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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
勋）“金豆子食品有限公司是我们园区入
驻的最大一家企业，公司的博物馆体现了
金豆子企业从挖掘历史，到一步步发展到
今天的历程。”6月27日，商丘食品工业园
董事长范乃超说。

商丘食品工业园地处商丘市商虞交界
处，规划园区面积 4平方公里，建筑面积
约400万平方米，总投资200亿元，为河南
首家“资源优势+能源驱动+资本运作”三
轮驱动的平台型食品工业园区。为豫东地
区唯一一个以打造服务平台为特色的食品
工业园区。目前，正在建设的豆制品产业
园占地约 510亩，建筑面积 50余万平方米，
总投资 20亿元。包括 35万平方米标准化
厂房、20万吨大豆仓储中心、冷库、研发中
心、检验化验中心、数字化运营服务中心。

6月 27日，记者走进金豆子食品有限
公司的博物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领略
了金豆子从创业第一家工厂到布局全国的
集团化企业，也见证了金豆子食品有限公
司一步步成长为大中型企业的历程。

金豆子食品有限公司博物馆共有 5个
展厅，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走进博物
馆的第一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4米曲
面显示电子屏，3分钟的视频讲解金豆子
食品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

第二展厅，为大家讲述的是豆芽的起
源和历史传承。

豆芽文化的起源来自大豆，大豆的驯
化培育始自中国中原地区。虽然豆芽的培
育时间已不可考，但早期的豆芽首先是用

于食疗，其次用于道家养生。到宋朝时，
作为“活体蔬菜”，食用豆芽已相当普
遍，并与笋、菌一起，被列为素食鲜味三
霸之一。后来随着郑和下西洋、李鸿章出
使外国，豆芽生产工艺传到了世界各地。

商代前期的都城在今商丘，土地肥
沃，气候温和，十分适应大豆的生长。商
丘一带是全国有名的大豆中心产区。

在第二展厅走廊一边的展柜里，依次

摆放着甲骨文中有关大豆种植记载的书
籍、大豆炭化的种子、二里头遗址出土以
及石磨、石棒、石铲、石臼等器皿。

相传商汤之时，商部落崛起，以毫
（今商丘）为都城，征伐夏桀。为解军需
蔬菜之急，厨师出身的宰相伊尹，培育出
豆芽菜献给商汤。士兵食后，斗志倍增，
一战攻灭夏桀。到南宋后期，林洪所著的
烹饪著作《山家清供》中，更是详细描绘

了豆芽美食的烹饪方法。千百年来，豆芽
一直是广受人们喜爱的膳食佳品。

第三展厅以民俗故事·豆芽文化为基
本内容。

豆芽，亦名巧芽、豆芽菜、如意菜、
掐菜、银芽、银针、银苗、芽心、大豆芽
等，是各种豆类的种子培育出可以食用的

“芽菜”，也称“活体蔬菜”。以其品种丰
富、营养全面、白嫩清爽，自古以来一直
是我国传统的大众蔬菜。

展厅的第一单元包含了“种生求子”
“长命菜”“婚姻如意”“春节炖豆芽”的
几个民间习俗。古代圣贤先哲也留下了许
多赞美豆芽的千古美文。珍珠翡翠白玉
汤、白龙闹海、李鸿章杂碎、金钩挂银条
等菜品各有故事，精彩粉呈。

芽苗菜在生产过程中，在水解酶的作用
下，将高分子贮藏的物质转为可溶性的、人
体易吸收的简单物质，形成大量的活性植物
蛋白，因而芽苗菜又称“活体蔬菜”。在展厅
的豆芽与皇家饮食文化单元里，皇家菜谱列
出了多种豆芽的做法及补益功能。

金豆子博物馆的第四展厅，向我们叙
述了金豆子食品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

金豆子食品有限公司目前已实现全产
业链发展，并与中粮集团、益海嘉里集
团、河南粮食投资集团、杭州祖名股份等
数家集团公司实现贸易合作。工业园区项
目全部入驻达产后，将形成豆制品产、
加、销、贸、工、农一体化和一二三产深
度融合的发展格局，极大推动豫东乃至河
南省豆制品规模化和绿色化发展。

虞城有个“豆芽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范建设）“我们腾湾村在老黄河故道
边上，多数都是河滩沙地，适合马
铃薯种植。我们跟马铃薯主产地内
蒙、甘肃进行错峰种植，不仅能增
加农民收益，还能争取到马铃薯市
场主动权。”6月 28日，在虞城县田
庙乡腾湾村懂菜现代农业基地，虞
城县工商联会员企业、隆世达实业
集团公司董事长董胜利高兴地说。

