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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袁 国
豪 通讯员 聂 政）“我们
企业目前需要 5000 万元资
金。”“2025 年，我们企业
想继续和银行合作，开展
续贷工作，需要 1 亿元流
动资金。”……

日前，在永城市金融
系统拼抢一季度、实现

“开门红”暨政银企洽谈
会上，闽源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河南瑞柏新材料有
限公司、永城盛大印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黄
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河
南麦客多食品有限公司等
企业负责人纷纷提出资金
需求，各家银行则提出信
贷投放目标，企业和银行
面对面沟通对接，取得了
良好成效。

此次洽谈会，永城市
政府办以及工信、金融服
务、金融监管等相关职能
部门牵线搭桥，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中国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中原银行
等 10余家驻永银行，与部
分企业齐聚一堂，共谋发
展。

一季度是全年经济的
风向标，也是政策实施、
资金下达、项目启动的关
键期。永城市拼抢一季
度、实现“开门红”动员
部署会要求，以开局即决
战、起步即冲刺的精神状
态，全力推动一季度经济
实现良好开局。

为实现一季度金融系
统 “ 开 门 红 ”， 永 城 市
委、市政府制定了“力争
实现全年银行业各项贷款
余额新增 100 亿元，一季
度末各项贷款余额新增 30
亿元”的目标任务。

若 要 高 质 量 完 成 目
标 ， 信 贷 投 放 是 关 键 一
招。永城市金融系统在树
牢底线思维、健全“一企
一策”风险化解机制的同
时，将在一季度剩余阶段
进 一 步 加 大 信 贷 支 持 力
度，全面摸排符合条件的
企业融资需求，定期开展
银企对接活动，创新金融
服务产品，落实落细助企
纾困政策，为重大项目建
设和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金融支持。同时，切

实提升“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健全小
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适时开展“行长进万企”活
动，全力扶持中小微企业成长壮大、行稳致远。

下一步，永城市金融系统将坚定信心，压实责
任，强化举措，集中发力，为企业提供高质量金融
服务，确保以一季度良好开局赢得全年工作主动，
助力永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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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
讯员 张 朋）“立春刚过，市
里的农技专家就到俺这儿来开
展技术指导，种粮心里更有底
了。”看着长势喜人的麦苗，
合作社负责人侯建理笑眯了
眼，“从管理到肥、药、水，
什么都讲得明明白白，彻底解
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日前，
在永城市陈集镇侯庄村侯建理
种植专业合作社，700 余亩优
质小麦生机盎然，麦苗迎风摇
曳。麦田间，农技专家正忙着
看苗情、测墒情，指导侯庄村
群众科学开展春季麦田管理。

立春时节，永城小麦安全
越冬，陆续返青吐绿。作为国
家粮食主产区的核心区，2025
年永城市小麦播种面积达 180
万亩。为夯实夏粮稳产增收基

础，春节假期刚过，永城市农
业农村局立即组织 50 余名农
技人员分组深入 31 个镇 （街
道），将科学助农的“田间课
堂”设到田间地头，详细讲解
小麦春管技术要点，因地制宜
指导群众科学种植，助力农业
生产降本增效。

“小麦返青后至拔节前，
是化学除草的有利时机。我们
结合当前晚播麦田弱、气温变
幅大等情况，重点围绕近期除
草追肥、其后防控病虫等开展
指导……”永城市农业农村局
高级农艺师魏玉洁介绍，该局
农技人员持续“零距离”帮扶
种麦群众、“一对一”跟踪服
务种粮大户，现场指导何时浇
水施药、怎么除草追肥，手把
手教农民科学种地，推动小麦

种植进一步实现减肥减药不减
产。

据悉，2025年永城市麦播
底墒充足、播期推迟、出苗质
量较高。因播后关键技术落实
到位率高，且 1 月下旬喜降透
墒雨，目前小麦整体苗情较
好，一、二类苗占比大，三类
苗苗情好于常年，农业生产开
局良好。

为巩固提升良好态势，连
日来，永城市农业农村局乘势
而进抓实小麦春管，全面发挥
好专家组、农技小组和农技人
员作用，持续开展送服务、送
科技下乡活动，及时提供技术
指导和政策服务，最大限度夯
实夏粮丰收基础。同时，紧盯
12 万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 小 麦

