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李东辉通讯员谷志方

7月31日上午11点10分，河南豫

艺种业的两辆汽车满载价值近13万元

的2900包蔬菜种子运达扶沟，转交给

扶沟蔬菜发展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2900包种子成为当地菜农恢复生产的

“绿色希望”。

7月20~21日的连续暴雨，让位于

郑州市惠济区的河南豫艺种业的仓库一

度是险情不断。暴雨期间，员工冒雨连

续奋战一昼夜，堵院门、堵库门、加高托

盘架、架泵排水，想尽了一切办法，努力

把种子转移到高处，确保了种子安全。

7月24日以来，该公司组织员工

轮流值班，保证24小时不间断接听灾

区电话，确保重灾区的菜农信息一个

不漏，确保从公司发往灾区的种子一

包不能受潮。

曹里乡2万亩大棚全部被淹；柴岗

乡梅桥村1300多亩大棚中80%受损

严重；扶沟德利尔农业公司300多亩

蔬菜基地严重积水；还有汴岗镇的日

光温室、练寺镇的双层拱棚、吕潭乡的

露地菜全部受灾……听着来自“中原

菜都”扶沟的灾情，河南豫艺种业的总

经理马长生夜不能寐。

7月29日22点，马长生拨通了公

司销售部经理的电话：“请连夜通知种

子包装部，明天全员上岗，包装种子，为

扶沟菜农生产自救、恢复生产提供适宜

近期播种速生蔬菜，技术部连夜制订菜

农生产自救方案和灾后蔬菜管理技术

要点，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

7月 30 日，豫艺种业的全体员

工，精选了金玲珑、龙牙皇等黄心白

菜品种，M17、黑优亮菠菜品种，松花

90、新雪玉70花菜品种，水果甘蓝、秋

宝甘蓝等12个品种，又从其他经销商

处调配近700袋，包装、装箱、协调车

辆和人员。7月31日8点，两辆救灾

车辆向扶沟进发。

“此次洪灾，扶沟县的好多村庄和

农田变成一片汪洋，我们心疼。作为

河南省蔬菜行业知名品牌，河南豫艺

种业有义务、有责任为灾区群众恢复

生产倾尽全力。我们还要向受灾的内

黄、卫辉等地捐助优质蔬菜品种，为菜

农带来绿色的希望。”豫艺种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宝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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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畜牧业走在全国前列
去年全省畜牧业产值2856亿元

2900包种子
为扶沟菜农送来“绿色希望”

灾后养鸡场复产要做好这些工作

淮滨县兽医岳清风

做养殖户的贴心人
助力家乡畜牧业发展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食品安全专题消费教育活动
近日，泌阳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开

展了“守护安全畅通消费”消费教育系

列活动暨校园食品安全专题培训。来

自城区中小学50余名老师及媒体记

者参加了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多种形

式，引导消费者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普

法宣传和科学知识普及，营造了浓厚

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关建华）
新野县委统战部以测促学 以学促知

近日，新野县委统战部开展《中国

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知识测

试。本次测试加深了统战干部对条

例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了以测促学、以

学促知、以知促行的目的，为进一步开

创统战工作新局面奠定良好基础。

（王琳琳 孙谋渊）

得知防汛救灾任务十分艰巨后，他毅

然决然地放弃即将进行的手术，立即办理

出院手续，奋不顾身地投入防汛抗灾第一

线。他就是南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科技

中队辅警李超。

李超，男，1996年7月出生，在南乐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科技中队负责交通技术