隆世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河南隆世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运
营保障）、河南懂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等6家控股子公司，是一家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公司在虞城流转土
地 1.1 万余亩，托管土地 1.7 万余
亩，坚持以产业化的理念发展现代
农业经济，通过农业“接二连三”
和农产品加工业“前延后伸”。以智
能化中央厨房、农产品加工厂为轴
心，前延至蔬菜、小麦等标准化生

产基地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后伸
至冷链物流、研学科普教育等三产
端，建立研产销一体化绿色农产品基
地，创新“公司+订单+合作社+农户”
的产业帮扶机制。荣获“农业产业化
省级龙头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设施农业科技含量高。河南懂菜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与省农科院、
河南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院校交流合
作，坚持走产学研结合发展之路，组建

“河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公司现拥

有80台大型农机具，其中200马力以
上拖拉机 12 台，联合收获机 10 台，
大疆植保无人机 5架，深松机 10台，
秸秆还田机12台，育苗自动排种机2
台，播种机7台，种苗移栽机2台。

生态循环农业水平高。公司采
用先进的堆肥发酵技术，可使蔬菜叶
杆及蔬菜废料废弃物得到无害化处
理，又可以通过生物有机肥增产增效，

蔬菜叶杆与桔杆回收率达到100%，形
成了种植、废料处理一体化的循环农
业发展新格局；通过绿色种植、食用菌
研发种植等构建多个生产循环，使资
源在生产过程中多种循回运动。

目前，该公司每年支付土地承
包金 1100万元，解决群众就业固定
岗位 512个，劳务收入人均 1.2万元；
带动农产品高效种植6万余亩，订单2
万余亩，田庙乡13个村人均增收3000
元；农民土地入股 7653亩，每亩折算
股金 1000元，共计 765.3万元，给群众
总体分红 300余万元。另外，公司技
术人员手把手传艺、一对一帮带，加
大实用技术和科技知识普及推广力
度，带动更多的人脱贫致富。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发挥引领作用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
员 李 超 谢卫勋）暑假来临，为
切实保障中小学生生命安全，围
绕防溺水、交通安全、食品安全
等重点领域，虞城县提前谋划，
多措并举筑牢学生暑期安全网。

该县教体局牵头组织各相关
职能部门，开展全面详细的排
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处
理。同时，督促有关单位在安全
隐患较大的水域设立安全警示标
牌和警示标语，加大巡查力度。

暑假前通过“两书一课”做
好暑假期间的安全教育。督促各
学校班主任上好学生离校前的一
次安全教育课，切实做好学生假
期的疫情防控、防溺水、交通安
全、居家安全、人身安全、饮食安
全、心理安全教育。

利用公示栏、横幅、村级大喇叭
与政策宣传车、保洁员小喇叭相结
合的方式，扩大宣传范围、强化宣传

力度。组织班主任通过微信群、家访等方式，加强与
学生家长的沟通交流，提高家长的安全监管意识。

县教体局联合各乡镇，制订镇村干部值班表及相
关应急预案并严格执行，保证通讯24小时畅通，每日
报送安全工作信息，一旦发生学生安全突发事件，及
时按照预案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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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五星”支
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虞城县立足全县基层党建工作实
际，准确把握创建任务、标准和办法，坚持高起点谋
划、高质量推进，确保创建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坚持
把两个《指导意见》作为全县纲领性文件，要求各乡
镇、县直有关单位充分领会创建“五星”支部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近日，记者分别走进稍岗镇冯庄村、镇里堌乡丁马
庄村、城郊乡郭土楼村、杜集镇史桥村，探访这几个村
在创建“五星”支部过程中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值
得大家借鉴。

稍岗镇冯庄村：

冯庄村坚持把人才作为打造“冯庄制造”的根本，
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
才，走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投入资金10万元对全村道
路进行绿化，投资27万元对全村坑塘进行改造，投资8
万元在村主干道安装路灯 210盏，实现全村亮化。加强
对村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的关心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
他们解决现实困难，防范化解独自生活风险。

同时，该村通过发展五金产业甩掉了贫困帽子，现
有规模以上企业40余家，家庭工厂作坊180余家。全村
企业总产值 26亿元，年产值超千万元企业 20多家，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59万元，人均年收入2万元以上。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庞大销售网络，将制造产品远销俄罗
斯、加拿大、巴西等20多个海外国家。

