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2021年9月 日

星期二 辛丑年八月二十二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28 第4313期 今日12 版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王泽远 值班主任 杨利伟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成睿智 版式 魏静敏 校对 王仰瑞

第24届中国农加工投洽会
签约199个重点项目总额894.7亿元

一亿元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支撑修武美丽乡村建设

鱼泉村卖红薯

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
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灾后重建厅局长访谈·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李水安董凡文/图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河南世纪香食

用菌开发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和标准化

温室内，白灵菇、灵芝长势喜人，吸引不少

市民驻足观赏；桂村乡五福农场种植的无

公害阳光玫瑰、黑糯玉米、玫珑蜜瓜销售

火爆；许昌优加粮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对产品进行包装。这

些位于许昌市建安区各乡镇的“星级农

场”和社区工厂逐步成为该区乡村振兴中

的一张张亮丽名片。

近年来，建安区坚持产业优先，因地

制宜，在村内建社区工厂、村外建现代农

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星级农场”，制定

出台相关政策，对晋星晋级的农场给予资

金奖励，一大批“电商+”“合作社+”“农业

龙头企业+”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带动农村走向致富路，“星级农场”已成为

该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电商+”芦笋节节收入高

9月16日上午，椹涧乡黄庙村耘禾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在电脑前熟练操

作，与客户简单沟通，几句话就谈好了一

笔销售20斤芦笋的订单。

耘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

年，以“公司+农户”发展模式，流转土地种

植芦笋100亩，辐射带动周边6个村建设

芦笋订单合作基地1000亩，采用“电商+”

销售模式，芦笋产品销往北京、上海、广东

等国内20多个省市。

该公司负责人燕永建介绍，公司在天

猫、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注册了旗舰

店，网上销售芦笋每斤卖10元~15元，每

天接收订单1000~3000单不等。芦笋种

植亩产3000斤，除去施肥、人工等费用，

100亩芦笋年收益达120万元，带动6个

村芦笋订单合作基地年收益达1000多万

元。2020年，该公司在互联网平台上芦

笋生鲜类目全国总销售额排前3名。

“合作社+”机声隆隆致富忙

金秋时节，大地飘香。位于陈曹乡万

庄村的子荣农机专业合作社院内，整整齐齐

摆放着收割机、拖拉机、打药机等几十台农

业机械。这是万庄村种粮大户、子荣农机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万子荣致富的“法宝”。

2010年，万子荣流转200多亩土地，

投资50万元，注册成立子荣农机专业合

作社，采用“合作社+社员+订单”发展模

式，社员以农业机械入股，合作社为社员

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派发作业订单，统一

组织机械进行农业作业和服务，社员根据

机械类型和作业面积，单机结算进行分

红，比分散经营年均增收近30%。

如今，万子荣带动周边村庄农机手和

农民200多户加入合作社，拥有大型收割

机、大型粮食烘干机、半自动化浇水设备、植

保无人机等各类农业机械126台套。依靠

这些农业机械，该合作社实现了耕、种、植

保、收割、烘干、仓储、销售“一条龙服务”。

社员依托农业机械进行分红，多的每年可分

红120多万元，少的每年至少分红10万元。

“龙头企业+”小蘑菇带动大产业

在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楼前挂的一块写有“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的牌匾格外醒目。

从照着书本琢磨种菇、用人力车到外

地拉棉籽壳，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如今

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世纪

香公司逐渐发展成珍稀食用菌工厂化生

产、食用菌精深加工和出口基地、“三产融

合”发展的食用菌产业园。

一个小蘑菇带动一个大产业。该公

司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作用，采用“企

业+农户+基地”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围绕

食用菌产前、产中、产后开展技术服务，通

过订单生产、保护价收购、提供生产资料

和技术服务等，直接和间接带动许昌及周

边农户从事优质食用菌生产。目前，该公

司已辐射和吸纳近6万人从事绿色食用

菌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工作，累计创

造社会效益100多亿元。

在建安区广大乡村，像这样不断扩展

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带富

能力的“星级农场”还有不少——

远辉农业坚持种养结合的立体化农

业循环经营模式，原生态养殖生猪，流转

土地种植农作物，注册“刘大远”品牌，通

过“互联网+”模式出售农产品，客户争相

订购，产品供不应求；五福农业探索“都市

农业+”发展模式，种植适合采摘、口感好

的产品，形成以文旅采摘为主、农超对接

为辅的新型销售模式；德欣农业发挥在乡

村振兴中的“领头雁”作用，从事水果相关

产业链发展，带动建安区水果走向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德欣农业果品进入第四

批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

如今，建安区村内建社区工厂、村外建

现代农场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建安案例”

