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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问麦

今年麦收人不忙

河南小麦在地里生长多久？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陈金中 赵明
辰）近年来，嵩县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一

系列政策的实施，充分激发了乡土人才创新发

展的活力，500多名乡土人才脱颖而出，带动2

万多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走出了“培育一名人

才，发展一个产业，带富一个村子”的乡村振兴

新路子。

嵩县黄庄乡三合村“手绘小镇”，蓝天、白云、

绿水，古街、老巷、土坯房，宛如一幅古朴幽静的

中国山水画。冯亚珂大学毕业后，毅然决然放弃

了外面的高薪工作，返乡创业，在老家三合村打

造绘画写生基地，用小小画笔为乡亲绘就脱贫致

富路。2020年，三合村“手绘小镇”接待游客10

万人次，创收超千万元。在冯亚珂的带动下，全

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如何引来像冯亚珂这样的“能人”，唤醒他们

的“乡愁”，让这些“金种子”在乡村经济发展中落

地开花？嵩县县委统战部打起了“乡情牌”，把挖

掘和利用乡土人才资源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的重头戏，组织交流会、创业大赛，提供创业补

贴，宣传各类乡土人才的典型事迹，帮助“能人”

在家乡发展产业，扶优、扶强、扶大农村民营企

业，使得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大放异彩。

2020年，“养羊女”陈静晓的洛阳钊隆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值突破了1000万元。返乡创

业的她最初成立了钊鑫养殖专业合作社，率先在

家乡养起了“草药羊”。2019年，她的合作社被

评为河南省返乡下乡助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政

府发放扶持资金15万元。随后，她以“扶贫+健

康+市场”的创新理念，采用“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创建农牧科技公司，带动周边

200余户群众靠“菊花羊”养殖增收致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车村镇“电商达

人”崔跃辉本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但在外打工的

经历让他在内心种下了一颗创业的种子，随后，

他返回家乡，利用互联网开始了电商之旅。为帮

助他创业，村里、镇政府无偿为他提供场地，协助

他申请扶贫贷款；在产业发展方面，按照相关政

策，帮他协调流转土地、产业奖补等。现在，他的

电商平台将家乡的柴胡、黄精等中药材销到国内

外，带动村里30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崔跃辉

这一个“能人”带富了一片乡邻，用一个产业带动

了全村脱贫。

为鼓励像崔跃辉这样的乡土人才在乡村振

兴中发挥作用，今年以来，嵩县以“百村万店”工

程为抓手，以打造电商平台、淘宝村、淘宝镇为切

入点，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各类乡土人才有

了施展才能的更大的舞台。

“能人”就像金种子 落地开出致富花
嵩县多举措激励返乡人员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才干

答：河南种植的是冬小麦，一般在10月

上中旬播种，翌年5月底或6月初成熟收

获，在地里生长240天左右。河南地域辽

阔，各地生态生产条件各异，小麦在地里生

长时间略有差异。一般豫南地区小麦播种

晚、成熟早，在地里生长时间略短；豫北地

区小麦播种早、成熟晚，在地里生长时间略

长。（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农
业大学供稿）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宋祖恒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6月3

日，记者在武陟县西陶镇转了一晌，只看

到遍地金色的麦浪和一派丰收景象，却看

不到白居易描写的农民忙碌的情景。

“去年，镇里以村为单位，启动了土地

大流转，承包期5年，平均每亩950元承包

给种植大户集约种植，麦农今年基本上

‘失业’了。”西陶镇党委书记冯会民说。

魁张镇村土地面积1570亩，去年承

包给5个种植大户。村民郭会生承包土地

200亩种优质小麦，“三夏”前，他已与两个

大型收割机老板说定，6月5日开始整块

收割麦子，收下的麦子就地卖给河南斯美

特食品有限公司。

以前，每年“三夏”是村民李振华最忙

的时候，今年他却清闲多了。他对记者

说：“俺在焦作市开了一个门市部，以前，

每年都得关门几天，到老家收麦、种秋、施

肥、浇水。去年，家里的3块地交给村集体

承包，地款没少得，生意也不耽误，还不受

累，真好。”

今年68岁的村民廉火成每到“三夏”

就愁得头疼：孩子在北京打工，来家一次

就得花千把块钱，孩子万一有事不能来

家，他只好亲自上阵，一天折腾下来腰酸

腿疼。几天前，他给孩子打电话说：“咱家

不种地了，别再来了。”

在树荫下，一群人正在围观下象棋，

其中一名棋手叫赵棵，今年60岁，问起今

年不收麦子啥感觉，他说：“没啥感觉，只

有赢下这盘棋高兴的感觉。”

