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师范学院影像志”开展
本报讯 （记者 刘彦章 徐启峰）

10 年前，周口师范学院教师、摄影爱
好者牛明功为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
用十年时间记录校园景物与发展历

程。如今 60 岁的牛明功光荣退休，于
今年 3 月底举办“周口师范学院影像
志”个人摄影展。

牛明功是周口师范学院生命科

学与农学学院教授 ，后转岗行政部
门工作 ，是公认的 “老黄牛 ”。 工作
之余 ，他痴迷摄影 ，其鸟类 、桥梁系
列作品广受赞誉 ，在周口摄影界颇
具声望。
近年来 ， 周口师范学院发展迅

速，教学质量显著提升，校园环境不
断改善。 这一蓬勃势头感染了牛明
功，50 岁那年，他决定用镜头记录校
园点滴。

他手持相机，穿梭于图书馆、运
动场 、实验室 、河湖畔 ，捕捉庄重 、
激昂与温馨的瞬间 ，累计拍摄上万
张照片 。 在他的广角镜头下 ，图书
馆宛如扬帆出海的巨船 ；他为数百
名大学生拍摄肖像 ，以一张张青春
面孔汇聚成周口师范学院的年轻

底色……
牛明功拍摄的周口师范学院星

轨图尤为震撼。 因城市光污染相对
严重， 星空题材鲜有摄影师涉足 。
新冠疫情期间 ，牛明功凌晨起身拍
摄星空 ，直至天光微曦 。 历时近一
年，他拍摄上千张星空照片，最终精
选 200 余幅堆栈成星轨图———漫天

星迹环绕静穆的周口师范学院教学

楼，寓意学校奔赴星辰大海的壮阔
征程。

今年3 月 28 日 ， “周口师范学
院影像志 ”正式开展 。 展览以 “生
态·青春·发展 ”为主题 ，分 “大美周
师 ”“活力周师 ”“发展周师 ”三大篇
章。 策展团队从牛明功拍摄的上万
幅素材中精选数百幅 ，生动展示学
校高质量发展脉络及师生昂扬奋

进的精神风貌。
摄影展获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

观展人次已破万 。 校友王河宁在
贺信中称赞 ： “牛明功先生聚焦校
园点滴 ，以微托宏 、以细见大 ，将
平凡瞬间淬炼成承载周师人温度

与坚守的佳作 。 ”河南省摄影家协
会副主席张新根评价 ： “牛老师如
‘光影诗人 ’ ， 用镜头记录中原变
迁 ，作品兼具纪实与艺术性 ，于平
凡中提炼诗意与非凡。 ”②10

让“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相得益彰
□苑美丽

近日，《周口日报》以《银发学堂
点亮“家门口”的精彩晚年》为题，报
道了周口老干部大学建业社区分校

的相关情况。
除了举办各类兴趣班，提升“银

发群体”幸福感，该分校还秉持“学以
致用、反哺社会”的理念，将“银发群
体”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新动能，让“银
发力量”大有可为。 例如，他们组建文
艺团队， 活跃在社区的文艺舞台上，
为社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化身志愿
者和文明劝导员，参与社区治理和秩
序维护，让社区更有温度。 老年人从
课堂的“受益者”，转变为社区的“建
设者”。

老年人参与基层社区治理，有诸
多优势。他们社会经验和生活智慧丰
富，可支配时间充裕，对邻里关系、家
庭结构了如指掌，可谓基层社会治理
的“智多星”“好帮手”。周口老干部大
学建业社区分校让老年人当“主角”，

引导他们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当中，
既发挥了老年人优势，又丰富了基层
社会治理方式。

老年教育的发展 ，不仅是老年
人个人的需求 ， 更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体现 。 周口老干部大学建业
社区分校的成功实践 ， 提供了一
个可借鉴的样本 。 它启示我们 ，不
仅要重视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

求 ，搭建更多学习平台 ，还要鼓励
老年人发挥余热 ， 让他们在服务
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 ， 真正做到
“老有所为 ”。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让我
们共同努力，推动老年教育事业的发
展，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银发学堂”
里享受“老有所乐”的生活，展现“老
有所为”的风采，让“夕阳”更红、“晚
霞”更美。 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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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梨园 新希望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杨乐乐

