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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4亿多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陆续到位兄弟省捐赠农资源源而来

我省农业救灾和生产恢复紧锣密鼓展开

□中共洛阳市孟津区委书记杨劭春

孟津北依黄河，南融洛阳，因扼据黄河要津而

得名。孟津是黄河中下游分界线所在地，有59公里

河岸线，是黄河生态的重要屏障、黄河安澜的重要节

点、黄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2019年9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视察河南时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的伟大号召，赋予我们重大使命，给予我们重

大机遇。洛阳市孟津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推进南水北

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摆在事关全

局的重要位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黄

河生态廊道建设为抓手，大力弘扬“三牛”精神，努力

把黄河生态保护好、把黄河文明传承好、把沿黄产业

发展好，全力打造生态河、幸福河。目前，黄河生态

廊道孟津段主线已全线贯通，“孟津不墨千秋画，黄

河无弦万古琴”的美好景象已初露芳容。

一、以“孺子牛”精神扛稳治黄兴黄时代重任。

“孺子牛”精神贵在“忠”。我们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和重大发展机遇，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推进力

度，全力抓实抓好。一是像牛一样“忠于职守扛使

命”。由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挂帅，成立了领

导小组，并组建了规划统筹、生态保护、黄河安澜和

水资源综合利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黄河文化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宣传、专家委员会、综合协调

等8个工作专班，确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在孟津落实落地落细。二是像牛一样“不

待扬鞭自奋蹄”。积极开展引智合作，与郑州大学、

洛阳师范学院等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三是像牛一样“辛勤耕耘

不停脚”。以黄河生态廊道为主，谋划建设黄河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

黄河文化传承教育基地等 10 大类、80 个、总投资

717.9亿元的重大项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持续提

高黄河生态廊道“含新量”“含绿量”“含金量”。

二、以“拓荒牛”精神打造万里黄河最美岸线。

孟津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发扬“拓荒

牛”精神，敢蹚别人没走过的路，敢拓前人没垦过的

荒，切实加快黄河生态廊道建设，致力打造万里黄

河最美岸线。一是抬起“牛头”高标谋划。按照“依

托已有、部分优化、近水显水、明界划线、先通后提”

原则，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跋山涉水，深入一

线，利用三天时间蹚出了黄河廊道建设的“路线图”

“时间表”“施工图”。该项目东连巩义，西接新安，

总长209.06公里，其中主线长126.64公里，沿线规

划建设有驿站、观景台、加油站、服务区等，受惠群

众约12万人。二是迈开“牛蹄”高效建设。以“大干

一百天，路通黄河边”为目标，坚持边施工、边设计，

边协调、边优化，坚持“百台机器齐轰鸣、千名干部

齐上阵、万名群众齐动员”，分会盟、白鹤、小浪底三

段同时施工，累计投入530余辆挖掘机、装载机、摊

铺机等，1300余名干部冲在一线、挂图作战，用3个

多月时间实现了全线贯通，创造了“孟津速度”。三

是瞪大“牛眼”高质呈现。建立健全工作例会、工作

台账、督查通报等制度，做到有督导、有通报、有奖

惩。区领导牵头，纪委监委、发改、财政、交通、城投

等单位配合，坚持依法依规依程序，做好项目融资、

程序监管、工程计量监理等工作，确保各环节全过

程阳光、透明、安全、高效。

三、以“老黄牛”精神绘就幸福黄河壮美画卷。

发扬老黄牛精神，将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与生态保

护、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等有机结合起来，将汗水流

洒在大地上，把奋斗书写在时间里，着力打造生态

廊道、人文廊道、幸福廊道。一是蹄疾步稳打造生

态廊道。按照“规划见绿、见缝插绿、提质优绿、协

力植绿”的总体思路，深入落实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完成沿黄生态景观廊道和特色经济林建设3万亩，

