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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东辉

“机播的辣椒长势好，果实结得密密

麻麻，产量肯定不会低。要是这机器能

买，我也想买一台。”7月20日，在柘城县

牛城乡红立方集团辣椒种植基地里，多功

能辣椒播种机引发种植户啧啧称赞。

当日，由郑州市蔬菜研究所、柘城县

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柘城县农业农村局

主办，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

合试验站、河南省北科种业有限公司承

办，河南省辣椒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技

术支持的2021年柘城县朝天椒机械直播

技术培训暨现场观摩会在这里举行，现场

示范推广辣椒机械直播种植技术模式。

作为豫东地区最大的辣椒种植基地，

柘城县辣椒种植面积在40万亩以上。在

麦套辣椒种植模式中，过去辣椒种植机械

化程度较低，且灌溉频繁、用肥量大，特别

是在育苗、移栽等环节费工费时，制约了

当地辣椒产业的发展。

在河南省科技厅的支持下，以郑州市

蔬菜研究所副所长田朝辉副研究员为首

的科研团队，对口服务柘城县辣椒产

业。“机械化直播技术集成地膜覆盖、精量

机械播种和膜下滴灌等技术，实现机械起

垄、铺设滴灌带、覆盖地膜、种子播种一次

完成。”田朝辉介绍，“一台机器每天可播

种30亩以上，省去了育苗和移栽环节，省

工省时节约成本，比传统种植效率提高

10倍以上。”

“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的专家们不仅向

我们提供辣椒良种、农药、肥料、防虫设

施，如今又教我们这么先进的技术，相信

以后这辣椒会越种越好！”在观摩现场，牛

城乡辣椒种植户张自德说。

河南省辣椒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申爱民研究员、赵香梅副研究员分别作了

《朝天椒机械直播种植技术》《朝天椒的病

虫害识别防治》等专题讲座。100多名前

来参会的农技人员、辣椒产业龙头企业代

表、合作社负责人、辣椒种植大户等还领到

了《朝天椒栽培技术问答》等培训教材。

据悉，河南省辣椒产业科技特派员服

务团自2018年成立以来，已开展现场技

术服务36次，召开现场观摩会4次，举办

培训班11次，培训人数800余人次，建立

挂牌服务、示范及培训基地9个，引进国

内外辣椒新品种155个，引进新装置4种

68台，推广了辣椒机械直播、辣椒苗机械

移栽等新技术，有力推动了柘城县辣椒产

业的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王瑞
华）7月31日，在正阳县熊寨镇王大塘

村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沟

通渠连、绿意盎然。几个村民坐在沟渠

旁惬意地聊着天：“多亏政府给我们挖

了沟、修了渠，雨下这么大，田里的水都

排到沟里去了，庄稼才可以保收，没有

受淹！”

“7月15日以来，正阳县陆续遭受

强降雨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

响，但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依靠完善的设

施，及时进行排涝，农作物没有受到影

响！”正阳县农业农村局主任科员张韶

辉说，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升级版”，

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不仅实现了“田成

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

能排”，而且集智能灌溉、信息收集、农

田林网建设于一体，促进了粮食安全、

节本增收。

据悉，2020年，正阳县在熊寨镇建

成高标准农田1.47万亩，其中在王大塘

村、王楼村建成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1

万亩，2020年示范区内粮食增产74.17

万公斤、花生增产32.38万公斤，增产效

益达543.6万元，真正实现了让“粮田”

变“良田”。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高标准农田

建设力度，打造更多的现代智慧农业

新亮点，加快农业的转型升级，让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正

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林满怀信心

地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曹
良刚）7月16日，在商城县河凤桥乡栏杆桥村碧水蓝

天种养专业合作社的稻鸭共作示范基地里，秧苗长势

良好，成群的鸭苗在稻田里追逐嬉戏。

“鸭子吃虫、吃草，鸭粪又是天然肥料，稻田养鸭省

去了人工除草除虫和施肥的费用，而且种出的稻谷价

格也比一般的要高。”该合作社负责人李英军介绍说。

该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敬东介绍说：“经核算，

以目前的市场价格，稻鸭共作以每亩稻谷产量400公

斤、麻鸭出栏18只计算，每亩除去成本的净利润为

1500元以上。同时，每亩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的投

入100元以上。”