清明时节 ， 沈丘县刘庄店镇后
严庄村的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梨

花香 ，该村 55 株树龄超过 400 年的
古梨树如期开花 ，洁白的花朵在春
风中轻轻摇曳 ，与树下金黄的油菜
花和附近翠绿的麦苗共同构成一

幅美丽乡村画卷 。
“这些梨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

真是俺村的宝贝呀！ ”正在梨园除草
的 78 岁的严天图停下手中的活计 ，
指着身旁的老梨树说。 作为村里为
数不多还懂得传统梨树管护技术的

老人， 他见证了这片梨园的兴衰变
迁。

2023 年初夏， 在镇政府的支持
下， 后严庄村开始着手整治荒芜多
年的古梨园 。 没有大张旗鼓的改

造 ， 村干部带领村民用镰刀除草 ，
用铁锹松土 ， 用三轮车运走陈年
垃圾 ， 周末回家的学生也纷纷前
来帮忙。

“咱们村条件有限 ， 但保护老
祖宗留下的这些宝贝不能等 。 ”后
严庄村党支部书记严魁说 。 废砖
头打造成步道 ， 废旧砖瓦砌成的
花坛里种上了小花 ， 每棵古树都
挂上了精美的古树名木标识牌 。
经过一个多月的修整 ， 古梨园面
貌焕然一新。

更让村民欣喜的是 ，在镇农业
服务中心的指导下 ， 他们用老梨
树的枝条成功嫁接培育了 1200 多
株新树苗 。 新培育的梨树苗被精
心 栽 种 在 道 路 两 侧 的 闲 置 土 地

上 ，既盘活了闲置土地 ，又为村庄
增添了一道绿色风景线 。 目前 ，后

严 庄 村 内 种 植 的 梨 树 品 种 有 蜜

梨 、砂梨 、莱阳梨 、浆 水 梨 、京 白
梨等 ，重现过去 “伸手可摘梨 ”的
场景。

眼下正值梨花盛开时节，慕名而
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听说这里有古
梨树，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4 月
3 日，游客李兰芝表示。

看到梨园的人气渐旺，家住梨园
对面的王大妈也有了新打算：“等夏
秋梨子熟了，我也要学着做些梨膏来
卖，给家里添点收入。 ”

“我们将协助村里申请 ‘古树名
木’ 保护资格， 并邀请农业专家提
供技术支持。 ” 镇党委书记欧中锋
表示， 下一步要深入挖掘古梨园的
文化价值， 让这片百年梨园焕发新
的生机， 真正实现留住乡愁 、 带动
增收。

暮色渐浓， 古梨园重归静谧，严
大爷仍在仔细查看每棵梨树的生长

状况，这些历经沧桑的古树，正孕育
着乡村振兴的新希望，见证着一个村
庄的美丽蜕变。 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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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改造中坚持活化利用的

原则，对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
筑进行保护修缮，引入符合保护要求
和发展需要的业态，使古建筑群真正
“活”在当下。

商水姑娘洪玲娣的创业故事正

是典型案例。 “我之前是做新娘跟妆
的， 去年年底在这里租了一间门面，
做汉服租赁、写真拍摄的生意。”洪玲
娣是商水人，因看好南寨历史文化街
区的发展前景，便在这里开办了自己
的第一家汉服店。

大十字街夜市的蜕变彰显了活

化利用的智慧。 来自东南大学的设
计团队以“四水归塘”理念重构空间
格局，在保留市井烟火气的同时，使
其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现在的环
境比以前好太多了 ， 食客纷纷点
赞。 ” 烧烤摊主望着熙攘人群感慨
道。

在居民苏高产家中，一场活化利
用的新实践正在展开。据了解，政府投
入一部分资金对苏高产家的小院进行

改造，完工后小院对游客免费开放。这
种 “政府引导+居民参与” 的活化机
制，既为游客打造了文化体验场景，也
为业主创造了可持续经营空间， 实现
“保”与“用”的良性互促。 “我是做假
发、补发生意的，改造后院子的环境不
仅变美了，还将为我带来客源。 ”苏高
产说。