堤内绿网、堤外绿廊、城市绿芯的生态格局正在加

快形成。认真落实河长制，狠抓黄河生态环境治

理，扎实推进黄河“清四乱”，累计修复湿地面积3.8

万亩，清退鱼类养殖5375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

物多样性显著增加。二是辛勤耕耘打造人文廊道。

强化系统谋划，结合沿线滩地、水库、山地等自然风

貌和沿线村镇历史底蕴、特色风貌、文旅资源及吃住

行停等要素，谋划建设服务区3处、驿站22处、房车

基地13处、露营基地5处、观景平台19处、景观小品

15处。积极融入黄河文化精品旅游带，打造沿黄生

态健身骑行绿道，以旅游全域化串联起王铎故居、龙

马负图寺、汉光武帝陵、小浪底风景区、西霞院风景

区、吉利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景区，大力发

展沿黄民宿和研学游产业，精心培育“黄河边上有个

家”民宿品牌，黄河生态廊道已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

网红打卡地。三是倾情民生打造幸福廊道。将黄河

生态廊道建设与乡村振兴等紧密结合，努力增进沿

黄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建设生态宜居乡村，以沿

黄的52个行政村为重点，大力开展垃圾清零、厕所革

命、一村万树、清违治乱等工作，推动沿黄乡村由“一

处美”向“处处美”转变。大力发展沟域经济，着力做

好产业、特色、生态、融合“四篇文章”，在沿黄的同盟

山沟域发展孟津梨种植12000余亩、莲藕种植11000

余亩、肉牛养殖存栏8000余头，小浪底梭椤沟沟域发

展艾草种植3000余亩，实现了“沟流金”“谷淌银”“湾

聚财”“川招宝”，开辟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美、生态增绿的新天地。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孟津区

将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南阳考察调研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为指引，继续发扬“三牛”精神，努力把黄河生态

廊道建设成为连接“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桥梁

纽带、打造生态建设的新高地，争做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弘扬“三牛”精神 出彩黄河廊道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7月17日以

来，我省大部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

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给农业生产带来较

大影响和损失。为全力做好灾后农业生

产恢复工作，7月29日，省农业农村厅就

全力排除积水、分类抓好管理、抓紧组织

改种、加强病虫害防控、做好畜禽无害化

处理、强化动物疫病防控、抓好水毁设施

修复等方面印发了通知。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8月2日17

时，全省农田积水累计排除1463万亩，比1

日增加38万亩。现有农田积水226万亩（鹤

壁、新乡、周口、安阳等），比1日减少36万

亩。受灾地区正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恢复重

建。已改种农作物15.4万亩、病虫害防治

398万亩、施肥225万亩、中耕43万亩。已

消毒养殖场户、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厂等关键

场所17.1万场次、消毒面积15440.6万平方

米、无害化处理死亡畜禽866.6万头只、动

物疫病监测14.1万项次、排查养殖场户

18.6万场次、畜禽补免补防409.2万头只。

为抓好农业救灾和生产恢复工

作，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财政厅分两批

共下达40480万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通过打出财政、农业、银行、担保政策组合

拳，帮助受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获得

较低的融资成本金融支持。督促保险企

业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程序，借助无

人机、卫星遥感等新技术，提高理赔效率，

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赢得宝贵时间。

全国各兄弟省及企业捐赠的农资正

源源不断地运往我省。农业农村部组织

农机协会向河南捐赠2000台抽水机械，

540余台已开始在田间抽水。省农业农

村厅已征集到全国151家企业及科研单

位的供种信息，可提供玉米、蔬菜等农作

物种源1178万公斤，接收种子企业捐赠

种子1.07万公斤。向国家申请国家化肥

储备3200吨，20家省内外肥料企业捐赠

8800吨，正陆续运往受灾较重的县乡。

已接收省外10家农药企业捐赠的价值

450万元的杀菌剂和杀虫剂。

省农业农村厅继续组织粮食收储企

业、农机合作社、供销社为民服务中心利用

烘干、通风、晾晒等方式，帮助农户处理湿

粮。目前，全省已帮助农户处理湿粮累计

2966.3万斤，日处理湿粮761.3万斤，涉及

3.6万农户、18个农民合作社。组织种植

业、畜牧养殖业等各个专业专家组继续在全

省尤其是受灾地区开展技术指导服务。督

促各地落实灾后生产恢复措施，指导当地科

学改种补种，做好追肥、病虫害防控等工作。

此外，中国农业科学院派出9个研究

所44名专家，已于近日陆续到达我省，将

为22个严重受灾县提供恢复农业生产技

术指导。

□本报记者 刘彤文/图

“蔬菜根系死亡的，要在

清园消毒后及时整地改种，

推荐种植生长期较短的西葫

芦、白菜、萝卜、菠菜等，既可

以弥补经济损失，又可以增

加市场供应……”7月25日，

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专

家团队在省农业农村厅科教

处处长胡若哲带领下，赶往

素有“郑州菜篮子”之称的中

牟县，为当地菜农提供灾后

生产恢复技术指导服务并调研相关技术

需求。

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强降雨，部

分菜田被淹、大棚被毁，将会造成当季蔬

菜大幅减产甚至绝收。省农业农村厅7

月24日紧急下发《关于抓紧做好当前农

业防灾减灾科技指导服务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省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根据各产业行业特点，协助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技术指导意见，

