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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司佳 赵 越）
为进一步提升全县广大群众的安全
防护意识，自 6月11日以来，县公安
局在辖区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交通安
全宣传劝导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出
行安全。

行动中，在重点路口和路段，民
警对过往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
骑乘人员未佩戴头盔的行为进行

耐心劝说和现场查纠；通过大屏
播放事故警示教育视频；结合典
型事故案例，详细讲解未佩戴头盔
带来的严重危害，引导群众养成良
好的出行习惯，确保自身和他人生
命安全。同时，民警同步向过往群
众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用通
俗语言解读交通法规要点，引导
群众将安全出行理念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各乡镇公安派出所同步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劝导行动。
下一步，县公安局将持续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劝导行动，切实提
升群众对交通法规的认知与安全
出行意识，全力营造安全、文明、
和谐的交通环境，筑牢交通安全
防线。

县公安局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劝导行动
阜新镇

本报讯（记者 王梦迪）7月4日，阜新镇
举办庆“七一”文艺汇演，党群同心唱响乡村
振兴主旋律。

活动开始前，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充
分彰显了阜新镇党群同心、共绘振兴蓝图的
坚定信念与昂扬风貌；举行“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颁发仪式，见证了老党员五十年的忠
诚与奉献。

文艺演出在激昂的腰鼓表演《中国范》中
震撼开场。鼓点如雷，瞬间点燃全场。晚会
上，机关党员干部、教师、第一书记以及各村
党员群众自编自演的扇子舞《祝福祖国》《中
华全家福》、筷子舞《山水家乡美》、舞蹈《我的
姑娘在草原》、戏曲表演《赞家乡》等节目各具
特色，尽显乡土深情与赤诚信仰。。

此次汇演，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阜
新镇深化党建引领、凝聚奋斗力量的生动实
践。汇演的歌声与舞步，化为全镇上下砥砺
前行、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劲动力。

伊吗图镇吕家店村

本报讯 7月1日，伊吗图镇吕家店村党
支部组织党员农技团，来到农丰合作社“党群
共富责任区”，指导葡萄管护工作，为村民送
上农技“大礼包”，让党徽在乡村振兴一线熠
熠生辉。

当前，正值合作社葡萄着色的关键期。
党员农技团提前梳理出增加光照、适宜环割、
促进根系氧含量等6项核心技术要点，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蹲点式”服务。

伊吗图镇吕家店村党总支书记胡波说：
“支部党员就是要作地里的‘活农技站’。平
时党员多盯两眼，年底分红时，乡亲们的腰包
就更鼓一点儿。咱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党
的生日献礼。”

近年来，吕家店村党总支通过领办合作
社、实施“三变改革”、组建产业联合党委、成
立12个党群共富责任区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发挥其在资源整合、
方向把控、难题破解、服务保障中的核心引擎
作用。近三年，合作社分红近300万元，农民
人均年收入翻了一番，村集体固定资产由零
资产增加到千万元。

十家子镇南甸子村

本报讯 7月1日，十家子镇南甸子村召
开庆祝建党104周年党员大会，传承红色基
因，凝聚奋进力量。

大会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党员们重
温入了党誓词；举行了党史知识竞赛，内容涵
盖党的历史、理论方针政策等多方面内容。
党员们踊跃答题，展现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与
良好的精神风貌。

活动中，南甸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程丹
为3位“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赠送礼物；
活动还为每位参会党员送上“永远跟党走”文
化衫及贴心礼物，让党员们感受到了组织的
温暖。

会议还邀请中国医科大学教师杨泽礼为
大家讲了专题党课。

此次活动，增强了南甸子村党组织的凝
聚力与战斗力，进一步激发了党员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 （十家子镇）

我县各界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4 周年

本报讯（记者 明 月 宋彦春）
在十家子镇玛瑙产业基地，网络直
播带货正成为撬动传统产业升级、
开辟青年就业新天地的强劲引擎。
如今，超过2000名从业者活跃在直
播间，其中不乏返乡创业的大学
生。他们用知识和活力，为千年玛
瑙产业注入新动力。

每天下午四点，26 岁的张浩
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5 小时的
直播常常带来万余元的销售额。
2023 年，张浩博毕业于辽宁省交
通高等专科学校。从小就对玛瑙
耳濡目染的他，放弃了在城市里
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和父亲一
起从事玛瑙产业。在熟悉了从原
石到成品的全流程后，他敏锐地
抓住风口，转型成为一名“带货主
播”。

