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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家和万事兴。大河涨水小
河满，众人栽树树成林。 ——题记

家
红砖墙，青瓦房，堂屋门框上贴着一副红对联，

横批是“天长地久”。

邹新曾和老伴儿全德飞坐在中间，前面是两个

孙子、两个孙女，女儿半蹲在母亲全德飞旁边，后排

中间站着新郎新娘，大儿子、二儿子和大儿媳、二儿

媳站在新郎新娘两边，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是三儿子结婚时拍的全家福，2010年10月

6日拍的。”5月20日，淅川县九重镇邹庄村68岁老

人邹新曾拿着照片，向记者一一介绍照片中的人

物。

照片中的三间瓦房，曾是他们位于丹江口水库

旁油坊岗村的老家，如今已经淹没在水底。

2011年6月25日是邹新曾异常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九重镇油坊岗

村750名村民卷起铺盖，乘上一辆辆大巴车驶离故

土，搬到了30多里外的移民新村——邹庄村。

谈起移民新生活，邹新曾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大儿子当过兵，打过工，今年选上了村干部；二儿子

在镇上开了个汽车修理店，日子越过越红火；三儿

子大学毕业后在湖南工作，2015年开办了一家网络

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过去，种地望天收，道路起伏不平，全家13口

人挤在3间瓦房和茅棚里……”邹新曾说，现在三个

儿子每家一个小院一座二层楼房，三儿子还在长沙

买了房。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

式通水，当时邹新曾就想：淅川人和北京人同饮丹

江水，如果总书记能来淅川看看，那该多好啊。

“这一天真的来了，总书记今年不仅来到了南

阳，来到了淅川，还来到了俺村，来到了俺家，真的

跟做梦一般！”邹新曾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拿出

另一张过了塑的“全家福”。

照片中，邹新曾挨着总书记坐在同一张沙发上，

老伴儿、大儿子、大儿媳、孙女、孙子等围坐在旁边。

“5月13日，总书记来了。总书记和我论了论

年纪，说我是兄长。”邹新曾满面红光，“全家都把总

书记当成自己家庭的一员，当成邹庄村的一员。”

和
两只燕子在屋里飞来飞去，墙上镜框内绣着的

“家和万事兴”几个字格外引人注目。

对于“和”字的理解，邹新曾和老伴儿各有各的

看法。

“就像我们家，儿女孝顺，妯娌好得就像亲姐

妹，一家人和和美美，这就是‘和’。”全德飞说。

“‘和’不仅仅是一种家风，还体现着老祖宗的

智慧。”邹新曾认为，“和”就是“和气”“和睦”“和

谐”，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屋外阳光明媚，一条村道笔直宽阔，太阳能路

灯时尚又美观。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红顶白墙二

层小楼，小院内外绿树成荫，月季飘香。党群服务

中心前面的旗杆上，一面国旗迎风飘扬。

最美少年邹硕、最美公婆梁文荣、最美儿媳张

吉敏、最美妯娌邹旭凤、最美庭院户邹清刚、最美尊

师重教户杨理胜、最美保洁员邹新曾……

邹庄村党支部书记邹玉新指着墙上公布的“最

美”名单说，通过评选“最美孝善之家”“最美移民

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处理村里的事和处理家里

的事一样，不管大事小事，大家坐在一起议议，就像

一家人一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也是“和”。

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

审议、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

实施结果公开。邹玉新说，村里很多难办的事，他

都能从案头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读本》中找到

答案。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和党员干部的作用，

落实好“四议两公开”，民生实事一件接着一件办，

邹庄村村容户貌焕然一新，向上向善蔚然成风，邹

庄人的日子越过越兴旺。

兴
邹庄丹江绿色果蔬园基地，处处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

6年前，利用南水北调移民村产业发展试点项目

资金，邹庄村流转土地652亩，建起了绿色果蔬园基

地，种植猕猴桃、莲藕、葡萄等果蔬，目前已发展成集

采摘、住宿、餐饮于一体的生态观光园。全村300余

人从事果蔬产业，人均月收入2000元以上。

与此同时，随着烟叶种植、规模化养殖、光伏发

电等特色产业和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村民不仅能

获得租金、工资，还有产业奖补、分红，村集体经济

也不断发展壮大，邹庄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阔。

丹江口水库碧波荡漾，四周峰峦叠翠。邹新曾

带着老伴儿来到丹江口水库大堤上，向着水中老家

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邹新曾说，每年春节和清

明，他都要到水库边，向埋在水底已故的亲人“诉

说”移民后的幸福新生活。

青山无语，丹江有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

后，清澈甘甜的丹江水一路浩浩荡荡北上，润泽着

干涸的华北大地。而在这项国家工程的背后，则是

淅川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豪情壮举。

“在淅川，若不是移民，就可能是移民的亲戚。”