研究制订相关防灾救灾技术方案；选派

专家深入受灾严重的农产品主产区，加

强防灾减灾、病虫草害防控、灾后生产恢

复等技术指导服务。

减少菜农损失，增加市场供应，是蔬

菜产业灾后生产恢复的当务之急。省大

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积极响应

《通知》要求，在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

长胡若哲带领下，连日来赶赴各地受灾

严重的农产品主产区，抓住灾后生产恢

复的黄金期和窗口期，依托科教兴农“一

三五五”工作机制，为菜农开展生产自救

提供科技支撑，力争把灾情损失减到最

小，保障蔬菜的稳定生产与供应。

“专家们来得真及时，俺村急需确定

下茬种植计划，急需确定改种品种，急需

供种供苗信息！”正带领村干部和群众为

温室排水的官渡镇大段庄村党支部书记

王延松，见到体系专家时接连说了三个

“急需”。大段庄村位于贾鲁河沿岸，因

强降雨后河水倒灌，该村1000多栋日光

温室和塑料大棚全部被淹。省大宗蔬菜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王吉庆、蔬菜育

种岗位专家应芳卿、中牟综合试验站站

长张慎璞，提出了下茬种植建议，推荐了

适宜改种的品种，并联系了育苗企业免

费提供部分种子。

在狼城岗镇瓦坡村种植基地，负责人

王凌霄介绍，除受淹的平茬再生辣椒长势

不良外，玉米、花生等作物因排水及时没

有受到太大影响。针对受淹的平茬再生

辣椒，体系专家对菜农进行了技术指导。

蔬菜产业灾后恢复生产，种子种苗

能否供得上？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

依托科教兴农“一三五五”工作机制指导

建设的多家工厂化育苗企业，在灾后蔬

菜产业恢复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位于官渡镇的乡谣农场蔬菜育苗工

厂、河南高新农业科技园育苗场里，苗床

上的番茄苗、花菜苗长势健壮、无病虫

害。据介绍，这些种苗已全部售出，满足

附近及周边菜农改种、补种的需求。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洪涝灾害后，

不少露地菜田绝收。近日，记者采访河

南农大园艺学院蔬菜专家，专家为露地

绝收菜田种植区农户恢复生产推荐以下

蔬菜补种品种：

秋胡萝卜
新红参三号、金笋状元红等。这些

品种的共同特点是：顶小芯细，肉质细

嫩，皮红、芯红、肉红，尾部钝圆。于7月

下旬至8月初播种，10月下旬开始采收。

甘蓝、花椰菜、西蓝花
甘蓝：选用早熟抗病性强的墨玉

50、豫艺秋宝、豫艺早美二号等品种；

花椰菜：选用新雪玉70、珍玉松宝

90、珍玉松花80等品种；

西蓝花：选用珍玉鲜绿、康千万三号等。

可于7月下旬至8月初育苗，8月下

旬定植，10月下旬开始采收。

豇豆、菜豆类蔬菜
可选用珍玉金凤凰豆角、珍玉绿秀

豆角，于7月下旬至8月初播种，9月下

旬能采收。

中晚熟大白菜
可选用柔红白菜和龙芽皇白菜，在8

月上旬到下旬直播，10月下旬开始采收。

萝卜
选用冬福绿宝、改良791等耐热性

较好的品种，在8月中旬到下旬直播，出

苗后60天左右即可上市。

其他速生叶菜
可以撒播耐热香菜、生菜、油麦菜、

苋菜等速生绿叶蔬菜。

□本报记者 董豪杰文/图

积水80多厘米，十多亩的

冬瓜烂在地里；甜瓜、早熟萝卜

绝收；5亩西瓜全部淹死……获

嘉县太山镇、原阳县城关镇和

师寨乡部分农户受灾严重。7

月29日至30日，河南省“四优

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划优质

蔬菜专项任务承担单位——

新乡市农业科学院的白菜专

家团队闻“汛”而动，深入原阳

县、获嘉县等地，实地调研，现

场进行技术指导，并给菜农赠

送了早熟大白菜种子和栽培

技术手册。

经对新乡多地调研后，新乡市农科

院白菜所所长原让花研究员认为，根据

茬口特点，受灾农户应及时补种早熟大

白菜。她介绍，早熟大白菜生育期短，一

般60天左右成熟，田间管理简便，上市

较早，经济效益好，补种早熟白菜可有效

弥补受灾损失。

专家团根据各地实际，为种植户补种

白菜提出“一地一策”的技术指导，针对原

