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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红色经典引来旅游热潮

4月4日，清明节，细雨绵绵。

在新县田铺乡许世友将军墓前，人

们打伞肃立，缅怀将军的丰功伟绩。

“清明节，我们带孩子来缅怀先烈，

追寻红色记忆。”洛阳游客李先锋说。

新县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在战争

年代，新县有5.5万人为革命献出生命。

“新县作为革命老区，大别山精神代

代相传，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人民的血

脉。”新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功仕

说。如今，新县挖掘红色遗址遗迹365

处，打造旅游精品工程40多个。

今年清明期间，来自各地的游客走

进新县红色景区，追寻红色足迹，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

“这几天，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

园、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许世友

将军故里、郑维山将军故里迎来客流高

峰，日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新县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一位负责人说。

红色旅游热起来的同时，也给当地

村民带来了经济收入。

临近中午，许世友将军故里景区附

近的一户农家乐餐馆里，顾客盈门，店老

板忙得不亦乐乎，“都是自家产的蔬菜和

食品，欢迎品尝！”

记者注意到，这里周边有十几家农

家乐和土特产小卖部。“昨天收入了1000

多元！”一位许姓农家乐老板笑着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无边的绿色向车后翻涌，道路两边，

一簇簇火红的映山红，直耀人眼。

新县地处江淮分水岭，全县植被覆

盖率达95%以上，森林覆盖率76.7%，年

空气优良天数在350天以上，是河南省

两个国家生态县之一。

快到新县县城时，车子向左一拐，便

到了吴陈河镇章墩村。

一条道路穿村而过，村部后方，古色

古香的七孔桥静静地卧在莲塘边，不远

处的小山上，400亩油茶满眼翠绿，大棚

基地里香菇连年丰收……

“章墩村以特色产业为根基，以美丽

乡村建设夯基础，又有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主动融入新县全

域旅游大局，进一步整合资源、用好优

势、打造特色，以乡村旅游打品牌、富群

众、促振兴。”省农业农村厅驻章墩村第

一书记梁增灵说。

山坡上建起阁楼，品茶、观景、享美

食，山风习习，远离喧嚣，这里是吴陈河

镇的茅屋冲家庭农场。

“我们农场种植的蔬菜、有机水稻，

养殖的鸡、鱼等特色产品，很受游客欢

迎。我们这里的竹屋客房、汽车旅馆，面

朝青山、背靠鱼塘，住得舒心，每逢周末

和假期都有大批游客前来。”农场主岑新

顺说。

2013年9月，岑新顺回到家乡，先

后投入3300万元，创办茅屋冲家庭农

场，流转土地近5000亩。

农场的后面是奇龙岭民俗文化园，

在园区的西南侧还建有一座新星火青少

年社会实践研学教育基地，这里已成为

周边市县中小学生拓展训练的大课堂、

传承红色基因的新圣地。

“我们在章墩、杜洼、阳土墩3个村，

创新建立吴陈河镇脱贫攻坚综合示范

区，整合3个村和毛冲农业科技公司的4

个党支部，组建示范区联合党总支，加强

组织领导，统筹项目推进，实现抱团发

展。”吴陈河镇党委书记谢文彬说，该示

范区现在已被打造成“耕读小镇”，依托

乡村游，坚持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做优

做强特色产业，让乡亲们从中受益，助力

老区加快振兴发展。

古老乡村焕发新活力

“大别山上采嫩茶，姑娘笑脸映朝

霞，多采茶呀采好茶，手捧丰收心里乐开

了花……”在新县八里畈镇南冲村，行走

在高山小道中，一阵悠扬的歌声在山林

间回荡。

2008年，信阳民歌被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县南冲民

歌是信阳民歌的代表之一。

近年来，新县不断加强对非遗资源

的挖掘与保护，关注非遗项目的开发利

用和传承人的培养，为非遗及传统文化

的保护传承提供保障，在传承与创新中

让非遗焕发新活力。“非遗将成为美丽乡

村建设的新亮点，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

文化内涵。”新县县委副书记尹建平说。

60多岁的手工刺绣传承人吴成荣

是新县金孔雀工艺艺术公司的负责人，

她不仅自己绣，也教女儿学刺绣，还带动

十几名妇女一起干刺绣。目前，她们的

各类绣品和剪纸作品，通过各种渠道进

行推广，卖得非常火。

依托特有的红色旅游资源，新

县不断开发本地地域特色鲜明的

非遗旅游商品，极大地丰富了新县

红色旅游文化的内涵。

在新县八里畈镇神留桥村丁李湾古

村落，一排排青砖黛瓦房屋前，游人如

织，这里保存有明清时期古民居109套、

438间。“我们丁李湾环境好、名气大，已

经远近闻名了。”丁李湾古村落公益性岗

位工作人员李伦海自豪地说。

为了发展全域旅游，带动乡村经济

发展，八里畈镇先后投入资金4210万元，

完成了丁李湾村史馆、村民俗博物馆等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以丁李湾传统古

