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9月12日，由

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

办，平顶山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郏县人

民政府承办的2021年全省“三秋”农机

化生产暨秋粮机收减损工作现场会在郏

县举行。

在郏县长桥镇楼王村红伟农机专

业合作社机械化种植示范基地会议现

场，与会领导对被授予“全国粮食机收

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河南赛区优秀组

织奖”称号的10个单位和被授予“省级

粮食机收减损之星”称号的54名选手

进行了通报表彰，分别向优秀组织奖单

位、减损之星代表颁发了先进奖牌和荣

誉证书。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省农业机

械技术中心主任凌中南在讲话时说，此

次会议的目的是落实农业农村部、省委

省政府以及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三秋”生

产的工作部署，加快农机化全程全面、高

质高效发展。今年“三秋”农机化工作的

目标是：继续组织430万台（套）以上农

业机械投入生产，力争玉米机收率达

87%，水稻机收率达90%，花生机收率达

80%，小麦机播率稳定在98%以上。

随后，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玉米籽

粒收获、花生捡拾、大豆收获、红薯挖掘、

无人机植保飞防、辣椒机收割等作业演

示。接着，与会人员又逐一参观了列展

的各种大中型拖拉机、联合收获机、免耕

播种机、微耕机、打捆机、无人驾驶拖拉

机、无人植保机等48种品牌农机、智慧

农机。共有5大类95台（套）农机具进行

现场演示和展示。

全省“三秋”农机化生产现场会在郏县举行

智慧农机田野炫技
减损之星现场褒奖

洛宁 全域旅游 释放发展活力
杞县 文明创建 筑牢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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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贺书云
赵笑菊）“老郭这几天很火！郭老师在洛宁

县罗岭乡创办的洛阳三彩国际陶艺村更

火！”近日，CCTV《三农群英汇》栏目制作

的《老郭的三彩乡村》的视频在洛阳的微信

朋友圈“疯”传。老郭叫郭爱和，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文化和

旅游部优秀专家，2015年，郭爱和结缘洛

宁县罗岭乡贫穷的花树凹村，在当地政府

支持下，开始了对花树凹村的改造。

如今的三彩小镇，是3A级景区，不仅

囊括了三彩艺、窑洞、土屋等中国味道，还

用艺术展厅、露天观景台构建了现代艺术

元素。每年到爱和小镇的游客达6万人次

以上。“今年，三彩小镇要争创 4A级景

区！”郭老师信心满满！

郭老师的信心来源于洛宁县第十三次

党代会的谋划和洛宁县创建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动员会上，

县领导铿锵有力的发言。

“发展全域旅游是加快富民增收步伐

的重要抓手，更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关键举措。洛宁县将立足‘洛阳南

部生态涵养区’总体定位，强力推进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按照‘以乡村旅游为重点，

穿珠成线、连点成片，加快推动伏牛山区全

域旅游’这一总体思路，努力叫响‘山水田

园、秀美洛宁’文旅品牌，推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洛宁县委书记王淑霞说，《洛阳

市支持南部四县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即将

实施，洛宁发展全域旅游，正当其时。

锚定目标，精准发力。到2023年创建

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2个、3A级景区

10个，1家五星级酒店、2家四星级饭店，10

处A级乡村旅游景区，5个省级特色生态旅

游示范镇，9个以上市级乡村旅游特色示范

村，30个以上县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力争实

现全县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和旅游收入增

长率均达15%以上，将洛宁建设成全省农文

旅融合样板区、伏牛山乡村旅游和省内一流

乡村旅游目的地。“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变农

民为旅游从业者，变农副产品为旅游产品，

变山村为旅游专业村，促进乡村振兴、实现

富民惠民。”王淑霞说，力争通过五年努力，

实现年接待游客8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0亿元，成功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陈世
威 叶中琳）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连日来，杞县充分发挥全域文明创

建优势，以推进全域文明创建为抓手，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文明创建，积极组

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汇聚成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磅礴力量。

