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兰剪纸、伊尹佩香、根雕艺术……这
些丰富多样、具有浓郁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虞城县发展的鲜活见证，也是虞城人
民的精神家园。

据了解，虞城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
化遗存丰富，历史名人众多，因此衍生出了
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截至目前，虞城县拥有非遗项目 179项
（其中，1个项目列入国家级名录、9个项目
列入省级名录、58个项目列入市级名录）。

“我在家门口打工，能照顾家人，还能挣
钱，上个月我领了 3000多元工资。”在县熟
镇朱阁村的“汤都红粘谷酒传统酿造技艺”
非遗工坊务工的村民刘大任高兴地说。

在“汤都红粘谷酒传统酿造技艺”非遗
工坊，几十口大缸依次排开，很多大缸正冒
着热气，里面的红粘谷不时“噗噗”炸开水
泡。传承人杨威介绍，他们生产的红粘谷酒
现已开发出10余种规格，年销售额在200万
元左右，带动村民从事红粘谷种植、管理、酿
酒、发酵、蒸馏、包装等 100人左右，人均年
增收3万元。

在店集乡“仙脚丫手工布鞋”非遗工坊
内，村民通过灵活的计件工资、兼职或全职
等多种形式，达到让广大劳动者“离地不离
家、进厂不进城”的工作状态。目前，已带动
周边20个乡（镇）500多人参与布鞋生产。

“非遗项目以前规模小、底子薄，通过这
么多年的引导和发展，虞城县的非遗项目从
小作坊变成了大企业，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
础。”虞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王富杰说。

“我结合祖上传统中药技艺，开发出伊
尹佩香、中药象棋等，目前销售行情还不错，
能带动附近村民增收。”虞城县城关镇居民、
刘氏传统本草佩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刘建党说。

在刘建党的伊尹佩香坊内，他正带领工
人制作中药象棋，做胚—上模—成型—上釉
—晾干，全手工制作，一套象棋制作下来得
好几天。但他“乐在其中”。

作为刘氏中药世家第五代传人，刘建党

一是从祖传中医疗法中得到传承，二是
吸取古虞文化中药“服药”的概念，开
发出伊尹佩香、手串、中药药饼、中药
象棋等十数个品牌。特别是研发
的中药象棋，闻起来药香扑鼻，拿
起来大小适中，人们在下棋中养
生，在娱乐中保健。

据悉，在 2023 商丘非遗文化
节上，虞城县共组织民间多层剪纸、
面塑、刘氏本草佩香制作技艺、木叶
画等七家非遗项目参加，赢得省、市领
导和社会各界的赞誉；10月23日，虞城县
又组织木叶画、韩氏木刻、刘氏佩香传统制
作技艺、鱼灯制作技艺、罗氏制艾等非遗项
目，分别在商丘市非遗展示馆、商丘博物馆
非遗文创展厅、火神台商祖
祠进行非遗项目布展和
现场演示。

虞城县通过与旅
游融合衍生出了多
种产品业态，鼓励
非遗项目走进木
兰 祠、蜗 牛 小
镇、马牧集老
街等旅游景
区。通过各种
展演展示活动，
为游客讲述了生
动的故事，让游客
直面非遗的各种表现
形式。将虞城特色产
品、戏曲、生活风俗、民
间故事等进行全面展示，
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进行
参观，也为非遗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1月7日，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到虞城
县马牧集老街视察，对虞城县非遗项目参与
城市更新给予肯定。“我们用文化的灵魂更
新城市，把非遗元素更新到城市里去。这次
能得到省委书记的肯定，我们一定继续努
力，把马牧集老街打造得更好。”城关镇党委
书记彭丽深有感触地说。

多年前，城关镇化工路以西一带还是一
片人人厌恶的地方：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蚊
蝇飞舞。城关镇党委、镇政府征得县领导同

意，大刀阔斧进行
城区改造，一条古色

古香的老街展现在虞
城人民面前。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马牧集
老街吸引众多非遗项目参