监控设备维护及公路执法缉查布控专项

考核工作。自2017年10月参加工作以

来，李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务实重干，

时刻牢记自己平凡岗位中的职责与担当，

连续3年被南乐县公安局评为“优秀辅

警”，2020年被濮阳市交通警察支队评为

“全市交管工作先进工作者”。

7月24日，正在濮阳市油田总医院准

备进行手术的李超得知民警、辅警全员上

岗防汛救灾，交警大队领导身先士卒冲在

抗灾一线的信息后，毅然决定延后手术时

间。7月25日，他办完出院手续后，主动

申请参加防汛抗灾第一线的执勤任务。7

月26日晚上，在元村大桥上就出现了李

超指挥交通的身影。

在交警大队负责公路执法缉查布控专

项考核工作期间，李超总是默默地付出，除

了要克服任务程序复杂的困难，他每天还要

录入150张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手动录入

要300次，每月900张的简易程序处罚决定

书工作量，至少要手动录入1800次。

无论是什么样的任务，李超总是在第

一时间主动申请出战，他用自己的使命、责

任、担当，始终将工作岗位放在第一位，用勤

奋、敬业、踏实将工作做到极致。（张泽民）

近日，南乐县公安局杨村派出所解

决一起无户口人员落户难题，受到群众

的一致好评。

前不久，南乐县公安局杨村派出所

民辅警在排查工作中了解到，辖区马某

某15年前因家庭琐事与家人争吵后离

家出走，一直未曾回家，因马某某未办理

身份证，经电话和入户走访未联系到本

人，户口被注销。在这15年间，马某某

长期在河北邢台工作和生活，因无户口

的原因给其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各种不

便。

了解到该情况后，杨村派出所立即

派民警下基层开展工作，到村里调查走

访、询问核实，并翻出多年的户籍档案进

行查找，积极与南乐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户政室商讨解决方案。最后，在市县两

级公安机关及杨村派出所的共同努力

下，杨村派出所终于为马某某办理了落

户手续，民警将打印好的户口簿亲自送

到马某某家人手里。

自“我为群众办实事”政法队伍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南乐县公安局秉承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办实事”的宗旨，

从群众“急难愁盼”入手，为群众排忧解

难，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

烦心事。心里时刻装着群众，真正把工

作做到群众心坎里，为马某某办理落户

手续赢得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充分

体现了公安机关认真践行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宗旨的决心，也生动展现出了“为

群众办实事”的公安形象。 （张泽民）

本报讯 7月29日，从省第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传来消息，

2020年，全省畜牧业产值2856亿元、畜

牧业产值占全省农业总产值的28.7%。

畜牧业及其相关产业带动1000多万人就

业，带动农民净增收约160亿元，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推动乡村振兴做出了重要

贡献，我省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畜产

品生产、加工和供应大省。

在提升自给水平方面，我省加快“育、

繁、推、改”步伐，促进外来品种本地化、地

方品种国际化、杂交改良商品化，建设优良

地方品种种质资源库，构建良种繁育体

系。目前，全省种畜禽场数量达403家，其

中国家级核心育种场14家，年供种量10

亿头（只），畜禽良种覆盖率达90%以上。

在推进结构调整方面，我省坚持做强

生猪产业、做大牛羊产业、做优家禽产业

的发展思路，全力推进畜牧业发展和畜产

品基地建设。2020 年，全省生猪存栏

3887万头，居全国第一位；禽存栏7亿只，

居全国第二位。全省肉产量544万吨，居

全国第三位；禽蛋449万吨，居全国第二

位；牛奶产量210万吨，居全国第六位。

我省猪牛羊禽有序发展，畜牧大省地位进

一步巩固，畜产品供给更加充裕优质。

在促进持续发展方面，我省支持养殖

场户改造提升基础设施条件，扩大养殖规

模，提升标准化养殖水平，鼓励龙头企业

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带动中小养殖户标准

化生产。目前，我省畜禽综合规模化率

67.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

生猪规模养殖比重达到73.4%，其中年出

栏万头以上比重超过30%；全省肉牛规模

养殖比重达2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4个百分点；千头以上奶牛规模场存栏

和奶产量占规模场比重均超过50%，均超

全国平均水平；蛋鸡、肉鸡规模养殖比重

分别达到68.5%、78.1%。生猪、家禽、肉

牛年屠宰加工能力分别达5200万头、11

亿只、124万头，乳制品年加工能力达400

万吨，均居全国前列。

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我省高度重视

畜牧业绿色生态发展，2017年至2019年

我省连续三年将畜禽粪污污染治理列入

全省民生实事，截至2020年年底，先后在

64个畜牧大县和8个非畜牧大县，以及

13个省级创新试点项目县开展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共投入中央资金

33亿多元，对全省4.11万个规模养殖场

（户）配套建设了畜禽粪污处理利用设施，

新创建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10家，创建

省级“美丽牧场”100家，示范引领全省种

养结合养殖场发展到近万家。

在培育“豫牧”品牌方面，我省“豫牧”

