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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农村版

□王东亮

在新乡重灾区前线，在灾区重建

一线，新乡“农科人”发挥自身科技优

势和人才优势，第一时间奔赴灾区。

在灾情面前，新乡市农科院的科

技人员不再是实验室里的专家，试验

田里的科研人员，他们是冲锋在前的

勇士，他们是救灾重建的最美逆行

者。难题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他们

攻坚克难的身影。

快速的反应，严谨周密的组织，积

极主动投身灾后重建第一线，体现的是

新乡“农科人”身上的那份责任和担

当。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使他们在灾

后重建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了减少农民的损失，为了尽快

让受灾的土地重新种下希望的种子，

他们奔波辛劳，让农民兄弟舒展了愁

眉，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田间地头，

送进千家万户。新乡“农科人”，你们

是好样的！

□本报记者马丙宇刘亚鑫
通讯员刘文静

台风“烟花”已远去，洪水也逐渐消退，

防汛救援队伍凯旋，搬迁群众返乡……7

月20日以来，面对持续强降雨造成的汛

情，新乡市各级党委、政府率领广大干部

群众从未雨绸缪到闻“汛”而动，科学调

度、众志成城、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取得了防汛救灾的重大阶段性胜利。

但连续遭遇特大洪灾加上新冠肺炎

疫情反扑，新乡市农业防灾减灾形势严

峻，一股来自新乡市农科院的力量突显。

在新乡等重灾区的“前线”，在灾后重

建的“一线”，活跃着新乡“农科人”，他们

发挥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全力以赴推动

灾后生产恢复，千方百计夺取秋粮丰收，

留下了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最美身影。

请看奋战在新乡市防汛救灾和灾后

重建一线的“农科力量”。

闻令而动
吹响防汛救灾集结号

7月21日晚，特大暴雨席卷新乡市，

新乡市多地出现内涝，道路被水淹没，居

民被困在家中。当天10时30分，新乡市

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Ⅱ级提升至Ⅰ级。

汛情袭来，考验即至，当时正值作物

生长旺盛、香菇菌袋管理重要阶段。“首先

要保障自身安全，做好水稻田的排水工

作!”7月22日一大早，新乡市农科院水稻

专家王书玉拨通了位于原阳县水稻示范

基地负责人的电话。

与此同时，蔬菜专家原让花、任福森

也通过电话与蔬菜种植大户进行联系，了

解受灾程度；食用菌所李峰及时与生产企

业、合作社及农户通过电话联系，了解种

植大棚及设施设备损坏情况植大棚及设施设备损坏情况，，及时给予科及时给予科

学指导学指导，，尽可能地帮助农户减少损失尽可能地帮助农户减少损失。。

能第一时间开展有序有用的指导能第一时间开展有序有用的指导，，缘缘

于新乡市农科院的未雨绸缪与积极应

战。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新乡市农科院

党委书记、院长杨海峰靠前指挥，针对特

殊天气，迅速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门加强

管理，提高认识，夯实责任，认真落实办公

区域、试验基地、农户技术指导，帮扶村等

防汛应急措施，及时汇报突发情况，加强

对排水设施、试验设施的排查，确保安全、

平稳度汛。

7月26日，《新乡市农科院专家团对

农作物灾害补救措施指导意见》正式出

炉，并公布了防汛减灾专家服务团12人

名单与联系方式，涉及花生、玉米、水稻、

蔬菜、食用菌等作物，随即引发了新乡市

广大农户农企的广泛关注，专家们的咨询

电话响个不停。

在线联系解决问题的同时，专家们还

第一时间赶赴新乡市各县（区），开展现场

指导，一场抗灾夺丰收的“战役”正式打响。

技术添力
“助农天团”勇闯一线

“头一次在8月份播种！”孙绍臣是辉

县市冀屯镇麻小营村人，今年69岁，和农

业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因为汛情，体验

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玉米8月份播种，对作

物种植胸有成竹的他在这个时候心里却

没了底。

因为新乡市农科院玉米专家的“坐

