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我们坐在
高高的谷堆旁边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情情。”。”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旋律、、诗意的歌词中的诗意的歌词中的““谷谷
堆堆””这几年在伊川县再现这几年在伊川县再现、、盘活盘活。。

过去五年过去五年，，伊川县借脱贫攻坚的东伊川县借脱贫攻坚的东
风风，，重新布局了农业产业重新布局了农业产业，，短短四五年的短短四五年的
时间里把伊川小米时间里把伊川小米、、伊川红薯做成了区伊川红薯做成了区
域性乃至全国知名的农业品牌域性乃至全国知名的农业品牌，，走出了走出了
一条政府加大投入一条政府加大投入、、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农农
民收益稳定增长的成功之路民收益稳定增长的成功之路。。

本报即日起连续刊发本报即日起连续刊发《《坐在高高的坐在高高的
谷堆旁边谷堆旁边》》和和《《听听关于红薯的事儿听听关于红薯的事儿》，》，
介绍伊川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介绍伊川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希望希望
给走在乡村振兴新征程的河南乡村提给走在乡村振兴新征程的河南乡村提
供借鉴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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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是致富的路，每颗汗水都有结果，震撼的脚步加快

了速度，实现小康拥抱幸福……”

亿万人瞩目的大舞台，灯光璀璨，群星闪耀。登上2021年央

视春晚，周口市税务局驻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第一书记韩宇南成

了一颗耀眼的星。“我们驻村第一书记要继续在乡村振兴中一马

当先，冲锋在前！”韩宇南代表全国驻村第一书记“向祖国报告”。

聚光灯下，热烈掌声中，亮相央视春晚的还有著名玉米育

种专家、鹤壁市农科院名誉院长程相文。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需要更多像韩宇南、程

相文一样的党员干部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不

用扬鞭自奋蹄，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为乡村振兴赋能。

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人们把

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喻为孺子牛，把创新发展、攻坚克难比喻

为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比喻为老黄牛。“三牛精神”蕴

藏着脱贫攻坚的密码，“三牛精神”激荡着乡村振兴的能量。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党员干部要甘当孺子牛，厚植为民服务情怀。从“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人心，为民

服务孺子牛的精神历久弥新。做孺子牛，就是要始终心系人民群

众，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切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工

作不留空当，政策不留空白，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韩宇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2015年，韩宇南主动请缨到前何村担任第一书记，夫唱妇随，妻子

潘丽英搬进村里与他一同携手扶贫事业。6年来。一件件难事逐

个破解，一项项工程有序推进，当看到乡亲们一个个联名挽留“韩书

记”的红指印，韩宇南感慨不已，“没有哪一项工作比为人民服务更

幸福，没有哪一项事业比根植于人民群众更崇高”。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深化农村改革，党员干部要勇当拓

荒牛，激扬创新发展的豪情。“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做

拓荒牛，就是要弘扬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勤于探索、勇于实践的改革创新精神，敢蹚别人没走过的

路，敢拓前人没垦过的荒。创业创新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动能，近年来，我省涌现了一批饱含乡

土情怀、具有超前眼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的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赵昭就是其中一名

杰出代表。2008年，24岁的赵昭带着对家乡的眷恋，放弃城市的工作回到南召县太山庙乡冯庄村，

带领父老乡亲养殖黄牛。经历了风风雨雨，在磨砺中不断成长壮大，赵昭被誉为伏牛山中最美的

“牛倌儿”。呼唤更多拓荒牛躬耕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以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断丰富乡村经济业态，

带动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擦亮河南农业金字招牌，党员干部要争当老黄牛，挥洒艰苦奋斗的汗水。老

黄牛精神，贵在“前仆后继、滴水穿石”的历史担当，贵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实干品质，贵在“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的奉献品格。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农业基础

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要让中国人的碗里装满

中国粮食，中国粮食要用中国的种子。”这是程相文一生的奋斗目标。“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程相文发扬老黄牛精神，57年如一日，扎根中原沃土，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谱写了育种事业的传奇。党

员干部都能像老黄牛一样一步一个脚印，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农业强省不是梦。

“夜迎寒露昼披尘，沐雨经风铸己身。豪气十足终不变，一犁耕暖万园春。”让我们发扬“三牛精

神”，铆足“三股牛劲儿”，凝聚起“九牛爬坡个个出力”的磅礴力量，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阔步前行。

□本报记者 宋朝 文/图

“咱村上热搜了！”

