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邯郸市肥乡区做强菊花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特色产业助脱贫 菊花变身“致富花”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10月25日，恰逢重阳佳节，邯郸市肥乡区第四届菊花节将在东漳堡镇南赵村菊

花产业园拉开帷幕。本届菊花节围绕“菊”文化，以“秋华、秋赋、秋实、秋韵”为主题，将组织开展与菊花相关的经济、

文化、娱乐等系列活动，推进菊花产业发展，为生态、富裕、美丽肥乡建设助力。

从2016年种植面积仅50亩，到今年达到1万余亩，短短几年，小菊花在肥乡区长成大产业，朵朵绽放的菊花成

为当地群众的“脱贫花”“致富花”。2019年，全区菊花产业产值达1.35亿元，带动37540农户稳定增收，其中贫困

户达6531户，今年产值有望突破1.8亿元。

金秋十月，走进邯郸市肥乡区南赵村，村庄道路
两侧簇簇菊花竞相绽放，千姿百态。菊花园内，菊花
仙子、菊花巨龙等栩栩如生，成为游客合影留念的绝
佳取景地。赏景之余，你还可以走走色彩斑斓的菊
花迷宫，或走进菊花产品展厅，品一杯香气淡雅的菊
花茶，饮一杯香醇醉人的菊花酒。如果想给亲友带
些特产，琳琅满目的菊花酱、菊花酥、菊花糕等深加
工产品，准会让你不虚此行。

南赵村菊花特色产业园占地 1000余亩,带动东
漳堡镇周边村种植近 4000 亩，成为有名的“菊花小
镇”。种植有金丝皇菊、婺源皇菊、昆仑雪菊、七月
菊、祁白药菊以及各类观赏菊等 30 多个品种，包括
茶用、药用、食用、观赏等类型。菊花深加工产品远

销全国各地，是邯郸市唯一的菊花规模化种植加工
销售基地。依托菊花特色产业和风生水起的乡村
旅游业，昔日的贫困村蝶变为闻名遐迩的菊花小
镇，村民人均纯收入由5年前的3750元增加到2019
年的19960元。

多年来，南赵村村民主要靠种小麦、玉米和外出
打工为生，收入较低，村容村貌更是破败不堪。2016
年，全村154户、763人，贫困户就占了42户、193人。

产业是脱贫之基，但如何培育特色产业，南赵
村一直没找准路子。原邯郸市规划局驻村扶贫工
作队的到来，帮助乡亲们打开了发展眼界。进市
场，访茶农，一路走，一路看，通过组织村干部和村
民代表到安徽黄山、江西婺源等全国知名菊花茶产

业基地考察，南赵村人第一次认识到“不顶吃、不顶
喝”的菊花竟有如此可观的效益——每亩地收入能
达2万余元。

发挥种植大户门存岭的带动作用，推动土地有
序流转，南赵村菊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短短几年，
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1000多亩。

“从育苗、锄草到管护、采摘，基本上常年有活
干，一年能挣小两万块呢。”10月 20日，南赵村菊花
产业园内，55岁的李爱芹正忙着采摘菊花。把土地
流转给龙头企业后，李爱芹在享受土地租金的同时，
还在家门口挣上了“薪金”，彻底摘掉了“穷帽子”。
像她一样，仅南赵村就有80多位村民常年在菊花产
业园务工，年均收入达1万余元。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南赵村菊花产业的发展引
起肥乡区委、区政府的关注与重视。经过充分调研
论证，肥乡区编制了《菊花小镇 AAA 级旅游景区规
划》和《南赵菊花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确定了菊花产
业“培育——壮大——打造品牌——带动辐射”的发
展思路。

几年来，肥乡区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设了菊花
园区道路、观赏通道、冷库、智能温棚、菊花深加工产
品展厅等基础设施，扶持企业引进了26条菊花烘烤
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6500吨。

在政府扶持下，邯郸市康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发挥龙头作用，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合作模
式，建立稳定的市场营销体系，目前带动全区3个乡
镇 19 个村种植菊花万余亩。同时企业不断延伸产
业链条，研发了7大系列30多类菊花深加工产品，并
注册了“南赵村”菊花产品商标，成功申请了有机产
品转换认证和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市级现代产业
园区，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今年9月，肥乡区还引导菊花种植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组建菊花种植
加工联合体，进一步发挥规模种植效益，优化资源配
置，拓宽市场渠道，增强菊花产业抗风险能力。

◀肥乡区促进菊花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科普
研学、乡村旅游等多种业态，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

随着菊花节开幕日期的临近，南赵村村民田俊峰和妻子这几天
格外忙碌。

“每年菊花节都会引来大量游客，很多人喜欢吃农家菜，得提前
备好食材。”原本在镇里开饭店的田俊峰，前年把饭店开到了村里。
这几年，菊花小镇声名鹊起，游客接待量连年攀升，菊花节期间赚得
盆满钵满自不必说，平时周末饭店的生意也比在镇里时红火不少。

不仅卖产品，还要卖风景。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漫步菊花小镇，墙体上、展牌上图文并茂地展示着吟咏菊花的
古诗词名句，让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还能感悟菊花凌霜傲雪、清雅脱
俗的气质与品格。