与到城市更新中，木兰剪纸、
伊尹佩香、根雕艺术、艾灸堂、

木兰粗布纺、非遗剧场等十数家
非遗项目入驻。

虞城县非遗保护中心还邀请虞城县第
一实验小学 50余名学生，分别到非遗展示
中心、伊尹佩香坊、贾艳梅剪纸艺术馆、曜艾
堂等非遗传习所开展学教活动。同时，把非
物质文化遗产稀有剧种展演与社区文化公
益小舞台、文化下乡和舞台艺术送农民活动
结合起来，在老街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社区活动和各类非遗培训班。

“虞城是个历史文化深厚的地方，非遗
项目众多，我们努力让非遗和乡村振兴、文
旅文创以及城市创新等有机融合，让非遗
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生活，让非遗真正活
起来。”虞城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荣敢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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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乡村振兴

非遗+文产文旅 非遗+城市更新

▲谷熟镇汤都酒业有限公
司内，非遗传承人杨威检查红

粘谷酒。

非遗传承人贾艳梅的剪纸艺术作品——商丘古城。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吕万里）自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虞城高新区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
践、建新功”的总要求，深入开展专题式学悟、课题式学
研、主题式学践、问题式学改，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
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等有机融合，自觉从伟大
思想中寻找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将主题教育焕发
出来的学习、工作热情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干
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我们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开展集中学
习，利用学习强国App、‘商丘党建’微信公众号、河南
省公务员网络培训网站等网络载体开展自学，切实把学习
思想抓在经常、融入日常。”虞城高新区副主任高广兴
说。虞城高新区出台《高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
学习方案》，科学制定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计划，坚持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通读精读研读指定书目，将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第一议题”，领
导班子理论学习和普通党员职工学习同时安排、同步进
行、同频共振。领导班子发挥了示范标杆、以上率下、先
学一步的作用，普通党员达到了及时跟进、对标对表、学
深一层的效果。

虞城高新区开展进企业调研活动，深入了解辖区企业
在融资、用工、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优惠政策等方面的
需求，已对嘉亿工量具等 10家企业 1000余亩土地进行挂
牌出让，对天灸电子等 3家企业 480余亩土地进行“腾笼
换鸟”安排新项目。同时，提高工作效能，抢抓政策机
遇，全力做好虞城陆港产业园、激光装备产业园等 21个
重大项目的专项债券谋划工作，全力推进辖区供热、供暖
基础配套设建设，解决食品工业园入驻企业供热、供暖的
需求，高效的服务赢得广泛好评。

“我们坚持把主题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
好，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有机
融合、一体推进，以高质量主题教育成效助推高新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虞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高新区负责
人王计富说。

虞城高新区

深学实干推动主题教育见行见效

简讯快报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王 荟）近年来，虞城县委
统战部、县侨联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
益、为侨服务”为工作主线，念好“全、家、联、心、亲”五
字诀，不断开创基层侨务工作新局面。

完善“全”的侨情，着力在夯实基础上下功夫。该县结合
侨情普查、网格走访等途径，建立了虞城籍华侨华人、归侨侨
眷和归国留学人员电子档案，分类确定了归侨侨眷、出国和归
国留学人员、侨企侨商等3类侨联重点服务对象，按照“一人
一档”原则进行统一管理、动态更新，不断完善侨情信息库。

做实“家”的主业，着力在凝聚侨心上下功夫。该县在县
城侨眷集中的地方积极筹建“侨胞之家”，建立集联谊交友、
学习互动、娱乐活动为一体的活动室，以“侨胞之家”活动阵
地为载体，团结引领侨界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发挥“联”的优势，着力在汇集侨智上下功夫。该县通过
“以侨为本 为侨服务”微信交流群，加强与归侨侨眷、海外侨
胞的联谊沟通，借助虞城县木兰祠“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
基地”平台，开展“月是故乡圆”“讲红色侨史”等侨界活
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虞城故事。

