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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婷婷）中原春早，2

月中旬，我省正值春耕春管时节。以

冬小麦为主的夏粮是今年头一茬、重

要一茬收获，全年粮食生产能否稳住，

首战至关重要。

为应对受去年洪涝灾害及秋季雨涝

影响，晚播小麦比例大，苗情复杂等不利

因素影响。2月12日，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全力以赴保夏粮丰收行动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组织各地聚焦强化

技术示范引领、重大病虫防控、灾害天气

防范、技术指导服务、加快农田设施建

设、农资稳产保供，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

收，赢得全年粮食生产主动权。

《通知》指出，要突出晚播弱苗，实

行分类管理。立足“早”字，强化“促”

字，聚焦重点区域，紧盯关键农时，坚

持因苗施策，落实关键技术，促弱控旺

转壮，力争晚播小麦保稳产、适期播种

小麦多增产。

2月中下旬至3月上旬的小麦返

青起身期，要促苗转化升级、增加分蘖

保穗数。作为促弱苗转壮苗，促小蘖

赶大蘖的关键时期，对晚播弱苗麦田，

要及时中耕划锄、增温保墒，对旺长麦

田，起身期化学控旺。气温稳定达6℃

以上时，适时化学除草，同时防治条锈

病、纹枯病、麦蜘蛛。

3月中下旬至4月上中旬的小麦

拔节孕穗期，要防范春旱冻害、促大穗

增粒数。作为增粒数的重要时期，也

是发生“倒春寒”风险最高的时期，对

一类麦田，要结合浇水追施肥料。对

晚播麦田，在返青期追肥的基础上，要

结合拔节期浇水适量追肥。

4月中下旬的小麦抽穗扬花期，要

重点防控赤霉病，实现“虫口夺粮”。

作为决定穗粒数的关键期，也是赤霉

病防治的窗口期，对常发区坚持“主动

出击、见花打药”，对其他麦区则坚持

“立足预防、适时用药”。

5月份的小麦灌浆期，是产量形成

的关键时期。重点是搞好一喷三防，

科学配方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

节剂和叶面肥，混合喷洒，防病虫防干

热风。

5月底至6月上旬是小麦成熟期，

要防范“烂场雨”，确保颗粒归仓。小

麦成熟收获期遭遇“烂场雨”，极易造

成发芽、霉变，影响小麦质量，重点要

组织好机收会战，根据天气情况，指导

农民抢抓时机，科学收获。

为做好行动指导工作，《通知》明

确，组织10个厅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

分片包市开展工作指导；组织18个省

级小麦专家指导组，深入分包市县，会

同当地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各地要组织干部和技术人员，采取市

包乡县包村的方式，进村入户到田，切

实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同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微