“破五”一大早，登封市颍阳镇

宋窑村不知道谁在大街上喊了一

声，也因为不让放鞭炮，这一喊叫

真把村里的不少人喊出了家门。

宋窑村还真的上热搜了，上热

搜的是村东头的“过梁秋”，热搜上

的标题是《河南一村庄自制土味摩

天轮》（如图），有图片、有视频、有配

音，2600多万阅读，1000多个跟

帖，热搜榜上排在18名。

宋窑村所在的颍阳镇过年都

有搭秋千的习俗，当地人叫“扶

秋”，有蹬秋、四挂秋、八挂秋、懵懵

转儿等，过梁秋只是秋千的一个类

型，玩秋千在当地叫“荡秋”，更多

的人说成“打秋”。

过梁秋总高不足10米，设定

为四人同玩，逆时针方向从下到上

然后从横梁上飞过、落下，一圈圈

接续；如果四人体重相当，上上下

下就比较平稳；体重不均衡，上行

困难而下行加速，很是刺激；秋千

下如果有人助力，过梁时免不了有

人嗷嗷大叫，那就更热闹了！

过梁秋上下行和乘坐飞机的

起落感极其相似，如果在过梁秋

上玩只有爽而没有怕，那就具备

了当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可以参

加“招飞”了。

40多年前，“扶秋”是生产队的

集体活动，村民出来搭把手即可；

后来村民都忙着挣钱了，春节“扶

秋”断了一些年；七八年前吧，村里

组织让大家捐了钱，秋千就重新

“扶”起来了。

乡下人进城曾经被戏称为“刘

姥姥进了大观园”，见识不多吧；过

梁秋上热搜也让乡下人自豪了一

次，看来对于乡村，对于乡村习俗、

乡村玩意儿、乡村把式、乡村文化，

城里人也一样少见多怪！

中国的乡村文化就藏在乡村

的犄角旮旯里，过梁秋上热搜再次

证实了中国乡村的博大精深，过梁

秋可以充满自信、宋窑村可以充满

自信、中国乡村更可以充满自信。

乡村如此常见的过梁秋上热

搜了，如果城市对乡村的新奇都上

热搜，真担心热搜装不下！

伊川之“川”不过是农耕时代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民对“沃野千里”的一种美好向往而已。

“全县面积1243平方公里，真正的‘川地’不

足五分之一；而人口却是洛阳市属县市最多的，

93万。”伊川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姬素娟说。

姬素娟是伊川本地人，从镇党委书记到分管

农业的副县长，再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不管

职务有什么变化，一直让她分管农口；伊川县委

书记李新红的理由是：保持工作连续性。

她说：大面积的丘陵山地并不具有发展农业

的强势，当下伊川农业的突起，更加印证了一句

话：事在人为！

关上了一道门，打开一扇窗

在洛阳这个新晋“副中心城市”的圈圈中，从

地理位置上来看，伊川是装在贴身口袋里、捂在

心尖尖上的所在，区位优势无人能及。

历史上的伊川，曾经靠“煤、电、铝”等资源性

企业高速发展了一个阶段。

“伴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确立，

伊川贯彻新发展理念、工业转型提质；同时作为

省级贫困县，依托脱贫攻坚，我们定下了共同富

裕、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我们咬定这个目标，开

始探索、发展高质量农业！工、农共振、双翼齐

飞！”李新红说。

伊川50万亩丘陵山地是河南最大的“富硒

地”，这种上天的恩赐给伊川发展富硒农业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谷子、红薯本来就是旱作农业区

的“铁杆庄稼”，经年累月的种植造就了推而广之

的群众基础。

天时、地利、人和，门扉洞开，清风徐来。

姬素娟：2020年的数据，全县谷子收获面积

是15万亩，红薯收获面积是10万亩，两个拳头农

产品的收获面积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39.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伊川县鸦岭镇杜沟村有近百亩的大棚在育