据了解，该县已将稻鸭共作高标准示范田建设项

目纳入财政奖补范围，并将稻鸭共作和绿色防控示范

区、农业物联网建设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绿色农业发

展，今年该县稻鸭共作示范基地已达3万亩。

“我们通过电商平台将鸭田稻米销往全国各地，如

今‘稻田鸭’和‘鸭田稻’已经成为商城县特色产业发展

的又一张亮丽名片。”商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王本

乐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周志恒）“俺依

靠本地饲草资源丰富的优势，养殖了36头肉牛，年收

入20多万元。发展肉牛产业，让俺过上了‘牛’日子。”

7月22日，在邓河放牧的汝南县常兴镇农民李卫东高

兴地说。

近年来，常兴镇把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相结合，采

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协会带动等方式，鼓励肉牛养

殖企业、合作社、养殖户引进优质育龄母牛，推广“冻精

改良”技术。对养10头育龄母牛的养殖户，每下一头

牛犊，政府就给予1000元的补贴，从而激发了企业、合

作社、养殖户的养牛积极性。

目前，该镇已有8家肉牛养殖企业，养殖肉牛20头

以上大户1000余户，全镇肉牛存栏1万余头，能繁母

牛存栏5000余头，年实现产值近亿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牛
晓远）“村里发了通知，俺就来领钱

