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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库清水出淅川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12月10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视频调度会。会议通报了前期集中

整治行动开展情况，曝光了一批典型案

例，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在

听取有关地市和专班办公室汇报后，他

指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是省委省政府的重要决策，是解决农村

环境脏乱差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的必然要求，是人民群众的

迫切期盼。

武国定强调，要进一步突出整治重

点，重点解决脏乱差问题突出的村庄、水

灾损毁严重的村庄、乡镇政府所在地和

城乡接合部；要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形

成人人动手清洁家园的浓厚氛围；要进

一步完善督查激励机制，省工作专班要

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集中曝光各地存

在的突出问题，实行月评比、月通报制

度；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县区主要领

导要亲自抓，组织工作专班集中抓，通过

集中整治行动，真正让乡村净起来、绿起

来、亮起来、美起来。

本报讯（记者王旭）12月10日，省

政府召开全省灾后恢复重建帮扶工作汇

报会，总结帮扶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

下一步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在

听取帮扶工作队及有关单位工作汇报后，

武国定指出，我省灾后重建帮扶工作取得

了初步成效，要总结经验做法，抓好工作

落实，切实把帮扶实效转化为重建成效。

武国定强调，要加快灾后重建项目

实施进度，按时完成水毁水利工程修复、

倒房重建、灾后规划项目等建设；要确保

灾区群众温暖过冬，落实好扶持救助政

策和特困群体分包帮扶联系责任人，督

促各地制订防范极端天气预案；要守住

不发生因灾返贫底线，落实好监测帮扶

政策，稳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抓

好排查问题整改工作；要深入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全面宣传发动，

突出整治重点，完善激励机制，尽快让乡

村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要维

护灾区社会稳定，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妥

善处理涉灾矛盾，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

发扬优良作风，做到心中有民、不怕吃

苦、作风过硬、乐于奉献，努力完成我省

灾后重建各项任务。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杨振辉

万壑群山中，八百里丹江温润如碧

玉。东南角的陶岔渠首，清冽的丹江水汩

汩流出，一路逶迤北上，奔向1277公里远

的北京团城湖。

这里，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

地和核心水源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河南淅川。南

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自2014年12月全面

通水至今，已平稳运行7周年，供水量逐年

增加，截至12月9日8时，丹江口水库经陶

岔渠首入总干渠水量达440.97亿立方米，

惠及沿线24个大中城市约7900万人。

“我们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

考察南水北调工程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

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加大水源涵养、

生态保护力度，抓好污染防治，切实维护

水质安全，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淅川

县委书记周大鹏说。

壮士断腕，关停涉污企业380家

屹立千年的古柏下，是四季喷涌的

山泉；清澈见底的滔河上，是悠荡的吊

桥；高耸入云的烟囱下，是鱼蟹乐游的方

塘……12月8日，走进滔河乡朱山村，如

同走进诗画江南。

“走，再到山上看看！”在驻村第一书

记杨冰带领下，记者爬上村后的凤凰山，

20多位村民正在栽植迷迭香。杨冰介

绍，这是一种名贵的天然香料植物，提取

出的芳香油，可做化妆品原料、可镇静提

神、醒脑，关键还能保持水土，涵养水源。

目前，朱山村已种植迷迭香1200亩。

站在山顶的千年古柏下，依山傍水的

朱山村尽收眼底。波光粼粼的滔河穿村

而过，汇入村前的丹江口水库。村中拔地

而起的烟囱，如同擎天柱一般，静静诉说

着昔日的辉煌。

村党支部书记朱德喜介绍，20世纪

80年代，村里为了发展经济，不仅涌现出

许贵海、金成华等一批养猪规模百头以上

的大户，还筹办了一家拥有18门轮窑、年

产700万元的黏土砖烧制厂。乡亲们在

鼓起钱袋儿、挺起腰杆儿的同时，也亲眼

见证了滚滚浓烟下，满目疮痍的农田和污

水横流的村庄的蝶变：

为了一库清水，淅川县委、县政府和广

大群众经历着怎样的痛楚啊，再次搬迁移

民16.5万人，在国家有关奖补资金尚未到

位的情况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气魄，先

后关停380多家污染企业，县财政每年减

收3.5亿元；取缔库区水上餐饮船及5万余

养鱼网箱，全面取缔禁养区内400家养殖

场、100多个养殖户，综合损失8亿多元。

收入减少了，开支却增大。县里投资

5亿多元在15个库区乡镇建立了完善的

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在农村推进户用

沼气，建设沼气池4.1万座，每年将200万

吨的人畜粪便转化为有机肥。

站在拆除的砖厂前，老乡们眼泪流个

不停，“饭碗砸了，这可咋整？”朱德喜回