村落为中心的豫南民间文化旅游精品区。

全域旅游推动农区变景区、民房变

客房、产品变礼品，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

“随着新县全域旅游的蓬勃发展，乡

村旅游呈现出迅猛态势，已成为推动农

业和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

兴和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信阳市副市

长、新县县委书记吕旅告诉记者，新县正

以全域化、品质化、智慧化为导向，加快

乡村旅游发展，让乡村成为众多人梦想

中的诗和远方。

新县“红、绿、古”绘就乡村振兴美好图景

清明时节，记者来到素有“红色首府、将军故里、诗画江南”美誉的新县，探访这里的乡村旅游及乡村振兴情况。
这里的古老村落多，红色故事多，绿色森林多。近年来，新县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奋力实现“两个更好”，大力发

展全域旅游，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先后创建成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2018年，新县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率先脱贫摘帽，今年被确定
为河南省乡村振兴示范引领县。

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县考察调研时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
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乡村乡村乡村乡村振兴振兴振兴振兴
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样板样板样板样板

本报讯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印发

《河南省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总体方案

（2021~2023年）》（以下简称《方案》），

利用3年时间，摸清全省农作物、畜禽、

水产养殖和食用菌种质资源种类、数

量、分布、主要性状等家底，明晰演变趋

势、发布种质资源普查报告、发展状况

报告，珍贵、稀有濒危特有资源得到有

效收集和保护，实现应收尽收。

《方案》明确四大重点任务，农作物

方面，全面完成第三次河南省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实施范围包括全省

128个县（市、区），重点普查各类栽培作

物的古老地方品种、种植年代久远的育

成品种、重要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以及

其他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畜禽方面，实施并完成第三次河南

省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实施范围包括各

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重

点普查猪、牛等传统畜禽，养殖的特种畜

禽以及蜂、蚕遗传资源，含地方品种、培

育品种（配套系）和引入品种（配套系）。

水产方面，启动并完成第一次河南

省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范围为

全省养殖场（户）的水产种质资源，包括

原种、培育种（地方品系和新品种）和引

进种。

食用菌方面，启动并完成第一次河

南省食用菌种质资源普查，以县域为单

位，以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等资源丰

富区域为主，对全省各县（市、区）食用

菌基本情况进行调查，重点普查香菇、

平菇、木耳等传统食用菌以及桑黄等功

能菌类遗传资源。

《方案》指出，省农业农村厅将根据

普查工作要求和进度安排进行检查，对

进度迟缓或完成质量不高的进行通

报。各地要加强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

对执行进度和完成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确保普查工作扎实推进。各物种普查办

要组织好省级培训，各市县要积极组织

辖区内区域性技术培训。各地要开展不

同形式的现场指导，确保普查方法统一

规范，普查数据全面、真实、可靠。（厅报）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目前，我省小

麦从南向北陆续进入抽穗期，距离小麦

收获还有两个月左右时间。4月9日，省

农业农村厅印发《2021年全省小麦后期

管理技术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科学指导小麦后期管理。

目前，全省小麦苗情持续向好，大

部分麦田群体充足，墒情适宜，丰产架

子已经初步搭好。但是据植保部门监

测预测，今年小麦条锈病在豫南地区呈

偏重发生态势，小麦赤霉病有偏重流行

的风险。此外，小麦生育后期天气不确

定性大，面临倒伏、干热风、烂场雨等多

重风险。《意见》指出，要立足抗灾夺丰

收，以“养根护叶、防病治虫、防范灾害”