用好载体，线上线下同发声。杞县

用好各级文明单位的党员先锋突击队、

志愿者协会、“一约五会”队伍和大学生

志愿者队伍，利用电子屏、宣传栏等宣传

载体，通过传统宣传和抖音、快手新型网

络宣传等多种形式，打出“线上线下”组

合拳，迅速形成铺天盖地的宣传声势。

截至目前，杞县已制作20余条疫情防控

音频、视频在全县范围内循环播放，累计

发放宣传单3万余份。

有序参与，志愿服务遍地红。8月

初，杞县县委宣传部联合多个部门发出

了《关于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行动的

倡议书》，号召全县各级文明单位、志愿

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广泛参与、共同努力，

坚决打赢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截至目

前，全县共有8800名志愿者投身疫情防

控一线。

倡树新风，宣传监督出利剑。杞县

县委宣传部及时发出《关于红事缓办、白

事简办、宴会不办的倡议书》，各村红白

理事会、孝善理事会等乡风文明组织充

分发挥疫情防控主力军作用，抢抓先机，

综合发力，既当“宣传员”，又当“监督

员”，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红事缓办、

白事简办、宴会不办在疫情防控中的作

用，深入挖掘、宣传移风易俗中涌现出的

好典型好做法。一个月来，全县简办丧

事、缓办婚事860余例，有力阻断了疫情

的传播渠道。

汇涓成海，爱心捐赠见精神。杞县

组织各类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爱心群众

自愿开展了慈善文明志愿服务和捐赠活

动，他们纷纷捧出一颗红心，为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了一份力量，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

截至目前，杞县全县疫情防控卡点

累计收到捐赠方便面、矿泉水、医用口罩

等食品和防疫物资价值约300万元。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康帆）

“总书记祝我们全家越来越幸福，我们也

得给总书记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总书

记走后，我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闺女

考上南阳师院了，二是我的农家乐开张

了……”9月9日，在淅川县九重镇邹庄村

一家新开的农家乐前，“南水北送润京津，

移民大爱耀千秋”的楹联熠熠生辉，店老

板邹会彦招呼着客人，忙得不亦乐乎。

邹会彦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第二批

移民，2011年6月，他和邹庄村750名村

民一起从16公里外的油坊岗村，搬到邹

庄村。开家像样的饭店，一直是他的夙

愿。“刚搬来时我也倒腾过早餐店，但那时

咱老百姓经济跟现在比差远了，很多年轻

人出去打工，年老的吃不惯食堂，加上家

里娃儿小，没人手，撑了一年，就关门了。”

邹会彦惋惜地说。

“现在好了，村里的京都果园吃、喝、

游、采摘一条龙服务，特别是总书记来我

们村后，来游玩的人越来越多，我这农家

乐刚开起来，客人多着哩！”邹会彦满足地

说。邹会彦家的变化，正是邹庄村近年来

走好乡村振兴路的缩影。

邹庄村党支部书记邹玉新说：“搬迁

后，虽然住上了新房，通了水电路，生活得

到了很大改善，但人均只有一亩四分地，

要想快速致富奔小康，还得继续努力。”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2015年，经当地政府部门牵线搭桥，京都