镇”，让玉米推迟播种这件生疏又有技术

难度的事情实现了大转变：孙绍臣顺利种

上糯玉米，初步计算能挽回损失 17万

元。为了帮助孙绍臣合作社的1100亩土

地做好抢种补种，从院长到玉米专家，市

农科院专家往老孙这里跑了很多趟。

“农科院专家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这句话，在暴雨过后新乡的田间地头被农

民们频频说起。

新乡市农科院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在

灾后第一时间深入一线“把脉问诊”，专家

们更是组成专家团，在田间地头“传经送

宝”，分作物、分区域指导开展作物改种补

种、病虫害防治工作，提供了及时有效的

技术服务。

延津县、封丘县等地，历来是新乡市

玉米高产区，在此次暴雨中减产绝收严

重。“要从‘促’和‘防’两个方面科学施策，

抢救玉米。”8月初，市农科院玉米专家魏

峰多次前往延津县、封丘县、辉县市等地，

在积极开展玉米灾后生产恢复技术指导，

帮助群众排水、挖渠、堵漏、消杀并转移受

灾群众的同时，还送去了100亩甜糯玉米

种子帮助农户渡过难关。

“我们先后为灾民送去价值约10万

元的良种、消毒剂、农药和技术资料。”新

乡市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杨海峰告诉记

者。

发力重建
包村入户帮扶更精准

7月下旬的洪涝，导致卫辉市顿坊

店、上乐村、孙杏村、城郊、汲水等13个乡

镇受灾严重，为协助群众灾后重建，8月5

日下午，新乡市决定：安排58个局委和市

直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卫辉市58个受

淹村。

当日，新乡市农科院支援卫辉市灾后

重建工作会议连夜召开，紧张的气氛瞬间

调动了每个人的神经。

“现在要组成工作组，派谁去？”“让我

去吧，我是党员我先上。”新乡市农科院办

公室主任范永胜没有犹豫，主动请缨到一

线去。第二日凌晨，以张栩为组长，范永

胜、刘翼成为成员的工作组便早早集合，

出发前往卫辉市上乐村镇琉璃堂村。

从帮助垃圾清运、消毒消杀到危房排

查、通水通电通气通路，再到农业改种补

种、疫情防控……在市农科院工作组的帮

助下，琉璃堂村逐渐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

“自家没花钱，从提供蔬菜种子到联

系大型补种设备，全部都是工作组操着心

呢!他们还手把手指导我们如何间苗、施

肥、打药，太感谢工作组了！”8月13日，在

工作组进驻的第5天，琉璃堂村村民李保

民家便抢种10亩多大白菜、萝卜。这是

上乐村镇首块复耕地块，起到了良好的示

范引领作用。

驻村后，新乡市农科院工作组利用专

业优势，帮助村民与时间赛跑，抢种白菜、

萝卜、绿豆等经济作物，为群众挽回了经

济损失。如今，李保民地里的白菜长势喜

人，丰收在望，他感慨地说，多亏了市农科

院的帮扶，让自己对未来充满新的希望。

田间生产忙，工作组却不忘同时解决村民

们的销售问题，积极为群众联系收购商，

探索电商、直播等新媒体渠道助力丰产丰

收，帮助村民提早联系优质小麦种子，服

务麦播生产，带动农户科学种地，提升种

植效益。

如今，灾后重建进行到后半场，工作

队工作重心也转移到帮建党支部、帮建基

层党员队伍上，为进一步提高村“两委”组

织建设，工作组坚持列席指导村“两委”会

议，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强化初心使

命；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逐步完善“五星党

支部”建设，帮助村“两委”落实“三会一

课”等组织生活制度，更好地提升基层党

组织工作能力，强化村“两委”干部的担当

精神，增强“两委”班子的沟通协调能力；

持续开展入户走访群众工作，及时解决群

众反映问题，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切实增强村“两委”干部使命感、荣誉感和

责任感，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一场肆虐无情的暴雨，袭击了城市，威

胁了群众安全稳定，然而在危难紧急时刻，

新乡市农科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与受灾群

众同在，彰显了“农科力量”。“任务还很繁

重，我们不会放松丝毫，会马不停蹄继续投

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当中。”新乡市农科院

党委书记、院长杨海峰表示。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张志
超）近年来，封丘县抢抓重大战略机