张浩博的父亲张雷说：“十家子
玛瑙产业的发展经历了几代人的
传承。老行当必须要跟上新时代。

浩博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带来了
新理念和新思维，让我们这个老厂
迸发了新活力。”

作为全国最大的玛瑙交易与加
工中心，十家子玛瑙产销占据国内
外市场85%份额。乘着直播东风，
当地线上经销户已突破2000户，涌
现出百余位头部主播，年销售额逼
近9亿元大关。直播的“新赛道”吸
引着更多年轻面孔。

张宇琦是一名毕业于葫芦岛渤
海船舶职业学院的00后。今年，他
在小红书开设了账号，专营玛瑙制
品。每逢玛瑙大集，他便化身“买
家”，穿梭于摊位间，精挑细选粉丝
钟爱的款式。

张宇琦坦言，回乡直播让他找
到了自己的事业与价值。他不断钻
研玛瑙知识、工艺和历史，用专业的
直播赢得了粉丝的信赖。

沈阳职业学院毕业生陈同人
专注直播销售玛瑙手镯，月入轻

松过万。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研
究生孙月，更是将十家子玛瑙的
直播间开到了湖南省，拓展省外
市场。

为护航新业态成长，十家子玛
瑙基地管委会设立电子商务平台办
公室，提供平台对接、问题解答、主
播培训等全链条服务。

目前，十家子镇已形成“王大
村”“镇区”“玛瑙园区”三大直播村
集聚区。同时，与抖音、快手等主流
平台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为
从业者铺就“快车道”。

清晰的创业路径、坚实的平台
支撑与有力的政策扶持，为怀揣梦
想的大学毕业生插上了腾飞之翼。
他们在直播新赛道上奋力翱翔，不
仅实现了个人价值，更驱动着十家
子这座“玛瑙之都”的产业升级之路
越走越宽广。直播间的方寸屏幕，
正映射出传统产业与青春力量融合
共生的无限可能。

网络直播为十家子玛瑙产业注入新动力

直播带货“新赛道” 拓宽就业“新空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是满足

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

内在要求。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要做好农村的绿化美化工作，

打造符合本地资源禀赋特点、体现

地区优势和特色的乡村景观，营造

宜居宜业和美环境。

然而，有些地方盲目跟风引种

“流行植物”，打造千篇一律的“网

红景观”甚至随意破坏本地原生植

物，这种现象应当引起重视。流行

的、新奇的，未必是最好和最适合

的。用好乡土植物，提升绿化美化

工作的科学性，十分必要。

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乡土

植物。每个地方的气候、土壤等条

件不同，在植物选择上必须充分考

虑本地特点和地区差异。那些经

过时间检验的乡土植物，往往最适

合培植，管护成本更低。比如，云

南双柏县大麦地镇大力种植凤凰

木、蓝花楹等乡土原生植物，无需

额外的防寒、防病投入，全镇村庄

绿化率达80%以上。四川威远县选

择适应性强、生态功能显著的本地

树种桤木，有效破解了土地石漠化

难题。实践表明，选择真正适合的

植物，能让绿化美化工作产生更好

成效。

乡土植物如果能带来实实在

在收益，各地自然愿意种植，乡亲

们也会更支持。比如，月季是河南

南阳市十分有代表性的乡土植物，

种植历史悠久。近年来，当地乡村

瞄准近郊旅游市场机遇，打造月季

博览园、花艺文化创意园等，开发

种植体验、观光打卡等特色旅游项

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再如，皂荚、

山楂、板栗、榆钱等乡土物产，经过

深加工，也可以转化为绿色健康的

特色农产品，助力乡亲们增收致

富。有效开发利用乡土植物，既充

分发挥其生态功能，又充分挖掘其

经济价值，有助于激发种植、保护

的内生动力，形成更大合力。

乡土植物不仅是生态资源，也

是文化资源。在许多地区，由乡土

树木、花卉等构成的植物群落，经

过历史沉淀，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

符号和情感寄托。在山西沁源县

韩洪沟村，大槐树下的场院是几代

人的共同记忆。当地围绕村口一

棵数百年树龄的大槐树建起公园，

广受村民好评。这类依托乡土植

物打造的公共空间，往往会成为村

子里集议事、调解与休闲于一体的

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

能。擦亮乡土植物的文化内涵，有

利于增强村民归属感和凝聚力，推

动构建和谐邻里关系。

乡村绿化美化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深入挖掘乡土植物

的生态、经济、文化价值，构建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人居环境，展现

乡村地域景观独特魅力，必将推动

广袤乡村持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

光彩，绘就更加幸福美好的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 （人民日报）

以 乡 土 植 物 扮 靓 多 彩 乡 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