正在维修收割机的郭继成说：“往年，

因地块小，十分钟就收一次款，机上得跟3

个人。今年，麦田都是整块地，最多一晌收

一次款，可省下一人，至少节支2000元。”

西陶镇是“四大怀药”盛产地，自古种

植怀药的经验是：种山药得间隔6年，种地

黄得间隔10年，因一个地块农户思想不统

一，怀药种植大户也无法承包。去年，该

镇土地大流转，实现了怀药种植大户多年

的梦想。沁怀“四大怀药”研究所去年承

包了3个村的土地600亩，大片种植的“四

大怀药”被北京同仁堂一眼看中，双方签

订了长年专供合同，怀药也身价倍增。

“农户土地集中流转，农户不仅得到了

承包款，还能给种植大户打工，农户忙时不

忙，种植大户也能连片种植，都受益。”沁怀

“四大怀药”研究所所长李火金说。

西陶镇是工业强镇，规模以上企业有

13家，职工有6000多人。这些农民职工

“三夏”期间可安心上班，不再为麦收操

心，企业也不影响生产。

□本报记者董豪杰

6月2日，太康县龙曲镇大西村村民冯天

明指着村里的一块麦田说：马上就该收麦啦。

种了5亩小麦的冯天明，嘴里说着“马

上”，心里却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既不联系收割

机，也不准备收粮食的袋子，更不考虑麦怎么

拉回家、放哪儿。

“有人来给俺种麦、收麦，还得加价买走。”

冯天明神秘兮兮地说，他家的小麦播种前，就

已经跟合作社签过订单了，“指腹为婚”，小麦

粒早早就订下了“娃娃亲”。

冯天明说的合作社是太康县麦塬种植合

作社，连同太康县黄河面粉厂，都是51岁的王

红心开办的。

以前种麦，冯天明得赶着农时去买种子、

化肥，下力气耕地、打药；现在签订单托管后，

老板王红心给他当“长工”。播种、施肥、打药

防虫，都是王老板派人干的，麦种比市场上便

宜，肥料享受批发价，机耕费打折，算下来每亩

地比自己亲自种还节省80多块钱。

土地还在自己手里，粮食也是自己的，按

合同卖给王老板，每斤还加价5分钱。

冯天明5亩地产的小麦都到了王红心的

面粉厂。

“我这面粉厂日产面粉350吨，一年要

吃掉18万亩小麦。”王红心在机器前比画着

说，想产出好面粉，要有稳定优质的原料来

源。

王红心在龙曲镇、高贤乡、芝麻洼乡等周

边乡镇一口气托管了16700多亩地，签订了3

万多亩小麦订单，种的都是强筋小麦品种。

王红心从“亲家”收购来的小麦，容重比普

通小麦每升760克多40克，100斤小麦比以前

从市场上买的小麦能多出2~3斤面粉。

不能小看这多出的两斤面粉，日积月累就

攒出个“资本家”。

和冯天明一样，太康县高朗乡平庄村种粮

大户杨永康的150亩小麦，是经收储企业“说

媒”，“嫁”到外地了。

河南裕泰康生态农业服务公司的要树永

说，公司先接用粮企业的合同，然后再跟合作

社、农户签单购粮，新粮入仓、整理后，再分批

交给用粮企业。除了仓储的1.5万吨，去年要

树永经手交易的小麦共2.7万吨。

“我的仓库已经全部腾出来了，4000万元

购粮款也准备好了，只等着新粮进仓了。”要树

永说。

太康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万方腾说，太康

县开展订单种植的合作社超过1000家，小麦

面积约30万亩，都是加价收购。

太康县“娃娃亲”式的订单农业已经成为

一种潮流，推动着全县小麦生产的高产量、高

质量。

6月3日，汝阳县内埠镇茹庄村农民在播种玉米。6月2日晚上下了一场雨，为不误农时，当地

农民抢墒播种玉米、花生等农作物。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杨
远高）6月3日，记者从

省农机技术中心获悉，

截至当日17时，我省

已收获小麦 2158 万

亩，占全省小麦播种面

积的25.4%。

据了解，当日，全

省共投入小麦联合收

获机9万台，共收获小

麦504万亩。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6月3日，记者从

省气象局了解到，未来三天全省天气晴好，

整体利于小麦成熟收获。5~6日有较大范

围高温天气，不利于土壤保墒。

4~5日，全省晴天间多云。全省偏西风

到西南风3~4级，西部、东部部分地区阵风

6级左右。6日，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大

部分地区偏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5

日，黄淮之间最高温度将升至37℃；6日，淮

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维持在37℃

以上，部分地区达39℃~41℃。

专家建议，未来三天温度偏高，土壤表层

失墒较快，建议已完成麦收的地区尽快趁墒

开展夏播，墒情不足地区，要注意造墒播种。

我省已收获小麦2158万亩
占全省种植面积的25.4%

天气晴好
有利小麦晾晒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吴佩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等涉农经营主体怎样才能快速申请到担保贷