遇，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特别是面对近期汛情

和疫情的双重考验，封丘县不等不靠，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抓好发展这个

第一要务，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

向，开展精准招商，提高招商质量，强化

跟踪落地，以集中签约一批、集中开工

一批、集中投产一批“三个一批”为目

标，不断加强重大项目库建设，设立专

门项目服务机构，提高项目成熟度。

封丘县依托现有产业园区，大力

开展“百园增效”活动，通过“三提两

改”，深化产业集聚区体制机制改革，

不断加强产业集聚区基础建设。同

时，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为抓手，以

产业集聚区和起重（环卫）园区为平

台，引进一批龙头型、基地型大项目，

加快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把产业集聚

区建设成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先进制造业引领区和改革开放先导

区；聚焦起重（环卫）产业集群，加快省

级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

百亿起重（环卫）集群。

在新的征程中，封丘县将继续巩

固提升“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建设成果，进一步发展壮大电子商务

产业规模，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谋划

推进租赁物流产业园、冷链物流园建

设。同时，大力推进文旅兴县工作，以

宋源文化、相思文化、豫剧文化等文化

资源为依托，推进12公里生态步道和

3个驿站建设，推进特色商业区建设，

打造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康养度假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高品质全域乡村旅

游，力争实现旅游总收入达15亿元的

新目标。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贺
洪强 孙海洋）近年来，原阳县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谋划，按照“融入郑州、畅

连周边、拓宽通道、提升承载”的基本

思路，着力打造“四纵三横”交通网，为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落实河南省委“项目为王”指示精

神、争创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打造立体交通网，连通郑新融

合。原阳县与郑州一河之隔，六桥相

连，是郑新产业带发展规划中联动郑

州中心城区的前沿地带。近年来，原

阳县全力协调推进高速公路建设，目

前，兰原高速项目完成征地38公里，

安罗高速工程建设南段开工建设，北

段土地组卷报批新乡市自然资源局；

建成以后，将形成郑云高速、京港澳

高速、安罗高速、大广高速“四纵”，菏

宝高速、兰原高速、连霍高速“三横”的

连通全国大交通。目前G107、G327、

S225、S229、S506、郑新快速路交织

成网，正在谋划建设城区8条1077公

里干线公路，现代区域性综合交通网

络基本形成。

绿化生态廊道，提升城市品位。

目前投资1408万元，完成沿黄生态带

幸福路（一期）、黄陡线、柳黄路、蒋堤

路、黄尧路、沿黄生态通道6条、42.7

公里道路绿化，栽植树木28498棵，

改善了人居环境，改变了城市形象。

原阳县交通局建立项目谋划、前

期、在建、竣工四本台账，做到清单式

管理、台账式推进，在谋划项目上下

真功，在项目前期上多用心，在项目

建设上出实招，为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和保障。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张志
超）近日，走进封丘县留光镇耿村村内，

新建的入村牌坊和过村牌坊高大而又醒

目，新修的柏油路路面平整宽阔、连村入

户，青翠盎然的景观树与漂亮的屋舍相

映成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耿村怀旧巷，巷口一块老式门板上

雕刻的13个字，让人驻足回味。

耿村，6年前还“戴”着国家级贫困

村的帽子。近几年，通过围绕着力培育

新型农民、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

新风、引进乡贤文化、挖掘村史底蕴，着

力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在“千分制”