在周口皮件厂改造工程中，设计
团队在保留原有厂房结构和建筑风

貌的基础上，通过钢结构空中连廊重
构空间动线，将分散厂房串联为立体
漫游系统。改造后的空间将容纳多种
创新业态，实现历史场景与现代生活
的对话共生。

随着保护更新工程持续推进，南
寨历史文化街区不仅将留住城市记

忆，更会成为驱动川汇区乃至全市文
旅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生活焕新 增进民生福祉

一座座古色古香的楼舍，灰墙黛
瓦，花木葱茏……走进南寨历史文化

街区， 一幅 “网红老街图” 映入眼
帘。 然而，就在两年前，它还是基础
设施老化 、房屋破旧 、街面破损的
模样。

“我在这片屋檐下住几十年了。
之前老房子的外墙皮都脱落了，现在
墙面都被粉刷一新， 看着干干净净。
门前道路修得平坦宽敞，出门心里都
敞亮。”年近九旬的李桂英说。李桂英
的爱人曾经是周口皮件厂的工人，在
这片街区生活了几十年，说起街区的
变化，她感慨不已。

经过改造升级， 昔日有名的城市
“痛点”———西大坑摇身一变， 成为环
境优美、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城市生
态公园。 “现在，我们不但告别了下雨
积水的日子， 还有了休闲健身的好去
处！”在西大街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李元
详老人， 如今每天雷打不动到这里遛
弯。

据了解， 施工方对沿街民居外立
面进行免费改造， 在延续街区肌理基
础上， 提供满足群众不同意愿的改造
方式，有效提升居民居住品质；同步推
进街巷市政改造工程， 采用微型综合
管廊技术，系统整合供水、供电、通信
等管网入地， 精准补足街区基础设施
短板， 让老街居民共享现代化生活的
便利。

“改造时，居民自发当监理，天天
打电话提醒哪条下水管道没接好；完
工后，大家敲锣打鼓送锦旗，都说以
前羡慕农村水泥路，如今倒住在风景
区了。 ”荷花路街道文化社区党支部
书记张妍介绍 ，如今 ，大渡口 、小渡
口、普济门等成了网红打卡地，游览、
拍照者络绎不绝。

沙颍河上， 一艘艘货轮破浪远
航， 与修缮一新的六大码头遥相辉
映。 作为周口“临港新城、开放前沿”
战略的文化注脚，南寨历史文化街区
的蝶变不止当下。 当古今交融的街巷
与港口货轮的轨迹在三川交汇处重

叠，这座曾因水运而兴的古城正以传
承历史坚定文化自信，以开放襟怀再
启千帆竞发。 ①6

�����（上接第一版）既蕴含着“治大国
若烹小鲜”的治理哲学，也暗合了“道
法自然”的生态理念。 让我们走近其
发展模式和商业逻辑，寻觅《道德经》
的草蛇灰线。

单厂单品 打造“品类冠军”集群

3 月 15 日，记者一走进位于澄明
食品产业园的和一肉业，抬头便望见
“全国肥牛卷销量第一” 几个大字赫
然张贴在厂房外墙上。

和一肉业是一家专注牛肉屠宰

分割 、精深加工 、连锁专卖及供应
链服务的现代化全产业链牛肉产

品供应商 ，2020 年入驻澄明食品产
业园。

“冷冻牛肉在解冻间的温差状态
下缓慢解冻， 可以保持色泽鲜亮，蛋
白质等营养成分不流失，全程采用物
联网电脑智能自动控制。在特定温度
下进行分切， 再经过数道 X 光机检
测， 剔除不合格产品后才能打包外
运。 ”和一肉业工作人员朱红瑞介绍
说。

将 “为中国老百姓提供味道好、
价格好、品质好的牛肉产品”视为使
命的和一肉业，投产 3 年就荣获全球
知名的企业增长咨询公司沙利文的

双认证“全国肥牛卷销量第一”和“肥
牛卷中国第一品牌”。

“成为第一可吸引政策 、资源 、
消费者认知的全方位倾斜 ， 形成
‘珠穆朗玛峰效应’。 ” 澄明食品工
业园副总经理王文正说， 砍掉非核
心业务， 专注极致效率 ， 成为品类
冠军， 这就是单厂单品的 “大树模
式 ”优于多品类企业 “灌木模式 ”的
商业逻辑。