款？6月2日，记者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新农主体信贷

直通车”开到河南，在河南农业担保公司支持下，已有

299户涉农经营主体收到担保贷款，总金额13432万

元。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日前下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信贷担保直通车活动的通知》，由农业农村

部组织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全国农业担保体系、相关银

行金融机构，在今年5~12月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

贷直通车活动。

信贷直通车活动主要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两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主要用于与农业生产、服务

及直接或密切相关产业的正常经营发展，贷款额度原则

上控制在 10万~300万元，生猪养殖领域可放宽至

1000万元。

信贷需求主体可通过“信息直报系统”线上填写主

体基本信息、经营信息、融资需求，农业农村部对申报主

体进行资格审核，由省级农业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服务、

对接银行发放贷款。这一模式在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融资难、融资贵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了申报审批流

程，为新农主体融资开通了“绿色通道”。

根据信贷直通车活动客户特点，河南农业担保公司

迅速行动，制订了专项产品方案，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财

政厅、邮储银行积极对接，疏通理顺工作堵点；通过客户

经理进村入户广泛宣传，安排专人负责响应客户申报、

跟进业务进展、统计报送数据，保证客户需求及时响应、

银行审批及时跟进、系统数据及时录入。自5月20日

首笔业务落地起至5月31日，共收到1000笔申请项

目，总预约金额78113万元，全部已经受理，实现放款

299笔13432万元，位于全国前列。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王永强）6月2日，记者

在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1~4月，沙河、澧河、汾河、颍河、黑河、清潩河6条国控

考核河流及唐江河、三里河2条省控考核河流综合达标

率100%，全省排名第一。

2018年以来，漯河市投资15.1亿元，实施了沙北2

期等8座污水处理厂新建、扩建，增加28万吨/日污水处

理能力，污水日处理能力由2017年年底的37.75万吨提

升到2020年的65.75万吨，城市建成区人均生活污水处

理量全省领先。2019~2020年，又投资5.7亿元，实施

了18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全覆盖，出水水质优于城

镇一级A标准。

在此基础上，漯河市投资约12.16亿元，先后实施

黑河、唐江河、汾河、塔河、黄龙渠、三里河等河道的清淤

疏浚、生态修复等工程，形成城市外围多条景观河道，并

在黑河完成了全市首个人工湿地建设项目。

漯河市积极推动河长制，持续深入开展“清四乱”和

全域清洁河流行动，认真落实河流水质定期分析研判、

常态巡河排查、部门联防联控、问题督导交办、生态补偿

扣款等制度，促进河流水质逐年提升。

本报讯（记者杨青）6月3日，从省人社厅传来好消

息：我省将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总体增幅4.5%，

将惠及全省524万名退休人员。

根据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共同印发的《关于2021年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我省为2020年12

月31日前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职）

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

金。

此次调整的起始时间为2021年1月1日。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办法统一，继续实行“定额调整、挂钩

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三结合”调整办法。定额调

整指各类退休人员统一增加相同额度的养老金，体现社

会公平；挂钩调整指增加的养老金与个人缴费年限、养

老金水平双挂钩，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使在职

时多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斜体现重

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照顾。

据悉，今年是自2005年以来连续第17年调整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也是继2016年以来连续第6年

同步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

新农主体融资
有了“绿色通道”

我省“三结合”提高养老金水平
惠及524万名退休人员

漯河8条河流达标率100%
全省排名第一

小麦粒订下“娃娃亲”

麦收天气

麦收进度

信阳已收获小麦417.7万亩，占播种面积的84.6%
郑州已收获小麦149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2.5%
洛阳已收获小麦204.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56.5%
平顶山已收获小麦153.5万亩，占播种面积的45%
南阳已收获小麦465.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42.2%
驻马店已收获小麦41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36%
许昌已收获小麦109万亩，占播种面积的31%
开封已收获小麦70.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15.3%
焦作已收获小麦35万亩，占播种面积的13.7%
新乡已收获小麦48.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9%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

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部署自2021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

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管理，对所

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

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

四种方式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同时在自

贸试验区进一步加大改革试点力度。

《通知》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统筹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在更大范围和更多行业推

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

展活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务院印发通知

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