品牌培育步伐不断加快，通过绿色认证畜

产品35个，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9个，

全省已培育出双汇、牧原、华英、花花牛等

多个畜产品知名品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

强。 （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
沛洁）7月24日，在叶县仙台镇东北

拐村的一处肉羊养殖场里，村民王合

松忙着在羊圈里喂羊。如今正值伏

天，属养羊的淡季，王合松的羊圈里还

养着上千只羊。

“我准备近期再买回来1000只羊

羔，因为俺们这里建有屠宰场，养成的

羊根本不愁卖。”他说。

今年59岁的王合松近年来在当

地政府和畜牧部门的支持下，不断扩

大养羊规模，从当初的几十只发展到

上千只，一年能育肥三茬，能出栏肉

羊6000只。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王合松的心

里有一块放不下的石头：羊的市场价

格波动太大。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

调整，叶县的养羊户越来越多，据畜

牧部门统计，该县每年能出栏羊近30

万只。

只有让养羊户心里的这块石头落

地，才能使养羊业健康成长，也才能确

保养羊户稳定增收致富。

经过调研，叶县决定拉长产业

链，引进定点肉羊屠宰项目，并给出

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投资。2018

年，返乡创业青年李峥洁投资1800

多万元，在该县田庄乡上马了现代化

的肉羊屠宰生产线。2019年11月，

该公司投产。2020年，该公司屠宰

羊50万只，其中消化叶县存栏肉羊

25万只，占本地肉羊出栏量的80%

以上。

李峥洁介绍，公司承诺按照比市

场价略高的价格收购当地的肉羊，养

羊户随时卖、公司随时收，彻底打消养

羊户的销售顾虑。

“如果不是有这家屠宰企业，我

去年春季就赔惨了。”王合松感慨地

说道，他养的南方人最爱吃的绵羊，

去年春节前后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

使他的肉羊销售受到了严重影响。

李峥洁的企业按照承诺对养羊户的

羊悉数收购，为王合松等养羊户解决

了上万只滞销的绵羊。

“目前，叶县出栏的肉羊仅让公

司吃个半饱，也更希望我们县的养羊

业规模快速壮大。”李峥洁说。

在肉羊屠宰场的带动下，田庄乡

有十几个村正在筹建村集体经济养

羊项目，像王合松一样的养羊户也在

不断扩大养羊规模。

8月1日，光山县凉亭乡王湾村新天地生态养殖合作社社

员正在放养皖西大白鹅。今年年初，该合作社建起皖西大白

鹅养殖产业园，吸纳2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谢万柏摄

本报讯（记者丁先翠）7月23日至

25日，灾后交通尚未完全恢复，河南农

大动物科技学院王成章教授、省农科院

冯长松研究员及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胡华

锋教授率领的牧草专家团来到防汛救灾

一线，指导灾后牧草生产有序恢复，为降

低灾情对牧草生产的影响出谋划策。

在这三天时间里，专家团涉水、蹚泥，

先后到郑州市惠济区、荥阳市、兰考县、长

垣市等多个受灾严重地区，实地查看了牧

草生产企业和牧草基地的受灾情况，结合

实际提出了涝害后苜蓿抗灾复产技术措

施，与企业一起开展生产自救。

此次洪涝灾害，使兰考和长垣基地

近6万亩苜蓿遭受水淹，部分裹包青贮

苜蓿和干草捆受雨淋；荥阳基地800余

亩苜蓿被冲毁；郑州市惠济区基地大片

苜蓿积水倒伏……

灾情发生后，省牧草专家团通过国

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成型草产品加工利

用岗位启动苜蓿等饲草生产企业受灾情

况统计调研，并将有关信息上报国家体

系和农业农村部；通过省牧草联盟微信

公众号平台及时发布防灾减灾措施，积

极协调饲草和植保专家开展线上线下技

术指导；通过省饲草饲料站发布紧急通

知，号召全省饲草饲料技术推广人员做

好饲草生产抗灾保收工作。

在团队专家细致的技术指导下，相

关企业积极开展自救互救。郑州田园牧

歌草业有限公司只用半天时间就清除了

场区几万吨裹包青贮苜蓿周围的积水，

为灾后恢复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郑州

华丰草业科技有限公司向我省灾区的牛

羊养殖户捐赠5000亩的甜高粱种子，解

了养殖户灾后创建的燃眉之急。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黄炎坤

7月下旬以来，我省不少地区遭受了

严重的涝灾，一部分养殖场也被雨水浸

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洪水消退后，

