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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高晓锋

一条红旗渠已经流淌了52年，它滋

润着林州大地；红旗渠首、青年洞等处

更发展成为红色景区，吸引着八方来

客，向人们展示着伟大的红旗渠精神。

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召开

会议，决定把浊漳河的水引到林县来，

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发出了“重新

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专门研究“引漳

入林”工程。1960年2月，工程开工，当

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县只有

150亩耕地、300万元储备金、28名水利

技术人员。

1960年3月6日到7日，林县引漳

入林委员会在盘阳村召开全体会议，会

上把“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命名为“红旗

渠”，即高举红旗前进。经过五年奋战，

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1966年4月，红旗渠三条干渠同时

竣工，1969年，红旗渠干、支、斗渠完成

配套建设。至此，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

溉体系基本形成，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

到54万亩，1969年7月工程全面竣工。

红旗渠工程历时近十年，共削平了

1250 座山头，架设 151 座渡槽，开凿

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

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红旗渠总干

渠全长70.6公里（山西石城镇～河南任

村镇），干渠支渠分布全市乡镇。据计

算，如果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

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绕行北京，把

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2016年10月，红旗渠获批国家5A

级旅游景区；2017年1月，红旗渠被列

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2017

年12月，红旗渠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全国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

单。

在巍巍南太行，红旗渠依然流淌

着，继续发挥着水利效益。它的一渠清

水，串起来了一个个旅游景点，给游客

提供了休闲娱乐，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在造福林州人民发展全域旅游的同时，

它的精神也在感召着一代又一代革命

事业接班人。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沛洁

6月2日，叶县任店镇，收割机在田

间来往穿梭，一半人家已经“麦罢”，而

位于高营村的叶县瑞鑫专业种植合作

社2000多亩的麦田里，却没有半点收

割的动静。

“还能再等一两天，这样收获的麦

子就可以直接归仓了。”上午11点，47

岁的合作社理事长叶跃峰揉搓着几穗

麦穗说，“割得太早，一个是麦粒不能顶

得太饱减少产量；二个是还得找晒场晒

麦，影响品质。”