如何在一个园区内打造现代化

食品产业集群，澄明食品产业园深谙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的哲学智慧。

这里除了专注一头牛的和一肉

业，还汇聚了叫响“七个番茄一锅汤”
的澄明食品， 专注一只羊的茂源肉
业、一个辣椒的伟红椒业、一只鸡的
大家旺食品，以及只做一个丸子的丸
来丸去食品、 一串鸡翅的野火烧食
品、一根肥肠的胖嘟嘟食品、一片五
花肉的五朵花食品、一盒好粉的粉粉
到来食品、 一块魔芋的魔莱仕食品、
一根烤肠的万舜食品等。 单厂单品，
各具特色，自成品牌。

“我们的品牌必须成为顾客心目
中的首选或者次选。 熟悉‘二八定律’

的都知道，第一品牌的利润往往是第
二品牌的几倍。 ”王文正说。

澄明食品产业园通过打造“N 个
一”食品工程，单厂单品，建厂当年即
可盈利。 去年，和一肉业的销售额为
八九亿元，澄明和茂源的收入为五六
亿元，伟红椒业、野火烧等收入均超
过一亿元。

单厂单品还有一个隐藏优点，就
是通过订单共享可以实现客户资源

整合，“比如，牛肉工厂的客户来园区
参观后，他看上了羊肉，恰好也需要
羊肉，就会与羊肉工厂签约。 我们的
工厂拿出 1 个客户， 就能收获 10 个
客户，只有单厂单品才能实现客户共
享。 ”王文正说。

快速孵化 架构产业生态系统

“许多厂家愿意从外地来到一个
县城投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这
里能够提供订单， 为其迅速赋能，让
他们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壮大为品

类冠军。 ”澄明食品产业园集团总经
理杨明玉说， 在锅圈食汇的门店里，
即使一个店铺只卖一包火锅底料，一
天的销售量也有 1 万多包。

澄明食品产业园由锅圈食汇创

始人杨明超返乡创业牵头投建 ，因
此锅圈食汇成了该产业园销售渠道

上的重要合作伙伴。 依托锅圈食汇
在全国的 1 万多家门店 ， 入驻企业
可共享集团采购资源与销售网络 ，
快速打开全国市场， 助力企业初期
生存。

正所谓“上善若水”，真正的商道
是自利则生，利他则久。

“成功度过孵化期后 ，我们园区
为企业提供品牌服务和品控 ， 帮助
他们做大市场份额 。 新工厂首年
90%订单来自锅圈食汇，以后逐年降
低依赖，3 年后降至 50%以下。 ”杨明
玉说。

澄明食品产业园与入驻企业的

合作模式，一种是控股核心品类：牛
肉 、羊肉 、丸子 、火锅底料等由产业
园控股，持股在 50%以上 ，这有助于
把控品质与提升效率。 另一种是对
入驻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 占股 30%
左右，绑定长期利益，可以增强企业
信心。

此外，当地政府为园区提供了标
准化厂房及基建，产业园负责招商运
营，除了提供品牌孵化，还提供质量
认证等服务，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目前，澄明食品产业园已经入驻

了 16 家企业 。 “新加入的企业需要
先与我们对接品类， 看是否符合需
求，匹配完成之后才能入驻。 ”杨明
玉说。

锅圈食汇上游聚合了 275 家供
应商，本身是一个平台企业；华鼎冷
链之前是锅圈食汇的物流部，独立后
成立了一个冷链公司，不仅给门店配
货，也给工厂、餐饮店配货，也相当于
一个平台；而澄明食品产业园不断孵
化工厂进来，亦是一个平台。

通过打造锅圈食汇销端生态、华
鼎冷链供端生态、澄明产业园的产端
生态， 三个平台形成了销供产一体
化，逐步构建起了锅圈食汇的大生态
体系。 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通过销售
大数据优化仓储运输成本 ， 能节省
3%的净利润；通过物流数据驱动品类
布局，可以优化库存周期；通过门店
数据又可以反向指导企业生产。