果园入驻邹庄村，像一颗石子，在村里激

起了圈圈涟漪。

“2015年，把果园建在这里，很多人

都说这里位置偏，但今天看来，这可是得

意之笔。”京都果园负责人买剑介绍当初

选址的原因，淅川位于北纬32度至33度，

属南北过渡性气候，温和湿润，雨量丰沛，

土壤钾含量高，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国家标

准，在全国都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

“我们给果园的定位是高端农业，

2015 年，我们投资近 2000 万元，流转

662亩土地，主要种莲藕、猕猴桃等。很

快，移民试点项目资金800余万元也到

账了，我们按景区标准打造了果园，配套

了水路电、土地改良、滴灌等设施。”买剑

介绍，在政府的扶持下，这里慢慢发展成

为集采摘、住宿、餐饮于一体的生态观光

园。

生态园发展起来了，乡亲们的日子越

来越好。眼下正值猕猴桃采摘季，在基地

务工的村民张广仙忙得不亦乐乎。“现在

的生活比蜜甜！丈夫外出务工，家里3亩

多地流转给公司，我在果园干活，一天60

块钱，一年增收四五万元哩！”掰着指头算

收入，张广仙心里乐开了花。

在邹庄村，仅京都果园，每年可以为

像张广仙这样的群众提供工作岗位15000

余个。“老百姓土地流转得租金，在基地务

工拿薪金，一年至少增收2万元。去年，光

工资就支出了60万元！”买剑说。

如今，邹庄村驶入了加速发展的“快

车道”：种植花生200余亩、烟叶220亩、

辣椒130亩，养羊1200只……一项项因

地制宜的特色产业和项目建设，铺就了邹

庄村的致富路。2020年，邹庄村人均年

收入由 5年前的 5000元增加到 13000

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下一步，我们要将

邹庄村京都果园与附近的张河村软籽石

榴基地、武店村的生态农田体验基地等具

有示范效应的示范点，串珠成链，形成渠

首大果园，打造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

于一体的渠首观光带，用全域旅游促进乡

村振兴，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乡村振兴的丰

硕成果！”九重镇党委书记王志强信心满

满地说。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9月11日至

12日，“郑银杯”河南省2021年高素质

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复赛在郑州举办，

100个项目及参赛选手同台PK，最终41

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决赛。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今年复赛采取

线上视频方式路演，主会场设在省农业

农村厅，各省辖市设立分会场组织参赛

选手参赛。复赛采取路演时间“7+3”模

式进行，即参赛项目汇报展示不超过7

分钟，评委质询不超过3分钟，评委现场

打分、亮分，系统自动统计。

通过网络直播全过程，今年复赛共

吸引了超过30万人通过网络观看。经

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共选出初创组21

个、成长组 20 个共 41 个项目参加决

赛。入围决赛项目及选手将于9月21至

22日参加决赛。

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长胡若哲介

绍说，下一步，各地要积极开展对进入决

赛选手的再指导、再辅导，注重培养参赛

选手推介项目、推介自己的能力。选手

要精益求精打磨好参赛项目，解读好项

目要点，讲好故事。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9月

11日，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共建

共享推进会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召开。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我

省主要涉农高校、研发机构和种业企业

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现场观摩了生物

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情况，介绍了中

心的目标定位、建设进展和共建共享的

总体思路，发布了招引优惠政策，与有关

合作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武国定指出，要抢抓机遇，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振兴民族种业的重要

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科学制订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努力建

设现代种业强省；要聚力突破，强化政策

支持、资金支持、机制创新和人才汇聚，努

力将生物育种中心打造成生物育种创新

引领型新高地、我国种业发展体制机制创

新的“试验田”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种业

“航母”；要共建共享，把生物育种产业创

新中心作为开放的平台、合作的平台、创

新的平台和成果转化的平台，努力构建生

物育种协同创新新格局，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促进民族种业振兴作出河南贡献。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通讯员井阳）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充分

发挥失业保险支持特大洪涝灾害灾后重

建、帮助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功能作用，9

月10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省财政

下达失业保险省级调剂金1亿元，专项

用于支持受灾地区实施稳岗返还政策。

据悉，此项资金根据受灾市县上年

度失业保险费缴纳情况和此次受灾情

况，对受灾最为严重的郑州、鹤壁、新乡

和巩义适当倾斜后，按比例分配。该项

资金的下达，对于稳定全省就业局面，支

持灾区经济恢复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下一步，省财政将会同有关部门指

导督促市县落实主体责任，尽快将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资金全部发放至企业，确

保政策落地见效。

9月 12日，宁陵县

石桥镇梨花桥果农在给

梨果装箱外运。近日，

该县22万亩金顶谢花

酥梨喜获丰收，吸引了

游客前来游玩，酥梨产

业有力地带动当地村民

增收。 吕忠箱摄

武国定在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
共建共享推进会上指出

共建共享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
加快推进河南现代种业强省建设

省财政下达失业保险省级调剂金1亿元

“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复赛在郑举办

新农民线上展风采

践行嘱托新答卷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奋勇争先开新局
温暖的回响温暖的回响

淅川县邹庄村产业兴百姓富

生态园里日子比蜜甜

白露生

酥梨熟 农机化 助丰收

◀新颖的辣椒收获机收

获效率高。

▼大豆收获机在田间演

示。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