阳县的一些地块，地质偏沙壤土，积水渗透

较快，田间能够机耕，专家指导采用起垄播

种一体机进行早熟大白菜直播。而对于

获嘉县部分地块，田间仍存有积水，专家建

议可先进行早熟大白菜的穴盘育苗，待苗

龄20天~25天，田间积水完全渗完后，再

进行农机整地和定植，国庆节前后就可上

市，不会耽误下茬小麦的种植。

品种选择和播期

接茬小麦种植区补种早熟大白

菜，一般选用生长期60天左右的早

熟耐热品种，如新早58、新早59等。

8月上旬播种或育苗，60天后即

可采收。

栽培技术

播种和育苗
早秋大白菜以高垄栽培为主，直

播或育苗移栽均可。

（1）直播

可采用穴播或条播。穴播更有

利于选择壮苗，播种时要让土壤充分

踏实，播种深度为0.8厘米左右，并注

意覆土均匀，以保证苗全、苗齐、苗

壮。播种当天，要浇小水，使水浸湿

种穴，播后第三天，再浇一次透水，即

可出齐苗。当幼苗长到2片~3片真

叶时，进行第一次间苗；4片~6片真

叶时，进行第二次间苗；7片~8片真

叶时定苗，要选留大苗壮苗，确保大

白菜健壮生长。

（2）育苗

大白菜育苗多选用50孔或72

孔穴盘。播前每公斤种子用35%瑞

毒霉混拌均匀，可预防霜霉病和黑腐

病。播种深度以0.5厘米~1.0厘米为

宜，每穴2粒~3粒种子。播种后用蛭

石覆盖，覆盖蛭石不应超过盘面，各

格室应清晰可见，覆盖作业完毕后将

育苗盘喷透水。育苗时，还需遮阴以

降低照度和温度。苗期要注意氮、

磷、钾素的供给，床土pH值以6.5~

7.0育苗最好。出苗后及时间苗，苗

龄20天~25天进行定植，定植时一

定要浅栽，否则会影响成活率。

中耕除草
夏秋大白菜苗期极易产生草害，

出苗后要及时进行中耕除草；定苗前

后结合中耕，进行培土、封沟。

肥水管理
夏秋大白菜整个生长期要小水勤

浇，始终保持土壤见干见湿。雨水较

多时，应注意及时排涝，严防田间积水。

早秋大白菜生长期短，在定苗后

和莲座末期结合浇水分别追施尿素

10公斤~15公斤/亩。为了提高产量

和品质，在大白菜结球以后还要用

0.2%磷酸二氢钾进行叶面喷洒。

生长期间要合理施用磷、钾、钙

肥，促进植株生长；适时喷灌或用深

井水浇灌，浇水时间应选在早晨或傍

晚，避免中午高温浇水。同时要注意

及早防治虫害，加挂粘虫黄板和杀虫

灯等。

采收
早秋大白菜生长期一般50天~

60天，过熟极易发病影响品质。一

般当叶球八成熟时即可陆续收获，分

批上市。

新乡市农科院白菜专家团队

“一地一策”助灾后生产恢复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近日，河南农

大园艺学院蔬菜专家，为接茬小麦种植区

灾后生产恢复给出了以下蔬菜补种建议：

秋露地西葫芦
可选用抗病毒、白粉病能力强品种，

如珍玉17、珍玉369、珍玉35GK等油绿

条品种。

建议在8月19日以后育苗或播种，

苗龄15天左右定植，9月中下旬开始采

收至10月中旬拉秧。

生长前期要注意重点防治白粉虱和

病毒病。

早秋白菜
可选用生育期 60 天左右的夏绿

55、金秋58、早白50等早熟耐热品种，

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直播，60天后即

可采收。

生长期间加强水肥管理，前期冲施

速效氮肥及腐殖酸生根剂促棵，莲座期

冲施高钾肥，叶面喷洒磷酸二氢钾300倍

液和液体硼肥800倍液，同时还要注意重

点防治软腐病、病毒病、菜青虫为害。

早熟耐热萝卜
可选用冬福绿宝、改良791萝卜等

耐热性较好的品种，起成10厘米至15

厘米的小高垄，出苗后60天左右即可抢

早上市。

生长期间保证水肥供应充足，重点

防治软腐病和菜青虫、黄曲跳甲为害。

速生绿叶菜
亮绿青梗菜，播种后35天至40天

收获；墨玉抗热王菠菜、丹麦快绿菠菜播

种后50天左右收获。还可以撒播耐热

香菜、生菜、油麦菜、苋菜等绿叶蔬菜。

整个生长期重点防治菜青虫、小菜

蛾为害。

链接

灾后补种早熟大白菜
栽培技术要点看这里

接茬小麦种植区 可补种这些蔬菜

露地绝收菜田 可补种这些蔬菜

7月29日，在原阳县城关镇八里庄村，原让花带领

团队指导农户开展灾后补种。

新早58白菜

蔬菜专家在中牟县官渡镇大段庄村指导灾后生产。

书记谈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