“一喷三防”、粮油作物绿色

高产高效创建等重点项目建
设，强化措施落实，提升实施
质量，奋力夺取夏季粮油丰

收，为全市全年经济
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
础。

永城市：春管开局好 丰收底气足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王 多）工业稳，则
经济稳。春节刚过，永城经开区已经吹响了复工复产的

“集结号”，掀起了新一轮的生产热潮，不断巩固增强工
业经济发展态势。日前，记者走访园区看到，各企业纷
纷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抓创新、拓市场，冲刺新
春“开门红”。

在河南麦客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多条生
产线正开足马力作业，工人们在车间忙碌不停，一批又
一批蛋糕、面包等产品不断下线，打包后发往全国各
地。

据悉，河南麦客多食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面包和
速冻食品的生产销售，为保障市场供应，企业从大年初
八就启动了生产线，目前复工率已达到 100%。河南麦
客多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将努力跑
出销售额增长“加速度”，奋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与此同时，在永城盛大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
期生产车间内，同样呈现有序的工作场景，生产线机器
忙碌不停，工人熟练地操作着，全力抢抓生产进度，展
现出企业抢抓生产、争取“开门红”的信心和决心。

永城盛大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全年订单
量为 32 亿元，今年也信心满满，订单量实现“开门
红”，为确保按时交付订单，员工正争分夺秒抓生产、
保交付。

为保障企业和重点项目顺利复工复产，冲刺首季
“开门红”，永城经开区联合经开区人社局工作站，组织
联系 22家企业参加“春风送岗促就业、精准服务暖人
心”就业招聘活动，协助解决用工难题，保障企业人力
资源充足；提供政策指导，助力企业享受各项优惠政
策，开展安全生产教育，以实际行动优化园区营商环
境，保障企业“开年即开干”，为新的一年经开区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永城市

园区生产忙
冲刺“开门红”

“咚！咚！咚！”正月十五的锣鼓声
在永城市演集街道时庄村回响，一条金
红交织的巨龙腾空飞舞，龙身蜿蜒，龙
首高昂，观众爆发出阵阵欢呼。2月 12
日，永城市演集街道时庄村举办了一场
名为“民俗时庄，蛇来运转闹元宵”的
盛大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节
庆完美融合。这里不仅是千年技艺的传
承地，也是人间烟火的聚集地。

演集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高举说：
“我们希望通过‘非遗+节庆’的模式，
让传统文化真正融入百姓生活。时庄不
仅是演集的文化地标，更是非遗传承人
成长的摇篮。”

尚义街——非遗匠人的艺术“桃花
源”

走进时庄村尚义街，青石板路两
侧，古朴的院落错落有致。这里是演集
街道精心打造的非遗工坊聚集地，面
塑、烙画、剪纸、扎染等十余位传承人
常年在此驻守，将沉寂的老手艺焕发出
新的生机。

推开永城面塑馆的木门，非遗传承
人刘亚茹正在捏制卡通灵蛇形象，面团
在她手中灵活变换。孙悟空腾云驾雾，
花篮繁花似锦，56个民族大团结像栩栩
如生……店内面塑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游客们围观赞叹：“这哪里是面塑，简
直是活灵活现的艺术品！”

隔壁烙画室内，永城非遗项目烙画
传承人闫青松手持电烙笔，在椴木板上
勾勒蛇形轮廓。高温炙烤下，木纹焦香
四溢，笔尖游走间，层次与褶皱渐次呈
现。闫老师还是剪纸大师，他手持银
剪，红纸翻飞，“蛇盘福”“元宵乐”等
图案跃然纸上。这些作品不仅装饰着街
巷，还化作灯笼、窗花，融入元宵盛会
的每个角落。

闫青松说：“乙巳蛇年元宵，我以
蛇形烙画献礼佳节。愿这份传统技艺能
得到大家的喜爱，薪火相传，生生不
息。”

转角处的扎染工坊内，靛蓝染布随
风飘扬，糖画、拓印等非遗作品琳琅满
目。演集街道时庄文化艺术旅游中心主
任张志伟介绍道：“我们通过政策扶
持、场地提供、对接研学团队等方式，
吸引了 30余位非遗传承人及艺术家入驻
尚义街。春节期间，时庄村接待游客近
7 万人次。此次元宵活动，非遗元素贯
穿始终，既是展示窗口，也是传承课
堂。老手艺不再是博物馆的标本，而是
能创造经济价值、滋养人心的活态文
化。”