把菊花文化元素融入村庄建设，南赵村在做好菊花种植、加工基
础上，按照“不填塘、不砍树”的原则，保护好乡村自然生态，让人记得
住乡愁，实施了村庄绿化、坑塘治理、道路硬化、墙体美化等50多项建
设工程，打造了精品菊花展厅、东篱公园等景观节点，充分挖掘菊花的
文化、观赏、食用、保健等价值，发展采摘体验、观光旅游、科普研学等
多种业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为提升菊花小镇知名度和吸引力，2017 年以来，肥乡区连续几
年举办菊花节，组织赏菊、吟菊、画菊、颂菊及菊花采摘、民俗展演等
活动，丰富游客旅游体验，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环境美、产业强还带来了精神美。近年来，南赵村先后成立了东
篱书画室、东篱诗社、金菊舞蹈队、重阳敬老服务队等组织，经常开展
各类文化活动，促进了乡风文明，提升了村庄治理水平。

据了解，今年菊花节期间，多名国内菊花方面知名专家将赴肥乡考
察、座谈、授课，为该区菊花产业下一步发展壮大“把脉”献计。肥乡区
还牵头成立邯郸市菊花协会，深化与河北工程大学的区校合作，发挥高
校科技和人才优势，在肥乡区建立菊花产学研基地和博士工作站，加强
科技创新、产品创新，进一步延伸菊花产业链，推动产业升级增效。

在肥乡，不只是菊化小镇，还有因地制宜打造的葡萄小镇、酒香
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小镇引入特色产
业，增强了小镇“造血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助力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

（文/李耀彩、郑晓涵 图片由肥乡区委宣传部提供）

1 从无到有发展菊花产业，贫困村找准脱贫路

邯郸市肥乡区南赵村引入菊花特色扶贫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图为菊花产业园一角。

22 从卖产品到卖风景，一二三
产融合增强菊花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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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后厨也需要严格的市场监管 手机支付越是便捷
越应安全

“公厕上导航”
让“方便”更方便

高铁上拒绝让行是另一种形式的“霸座”

为群众“吐槽”有了网购式体验点赞

□卞广春

由于方便快捷，手机点外卖如今已经
成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不过，有消费者反映，个别外卖后厨的卫
生状况让人实在是不放心。有的外卖后
厨将洗好的食材摆放在垃圾桶上，还有
的在公厕外堆放食材，厨师也没穿工作
服……（据《北京日报》10月19日报道）

目前看，外卖行业有着庞大的消费人
群、巨大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本应该把食品安全这根弦绷紧，真正让消
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安心。然而，上述报
道披露的状况，却让消费者对“外卖”产生
了抵触和抗拒心理，让很多人对外卖这一
大有希望的行业大失所望。

一些外卖后厨让人不忍目睹，存在两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卖消费者不能到外
卖后厨现场，看不到经营和卫生状况，或
虽有要求却总是难以实现。二是有关职
能部门对餐饮经营者跟踪、检查、规范要
求不够，再加上外卖行业量大面广的特殊
性，很难做到全方位、全过程监管。这种
情况下，餐饮经营者即便重利益、重速度，
不重后厨安全卫生，也很难受到有效的外
部监督，得不到有效约束和倒逼，自然就
缺少危机意识，放松了自律，更难以增强
搞好后厨卫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外卖后厨不是食品安全监管的盲
区。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以后，餐饮业的
卫生、安全监督管理更应加强。面对如
此糟糕的外卖后厨，关键要有严格的市
场监管。从食品安全法到《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再到《网络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都对食品安全
标准、各项操作流程等有着明确要求和
详细规定。2014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 理 总 局 部 署 开 展 明 厨 亮 灶 工 作 ，从
2015 年起，明厨亮灶正式在全国推广。
2018 年 5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
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明厨亮灶，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明厨亮灶，是餐饮服务提供者向社会
公众展示餐饮服务相关过程的一种形式，
是对餐饮企业员工的一种监督，消费者可
以直观看到后厨员工的操作是否规范，卫
生是否合格，是否有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物
品。避免糟糕的外卖后厨，职能部门要提
高认识、加强监管，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运
用先进技术手段，严格落实明厨亮灶的要

求，让外卖商家厨房内的真实情况“一眼
见”，避免出现脏乱差，让消费者吃得安
全、放心。同时，外卖商家必须提高自律
意识，真正做到以消费者为本，把安全作
为红线。外卖平台则必须承担起相应责
任，加大技术覆盖，加强明查暗访，加快建
章立制，而不能放任不管。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作为最基
本的民生问题，食品安全一直都是关乎生命
的大事。外卖经营者、外卖平台、餐饮行业
协会、市场监管者等方方面面各司其职，尽
职尽责，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餐饮食
品，也就能为
外卖餐饮业
持续健康发
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