养鸡场应及时做好以下管理工作，减少

生产经营损失。

1.及时排除场区积水。要尽快疏通

排水系统，排除场区内的积水，尽可能短

期内使场区恢复干燥。积水会使填埋在

地下的有害物漂浮到地面而成为疫情的

传染源。

2.平整场区地面。积水消退后，场区

内局部会因为地面不平出现一些水坑，

要组织人员进行场地平整工作，填平这

些水坑，减少蚊子及其他有害生物滋

生。有害生物大量滋生将会传播多种疾

病，是鸡场生产安全的重要隐患。

3.加强场区清理与消毒。积水消退

后要组织人员进行场区的全面清扫工

作，及时把各种污物清理干净，尤其是被

粪便污染的地方要清扫干净。同时要对

全场区进行多次全面消毒，将环境中的

病原体数量降至最低，为鸡场安全提供

重要保障。

4.及时检修供电系统。现代养鸡场

大多数都是规模化生产，机械化和自动

化的生产模式对电力的依赖性很强。雨

后要及时检修供电设备和线路，对存在

隐患的地方及时采取改进措施，确保电

力供应的稳定和安全。

5.检查建筑物及周边。积水消退后

要检查鸡舍及其他建筑物的周边，检查

建筑物排水情况，确定是否有局部塌陷，

及早发现问题并补救以保证鸡舍和其他

建筑物的安全。

6.防止饲料发霉。雨后由于较长时

间内鸡场的空气湿度偏高，非密封包装

的饲料及原料在高温高湿情况下容易发

霉，喂料设备中的饲料积存时间长也会

面临发霉问题。让鸡群采食发霉变质的

饲料会导致鸡群健康出现问题和生产性

能下降。因此，雨后要检查饲料贮存场

所是否有积水和潮湿，如果有问题要及

早解决以防止饲料发霉。如果饲料有发

霉现象则不能再用，需要集中收集后销

毁处理。

7.防止鸡群热应激。水灾过后易出

现持续性的高温高湿天气，这很容易造

成鸡群的热应激，轻则出现采食减少、生

产性能降低，重则造成鸡只中暑甚至死

亡。因此，这个时期需要加大鸡舍通风

量、慎用湿帘，并合理使用能够缓解热应

激的药物和添加剂，以有效防止鸡群热

应激。

8.加强鸡舍内的巡视。水灾过后鸡

舍内鸡群状态、设备运行等各种问题可

能出现。因此，需要工作人员在鸡舍内

勤观察鸡群表现和了解设备运行状况，

如果有问题及早发现、及早处理。

近日，本报收到扶沟县一名藏香猪

养殖户的求助信息：

我叫吕冬霞，是扶荣纱厂下岗职

工。下岗后，我尝试创业，2015年开始

在扶沟县江村镇宋庄村喂养藏香猪。

当初仅引进藏香猪8头进行试养，经过6

年发展，不断扩大规模，今年存栏已达

1200多头，目前可出栏160头。

我饲养的藏香猪全部使用玉米、苜蓿、

草粉等，不添加任何工业饲料，长得慢，长

得壮，每头需要喂一年以上才能出栏。近

两年来受疫情影响，特别是近期的水灾影

响，销路不畅，大量藏香猪滞销。由于资金

周转缓慢，饲料供应困难，藏香猪面临断食

的困境。请求贵报帮助寻找销路。

求助人：吕东霞 手机：13838683825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

李振阳 通讯员符浩）“岳医生，兔子

患了脚皮炎，需要用什么药？”

“用这个兔球一针净，这药在小

兔 28 天到 30 天的时候打比较

好，一只兔子用0.2毫升。”

7月21日一大早，养殖户李勇

来到位于淮滨县马集镇助农牧业服

务站，向兽医岳清风咨询肉兔治病

的事，在这里每天像李勇一样来咨

询的养殖户络绎不绝。

毕业于河南科技学院的岳清风，

20年来一直从事畜牧业工作。毕业

后曾在郑州经营畜禽工作站，2015

年，怀着回报家乡的一腔热情，他回到

家乡马集镇创办了淮滨县助农牧业服

务站，主要经营兽药、饲料、疫苗。

服务站创立之初，岳清风便立

志为家乡养殖户提供质优价廉的产

品和便捷优质的服务。为此，他与

品牌厂商合作，提供了兽药、疫苗、

饲料、配种一站式解决方案；与河南

科技学院等大专院校建立联系，经

常邀请专家教授面对面向养殖户传

授养殖技术。岳清风还经常上门走

访，送技术、送服务；开通24小时服

务热线，全天候为养殖户提供技术

指导。

“在他手把手地教授下，我掌握

了獭兔养殖技术，规模不断扩大，今

年我又扩大了养殖规模。”淮滨县芦

集乡龙王庙村獭兔养殖大户尹杰就

是一位受益者，这些年，在岳清风的

帮助下，他挣了不少钱。

目前，岳清风的牧业服务网点

辐射马集镇周边的邓湾、芦集、固

城、新里等乡镇、受益农户300多家。

“我对畜牧业有着深厚的感情，

今后要把服务站做大做强，成为养

殖户值得信赖的伙伴，服务更多的

养殖户致富奔小康。”岳清风说。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

征程中，人才是关键。岳清风没有

留恋繁华的都市生活，毅然选择回

家乡，为当地群众做畜牧服务工作，

助力家乡发展，这种做法值得我们

为之点赞。”淮滨县马集镇党委书记

简洪伟说。

南乐辅警李超 把“人民至上”刻在防汛救灾第一线 南乐县杨村派出所为无户口人员解决落户难题

牧草专家团助力灾后生产有序恢复

叶县青年李峥洁

返乡建起屠宰场
农民养羊不愁卖

藏香猪滞销急寻销路

帮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