民俗狂欢——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
基因

傍晚酉时，元宵大戏拉开帷幕。
金色巨龙率先登场，舞龙队伍踏着

鼓点起舞，龙身时而盘踞如塔，时而疾
驰如电。紧随其后的醒狮更显灵动，睫
毛眨动、绒毛抖动栩栩如生，当雄狮跃

起，喝彩声震
耳欲聋。

永 城 市 舞 龙
空竹艺术团舞龙队
队 员 李 广 灵 感 慨 ：

“我今年 74岁了，舞龙
让我身体硬朗。这份热
闹劲儿不能断！”

“老艄公”摇橹引航，“小媳妇”乘
船嬉游，夸张的妆容、诙谐的唱词引得
观众笑声连连。

乡村大舞台上，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的葫芦丝
演奏、兰亭书法展示等非遗表演为元宵
佳节献礼。

夜幕降临，非遗绝技“打铁花”震
撼上演。1600℃的铁水被击向高空，瞬
间绽放成万千金丝，如银河倾泻、火树
银花，引得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定格这壮

美瞬间。游客陈亚茹、周玉璇赞叹：
“太美太震撼了，比烟花更炽烈，这才
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

打铁花表演者李高锋告诉记者：
“我打铁花已经 10年了。学习打铁花可
不是一件容易事，稍有不慎就可能受
伤。我希望有更多人学习和传承这项技
艺。”

灯影汤圆——视觉与舌尖的双重享
受

当民俗表演渐入佳境，赤龙小镇灯
展的千盏明灯陆续被点亮。

精彩的沉浸式互动表演吸引了众多
游客，赤龙仙子、齐天大圣等
形态各异的灯组人气爆棚。游
客们穿梭在主题灯阵中，仿
佛踏入神话世界。

“元宵节快乐！尝尝
现煮的芝麻馅汤圆！”
工作人员端着热气腾
腾的汤圆分发给游
客 。 咬 开 软 糯 外

皮，馅料流淌而出，
浓香四溢。游客们感

慨：“这就是小时候的
味道，乡愁啊！”

夜 幕 降 临 ， 演 出 落
幕，但尚义街非遗门店的灯

光依然温暖。烙画师在修补灵
蛇细节，剪纸艺人将游客合影剪

成窗花，面塑师正在捏制新的面塑作品
……这些默默耕耘的身影让千年文脉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游客唐赞感慨道：“今天我才明
白，非遗不是老古董，它能让我们看到
这么精彩的舞龙打铁花表演，能做成网
红灯展，能吸引这么多人共度元宵佳
节。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当民俗邂逅非遗，当传统拥抱创
新，演集街道时庄村用一场元宵盛会证
明，扎根泥土的文化，终将在时代的春
风里，绽放出永恒的光芒。

国潮非遗邂逅元宵灯火国潮非遗邂逅元宵灯火
——探秘民俗时庄元宵晚会里的非遗传承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何兮之

▲2月12日，夜幕降临，非遗绝技“打铁花”
震撼上演。

▶2月12日，青少年感受非遗剪纸艺术的魅力
和文化价值。

本报讯 （记者 袁 国 豪 通讯员 王
莉）近日，永城市雪枫街道社工站联合侯
岭街道社工站在春阳颐养养老中心开展一
场意义非凡的慰问活动，将爱与温暖传递
到老人的心中。

活动当天，春阳颐养养老中心洋溢着
浓浓的节日氛围。志愿者带来了豫剧《穆
桂英挂帅》、小品《三个儿媳妇》等精彩节
目，老人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会心的
笑声。社工还和老人一起动手制作元宵节
花灯，在社工们的耐心帮助下，老人们看
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花灯，脸上洋溢着成就
感和喜悦感。社工还为老人准备了热气腾
腾的汤圆，他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美味
的汤圆，共话家常，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此次活动的开展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
围，为辖区老人送去了节日的问候，提升
了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
将继续做好对辖区老人的关心、关爱工
作，积极营造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环
境，让孝老、敬老蔚然成风。”雪枫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

雪枫街道联合侯岭街道

慰问老人传递爱心

连日来，第二十一届“永城之春”群众广场文化活动持续上演，戏曲、歌曲、舞龙、舞蹈等节目，精彩的表演和优美的曲调赢
得了观众阵阵热烈掌声。据悉，“永城之春”群众广场文化活动作为永城市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已经开展了二十一届，每一
年都吸引众多群众前来观看演出，让其在浓浓的年味儿中感受传统文化带来的乐趣。 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 摄

近期，永城市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