了。一年秋麦两季发两次，一点都

不拖欠！”近日，舞钢市枣林镇后李

村村民梁瑞英领到土地流转金后一

脸喜悦。

梁瑞英老两口年老体弱，无力耕

种土地，二儿子痴傻，一家经济来源

全靠大儿子和儿媳在外务工收入。

他家的5亩多地，除了1亩留下作为

菜地外全部进行了流转，土地流转金

一年能收入2500元。“自从土地流转

后，俺儿子儿媳再也不用为种地发愁

了，每年多干一个月活儿，能多收入

1万多元钱呢！”梁瑞英说。

后李村有280户961口人，耕地

面积1120亩。“过去，年轻人大多外

出打工，土地收种得雇人雇机器，耕

种成本增加不少，全村土地无人租种

曾一度成为群众心中的烦心事。”该

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书会说。

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李江涛因

做过建筑生意，资金充裕，看到村民

们为土地发愁，便以每年每亩600

元的价格主动流转了群众耕地。

2016年，有周口承包商愿意租种土

地，便从李江涛手中接手土地种植

大豆，后因收益不好退出承包。为

避免土地闲置，李江涛又一次对土

地进行流转，每年分两次发放土地

流转金，从不拖欠。

“流转村民土地就是要让村里

的老少爷们放心，流转金一定要按

时发放。另外今年我打算把流转金

提高到每年每亩700元，不能让群

众吃亏。”李江涛说。

李江涛除了种植小麦和玉米

外，还种植大豆和高油酸花生。今

年，李江涛共流转本村土地800余

亩，解了村里近200户村民的后顾

之忧，村民外出务工达200余人，全

村务工增收1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赵
贝贝焦涵）“再等一个半月就可以上

市出售一部分了，现在每天都能接到

预订电话，一亩地收益在1.5万元左

右。”近日，在叶县水寨乡留候店村一

大片红叶石楠红地里，种植户侯干选

面带笑容地说。

侯干选今年61岁，去年11月，

他流转27亩土地，加上自家的5亩

承包地，投资40多万元种植红叶石

楠。

是什么让一位六旬老人决心一

下子种植这么多红叶石楠？

去年，为了增加收入，侯干选到

位于水寨乡伍刘村的叶县友顺农业

种植合作社打零工，那里有种植上百

亩的红叶石楠。育苗、剪枝、浇水、打

药……干了一段时间，他就掌握了红

叶石楠的种植技术。

“红叶石楠不难种，夏天天旱时

一天浇两遍，只要水、肥供应充足，就

能种好。”侯干选说，他发现红叶石楠

种植简单，收益颇高，且市场供不应

求，于是便想自己种植。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能

种红叶石楠幼苗2.8万到3万棵，三年

出售两茬，目前市场价每棵1.3元。一

亩地需要投资1.5万元左右，包含地

租、买苗、人工等全部费用。保守估

计，每亩纯收益也能达到1万元。

让侯干选吃下“定心丸”的还有

水寨乡红叶石楠种植产业的良性发

展模式。

为了形成红叶石楠规模种植效

应，水寨乡采取“合作社+农户”、联

村发展等模式，依托友顺农业种植合

作社帮助村集体和农户发展红叶石

楠种植。

水寨乡党委书记殷高杰介绍，合

作社为农户提供幼苗、种植技术，帮

助他们找销路，并且对幼苗管理、产

品价格及产品质量做指导。

看着红红火火的产业，侯干选对

未来信心十足。“明年我打算至少再发

展50亩，带动更多村民发展红叶石楠

种植，大家一起奔小康。”侯干选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丰
兴汉丁国法）“带领农民干，做给农

民看，拿我做试验，风险自己担。”7

月 26 日，唐河县苍台镇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上，一位党员

在发言中说。在“学党史办实事”

活动中，该镇党员干部纷纷走出机

关，闯市场、找信息、进农户、传技

术，争当农民致富“排头兵”。

今年以来，该镇充分发挥党员干

部“领头雁”和党组织“龙头”的示范

作用，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产业

推动、劳务输出，助推乡村振兴。有

针对性地搞好市场调查和预测，掌握

市场需求，及时向农户传播信息，帮

助农民科学确定生产项目和规模，签

订供销合同，避免了农民生产的盲目

性。

据了解，目前，该镇广大基层

干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户家

中，了解群众所需、所想、所盼，帮

助农民科学生产。通过电商销售、

自主网络销售等方式，该镇已为农

户提供特色种植、养殖、农产品深

加工等致富信息 160 条，签订黄

桃、西瓜、优质梨、葡萄等供销合同

68份，举办各类培训班82期，培训

技术骨干1300人次。

“标准严了、年纪轻了、能力强

了，在镇党员干部的带领下，乡村

振兴近在眼前！”乡亲们纷纷为自

己选出来的乡村振兴“排头兵”点

赞。

一台机器一天能播30亩 种植效率提高了10倍

辣椒种植机械化 省工省钱农民夸

8月1日，在灵宝市苏村乡双庄村，灵宝中农乐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员何巨才（右一）在给果农介绍苹果新品

种鸡心果。目前，即将成熟的鸡心果已被浙江客商订购一空，每公斤售价14元，预计每亩纯收入3万余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倾一腔热血 尽一技之长 助乡村振兴
——记邓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冀洪策

□本报记者曹相飞通讯员李中贺陈宁

舞钢市李江涛

流转土地解民忧 全村增收100万

叶县侯干选

种红叶石楠 亩均纯收超万元

7月31日，位于义马市东区街道的果林种植园，果农郭干军在采摘鲜桃。近年来，他

流转土地60亩种植了油桃、黄桃等桃树。每到丰收时节，该果园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采摘，并带动周边20余名群众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苏浩然摄

高标准农田建设让“粮田”变“良田”

商城县

稻鸭共作一亩地净赚1500元

汝南县常兴镇

肉牛产业实现年产值近亿元 闯市场找信息进农户传技术

唐河县基层党员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冀洪策 男，中共党员，1969年

10月出生，1991年7月大学毕业后

到邓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

作。先后荣获“全国农业先进工作

者”“全国最美农技员”“河南省农

村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河南省

十大优秀科技扶贫功臣”“河南省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先进个人”“河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 人物名片 /

