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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1月11日

至12日，副省长武国定先后赴安阳、新

乡和郑州，分别前往中国农业科学院棉

花研究所、农田灌溉研究所和郑州果树

研究所，宣讲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调研农业科技和省院战略合作工作。

在棉花研究所，武国定来到国家

棉花大数据平台中心、棉花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等地，听取科技创新与成果

转换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共同推进现

代种业强省建设，加快科研成果转化，

用好棉花产业联盟，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服务好地方乡村振兴。

在农田灌溉研究所，武国定来到

现代智慧灌溉科技展示园，详细了解各

类灌溉设施场景应用。他指出，要发挥

“国家队”优势，依托新乡市建设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积极参与中原农谷建设，

加强地下水超采技术研究，助推河南节

水灌溉发展。

在郑州果树研究所，武国定来到国

家园艺种质资源库、国家西甜瓜中期库，

了解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情况。他强调，

要努力抢占果业科技制高点，积极参与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神农种业

实验室建设，在河南打造一批优质瓜果

生产基地，助推河南农业高质量发展。

调研期间，武国定还主持召开座

谈会，听取农业科技工作意见建议，协

调解决有关问题。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11月13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修武县调研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开展情况。

武国定先后来到七贤镇韩庄村、

沙墙村、宰湾村和西村乡大南坡村、云

台山镇镇区等地，详细了解规划设计、

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

村貌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并随机走进

农户家中，察看垃圾分类、户厕改造、庭

院整治等情况。

武国定强调，要认真贯彻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作为乡村建设行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要坚持规划引领、美学赋能、城乡一

体、农民主体、多元投入、农旅融合，努

力建设美丽乡村；要集中开展垃圾清

运、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整治

行动，让农村更加宜居宜业；要坚持因

地制宜、示范带动、分类推进、全面提

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李晓辉

初冬河南，碧空如洗，阳光明媚。

在豫北，滑县大寨乡朱草坡村，大部分

地块里嫩绿的麦苗已探出了头。

“全县小麦播种面积 181.2 万亩，达

100%，全面完成了麦播任务目标。”11月5日，

滑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郑慧涛话中带着喜悦。

在豫南，叶县水寨乡桃奉宋村宋浩彪家

的500多亩麦田，播种已近尾声。

“全县小麦播种已近尾声，种植面积达96

万亩，真是太不容易了！”11月11日，叶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赵春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农村人常说的一句话：麦子要丰收，播

种很重要。

河南麦播，先北后南。特殊年份，一场

补晚保丰收的秋播战自北而南已持续一个

多月。

麦播面积8502.2万亩！11月12日，省

农业农村厅传来好消息。

至此，全省麦播基本结束，继续稳定在

8500万亩以上。

夏粮生产“头一仗”告捷，全省麦播基本

实现能种尽种、应种尽种、面积稳定，为我省

来年小麦丰收夯实了“底气”。

受今年7月份特大洪涝灾害和9月下旬

持续阴雨天气叠加影响，麦播期间全省大部

土壤偏湿，农田积水面积最高达425万亩，

10月中旬仍有六成农田土壤偏湿，农机无

法作业、秸秆难以处理、湿渍地块散墒慢，小

麦播期整体推迟7天至15天，给全省麦播

带来巨大挑战。

跟时间赛跑，为麦播“开道”！

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坚持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大