忆，那段时间，乡亲们吃不下饭，睡不着

觉，心里堵得慌。

“守山守水，不能守穷。”周大鹏说，“我

们以‘两山’理论为指导，以绿色发展理念为

引领，大力推进生态建设与绿色产业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让绿

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朱山村立足

“山”“水”资源优势，山上种植迷迭香，村

中引入山泉水，改造砖厂为大闸蟹养殖基

地。初冬时节，山泉欢跃鱼蟹乐，乡亲们

小酒映月话丰年……

69岁的村民孙长青扳着指头算起收

入账：“荒坡流转给企业得地租；俺老两口

在基地内务工，每月挣4000多元，这一年

下来净收入5万元出头，够养老了。”“今

年，朱山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2000元以

上。”杨冰说。

铁拳治水，确保河畅水清365天

“我左脚踩的是陕西、右脚踩的是湖

北，鼻尖下是咱河南。”12月8日，站在豫

鄂陕“三省友谊纪念亭”前，县水利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喻丰军介绍。

距“三省友谊纪念亭”不远处，有一条

溪流，溪水晶莹透明，四季汩汩有声，当地

人叫庙沟河。这条河发源于湖北省十堰市

郧阳区，流经陕西省商南县，流入淅川县荆

紫关镇丹江河，汇入下游的丹江口水库。

(下转第二版)

水质监测数据表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7年来，输水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Ⅱ类以上，Ⅰ类水质断面比例达80%以上

本报讯 近日，原阳县财政局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针对小微权力腐败典

型案例集中开展以案促改，以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整肃作风纪律，强化服务意

识，优化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原阳县财政局把“优化营

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作为“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党风促

政风带作风，出实策、办实事、解难题，真正

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有所为”。

为发挥财政职能，深入推进“万人助

万企”活动，原阳县财政局成立了由党政

一把手为组长、主要班子成员为副组长、

有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服务企业专班，

制订实施方案，定期到企业走访调研，积

极为企业解困。今年3月，该局工作人员

在走访某燃气热力公司时得知，该企业输

气管道被某建筑公司施工时挖断，长时间

得不到赔偿。该局党组立即成立协调工

作组，经过先后4次核查调解，使得该企

业顺利拿到了3万余元赔偿款。7月下

旬，该局分包的一家米业公司大门口河道

涵洞桥面因暴雨造成下陷开裂，给该企业

生产经营造成极大不便。得知情况后，该

局立即协调有关部门对桥面进行了整修。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

环境。我们将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坚决

杜绝‘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等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在采

访中，原阳县财政局负责人说。（李伟忠）

□本报记者宋朝

12月10日，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

总队发布数据：2021年，河南粮食总

产量为1308.84亿斤，全省粮食总产

量比上年减少56.32亿斤，减产4.1%。

更详细的数据是：2021年，河南

夏粮总产量为760.64亿斤，比上年增

产9.89亿斤，增长1.3%；秋粮总产量

为548.20亿斤，比上年减少66.21亿

斤，减产10.8%。

数据公布后，多数媒体都不再提

“丰收”二字了；一些自媒体更是拿

“减产56.32亿斤”做噱头，以“忧国忧

民”的姿态，营造一种“就要饿死人”

的氛围从而达到“吸睛”的目的。

凡此种种，都是因为对“丰收”这

个概念理解有误。

加上今年，河南粮食总产已经连

续五年超过1300亿斤。国家稳产增

产政策的扶持、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持

续提高、良种良法的广泛运用，加上

河南粮食核心产区的国家战略定位

等诸多因素，是河南粮食持续稳产高

产的重要保证。

纵观河南粮食生产，几乎是年年

都有灾情发生，只不过有些年景“偏

重”、有些年景“偏轻”而已。

今年的秋粮减产，一是春夏豫西

丘陵山地持续的旱情，直接影响到了

春播秋作物的苗情；二是“七下八上”

的持续降雨，使秋作物1000多万亩

受灾、500多万亩绝收。像浚县被淹

没的蓄滞洪区，历史上玉米产量超千

斤都是“毛毛雨”，而今年则颗粒无

收，全省总播种面积和“颗粒无收”的

面积一平均，不减产那才是说瞎话。

旁证一下。

像农民种粮一样，年年有高考，

但每年的高考分数线既不是连年走

高，也不是持续下降，而是在一定的

区间里“忽高忽低”，这种“忽高忽低”

取决于考题难度、判卷宽严、考生整

体水平等诸多因素；年年都有超常发

挥的，也一样存在“考砸锅”没考出真

实水平的，这与粮食生产有点相似。

粮食生产一样有偶然因素，同一

个农民、同一片土地、同样的种子、同

样的耕作方式，每年的产量也不可能

整齐划一。

譬如二十四节气里的立春，同样

的时令，可能是晴天丽日、春风徐徐，

也可能是乌云满天、白雪飘飘，也可

能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但不管是什么

样的天气，立春就是立春，春姑娘的

步子不会停下。

关于什么是丰收，很早就有科学

的定义：和上年的粮食总产量比，增

产5%和减产5%都是丰收。

2021 年 河 南 粮 食 总 产 量

1308.84亿斤，与上年比减产4.1%，

说丰收毫无疑义。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2月10日，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获悉，