“太干收割也不会掉粒太多的。”叶

跃峰自信地说，大面积种植，他们很容

易找到国内先进的收割机，掉粒少，一

次能收割5米多宽，收完后直接入仓等

待销售。

叶跃峰的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

起初在任店镇流转三四百亩土地种植

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经过多年发

展，如今他在叶县任店镇、夏李乡共流

转土地2000多亩，托管、半托管土地

3000多亩，实施统一供种肥药，（托管

地）收获价格高于市场1毛钱，产量也普

遍高出周围一成。

收益如何？叶跃峰说，小麦加玉

米，去除种肥药、地租和人工，正常每亩

地每年收益300元，流转的2000多亩

地能净赚60多万元。托管的土地每亩

也有50多元的纯收入。

“之所以有这么稳定的收入，是国

家的政策越来越好。”叶跃峰说，高标准

农田建设解决了土地的灌溉难题。近

年来，保险公司农险业务越来越多，财

政补贴后农户每亩只需要交5.4元成本

险，他们种植大户每亩再付40多元购

买每亩地800斤的收成险。“这样，即便

遇上绝收，保险公司都可以理赔。”叶跃

峰说。

叶跃峰还介绍，随着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社会化专业公司也越来越

多，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自去

年开始，他与郑州一家农业公司在托管

土地上合作，对方又拿出了保产品价格

的保险，当年就取得了成效。另外，社

会上种子、化肥、农药及犁耙种的机械

公司也纷纷与之合作，使他在扩大规模

的同时，还实现了轻资产运作，进一步

降低了风险。

又一利好是金融扶持。合作社有

了6000亩土地的平台后，金融部门积

极为其提供贷款。叶跃峰自豪地说，他

已经获得3家银行提供的1000多万元

的贷款支持，而且是信誉贷款，没有抵

押。

交谈间，叶跃峰接了几个电话。

除了收割机手、运粮车队的电话外，

还接到了来自黑龙江的电话，说播种

机已经到了地头，随时准备为其播

种。

原来，今年叶跃峰又同一家农机播

种公司签约，该公司播种机一次能播8

垄，更神奇的是，8个耧腿都能单独工

作，随着耕地地表高低自动调节耧腿

的高低，从而实现播种深度一致；另

外，该农机播种时实现了无人驾驶，行

距、株距、播种深度更为精确，后期二

次施肥与田间灌溉更为方便。

“你看，政策让投资风险越来越小，

犁种收实现手机上预约和操作，这种地

是越来越有奔头了！”叶跃峰说。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今年小麦

亩产达1100斤左右，一年比一年强。”6

月2日，刚从福建打工回家的淇县北阳

镇青羊口村村民老张难掩丰收的喜悦，

饱满的麦粒纷纷落进他的拖拉机车厢

里。

由于地处山区，麦子成熟早，5月28

日，4台联合收割机齐头并进开进青羊口

村的麦田内，拉开了鹤壁麦收序幕。据

了解，鹤壁市小麦种植面积137余万亩，

其中浚县小麦种植面积103万亩。“为确

保小麦丰产丰收，夏粮颗粒归仓，我们每

天都汇总小麦收割情况。”鹤壁市农业农

村局农机科主任郭振江介绍，截至目前，

该市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7500台，培训

机手、修理工1.4余万人，小麦收割预计6

月8日达到高峰，6月13日前后收割完

毕。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陈会敏

这几天正值“三夏”，舞钢市矿建

街道赵案庄村的王培军每天都要到地

里转转，查看麦子成熟情况。“这块地

里的麦子今天就可以收割，那块地里

的麦子还欠点火候，两天后收割最合

适。”6月2日，王培军在他流转土地种

植的麦田边说。

61岁的王培军是附近有名的种

粮大户，已经有21年的流转土地种植

经验。原本，王培军和本村其他农户

一样，只是小户经营，家里4口人，4亩

2分地。由于他家族大，弟兄6人加上

父母的土地合在一起还有12亩。

“从2000年开始，家族里的地就

没人愿意种了，其他兄弟在市区经商的

经商、打工的打工、上班的上班，农忙季

节回不来，父母又都年纪大了，这12亩

地就落在了我一人身上。”王培军说。

那时，王培军才刚40岁，也想外

出打工，可是对于种了一辈子土地的

父母来说，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总

得有一个儿子来扛起种粮的“大旗”，

王培军自然而然就成了“扛旗人”。

第二年，邻村一名退休教师听说

王培军一人种了十多亩地后，主动找

上门来，希望能把自家的5亩地流转

给王培军种。随着本村和邻村的年轻

人在外务工的越来越多，许多人开始

陆续找到王培军，也希望把自家的土

地流转给他。就这样，王培军慢慢变

成了附近有名的种粮大户，共种了80

亩土地。

“说种粮不挣钱的，那是种得少，

种得多了咋不挣钱？”王培军说，“平均

每亩地收900斤小麦是很轻松的事。

拿今年的麦子价格来算，1斤麦子1.2

元，除去成本每亩地还能纯收入400

元。80亩地的收入光夏季一季就是

32000元。”谈起收入，王培军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说话间，一辆收割机开过来了。

“割麦去，今年还是一个丰收年！”王培

军快步向收割机走去。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通讯员符浩）5月27日至6月3日，恰逢