积分的创新管理下，年年上台阶，喜获市

级“文明村”称号。

20世纪80年代，耿村萧家后人创制

三鲜烩面，开办“萧记三鲜烩面馆”，随之，

面馆生意越做越大，名气越传越广。为助

力家乡乡村振兴，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萧

家后人萧存兴，投资2500万元在原址上

修复重建“车门里”萧记文化展览馆，同

时，也拉开耿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大幕。

该村还积极引资1000万元，建设宋

绣文化馆，并通过“公司+展示馆+培训

基地+农户”的形式，累计培训刺绣技术

工人2000余人。2018年宋绣文化馆被

列为封丘县精准扶贫产业（就业）基地，

2019年被评为新乡市“巧媳妇”工程示

范基地，实现了企业与贫困劳动力的有

效对接，达到企业发展、群众致富的双赢

目的。

如今的耿村，一幅看得见绿色、望得

见清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美丽新

画卷正徐徐展开。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李娟）9

月12日上午，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卫辉

市比干书画院举办了重建启动仪式，来

自郑州市、鹤壁市、新乡市和卫辉市的党

政界、文化界、书画艺术界、美术界领导，

专家、学者齐聚比干书画院，共同按下了

中原文化名片——卫辉比干书画院灾后

重建的启动键。

比干书画院是一个崇尚英模的书

画院，经过二十年创新发展，现已成为

中原大地上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新乡市美术家协会

及时向比干书画院和卫辉美协赠送了

一批消毒剂和米、面、油、矿泉水、方便

面等生活必需品，价值约一万元。各地

书画家以及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纷纷向

比干书画院创始人傅世光先生捐款捐

物捐作品，支持重建。其中，德孝中华

书画院河北沧州分院寄来了100幅书

画作品、台湾世界林氏宗亲会永远理事

长林嘉政先生寄来了珍贵书籍，来自郑

州、新乡和卫辉的部分书画家也捐赠了

作品。

“比干书画院重建启动意义深远，不

仅树立起卫辉书画人对灾后艺术追求的

信念，也点亮了整个卫辉文学艺术界灾

后重建、涅槃重生的心灵之灯、文化之

灯。”比干书画院名誉院长傅世光表示。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崔兴
辉 董瑜雪）目前，延津县所有中小学已

经全部开学，本学期是“双减”政策落地

后的第一个学期。“双减”后的校园生活

如何？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9月14日，记者走进延津县文岩街

道建设路小学，琅琅的读书声在生机盎

然的校园里回荡，学生们已经开始了当

天的第一节课。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学

期每节课的上课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

缩减至35分钟，早上的入学时间也推迟

了10分钟。

根据规定，小学1、2年级不布置家

庭书面作业，小学3～5年级书面作业

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作业不

离校，让孩子们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兼顾

学业和兴趣。“在减少作业量的同时，又

保证学习质量。”建设路小学老师郑艳

说。

按照“双减”政策规定，要延长孩子

们的在校时间，将校外培训时间逐渐回

归学校，延时服务时间延长，在延时服务

时间里，舞蹈、钢琴、足球、葫芦丝、架子

鼓等各种社团活动火热开展，只要感兴

趣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双减”政策的落地不仅可以保障更

多的家庭减少负担，而且也能帮助学生

减轻学习压力，让教育真正回归本质。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庞卫
东王晨光）为做好新时代法律公共服务

工作，积极推动法律服务向农村、社区延

伸，连日来，长垣市司法局深入开展“一

村（居）一法律顾问”活动，全力推动公共

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

为确保“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

有序发展，发挥实效，长垣市司法局强化

建章立制工作，以严格的制度、具体的程

序来规范约束法律顾问的行为，提高法

律服务质量。

细化工作方案。该局按照省、市要

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了《长垣

市司法局2021年村（居）法律顾问工作

实施方案》，整合全市优质法律资源，与

全市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三方

聚力，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高效硬核的

举措扎实推进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形

成共创共建的良好局面。

配强法律人才。目前，长垣市司法

局已为全市18个乡镇（街道）、615个村

（居）重新配备了69名村（居）法律顾问，

推动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创新服务形式。建立法律顾问和村

（居）“一对一”的微信服务模式，加强法

律顾问与村（居）委会人员、基层群众之

间的工作联系，确保在日常工作中能够

及时掌握村（居）法治动态，了解群众法

律需求，及时解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

更好地构建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优质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

截至目前，长垣市专业律师担任村

（居）法律顾问的比例达80.2%，有效地让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高效、便捷的

法律服务。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陈树
灿）“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心连心自发

捐赠生活物资，排除困难坚持生产，保障

灾后农业恢复。”9月13日，河南心连心

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兴旭表示。

“自己艰苦奋斗 满足别人需求”是

心连心的企业之魂。7月下旬，河南多

地出现特大暴雨，社会生产生活受到极

大影响。汛情发生后，心连心第一时间

联合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新乡市慈善总

会，为重灾区捐赠价值1000万元高效

肥。“希望我们的爱心跟随捐赠的化肥，

一同播撒田野。”刘兴旭说。

8月13日，赶在卫辉市改种补种工

作开展前，心连心将首批2190.66吨爱

心肥运往卫辉市，后续结合其他地区灾

后工作部署情况，陆续将爱心肥运往各

地。截至9月2日，心连心对卫辉市、新

乡县、淇县、长葛市、浚县、黄泛区、中牟

县、扶沟县 8 个县（区、市）捐赠了

3590.66吨的爱心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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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1717日日，，新乡市农科院党委书记新乡市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杨海峰院长杨海峰（（右四右四））示范点播机的用法示范点播机的用法。。 朱坤朱坤摄摄

新乡市农科院帮助卫辉市琉璃堂村抢种的白菜已是绿油油的一片。本报记者刘亚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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