他，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步

一个脚印，在人生与事业的道路上，坚持

不懈地实践着、求索着、奉献着；他，以扎

实的业务知识和优秀品格，赢得了科技

人员、农民的敬佩和赞扬；他，作为共产

党员，信念坚定，兢兢业业，处处发挥着

先锋模范作用。他就是邓州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冀洪策。

爱岗敬业潜心农技

邓州市腰店镇农民孙耀志承包了

1000多亩土地，前些年，由于管理不到

位，耕种粗放，导致粮食产量上不去，效

益不佳。冀洪策得知情况后，带领技术

人员多次登门，查看作物成长情况，传授

种植技术。“我就是你的‘科技顾问’，忙时

来不了，你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冀洪策

告诉孙耀志。

“在冀专家的指导下，我的种植技术

得到了很大提高，田间管理及时到位，这

几年粮食产量年年递增。”孙耀志说。

近年来，在冀洪策的贴心指导下，益收

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了周边150户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三友雪莲莲藕种植专业

合作社开启了莲鱼混养新模式，长肖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带动了120户农民增收。

目前，冀洪策带领他的团队与200多

个种田大户结成对子，与近百家农业企业

横向联合，提供“技术套餐”215个，帮助农

户和企业增加经济收入700多万元。

立场坚定为民服务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冀洪策牵头组织

单位的34名科技人员成立了脱贫攻坚党

小组，他们来到农村最需要的地方，每名

科技人员至少指导3个农业新型经营主

体，每个经营主体至少帮扶10户贫困户。

“在农业生产关键时间节点，冀书记

都要求我们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短视频、

12316三农服务热线等，及时向农民朋友

宣传农技知识。”邓州市农技中心老党员

秦乃群说。

2018年9月，冀洪策给邓州市107个

贫困村的365位创业致富带头人进行专

题科技培训，他白天讲课，晚上查资料备

课，连续几天天天如此。由于过度劳累，

冀洪策晕倒在了讲台上，大家将他送到医

院，醒来后，他说：“没事，没事，课还没有

讲完呢。”仍要坚持回去讲课，在大家的极

力劝导下，他才勉强住院休养。

廉洁自律恪尽职守

在邓州，无论远近农户，只要农作物

出现病虫害时，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

冀洪策。过硬的专业知识，通俗易懂的讲

解，总能让农户得到满意的答复。冀洪策

成了老百姓心目中最信任、最喜欢的农技

专家，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冀专家”。

生于农村的冀洪策，一直保持着艰苦

奋斗的作风。参加工作以来，他主持实施

多项农业科技攻关与示范活动。

多年来，冀洪策带领他的团队，潜心

钻研以“微生物菌肥研发”“小麦窄行精准

匀播”两项自有知识产权为核心，以“品种

优化利用”“土壤肥力提升”“微生物有机

菌肥替代化肥减施”“旱灾和病虫草害绿

色防控”等四项改良技术为配套的豫西南

半湿润区小麦绿色高产高效技术集成体

系。在整个过程中，他和团队成员同吃

住、同奔波。田间地头、坑塘泥沼是他的

工作场所，风吹日晒、雨淋雪冻是他的工

作调料。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他从来没有

搞过任何特殊。

“冀书记对自己的要求太‘苛刻’，有

时因为工作，他一连几天吃住在车上，啃方

便面，喝矿泉水，从不打扰农户。今年小麦

成熟前后，他几乎天天‘泡’在基地，观察取

样，称重分类，半个月下来，整整瘦了20

斤。”邓州市农技中心副主任孙立黎说。

多年来，冀洪策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国

家重点研发项目两项，河南省科普项目一

项；主持了“农综开发粮食增产科技支撑

行动计划”“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创建”“花

生万亩高产创建”等农业推广项目四十多

项（次）；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河

南省农牧渔业丰收奖”“南阳市科学技术

进步奖”等市厅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十四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三项、实用新型专利

两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编写著作

四部、培训教材五部。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邓州的

小杂粮、花生、红薯、水产特产、中药材等

五大产业集群已具雏形，作为一名农技推

广战线的党员和工作人员，我有责任也有

义务尽一技之长让产业集群通过科技支

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冀洪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