等 40 多个非遗代
表性项目，通过非遗技艺展示和非遗

产品展销，全方位展现禹州厚重的中
医药等传统文化魅力。

“我们从全市挑选出一批好看、好
玩、好吃的非遗代表性项目，现场进行
展览、展示、展演、展销，满足人们吃非
遗、玩非遗、赏非遗、学非遗、购非遗的
需求，让人能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
的魅力，同时来触摸历史，感知文化，
增强自信与认同，共同助推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齐红俊说。

与此同时，在夏禹公园南侧，禹州
市卫健委还组织禹州市中医院等多家
医院的 60 名中医，为群众进行中医义
诊和理疗服务，吸引了不少人参加。

青年湖大闸蟹 资料图片

↑ 非遗传承人进行中医药切片表演
← 市民参观、购买集市上的特色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