镇里堌乡丁马庄村：

丁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卞振强带领村“两委”干部，
利用整治出的坑塘洼地，高标准新建了党群服务中心、
文化健身广场；绘制党建宣传、脱贫攻坚等墙体彩绘
600多平方米，打造了“清风塘”红色文化宣传长廊和
民俗馆；采用“集体+乡土人才”的模式，创办了 3家
村办企业和 2 个专业合作社；投资 120 万元建成一座
1200平方米的钢构车间和两座 500吨冷库，为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60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年增加15万元。

为创建“五星”支部，该村继续推动土地流转，种
植阳光玫瑰葡萄 300亩、冬桃 500亩，鱼塘养殖 30亩，
预计带动群众增收 50万元。在重要节日对全村 70岁以
上老人进行慰问，为全村 8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
费，对当年考入大学的学生给予1000—3000元的资助。

城郊乡郭土楼村：

郭土楼村建立“村集体、本村经济能人、贫困户”
三位一体的带贫利益联结机制，利用 4年时间实现了贫
困人口持续稳定增收，精心打造的豫东竹海乡村旅游景
区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都市人的梦里老家”。

该村发展无公害种植，积极打造生态农业，将1000
亩基本农田发展成无公害农业；联合鹦鹉养殖户成立鹦
鹉养殖合作社，带动村民致富和集体经济增收；持续推
进综治信用家庭建设，开展综治信用家庭评选活动，引
领群众讲诚信、守信用。

杜集镇史桥村：

为创建“五星”支部，史桥村结合村情实际，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建成扶贫车间 2座、光伏发电场 1座、
鸭棚 60座、养牛场 4个、养羊厂 2个、养鸡场 3个，鼓
励返乡青年创办企业10家，引进服装加工企业1家，创
税收 100万元，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300万元；协调资金
60万元建成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500㎡的党群服务中
心，为党员群众提供了“一室多用”的党建文化阵地；
流转土地千亩建成芍药种植基地；投入 300万元对村容
村貌进行整治。

该村还成立了由村党支部书记任组长的创建专班，
深化与桂柳集团合作，稳定50万只的种鸭养殖规模，确
保村集体经济和群众稳步增收；对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
实行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定期到家中解决现实困难；评
选出30户星级文明户，激发群众的文明意识。

虞城县

多措并举谋发展
凝聚合力创“五星”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李 勇）“县委巡察
组来我们村后，我们创‘五星’支部有了思路，条理
也清晰了。”日前，虞城县刘店乡郭庄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意念说。

日前，虞城县委巡察组围绕“支部过硬星、产业
兴旺星、生态宜居星、平安法治星、文明幸福星”的
村级“五星”支部创建目标要求，力促全县被巡察的
行政村党支部争创“五星”党支部。

在刘店乡，自第八巡察组入村以来，该巡察组将
村居巡察工作与当前“五星”支部创建工作统筹考
虑、以巡促建，大力营造“创星争优、比学赶超、集
体进步”的创建氛围，围绕“五星”支部创建5个方面
重点任务和 29条标准对标自查。针对被巡察村在推动
农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基层综合治理等方面
制订的目标，指导被巡察村制订创建计划、逐项梳理
创建目标、对标弱项、建立清单推进工作机制、党员
联户分包机制，激发农村党员群众参与创建工作热
情，为“五星”支部创建助力添彩。

同时，巡察组要求被巡察村“两委”发挥广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切实增强农
村党员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高标准助
力乡村创“五星”支部。

目前，刘店乡被巡察村丁河楼、张庄、丁李楼、
郭庄4个村经县级组织部门初审后，向市级组织部门推
荐创建“四星”党支部。

虞城县委巡察组

助力乡村创“五星”支部

▶6 月 28 日，
在虞城县人民公
园里，游客们在
湖 边 惬 意 地 游
玩。近年来，虞
城县致力于打造

“河南强县 中原
新城”，城区面貌
焕然一新。

本 报 融 媒 体
记者 刘建谠 摄

6月28日，虞城县镇里堌乡丁马庄村赵素真在村里的葡
萄园里劳动。3年前，丁马庄村能人卞振强放弃在外务工的
机会，返乡创业，成立了助农合作社，许多村民实现了“自
家地里上班”。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6月28日，虞城县田庙乡水果喜获丰收。图为村民正在
地头销售自家种的油桃。这些油桃一部分销到江浙沪，一
部分由懂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收购，用于学生营养餐配送。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金豆子食品有限公司的豆芽生产车间。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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