经对全省夏、秋粮产量抽样调查样本实

割实测和播种面积遥感监测并报国家

统计局核准：2021年，河南粮食总产量

为1308.84亿斤，比上年减少56.32亿

斤，减产4.1%。其中，夏粮总产量为

760.64亿斤，比上年增产9.89亿斤，增

长1.3%；秋粮总产量为548.20亿斤，比

上年减少66.21亿斤，减产10.8%。

“今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减少主要

因秋粮减产所致。夏粮增加 9.89 亿

斤，但秋粮减产66.21亿斤，全年减产

56.32亿斤，下降4.1%，河南粮食总产

量在全国仍位居第二位。小麦总产量

为 760.56 亿斤，比上年增加 9.93 亿

斤，增长 1.3%；玉米总产量为 410.35

亿斤，比上年减少 58.13 亿斤，下降

12.4%。”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相

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社
民）县领导讲解县农业产业发展政策，龙

头企业交流产业发展经验，专门邀请美

团优选、多多买菜等知名电商平台贸易

企业参加产销对接签约……12月9日，

伊川县召开全县农业产业发展暨产销对

接工作会议，会议形式新颖，干货满满。

会议上，伊川县人民政府与河南省

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伊川县人民政府与深圳美团优选科

技有限公司（美团优选）产销对接签约。

近年来，伊川县充分利用50万亩富

硒土地资源优势，把富硒红薯、谷子确定

为“一县一业”的主导产业，采取“春谷+

油菜”“谷子+红薯（鲜食性红薯和叶菜红

薯）”产业轮作模式，两大特色产业规模

不断扩大。全县以金粟、伊河桥等企业

为龙头，辐射带动全县种植优质谷子20

万亩，以岭上绿色农业、岭上硒薯科创园

为引领，种植优质红薯面积近10万亩。

初步形成了以谷子、红薯、瓜菜、中药材、

林果为主的“五大”种植业和以生猪、肉

鸡、肉牛、肉兔、肉羊为主的“五大”养殖

业发展格局。

“乡村振兴首要是产业振兴，必须紧

紧扭住农业产业这个牛鼻子，通过发展

农业产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升集体

经济实力、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实现三产

深度融合，缩小城乡二元化差距，为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伊川县

委副书记任庆鹏说，伊川县将紧紧抓住

富硒资源优势，围绕“2+N”富硒产业体

系建设，以科技引领为支撑，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通过“招龙头、强品牌、建基地、

扩规模”四大措施，推动农业产业向种业

培育前端进军，助推谷子、红薯、肉牛、肉

鸡、蔬菜、辣椒“三大三小”产业实现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把伊川打造成全国重

要的富硒农产品生产基地、河南知名的

种业培育基地和三产融合示范区。

伊川农业产业规划：到2025年，实

现富硒谷子种植达到25万亩，富硒红薯

种植达15万亩，两个产业总产值达到15

亿元。市级以上主导产业龙头企业达

10家以上，带动种植合作社达100家以

上，种植大户200余户。

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17632千公顷（176447万亩），比2020年增加

863千公顷（1295万亩），增长0.7%

全国粮食总产量68285万吨（13657亿斤），比2020年增加1336

万吨（267亿斤），增长2.0%

今年河南粮食总产量今年河南粮食总产量

什么是丰收

记者观察

不怕吃苦 乐于奉献
努力完成灾后恢复重建各项任务

全面整治 不留死角
确保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借“薯”生金 点“谷”成金
伊川县农业产业发展暨产销对接工作会议召开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原阳县财政局“以案促改”优化营商环境

1308130813081308....84848484亿斤亿斤亿斤亿斤
位居全国第二位居全国第二

牢记嘱托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2021年，我省粮食总产量为1308.84亿斤，位居全国第二，连续16年超

过1000亿斤，连续5年超过1300亿斤

其中，夏粮总产量为760.64亿斤，比上年增产9.89亿斤，增长1.3%

秋粮总产量为548.20亿斤，比上年减少66.21亿斤，减产10.8%

今年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6158.46万亩，比上年增加50.27万亩，增长0.3%

其中：夏粮播种面积为8538.21万亩，比上年增加23.79万亩，增幅0.3%

秋粮播种面积为7620.25万亩，比上年增加26.48万亩

小麦播种面积为8536.04万亩，比上年增加25.54万亩

玉米播种面积达5780.00万亩，比上年增加52.98万亩

圆满完成全年粮食总产量1300亿斤目标

粮食播种面积稳中有增

相关链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12月12日是

南水北调工程全面通水7周年。记者从中国

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南水北调工程

全面通水7年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近500亿

立方米，受益人口达1.4亿人，40多座大中型城

市的经济发展格局因调水得到优化。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于2014年12

月12日全面通水。东线一期工程从扬州市江

都水利枢纽出发，用世界最大规模的泵站群“托

举”长江水北上流入山东；中线一期工程从丹江

口水库陶岔渠首闸引水入渠，由世界最大的渡

槽群“护送”南水千里奔流，润泽豫冀津京。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

计调水约494亿立方米。其中，东线向山东

调水52.88亿立方米，中线向豫冀津京调水超

过441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全面通水7年
向北方调水近500亿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