如今，以鹿邑为总部，按照“产地
建厂、销地建园”的布局，澄明产业园
将在全国复制 10 家园区， 持续完善
“N 个一” 食品工程。 在四川广元园
区， 有专注一锅菌汤的锅圈澄明、一
根贡菜的翠翠食品、一粒豆子的汐豆
逗食品；在湖北荆州园区，有只产一
只牛蛙和小龙虾的锅圈欢欢食品；在
广西北海园区，打造专注一只虾的逮
虾记食品；在辽宁锦州园区，建起只
产一头牛的和一肉业（锦州工厂）；在
海南儋州园区，建设只产一条鱼的渔
大亨食品……截至目前，四川广元和
湖北荆州的园区已正式签约落地，广
西北海和辽宁锦州、海南儋州等地的
园区正在建设筹备中。

逆向拉动 三二一产业联动发展

“我们配套的肉牛屠宰厂正在建
设，今年 7 月就能投入使用。 ”3 月 16
日，在鹿邑县太清宫镇万头肉牛养殖
基地，负责人李乾坤说，打通了屠宰
这一环节后，就能把牛卖到澄明产业
园的牛肉加工厂。

在鹿邑县宋河镇药铺行政村椒

之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几十名老
人正围坐在一起手工去除辣椒把 。
“我这里每年销售辣椒 1000 多吨 ，
卖给伟红椒业的有 300~400 吨 ，最
多时用工将近 400 人。 ”负责人张志
刚说。

张志刚不仅卖辣椒，自己还种植
辣椒，他的辣椒苗是从帅康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购买的。 帅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杨建设说，今年他一共育

了 1000 多万棵辣椒苗， 除了供自己
的辣椒基地种植，其余的都被订购一
空，一棵辣椒苗售价两毛多。

近年来， 鹿邑县以 “工厂+种养
业”为核心形式，与锅圈食汇、华鼎冷
链、澄明食品产业园建立紧密的合作
关系，构建起涵盖种植养殖、单品工
厂、包材辅材、冷链物流、供应链金融
的全要素产业链，形成三二一产联动
新格局。

锅圈食汇作为重要的销售终端，
为澄明产业园内的企业提供大量订

单，企业按需生产，带动宋河镇 3.5 万
余亩辣椒种植基地、太清宫镇万头肉
牛养殖基地建设，使当地农民从传统
的农业生产者，逐渐转变为与产业紧
密相连的参与者，2000 多名农民变身
“产业工人”，4000 多个就业岗位让群
众在家门口增收。

从销售到工厂再到农业的三二

一产联动发展模式，就是澄明食品产
业园采用的新型发展模式———“澄明
模式”。

与用生产推动销售的传统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模式不同的是 ，用销
售拉动生产 ， 再用生产拉动种植 ，
也就是以市场对火锅食材的需求

反向定制生产 ， 再拉动上游农业 ，
不易出现因产能过剩导致农产品

滞销。
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 ，要加强 “产 、购 、储 、加 、销 ”
一体化现代食品全产业链条的建

设 。 特别是在支持蜜雪冰城 、锅圈
食汇等企业的过程中 ，鼓励他们积
极探索和实践三二一产业融合发

展模式。
用一种形象的说法解释“三二一

产联动”发展模式，就是让处于消费
终端的“国人餐桌”，决定并拉动田间
地头“国人粮仓”的生产结构和发展
质量。

“除了锅圈食汇遍布全国的 1 万
多家门店外， 我们目前在郑州农贸
市场新打造了 ‘肴肴领鲜’ 农贸店，
摊位实行统一管理， 还做了自己的
餐饮板块 ‘我的小板凳 ’火锅 ，去年
开了约 60 家店， 今年计划在河南开
200 家店。 ”杨明玉说，正所谓“反者，
道之动”，不断推动“厨房”与“粮仓”
形成循环增值， 拉动牛肉、 羊肉、火
锅底料等食材的销售，2024 年，澄明
食品产业园营收突破 40 亿元， 纳税
突破1 亿元。

（原载于2025 年 3 月 20 日《河南
日报》）

城市原点焕新出发
火锅赛道觅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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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中视眼科医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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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6 日，周口植物园的牡丹花竞相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踏青赏花。
记者 梁照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