红薯苗，正月初五，董小霞已经带着几个村民在

剪红薯苗了。

伊川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代哲

峰：这个育苗基地是靠政府投入并吸纳了周边几

个村的脱贫攻坚产业发展资金建起来的，多个国

内优质红薯品种的引入加上河南科技大学等多

所高校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这里的红薯育苗

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原原原种苗、原原种苗、原种苗、种苗；从河

南科技大学实验室里的脱毒瓶苗到电加温棚里

的营养钵苗，从每周剪一次的原种苗到开春的大

田移栽苗，从土地起垄到覆膜、布滴灌水管、大田

除草、控制旺长，整个红薯的全链条生产，科技与

科学如影随形。

谷子亦如此。

伊川县吕店镇2020年收获谷子3万亩，史上

“饭之美者、玄山之禾”的伊川谷子，这几年才真

正破解了间苗苦、收获难的难题。

吕店镇党委书记叶占芳：全镇的3万亩谷子

都种的是最适合本地的豫谷18品种，精播机械运

用节省了种子、省略了间苗的劳动环节降低了人

工成本、机械化收获又保证了颗粒归仓。

2020年7月，河南省唯一一家富硒农产品检

测认证中心落户伊川，为伊川富硒产品的生产过

程检测、合格富硒产品认证提供有力支撑。

加上谷子产业园、红薯育苗基地、谷子博物

馆等，服务生产、加工、销售的前后端农业高质量

发展体系已经在伊川建立。

姬素娟：伊川县委、县政府对拳头农产品的

培育不惜血本。

伊川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张灿伟提供的培

育谷子、红薯产业地方财政投入的数据是：2016

年，5438万元；2017年6525万元；2018年，7723

万元；2019年，9126万元；2020年，10121万元。

重槌响锣。

政府大力支持下生产的优质农产品价格攀

升：2020年，岭上硒薯地头价一斤2元；谷子一斤

3元以上。

政府种瓜，群众得瓜，好！

小米张开嘴，红薯长了腿

谷子去了壳叫“小米”，伊川小米近几年有了

专属名字“伊川小米”；伊川红薯也有自己的专属

番号“岭上硒薯”。

李新红说：岭上硒薯这个名字还是河南省委

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起的。

谷子长在地上，当地人称“地上尤物”；红薯

生在地下，当地人称“地下宝贝”。这地上地下的

伊川“头排”农业拳头产品，因地而优质、因时而

崛起、因市而走出河南，市乃市场也。

金粟米业2020年的日加工能力是180吨，

企业全年开工260天，一斤谷子碾七两小米，全年

的小米产量是3.2万吨，成品零库存。

三康米业在浙江、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

都有自己的省级代理，他们的高端小米礼盒，一

斤富硒小米能卖到30元，天价。

鸦岭镇一老板去北京一大医院看病，想来想

去没啥给医生朋友带，就带了两箱“岭上硒薯”，

看病回来后，医生又打电话说能不能再给寄五

箱，吃上瘾了！可以！春节前，医生又打电话来，

说要出钱买100箱！

“这就难为人了，春节前鲜食红薯早就被抢完

了，老板找到我这个红薯书记，但我挨家挨户也弄

不到啊，红薯书记反而没红薯可卖了，这不徒有虚

名嘛！”鸦岭镇党委书记梁智宇被称为“红薯书记”，

他的话，貌似无奈，骨子里是得意与自豪。

编者按

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伊川农业高质量带来高收益（上）

□本报记者张莹

“过年好！我是初六在省人民

医院院区值门诊。”牛年春节，葛博

士给记者微信回复。

葛博士是葛振伟，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省人民医院成人心脏

外科专家，医学博士。

大年初六，记者来到省人民医院，

扫二维码，出示健康码，疫情防控期

间，省医严阵以待。门诊东区人头攒

动，葛博士早已来到心外科门诊了。

“中国能迅速控制疫情，是因

为大家守规矩。”葛博士告诉记者，

医院要求，春节期间原则上不出

省，尽量不出市，特殊情况要请

假。“我老家在濮阳，响应国家和医

院号召，就地过年，不给国家添麻

烦！”葛博士乐观而自信。

假期门诊，人不太多。大多为

来自驻马店、商丘、洛阳等地的农

村患者，有拿着母亲的资料来咨询

病情的，有领着父亲大老远来的。

平舆县77岁的老人，春节下

肢疼痛加剧。葛博士一番仔细询

问，又亲自用手查看。

“看看，脚趾都发黑了，都要坏

死了，这是周围血管动脉硬化引起

的，吃药已经不起作用，必须住院

了。”葛博士当即开了住院证。

“按程序你们需先到县里办理

新农合转诊手续！”得知是县里来

的，他又详细耐心地告诉病人如何

转诊。

一个上午，十多个患者，满满

当当，葛博士一刻也没轻松。

“我在医院附近住，父母嘱咐

中午回家一起吃饭，吃完饭接着坐

诊！”隔着口罩，是葛博士幸福的笑

容。

葛博士春节坚守一线，用责任

守护大家的健康。

葛博士的大年初六

过梁秋，上热搜！

□

本
报
评
论
员

□本报记者宋朝黄红立见习记者张惟一

2月17日，正月初六，郑州陈砦花卉市场

大学路店人潮涌动，节日观赏花卉热销。

本报记者 张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