疏通“心”的堵点，着力在维护侨益上下功夫。该县通过
专题辅导、座谈交流、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
式，向广大侨眷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等涉侨法律法规政策，为侨眷提供相关法律咨询8次，积极帮
助解决问题纠纷，不断增进“同心”思想基础，促进全县形成
知侨、爱侨、护侨的良好氛围。

彰显“亲”的温度，着力在为侨服务上下功夫。该县始终
坚持为侨服务的工作理念，把问情问需问策作为工作的突破
口，制作了 200张“牵手侨联 情暖人间”联系卡，通过进学
校、进社区、进家庭，开展“侨心助学”、义诊服务、重要节
日“四必访”等活动，使全县侨胞找到“娘家”，多次帮助解
决侨眷有关就业、就学、就医、大病救助等具体困难和问题，
将温暖送到侨眷心坎间。

虞城县

念好“五字诀”做好基层侨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保险）“多亏利民镇商会
的牵线搭桥，我现在收购、加工都很顺畅。”近日，虞城县利
民镇种植大户付建勇感叹道。

近年来，利民镇荠荠菜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利民镇八里
堂村，每年种植900亩以上，该村党支部书记付建勇有兴建加
工厂的想法，但是没有加工技术、加工设备，利民镇得知此事
后，利用商会桥梁纽带平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帮助付建勇
解决实际问题，让当地产业做大做强。

利民镇依据地理优势，着力发展特色经济作物荠菜种植，
把利民镇发展为地理标志——豫东荠菜强镇，形成了特色经济
作物种植基地。鼓励村民进行创业，创办蔬菜半成品加工企
业，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经济产业带，鼓励本
土产品直播带货，进行网络订单农业销售，一二三产业的良好
发展，为利民镇脱贫户村民提供众多务工岗位，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利民镇

商会牵线搭桥 助力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贾 震）“胡大叔，您听我口
令，张张嘴、眨眨眼……好了，认证已完成。”“孙大娘，您眨眨
眼、摇摇头……好嘞，认证已认证。”11月19日，在虞城县刘集
乡朱集村，该县政务服务帮（代）办工作人员一行 12人来到朱
集村老人们家中，为他们面对面提供养老认证服务。

朱集村的一位 68岁老人胡彦可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双腿残
疾，无儿无女，对如何完成养老认证操作十分苦恼。虞城县行政
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驻朱集村第一书记李恒主动上门与他取得
联系，很快，李恒就在胡彦可家门口帮助其完成了养老认证。

为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基层政务服务效能，该
县政务服务工作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不断优化基层帮
（代）办服务工作，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事，不断提升群众满意
度。该县针对 25个乡（镇）老年人养老认证的难题，分头积极
组织开展帮（代）办“上门行动”，为行动不便、鳏寡孤独的老
人提供“上门办”服务，面对面核实信息并进行线上认证，把政
务服务窗口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实现了便民服务“零距离”，让
他们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服务，让社保认证更暖民心。

该县政务服务帮（代）办工作人员“上门办”服务，既解决
了村里老人们的困难与忧虑，也增强了村里老人们的获得感、幸
福感。截至目前，该县政务服务帮（代）办工作人员共为273位
老人完成了养老认证服务。

据悉，该县将持续秉承“帮（代）办为群众、服务送上门”
的宗旨，真正把为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搭建村（社区）与群
众之间的桥梁，把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作为基层政务服务的一项
工作重点，让有困难的群众不出门就能办成事，真正为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用真心、真情服务，扎实开展好各项民生工作，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虞城县

服务群众面对面
上门认证暖人心

近日，虞城县芒种桥乡团委联合虞城县科协在芒种桥村开展
“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进（社区）行动”。此次活动，芒种桥中心
小学40余名师生参加了活动，发放宣传彩页、各类科普图书500
余份，激励孩子们勇敢打开心扉，发现自身优点，开发自身潜
能，以健康的心态积极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困难。 金 菲 摄

◀刘集乡刘皮村的
“应天药业有限公司”

里，村民正在加工非遗
项目“骨道堂”膏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