政治责任，把抓好粮食生产作为“国之大

者”，把种足种好小麦作为今年“三农”工作

的重中之重。

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先后10余

次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抓好秋收秋种，坚决

打赢秋冬种攻坚战；武国定副省长调度指

挥，先后赴周口、鹤壁、新乡等重灾区调研指

导麦播。省政府多次召开麦播专题常务会

议；全省“三秋”生产会等多个会议对麦播工

作持续部署；省农业农村厅制订晚播应对预

案和“四补”技术对策……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层层压实。

省财政分5批下达5.19亿元，支持地方

抗灾救灾。农业农村部门组织18个小麦专

家组、9个农机调度组、8个麦播重点攻坚指

导组，2.3万余名农业技术人员全程开展技

术指导服务。

“听了郭天财专家的话，俺今年对种好粮

信心更足了。”10月23日，听完省农业专家、

河南农业大学郭天财教授的麦播培训课，叶

县种粮大户叶跃峰重拾信心。叶跃峰流转了

上千亩地，在任店和夏李等乡镇种植优质强

筋小麦和玉米等。面对今年晚播的现实，他

思想包袱沉重，一度有了粗种的念头。

“补晚播种同样能实现稳产高产”“避免

一晚就急、一晚就粗、粗耕滥种”“施足底肥，

以肥补晚”……一场场麦播技术讲座开在村

部、地头，2.3万余名农业技术人员蹲点包

片，面对面、手把手，屏对屏、键对键，为种植

户“提神鼓劲”，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全程开

展技术指导服务。

针对全省1000余万亩晚播小麦，省农

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研究制定“四补”技术

措施，印发技术挂图和技术明白纸，张贴到

村、到组，指导农民以“种”补晚，将种子调整

为耐晚播早熟的半冬性品种；以“好”补晚，

做到精细整地、适当浅播；以“密”补晚，适当

增加播量；以“肥”补晚，施足施好底肥，适当

增加前期氮肥施用比例，提高播种质量。同

时，针对湿度偏大、病害发生风险高的实际

情况，组织抓好杀菌剂、杀虫剂包衣拌种，努

力降低苗期发病风险。

滑县大寨乡朱草坡村种粮大户郭秋立

说：“这一个多月，省里、县里的农业技术专

家隔三岔五地过来指导我们排涝散墒、播种

小麦。专家说，今年底墒足，抢种及时，来年

还能夺取大丰收。”

当前，全省小麦已出苗7974万亩，预计

到11月20日已播地块能全部出苗。

今年晚播小麦面积大、播期拉长、苗情类

型复杂，冷冬风险高，加之小麦生育期间面临

“关口”多，抓好管理对夺取丰收尤为关键。

“种子落地，管字上马”。小麦播种结束

后，全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已迅速掀起以农

技培训、查苗补种为主的麦田前期管理高

潮，力争壮苗越冬，为来年丰收打好基础。

“麦种泥窝窝，明年吃馍馍。”期待来年

穰穰满家。
□本报记者李燕曹怡然

通讯员胡少佳杨哲洋

11月3日，记者来到闻名遐迩的

中国玉雕之乡镇平县，感受玉雕产业

带给人们的变化。

一走进怡浩实业有限公司，记者

就被眼前堆积如山的玉料矿石所震

撼，这里有南非的粉红水晶、赞比亚

的紫水晶、巴西的东陵玉、澳大利亚

的彩玛瑙等。

该公司负责人白振介绍说：“公

司每个月可生产手镯十万支、刮痧板

一百万片、雕刻件三万件、圆珠项链

十万条，年产值可达1亿元。”

在镇平，村村可闻琢玉声，户户

可见玉生辉。玉雕加工遍布全县16

个乡镇100多个行政村，国内外100

多个已知的玉种在镇平均有加工销

售。目前，全县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大师”2人、

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1人、国家级玉

雕大师30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76

人、省级玉石雕刻大师569人、各类

技工技师1万多人。

镇平县委书记艾进德说：“镇平

因玉而兴、因玉而名，镇平玉产业将

按照全产业链、全供应链、全价值链、

全生命周期理念，深入实施‘玉+’战

略，充分运用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生产力，以项目

建设为重点，以人才队伍为主体，以

智能制造为推力，以新型营销为手

段，打造千亿级玉产业集群。”

记者了解到，目前，镇平以大师

化、精品化、艺术化为发展方向的玉

雕大师创意园二期、三期工程正在按

照时间节点加紧推进；围绕玉雕产品

时尚化、标准化、工业化、电商化发展

方向的“玉石智谷”产业园项目正在

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以前人们常说黄金有价玉无

价，现在通过数字技术已经有所改

变，比如说和田玉白玉手镯按照白

度、细度、净度、加工工艺这几个标准

对它进行量化估值，可以准确地对其

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和田玉产

业数字化实践研究基地工作人员李

娜介绍道。

电商的快速发展也为玉产业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公司近三年

累计培养输出各类直播人员350名，

服务供货商累计3000余名。”主打电

商销售的玉江南公司负责人刘大庆

说，“现在镇平的玉雕市场越来越开

放，货主排着队到直播间请主播代为

销售。”