入选《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案例汇编》，为省市

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方案。

截至目前，建安区已将982家经营主

体纳入现代农场管理范畴，按照标准划定

星级，完成20家“星级农场”认定，并按照

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标准分别给予10

万元、30万元、100万元奖补资金。

“发展现代农场，实施星级管理，是实

践证明行得通且适合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

路径。我们要持续走好这条路径，对‘星级

农场’进行财政奖补，并在政策和要素保

障上对晋星的现代农场予以倾斜，推动现

代农场加快发展壮大，成为乡村产业振兴

的标杆和样板。”建安区委书记马浩说。

许昌市建安区

“星级农场”托起乡村振兴希望

□本报记者田明

当前全省处于全面推进灾后重建关

键时期，我省推进校舍恢复重建进度如

何？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9月

22日，记者采访了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陈垠亭。

投入35.8亿元做好恢复重建

陈垠亭表示，特大暴雨灾害给我省各

级各类学校造成严重损失。全省有7132

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

43.62亿元。其中，中小学校（包括幼儿园

和中职学校）受损7041所，直接经济损失

25.91亿元；高校受损91所，直接经济损

失17.71亿元。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教育领域灾后恢复重建专项规划

明确了“一统三分”的总体原则，即统筹规

划、分类施策、分级负责、分步实施，围绕

校舍修缮加固、重建、仪器设备和图书购

置等重点任务，规划项目涉及学校3836

个，计划投入资金35.8亿元。

陈垠亭说，2021年年底前，我省要完

成受损校舍修缮加固和仪器设备及图书

购置任务；2022年秋季开学前，基本完成

灾后恢复重建任务；2023年年底前，全面

完成灾后恢复重建任务，提升受灾学校办

学条件和办学水平。

此外，要加快推进恢复重建项目，目

前，一般受损的4557栋校舍已完成清淤、

维修等功能恢复，可以投入使用；需评估

鉴定的1835栋受损校舍已全部完成鉴

定，其中401栋D级危房校舍已经拆除

364栋，占91%，其他1434栋危房修缮加

固项目整体开工进度达31%。

我省及时将家庭受灾困难学生纳入

资助范围，进行重点帮扶，确保受灾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在入学前、入学时、入学后

“三不愁”。目前，全省已累计安排临时救

助资金1250多万元，确保14000多名受

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多措并举确保平安开学

陈垠亭表示，我省科学安排学生返校

开学，组织各地学校分批、错时、错峰返校

开学。目前，18个地市中小学均已陆续

返校开学，其中，郑州、新乡、鹤壁、安阳、

济源等受灾严重的中小学已分批、有序开

学。各高校和省属中职学校按要求均在9

月15日后组织学生陆续返校。

为实现学生居家学习与在校学习有

序有效衔接，各学校采用线上教学、分层

教学、串讲复习、集中补漏、个体辅导等办

法，确保每名学生在较好掌握所学知识的

基础上，再学习新的课程。

统筹校园疫情防控

陈垠亭介绍，全省教育系统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组织各校全面摸

排师生员工假期行踪和身体状况，确保不

漏一人、不留死角。重点关注留校学生、大

一新生、中高风险地区师生、在外实习实训

师生和后勤服务人员，实行分类管理。

我省实行校园封闭式管理，认真执行

校门管理“五个一律”，即校外无关人员一

律不准进校门，师生进入校门一律核验身

份和检测体温，快递、货物等进入校园一律

进行消杀，对发烧咳嗽者一律实行医学隔

离观察，不服从管理者一律严肃处理。

“一统三分”建好受灾校园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9月27日，记

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9月27日

17时，我省秋作物已收获5871万亩，占

秋作物播种面积的 49%。粮食作物

3271万亩，其中玉米已收2466万亩，占

播种面积的43%；水稻已收491万亩，占

播种面积的55%；大豆已收140万亩，占

播种面积的23%；花生已收1152万亩，

占播种面积的61%。

玉米作为我省第一大秋作物，周口已

收557万亩，商丘已收422万亩，驻马店已

收403万亩，南阳已收372万亩，开封已收

134万亩，安阳已收81万亩，洛阳已收70

万亩。花生作为我省第二大秋作物，南阳

已收404万亩，驻马店已收248万亩，开

封已收159万亩，周口已收125万亩，商

丘已收112万亩，信阳已收94万亩。

本报讯（记者黄华）“本届中国农加

工投洽会，以‘提升农产品加工业，打造农

业全产业链’为主题，坚持‘展会搭建平

台、平台聚集资源、资源服务产业’理念，

采用线上线下互动融合新模式，促进原料

商、加工商等多商同台，为助推农产品加工

业转型升级、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发挥了重

要作用。”9月27日，在第24届中国农产品

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第二次新闻发布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保仓说。