为重点，抓好小麦后期管理。

针对小麦后期生长管理特点，《意

见》提出，突出重点区域，抓住关键环

节，抓好条锈病、赤霉病防治。对条锈

病，要立足“早发现、早控制”，坚持“带药

侦查，打点保面”“发现一点、控制一片，

发现一片、控制全田”，做到应治尽治。

对赤霉病，豫南地区要抓住关键时间节

点，主动出击、见花打药，一旦遇雨要二

次补防，确保防治效果。小麦生产后期

往往多种病虫重叠发生，交替危害，各

地应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合理选用和

科学混配防控药剂，兼顾白粉病、吸浆

虫、麦穗蚜等其他病虫，同时，注重防病

治虫和防早衰相结合，推行药肥混用，

努力做到一喷多效。

《意见》指出，对土壤墒情不足、有

水浇条件的麦田应在扬花后7~10天酌

情浇好灌浆水，以水调肥，以肥养根，以

根护叶，促进灌浆，提高粒重。浇水要

密切注意天气变化，选择无风天气进行

浇水，无风快浇、有风停浇。浇水切忌

大水漫灌，防止地面积水。

5月份小麦灌浆期间是干热风天气

的高发期，《意见》提醒农民朋友要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在酌情浇好灌浆水的基

础上，适时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

促进籽粒灌浆，减轻干热风天气影响。

今年我省部分麦田群体偏大，后期存在

倒伏风险，要避免在灌浆中后期或有大

风的天气前浇水，防止倒伏发生。

《意见》要求，各级农技人员要深入

生产一线，走进田间地头，面对面指导

农民科学开展后期管理，同时通过开展

电视讲座、技术培训、发放明白纸、服务

热线、网络、短信、微信等多种方法和形

式，加大技术宣传力度，提高关键技术

知晓率和到位率。要充分发挥好各级

各类小麦示范田和种粮大户、家庭农场

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作用，带动群众

科学开展后期麦田管理。

本报讯（记者刘彤）对自愿承担耕

地轮作任务的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按

照承担耕地轮作任务的面积，给予每亩

不高于150元的补助……4月7日，省农

业农村厅印发《河南省2021年耕地轮作

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2021

年全省耕地轮作任务面积为65万亩，每

亩补助不高于150元，主要轮作方式为

大豆-玉米轮作、玉米-大豆轮作、油菜-

小麦轮作和冬闲田-油菜轮作。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开展轮作

是提升耕地质量和提高农产品有效供

给的重要举措。《方案》要求，以保障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目标，

统筹推进粮食安全和生态建设、着力提

高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兼顾市场引导

和政府调控，突出绿色发展、强化技术

服务，持续推进耕地轮作工作。

根据《方案》，在技术路径上，结合

我省实际，推广大豆-玉米轮作、玉米-

大豆轮作、油菜-小麦轮作和冬闲田-油

菜轮作；在技术服务上，各项目县要成

立技术指导组，制定技术指导意见，开

展技术培训，指导承担轮作任务的主体

掌握技术要领，搞好机具改装配套，落

实轮作作物种子，宣传推广优良品种，

普及配套先进栽培技术，满足轮作需

要、提高轮作水平；在补贴方式上，可以

补现金，可以补实物，也可以购买社会

化服务，提高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方案》同时提出，各项目县要科学

布局耕地质量监测点，每1万亩轮作面积

至少布置1个耕地地力监测点，在今年作

物种植前、收获后采集土样进行实验室

检测，分析化验土壤有机质、氮、磷、钾等

养分含量，跟踪耕地地力变化情况。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田春雨）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现在正是春耕