镇平出台打造千亿级玉产业集

群三年行动计划，凝神聚力玉原石交

易规范化建设工程、玉雕人才振兴工

程、玉雕珠宝化培育工程等十大重点

工程，细化落实方案，推动镇平千亿

级玉产业集群发展。

一项项政策红利相继出台，一笔

笔真金白银鼓劲提气，一个个项目落

地生根，一场场活动声名远播……预

计到 2024 年，该县玉雕加工企业

（户）突破2万户，玉雕市场达12个，

各类营销企业、门店、摊位、电商增加

到4万家，规模以上企业达200家以

上，从业人员达40万人；实现核心产

业产值600亿元，带动会展、教育培

训、物流、包装印刷、旅游等产业产值

超过400亿元，玉产业总体规模超过

1000亿元。

□本报记者刘婷婷

人人都关心粮食质量问题，粮食质

量的好坏，直接关系“舌尖上的安全”。

影响粮食质量的既有土壤、水源、气候等

因素，也有种子、化肥、农药等因素，还有

储存、加工、运输等流通环节的因素。

开封市粮食质量检验监测中心党支

部书记耿丽娜说，检验检测是守护粮食质

量安全的“防火墙”，质检中心的工作和职

责就是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走进开封市粮食质量检验监测中

心，映入眼帘的是一台台整齐有序的高

科技仪器。耿丽娜介绍说，质检中心成

立于2007年，目前是开封市唯一一家

拥有实验室计量认证、食品检验机构资

质认定双证运行的专业粮食检验监测

机构，现拥有气相、液相、粉质仪等粮食

检测专用仪器设备137台（套），具备原

粮及食品检验等6类产品673个参数，

用这些“防护网”为市民的食品安全保

驾护航。

“食品安全无小事。”耿丽娜说，开

封粮食质检中心每年完成中储粮、市军

供站、开封粮食集团、全市各面粉企业

等政策性粮油和各类委托检验2000份

以上。此外，还参加了省粮油饲料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中国好粮油”小麦样品

检测3800余份、稻谷样品检测1900余

份，检测内容包括重金属、呕吐毒素、真

菌毒素、农药残留等项目，为广大群众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 记者手记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级粮

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工

作实际，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积极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扛稳

粮食安全重任，扎实推进全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尤其是面对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

这两场硬仗，有效保证了全省粮食库存

基本安全、全省粮油市场供应平稳，并

高效完成了救灾物资调运任务。

粮食安全氛围浓、粮安库稳储备

足、粮食质检有保障……如今，粮食安

全主动权已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河南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杨利伟王旭

“吴二勤基本上每周都来我家一趟，隔

三岔五给我打电话，他是我家的联户党员，

有啥事都能跟他说哩！”11月2日，济源下

冶镇坡池村村民陶士江擦了擦挂在家门口

墙上的联户党员工作牌。

今年6月份以来，济源示范区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在“党员联户”制度的基础上，

在全域范围内深入实施“党群连心工程”，

通过“听群众难、知群众忧、解群众困”，形

成“人在网中走，事在网中办”的全覆盖格

局，努力把“党群连心工程”打造成“有困

难找党员”的民心工程，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引导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构

建双向互动的党建有机生命体，续写党

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壮丽篇

章。

大事小情党员冲锋显担当

“要不是人家宝成，我这11亩烟叶早都

烂地里了。”说起“党群连心工程”，邵原镇

碌碡村村民王小改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

每年7月，是烟农们一年中最为忙碌的

时节。可王小改因为到过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和家人被居家隔离，家里的烟叶“颗粒

未动”，眼看别人家的烟叶都采收入库，他

急得嘴里都起了大泡。作为王小改家的联

户党员，侯宝成第一时间向村党支部报告，

赶在降雨来临前一天，将王小改家的11亩

烟叶全部采收完。

听得到百家事，解得了百家难，连得上

百家心，这是“党群连心工程”必须破解的

一道题。

走进济源的每一个村、社区，家家户

户、楼栋门口都挂着一个红色牌子，上面写

着党员的名字和电话。“党群连心”，让济源

4.6万余名党员与22.4万户群众、3.4万家工

商户和企业班组认亲结对，进百家门、知百

家情，实现了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全覆

盖。挂上的是牌子，也是沉甸甸的责任。

平日里，党员以家访座谈、电话联系、网络

短信等渠道，将群众的意见建议收集起来，

能自己解决的第一时间予以办理，让基层

群众“看得见牌、找得到人、办得成事”。

在天坛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慧华的“党

群连心工程”工作手册上，密密麻麻记满了

她去联户群众家里的走访情况，其中还穿

插着红笔批注的解决办法。

（下转第二版）

打好麦播“头一仗”
夏粮丰收“底气”足

河南麦播基本结束，面积继续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

发挥国家队科技力量优势
助推河南农业高质量发展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镇平县打造千亿级玉产业集群

村村琢璞响 户户玉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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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万里行”③

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粮食质检守好“舌尖上的安全”

济源示范区深入实施“党群连心工程”

解百家难 连百姓心

11月 13日，汝阳

县三屯镇耿沟村温馨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

民在采摘甜柿子。该

村在荒坡上种植300

余亩优质水果，吸引

游客到果园观赏采

摘。依靠特色产业、

观光农业，该村村民

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

富。 康红军摄

11 月 13日，安

阳市殷都区磊口乡

安河村党群服务中

心会议室，该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郭志飞组织党员、

“两委”干部认真学

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本报记

者 秦名芳 通讯员

毕兴世摄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年年丰
柿柿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