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自上世纪50年代修建丹江

口水库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淅川县先后移民

36.8万人，远的搬迁到了青海。

“邹新曾、全德飞、邹会彦、邹会宝……”在淅川

县盛湾镇鱼关村，矗立着56座移民纪念碑，碑上一

笔一画刻下了16.5万名移民的名字。

渠首一滴水，家国万里情。南水北调工程把长

江、黄河、淮河、海河相连，让千家万户心心相牵，大

河上下处处都是移民的家。

本报讯（记者黄华）5月31日，副省长武国定

到驻马店市遂平县调研“三夏”生产、秸秆禁烧和

夏粮收购工作。

武国定先后来到遂平县花庄乡高魏楼村、中

石化107国道遂平服务区、克明面业等地，深入机

收作业现场，详细了解夏收进展情况，认真察看

小麦机械化收割、秸秆打捆、农机整地、复播复种

等农机应用成效，以及秸秆禁烧和小麦收储准备

等工作。

武国定强调，当前，夏收、夏种、夏管即将全

面展开，全省各地从南到北陆续进入“三夏”大忙

时节。要切实抓好“三夏”生产，加强农机调度，

加快收获进度，科学组织机收会战，确保夏粮颗

粒归仓；要抢抓农时搞好夏种，压茬推进夏收夏

种，积极抢时抢墒，加快播种进度，扩大适播面

积，提高播种质量，确保不误农时、种足种满；要

抓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充分发挥“蓝天卫士”

平台作用，严防严控、疏堵结合，提高秸秆综合利

用效率，力争实现零火情；要抓好夏粮收储，严格

执行收购政策，大力推进市场化收购，备足收购

资金，保障农民利益，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5

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

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

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决策部署，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和养老服务体系，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下转第二版）

大河上下处处家
□本报记者任爱熙李相瑞曹国宏李梦露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武国定在驻马店调研“三夏”生产时要求

科学组织机收会战 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宋朝孙高成

秸秆禁烧，那可是乡村干部的头疼事！

5月30日，息县关店乡黄滩村3780亩耕地

里，农机“大忙”，有收割机在田间收麦，有捡拾

秸秆打捆机在打捆，有插秧机在稻田插秧……

活脱脱一幅有声有色的淮河岸边“三夏”图。

唯独没看到的是往年建在显眼处、十分抢

眼的秸秆“禁烧岗”。

牛雪说：我们村有两三年都没设“禁烧岗”

了，只是按照上面的通知在喇叭里广播一下，村

组干部流动检查一下就可以了，没事的，真的没

人烧秸秆了！

牛雪，36岁，黄滩村妇联主任；比牛雪大许

多的关店乡包村干部关朝阳想起“秸秆禁烧”四

个字“头都晕了”。

关朝阳说：前些年一到麦收季节，乡村干部

都要24小时看着地，不能见火！罚款、拘留，谁

点抓谁、点谁罚谁，一家着火、全村不安啊！

这两年不同了，秸秆有出路了，谁都不会

“顶风作案”了！

59岁的村民关朝超家种了8亩小麦，收割

后自然一地秸秆，他给刘磊打去电话，态度强硬

地一定要刘磊第二天把秸秆全部捡拾走：你要

是不赶紧把我的地弄干净，明年就不跟你玩了！

同样也是59岁的刘磊是息县一家农业公

司的区域负责人，他们公司和关店乡签有合同，

全乡8万亩小麦收获后，地里的秸秆由他们捡

拾清运出大田。

“忙啊，农民就这脾气，收割机刚离开，我们

的秸秆捡拾打捆机就要进地，晚去一会儿，乡亲

们就说耽误他们种秋庄稼了，弄不好还吵架

呢！”刘磊说。

5月30日，农业公司在关店乡大田里投放

秸秆捡拾机20台、打捆机20台、转运车60台、

装载机10台。捡拾机把麦秸秆拢成一绺，打捆

机把秸秆打成700多斤的秸秆圆捆，装载机把

秸秆捆装在转运车上。

秸秆运到哪里了？

“光山县有个生物质发电厂，距离这里30

公里，我们公司和发电厂签有合同，今年要给发

电厂供应3万吨麦秸秆。”刘磊说。

36岁的李明是关店乡党委委员，他说：农

业公司把秸秆捡拾走，不用给农民付钱，农民的

收益就是减轻了劳动强度，不用再操心秸秆的

事了；农业公司把秸秆运到发电厂，每吨有20

元的利润；收购的秸秆多了，发电厂就不愁没有

原材料了！

原来禁烧劲头大，老是禁不住；现在链条形

成了，秸秆自然没人烧了。

原来的“禁烧岗”要“严防死守”的是故意放

火烧秸秆的；现在变成了“流动哨”，仅仅是为了

防止意外着火！

答：小麦是具有分蘖特性的作物，分蘖力

强弱和分蘖成穗率高低直接影响小麦群体大

小和成穗数多少，进而影响小麦产量高低。亩

成穗数是产量构成的重要因素，而亩穗数多少

是由基本苗数和单株分蘖成穗数共同决定

的。正常情况下，一亩小麦一般成穗35万~40

万穗，成穗数多的麦田可达50多万穗。播量大

小、播种深度、粒重与发芽率高低，以及土壤墒

情、整地播种质量和孕穗期之前的田间管理等

都直接影响亩成穗数，进而影响最终产量。

（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农业

大学王永华供稿）

牢记嘱托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新麦收故事

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豫见麦浪 中国粮仓中国粮仓··河南担当河南担当

“禁烧岗”变成了“流动哨”

正常情况下，一亩小麦有多少穗？顶端问麦

5月31日，在汝州市骑岭乡王庄村的麦田里，种粮大户范明朝种的550亩小麦开镰收割，他手

捧小麦激动地说：“丰收了，亩产1000多斤没跑了！”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崔高阳摄

三孩生育政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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