据介绍，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团参会。

220多家跨国企业或分支机构参会参展，

参会企业达4000多家，参会客商和专业

观众超过3.4万人。截至27日上午，投洽

会官网点击量突破100万人次，云上展会

线上展馆参观人数达10万人次。

刘保仓说，本届大会的成果可以概

括为“五个一”：展示了一批农产品加工

新成果。承办方精心规划了全国农产品

加工产品、农产品加工技术成果等8大

展区，51个国家的220多家展商展出

1000多个特色产品。签约了一批招商

引资大项目。签约的重点农产品加工项

目199个，签约投资总额894.7亿元。推

介了一批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共收到

来自22个省（区、市）的366家企业的

717个产品，最终评选出177个优质产

品和37个金质产品。发布了一批农产

品加工技术工艺。编制《农产品加工技

术成果汇编》，推介了中国农科院等31

家科研院所440项农产品加工最新技

术和专利。搭建了一个合作交流新平

台。成功举办全国农产品加工业高质

量发展论坛，省部领导、企业代表、行业

大咖分别从政府、市场和专业领域的角

度作了交流发言，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共谋新思路。

我省秋作物收获近5成

□本报记者李萌萌

9月23日，艳阳高照，淇县黄洞乡鱼

泉村种的哈密红薯经过挑选、称重、付款，

装上美团优选“农鲜直采”爱心助农专

车，驻村第一书记李献国心里乐开了花。

“受‘7·20’洪灾影响，全村仅剩的

15万余斤哈密红薯滞销，可把我们愁

坏了。”李献国说，为帮助鱼泉村村民

致富，他联系自己所在单位鹤壁市烟

草局，花5.5万元购买了36万株哈密红

薯苗给村民免费栽种，但哈密红薯成

熟后，原来联系好的销路因汛情和疫

情而中断。

李献国说，他通过单位、个人采购

帮助村民销售了2000斤，却是杯水车

薪。他把鱼泉村的困难发在了朋友圈，

淇县商务局副局长陈淑香知道后，第一

时间联系李献国了解情况。当天，通过

淇县商务局电商办牵头，李献国与美团

优选对接，鱼泉村轰轰烈烈的“农鲜直

采”计划便开始实施。从田间调研—品

控—采购—上线，美团优选的爱心助农

绿色通道仅用5天时间就顺利开通，为

鱼泉村哈密红薯及时采挖、提前上市赢

得了宝贵的时间差。

“我这山坡上的土地是好地块儿，1

亩多地大概能收入4000块钱，刨完就

可以卖。”66岁的村民杨喜梅顶着午后

的太阳开始下地，满头汗珠。来帮忙的

邻居70岁的刘爱清心里很满足，“俺的

红薯每斤比市场价高出0.15元。”

“260户村民种了110多亩红薯，

原本可直接收益近50万元，但因受灾，

只能保住20万元收入。”李献国说。

采购现场还邀请了抖音直播助农

“网红”，直播近2个小时，“这里是朝歌”

“朝歌小鹿”抖音直播间访问量逾万人

次，美团优选平台合作商直接采购哈密

红薯1.1万多斤，解了薯农燃眉之急。

下一步，淇县将持续推进美团优

选“农鲜直采”计划的深入实施，尽快

将剩余的10多万斤哈密红薯全部销

售，为防止因灾返贫致贫、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

富裕做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郭秦森
王舒艳）修武县美丽乡村建设再传喜讯。

不久前，经财政部综合评估，修武县成为

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试点。据悉，全国有

15个建设试点，修武是全省唯一。

修武县是河南省乡村建设行动样板

县和乡村振兴示范引领县。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该县创造性地将设计师和艺术

家的原创作品，作为提升美学体验、创造

美学价值的重要抓手，探索出以群众动

员为根基、以高层次人才团队引进为核

心突破、以乡村文化的美学变现为基本

模式的“1355”乡村振兴美学路径。

2013年以来，修武县共完成总资

金规模17044万元的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21个，取得了乡村发展“提速”、生态

环境“提质”、民生改善“提效”的良好效

果。

据了解，该试点项目共涉及修武县7

个乡镇44个村。目前，1亿元中央财政

奖补资金已到位，将为修武县灾后重建

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撑。

据新华社郑州9月27日电 水利部黄河

水利委员会消息，按照《黄河水旱灾害防御应

急预案（试行）》规定，经研究决定，自27日12

时起，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

应提升至Ⅲ级应急响应。

据悉，受近日持续降雨影响，渭河中下

游、伊洛河、沁河等黄河支流普遍涨水，9月

27日8时10分，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

渭河下游河段洪水橙色预警。

目前，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已要求相

关单位组织做好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

堤防和水库巡查防守、山洪灾害防御、值班值

守等各项防御工作，确保工程安全、群众安全

和防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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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戴晓涵）近日，省民政

厅等16厅局联合印发了《河南省进一步

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健康发展。

目前，我省有4000余名由国家长期

监护的儿童，养育有儿童的福利机构70

多个。整合后，我省区域性集中养育儿

童福利机构36个，其中养育儿童较多的

县级儿童福利机构16个。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我省

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资源配置更加优

化，实现养育、康复、教育、医疗、社会工

作一体化发展。县级民政部门设立的儿

童福利机构全部转型为未成年人保护中

心，最终实现每个县（市）和确有需要的

市辖区都有一所实体机构承担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

县级儿童福利机构
将转型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9月26日，民权

县野岗镇孟庄村脱贫

户孙建成在收获红提

葡萄。在小额贷款扶

持下，孙建成种植14

亩红提葡萄，预估收

入10万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李鲁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