春种的好时候，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

开始对大块麦田进行新一轮的施肥、打

药……”4月7日，在西平县五沟营镇王

阁村，谈起当前农事，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西平县海蓝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代红艳在田间地头打开了话匣

子。

代红艳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流转土地3000多亩建设供港澳蔬

菜基地，同时托管3万多亩土地，以现代

化理念指导生产，用高新技术装备生产

基地，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带动农户

800多户2000多人就业。

“今年春季预计播种的蔬菜面积在3

万亩，玉米0.1万亩，红薯0.1万亩，花生

0.2万亩。”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

究员谢耀丽告诉记者，西平县是传统农

业生产大县、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县，现有

耕地119.34万亩，小麦播种面积108.4

万亩，其中优质强筋小麦达81万亩。

“春耕春种，良种先行。”该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郭国选说，在去年品种示

范、考察基础上，该县及早确定今年农

作物主导品种，及时谋划种子管理和服

务工作，确保发挥良种在农业增产高效

中的先导作用。

据了解，目前该县优质玉米、花生

及瓜菜种子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基本与

往年持平。“目前，春耕生产的重点任务

是麦田后期管理，综合防控抽穗扬花期

以赤霉病、条锈病、蚜虫为主的病虫害，

确保小麦穗多、粒饱，为夺取夏粮丰产

丰收打下基础。”谢耀丽说。

同时，该县还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努力使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保持领先

地位，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提供驱

动支撑。该县与省市科研院所、大专院

校加强合作，建立科研基地，开展新品

种、新技术、新机具配套集成技术研究、

示范、推广，提高科技支撑能力，并建立

深化“区域站+技术人员+经营主体+农

户”技术服务模式，扎实开展“万名科技

人员包万村活动”，采取包村联户、驻村

蹲点、巡回指导等方式，实施“一对多”

“点对点”跟踪服务指导，使全县优良品

种覆盖率达到100%，技术推广应用率

达95%以上。

西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卫松告

诉记者，该县正在全力打造高标准农田

建设“升级版”，着力建设全省领先、全

国一流的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成后不

仅能够更加科学高效地开展春耕生产

管理，还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

乡村产业振兴作出“西平贡献”。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向
丽）“高科技就是厉害，这200亩小麦

要是用人工喷洒农药得四五天时间，

现在用无人机喷施药两个小时就能轻

松搞定！”4月7日上午，在宝丰县闹店

镇后李村的麦田上空，随着无人机轰

鸣而过，药物均匀地喷洒到小麦叶面

上，高效的飞防作业让在场的农民无

不称赞。

“打完这块，今天还有3家种植大户

等着呢！这几天我已经用无人机为200

多户群众家的小麦进行了飞防施药。”

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无人机植保

员叶广利说。

当前，小麦已经进入抽穗期，也是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高发期。为有效预

防小麦病虫灾害，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闹店镇及时引导支持种植大户、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无人机

作业方式进行病虫害防治，提高了防治

效率。

该镇成立了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积极落实“政府主导、各村负

责、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防控机制，

通过联村大喇叭广泛宣传小麦病虫的

危害、防治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大力

营造防治小麦病虫害的浓厚氛围，动员

群众及时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

此外，该镇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

从农户宣传、监测预警、技术指导等方

面综合施策，推进小麦病虫害防控工

作，助力农户增收、农业增效。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翁应峰文/图

我省开展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全省小麦后期管理技术指导意见出台

抓好“两病”防控
小麦后期管理莫放松

我省2021年耕地轮作工作实施方案出台

承担耕地轮作任务农户可领补助

防控小麦病虫害 无人机显威力

科技助力春耕春种 丰产丰收底气足西平县

宝丰县

春耕春管正当时

4 月 12

日，商丘市梁园

区观堂镇阮庄

村的妇女在采

摘 药 用 牡 丹

花。近年来，该

村大力发展药

用牡丹种植，仅

此一项人均增

收900多元。

陈臣摄

新县丁李湾古村落新县丁李湾古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