晴好天气，利于小麦收割。“全县小麦从5

月24日开始进入收获期，全县小麦已收割

80%以上，夏种完成40%。”淮滨县农业农

村局局长刘玉发说。

据了解，淮滨县今年共投入3500台

大型联合收割机奋战“三夏”。除了本县

以外，还有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山

东等省的“麦客”助阵。

“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对收获入

仓或运送到家的小麦要及时处理，预防

发热霉变，可采取把袋子单层放置或把

粮食薄摊散放的方式散湿，保持通风良

好，如果有可能，开启空调或风扇降低

室温和麦温。一旦天气转晴，立刻晾

晒，再装仓长期储存。”刘玉发提醒农民

朋友。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尚
明达席瑞娜）“没想到，公交车能为俺

改点儿，现在孩子回家可方便了。”5

月31日，滑县道口镇居民张朝阳说。

张朝阳的孩子正在读小学，每天

都要坐公交车回家，可是最近由于夏

季作息时间调整，孩子下午的放学时

间延迟，回家途中坐不上公交车了。

于是他拨通了12328交通热线，没想

到只隔了一天，滑县公交公司就将发

车时间延迟并增加了末班车车次。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滑县公交公

司开通了校园公交专线，对每个学校

开通可以直达或过往的线路，最大限

度满足学生之需。位于留固镇的城

发环保公司与滑县公交公司签订了

定制公交服务协议，每天员工上下班

都由专门公交车接送，这让企业员工

很高兴。

滑县公交公司经理房延杰说：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定制公交＋’的

办法，进一步提高公交进校园的覆盖

率，加大企业服务力度，满足不同人

群需求。”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
帆张伟）近日，在漯河市郾城区裴城

镇各个村里，几句铿锵有力的豫剧唱

腔，拉开了《将军情》演唱的序幕。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裴城镇通过红

色戏曲巡演，展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裴城籍开国少将苏进的家国情

怀和高尚品质。

据了解，裴城镇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推出的红色豫剧现代戏《将军情》

分四场正在各村巡演中。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还激发了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截至目前，

该镇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各项经

济指标稳步提升，第一季度完成税收

32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8.9%。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胡瑞
琪 李书令）5月25日，正阳县熊寨镇

开发区从事粮油收购的乔国芳正为

小麦收购资金不足而发愁时，正阳农

商银行熊寨支行工作人员走进她的

收购点，立即为她授信30万元，解了

她的燃眉之急。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正阳农

商银行166名党员坚持学史力行，开

展“普惠金融扬党旗、党员温暖千万

家”行动，积极投身办实事、解难题实

践中，答好“我为群众办实事”这张答

卷。同时，正阳农商银行党员干部甘

当“店小二”，积极服务小微企业，党

员先锋队赴企业开展金融政策宣讲

和“一企一策”指导帮扶，做好人员代

跑、政策代跑、数据代跑，为企业融资

牵线搭桥，破解融资难题，共发放贷

款5209笔，金额8.9亿元。

“一件件温暖实事办到了群众心

坎上，使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见实

效。”该行党委负责人韩华表示。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李瑞
李闯）6月2日，宁陵县县长马同和到

该县实验中学作党史学习教育思想

政治课专题报告，引导学生了解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感

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就，增强国家意

识和国情观念，树立民族自尊心、自

信心、自豪感。

报告会上，马同和以《坚持红心

向党、永葆绝对忠诚——在学习党史

中凝聚宁陵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主

题，围绕何为忠诚、为什么要绝对忠

诚、怎样才能做到绝对忠诚三个方面

进行了全面阐释和解读。马同和说，

广大学生要坚定信念、志存高远，勤

奋好学、掌握本领，成为建设祖国的

有用之才。

本报讯（记者杨青）6月3日，郑州

市2021年工伤预防项目启动仪式在

郑州市轨道交通8号线02标段举行。

据了解，2019年，郑州市在全省

率先建立工伤预防联席会议制度，建

立工伤预防专家库，从制度上保证了

工伤预防工作的规范化开展。在首

批全国试点的基础上，今年拟投入

423万余元工伤预防专项经费，支持

郑州市12家重点企业和市社会保险

中心开展工伤预防项目，从源头上防

止工伤事故发生。

郑州市人社局党组成员、一级调

研员张永兴介绍，郑州市将从重点领

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入手，精准开

展宣传培训，用心做好各项工作。

政策贴补 金融扶持 保险托底

叶跃峰种粮越来越有劲！

鹤壁137万亩
小麦陆续归仓

淮滨小麦喜获丰收

赵案庄村的种粮“扛旗人”