□贾梦宇

自今年 3 月以来，青岛市开展“我爱
青岛·我有不满·我要说话”民声倾听主题
活动，通过政务服务热线等渠道，在半年
间已收到 163 万条意见建议。政府部门
引入“网购式”闭环管理机制，并由纪委监
委协同督办，民生诉求按期办结率达
97%，不仅化解了一批民生“痼疾”，“吐
槽”也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一股力量。（据

《新华每日电讯》10月19日报道）
小到路面坑洼、噪音扰民、违章搭建，

大到城市治理、发展规划……青岛开展的
民声倾听主题活动，市民的吐槽诉求可谓
五花八门。这场由官方举办的“吐槽大
会”，让市民说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
的“堵心事”“闹心事”，不仅畅通了政府部
门了解民意的途径，而且革新了政府部门
的工作作风，值得点赞。

近年来，为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
升办事效能，各地各部门纷纷开设意见箱、
吐槽簿、找茬窗口等，从牢骚话里收集民
情，从质疑声中倾听民声，不断畅通民意渠
道，服务公众。然而，也有少数地方和少数
工作人员在面对群众吐槽时，只是把“牢骚

声”收集起来，或者想当然地将之理解成无
理取闹、唱对台戏；更有甚者，居然当起了

“美容师”，对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建议进行
打磨、包装，剔除、过滤其中的尖锐意见、辛
辣语言，把棘手的问题藏着、捂着……

应该说，倾听群众“牢骚声”只是迈出
了第一步，更好地处理和解决群众的牢骚
和吐槽，考验着各地各部门的管理智慧。
在青岛市开展的这一活动中，对群众投诉
实行“一诉一码”，诉求正由哪个部门哪个
科室办理，进展到什么程度都可线上查
询。事件办结后，群众给予评价，形成了

“受理-办理-反馈-监督”的闭环机制，让
群众投诉有了“网购式”体验。这一透明
的办事机制，不仅迎合了互联网时代人们
的办事习惯，有利于规避推诿扯皮现象的
发生，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倒逼政府部
门转变工作作风，让其真正把群众满意作
为工作最高标准。

总之，青岛市开展的这一活动，值得
点赞，更值得借鉴。期待各地都能让群众

“有意见随时提、有想法尽管讲、有不满大
胆说”成为推动工作的新常态，扎扎实实
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便民、利民中赢
得群众的信任和好评。

10月17日，有网友爆料，高铁G15704列车开出宿迁站后，一男子坐在高铁中间

座位，拒绝给靠窗女乘客让行，并毫不客气地回怼女子：“你难道智商有问题吗？我有

为你服务的义务吗？”该男子的行为让不少网友愤怒。铁路部门回应：过道是公共区域，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男子没权阻止内侧乘客进出。（据中国新闻网10月20日报道）

按号入座是乘客的权利，为他人的通行让道，同样也是乘客应尽的义务。乘客

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履行义务，故意拒绝让行，属于另一种形式的“霸座”。

□许君强

近日有网友称，不法分子偷盗个人手机后，在某政务
APP窃取用户个人信息，进而申请网贷消费造成机主财
产损失。该文章被大量转发后，引发网民对手机个人信
息保护的担忧。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此回应称，已约谈并
要求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在方便用户办理业务的同时强化
安全防护，加强客服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培训，警惕业务异
常办理行为。（据《法治日报》10月20日报道）

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被称为“移动的银行”。为确
保用户资金安全，电信企业纷纷开通付款验证功能，即手
机支付时必须提交通信公司发送的验证码，为手机支付
设置了一道安全屏障。

但看似安全的屏障，是如何被不法分子轻易突破的
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运营商防护措施存在漏洞。就
拿手机验证码来说，目前运营商的普遍做法是“认手机号
而不认人”，只要是用户手机号发送的申请，不管持机者
是否是机主，通信公司都会下发验证码。这样一来，不法
分子只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开启原机主的手机获取其信
息，便可轻松获取支付验证码。

越是便捷，越应安全。工信部的要求为电信企业解
决问题指明了方向。期待相关企业及时打补丁、堵漏洞，
织密保护网，守护好用户手机账户的资金安全。

□周家和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朝阳区政府获悉，全区1600余座
公厕全部导航可查，市民打开手机地图，附近公厕便一目
了然。（据《北京晚报》10月20日报道）

出门在外，一时内急而找不到公厕，是不少人曾遇到
的尴尬。北京市朝阳区采集全区公厕数据并将之加入导
航系统，群众内急时只要打开手机地图，轻轻动动手指，就
能“一键导航”到最近的公厕，甚是方便。值得一提的是，
在采集数据的同时，朝阳区还建立了公厕开放状态情况维
护更新机制，避免了群众找到厕所却因设施维护等原因无
法使用的尴尬。

一座小公厕，彰显大文明。让居民出行遇内急而不犯
愁，与城市环境是不是干净整洁一样，都是城市文明提升
的重要表现。

让“方便”更方便，三分在网上，七分在网下。把此项
惠民便民之事办好，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还有待有关部
门进一步强化管理，不仅要精准标注导航上的公厕位置，
还要丰富数据信息，如有无供行动不便者使用的第三卫
生间、无障碍设施等。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厕所内卫生打
扫维护，让群众如厕更安心、更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