追寻初心追寻初心 中原印记中原印记

奋战““三夏三夏”” 一条渠水淌精神

滑县“定制公交”解出行难题

百年路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郾城区裴城镇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干事热情

正阳农商银行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宁陵县县长讲党课 师生受鼓舞

郑州市2021年工伤预防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德
才）“三天时间，我们就把三、四组的养

猪场取缔搬迁到位，解决了影响群众生

活的空气污染问题，这也是我们公开承

诺为群众办的十件实事之一。”5月26

日，禹州市颍川街道金坡社区党委书记

王孝斌说。

这是该街道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

展的各社区“找十个问题、办十件实事”

活动的其中一幕。

该街道在机关和15个社区中，通

过集中学习、个人自学、讨论交流、演讲

比赛、讲述党史上的今天以及撰写心得

体会、回忆入党历程等多种形式，让每

个党员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学习党的光荣历史，回忆我们东关的

发展历程，让全体党员干部更加理解了

党员就是服务的使命感！”东关社区党

委书记周遂德说。

为群众办哪些实事，需要群众说

了算。该街道15个社区通过广泛征

求群众意见建议，逐一梳理，归类建

档。寨子社区南北水果市场和多个

无主楼院没有物业公司管理，水果

市场居民用电没有接入大电网；朱

坡社区7组下水道盖板破损，养鸭场

污染周边空气……“群众最关心、最

烦心、最揪心的事，就是需要我们主

动解决的问题。如果干部不听群众

的意见，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

想当然办事，那只能是与群众‘两张

皮’、不交心！”十里社区党委书记梁

雍宏说。

群众的事咋办好，这是检验党员

干部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一次大

考。该街道党工委把15个社区要办

的“十件实事”放大到版面上，摆在办

事处机关大厅里，悬挂在各社区公开

栏里，每件事都明确街道、社区、居民

组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时时提醒党员

干部还有那件事情没办完，也让群众

时刻监督干部在怎样办实事。南街

社区的97个小区中，无主管理的就有

58个，环境脏乱差严重，社区通过红

色物业党支部成立物业公司，让每个

小区都有人管理；寨子社区水果市场

通过电网改造，让居民都用上了平价

电，解决了居民多年来的烦心事；长

春社区梁北沟护栏损坏，立即上报修

复，消除了安全隐患。目前，15个社

区为群众办理的150件实事，已经完

成了90%。

“‘找十个问题、办十件实事’是我

们党史学习教育的系列活动，也是密

切党群干群关系的一个纽带和桥梁。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项活动深入持续

开展下去，以红色教育推动服务群众

更加深入！”颍川街道党委书记杨韶峰

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岳希文左晨
煜）“摘心控长要科学，我们这样做就能提高

坐果率。”6月1日，当记者走进温县黄河街道

九五外婆农场时，农场负责人张九五正忙着

给工人讲解如何裁剪葡萄枝。

2014年，张九五为了方便照顾生病的外婆

决定回乡创业。通过流转土地在滩区建起水果

农场，经过几年的奋斗，目前年产值超千万元。

“现在，农场的水果远销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阳光玫瑰葡萄更是在超市里卖到每公

斤100多元钱。”张九五说。

张九五的农场红火了，附近村民纷纷前

来学习，张九五不单免费向附近的村民教授

科学种植方法，还为他们免费提供良种，并联

系客商进行售卖。每年农场仅务工支出和土

地租金就超100万元。

伴随着九五外婆农场的成功，丰核农林、

华鑫农场等一批果品农场星罗棋布分布在黄

河滩区。“农场经济集旅游、生态、农业于一

体，既提高了土地的综合效益又带动了周边

村民致富。”黄河街道有关负责人说。

温县水果农场
带火乡村经济

实事怎么办 群众说了算
禹州市颍川街道开展“找十个问题、办十件实事”活动

6月3日，在鲁山县张良镇东营村，振民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理事长刘振江（右一）在检测麦子的品质。该合作社现种植强筋小麦

800余亩，示范带动当地3000多户农民种植4万余亩，每公斤小麦

比普通小麦多收入0.2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