信、“12316”平台等，开展在线培训、在

线指导、在线答疑。通过编发技术手

册、明白纸、挂图等，大力宣传培训关

键技术，做到夏粮丰收不到手，指导服

务不放松。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范长坡焦萌

“郑总是俺们叶县老乡，在他这儿干活心

里踏实，家人也放心。他每个月还给俺父母

发200元‘孝心工资’哩。”2月11日，在昆山

的苏州贺升集团总部，叶县籍在昆务工人员

王晓亮说。

“孝心工资”是该公司自2017年起执行

的，凡当月满勤的职工，父母健在的，每月都

可以领到为父母发放的这笔“工资”。如今，

该公司120名合同工中，有近一半享受到了

这项福利。

“我知道离开家乡务工，家中父母都很牵

挂。给他们发‘孝心工资’，就是让员工们不

忘父母的养育之恩。”郑贺升说。

今年39岁的郑贺升是叶县常村镇中马

村人。中马村是个山区村，土地贫瘠，庄稼靠

天收，遇到干旱甚至会颗粒无收，多年前吃水

都是从很远处的山下挑回来的。

在郑贺升上初中的时候，家里养的7头牛

一夜之间全部死亡。当时，牛是他们家的全

部家当，为了买小牛还借了亲戚家的钱。牛

死了，就等于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此后郑贺

升不得不辍学回家。

为了改变家里的贫穷面貌，17岁的郑贺

升离家到郑州打工，在一家小饭馆端盘子洗

碗。当时的他特别想家，没干满一个月就跑

回家，结果被母亲骂了一顿。后来，他又给建

筑队当小工，每天只能挣几块钱，一天下来手

脚磨的都是泡。看到同龄的小伙伴都在读

书，他内心备受煎熬。

2001年4月，郑贺升带着打工挣来的50

块钱，随亲戚来到昆山。刚开始，他骑着三轮

车送砂子、水泥，到工地后一袋一袋地往楼上

扛，最多时一天能扛10吨。一天下来，他感

觉骨头像散了架，第二天，揉揉火辣辣疼痛的

肩膀，再接着干……

能吃苦的郑贺升也挺留心，趁着送砂子、

水泥休息的空儿，他偷偷看别人用防水涂料

做防水工程的活儿。他还经常帮一家卖防水

涂料的老板卸货，别人卸一车50元，他只要

30元，借此了解进货渠道。

2004年，郑贺升拿着自己攒的加上借的

几万元钱，在昆山开起了他的第一家店，既卖

防水涂料又自己做防水工程。由于本钱小，

每次进货不多，白天货卖完了，晚上他就骑着

三轮车再去进货。为了省钱，每次给客户做

防水，砂子、水泥他还是自己扛。

郑贺升很珍惜创业机遇，每做一件工程，

都严把质量关。因此，他的业务越做越多，越

做越大。在做防水工程的同时，郑贺升还兼做

脚手架出租。如今，他成了昆山市脚手架出租

业务的最大经营商，拥有一级资质。去年，郑

贺升执掌的苏州贺升集团营收达1.5亿元。

企业快速发展的路上，身处异乡的郑贺

升始终忘不了远在家乡的父亲在家里劳作的

瘦弱身影。企业发展到今天，也全靠这些离

开家乡离开父母在昆山务工的员工，这促使

他决定给员工发放“孝心工资”。

2017年3月1日，苏州贺升集团还成立

了贺升企业慈善基金，帮助那些突遇困难的

职工渡过难关。职工郑安平的儿子生病住院

多日，后期疗养费用较大。苏州贺升集团从

慈善基金中拿出1.5万元；员工李小平生病住

院，后期疗养费用较大，苏州贺升集团又拿出

5000元……

筑 牢 粮 仓 促 振 兴
——写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我省开展全力以赴保夏粮丰收行动

打好粮食生产开局“第一仗”

叶县籍企业家郑贺升

给老乡发“孝心工资”

从叶县到昆山
记者随车采访异地复工

本报讯（记者

刘婷婷）2月11日，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

悉，近日省财政下达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亿元，专项用于豫

南等地小麦赤霉病、

条锈病流行高风险

地区适时开展小麦

病害统防统治，确保

小麦生产安全，为小

麦稳产增产奠定坚

实基础。

该项资金将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引入市场化、专

业化的防治服务组

织开展小麦病害统

防统治工作，既能培

育壮大一批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又能

有效降低农业生产

成本，实现财政资金

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双提升。

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的农田里绿油油的麦苗茁壮生长。李新义摄

本报讯（记者李晓辉）近日，省委农办、省

农业农村厅、河南日报农村版联合评出2021

年河南十大“三农”新闻。

202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

迎来党的百年华诞，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情系中原大地，亲

临河南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极不平

凡，面对灾情、疫情双重挑战，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三农”工作，高位推进乡村振兴；全省

人民守望相助、攻坚克难、砥砺奋进，防控疫

情、防汛救灾，进行灾后重建，坚定不移扛稳

粮食安全重任，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供

给，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牢牢守住了脱

贫攻坚成果。

此次评出的2021年河南十大“三农”新

闻分别为：

据新华社济南2月13日电 全国春季农

业生产暨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工作会议2月

13日在山东省德州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对于确保

全年粮食丰收至关重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扎实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当

前冬小麦苗情偏弱，促弱转壮任务繁重，要因

地因苗抓好春季田管，做好病虫害防控和极端

天气应对防范，力争夏粮再获丰收。要加大农

业生产扶持力度，保障农资生产供应、稳定农

资价格，加强农业技术指导，保证春耕备播顺

利开展。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统筹肉蛋菜等

“菜篮子”产品生产，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全年粮

食产量继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确保粮食

安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加大农业生产扶持力度 因地因苗抓好春季田管

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河南日报农村版联合评出

2021年河南十大“三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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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海军）2月

13日下午2时，6辆大型冷链物流车装满了香

菇菌棒，驶出了河南信念集团卢氏县食用菌

产业园的出口备货区，发往山东省青岛市黄

岛港，即将出口韩国。

“全厂300多名工人春节至今没放假，加

班加点生产，每天生产13万多个菌棒，仍是

供不应求。”产业园菌棒厂厂长任章云高兴地

说，“出口备货班的30多名工人春节当天到

现在，每天都要加班到夜里10点多。”

2月11日，中综投国际物流公司总经理

张秋波专程来到河南信念集团卢氏县食用菌

产业园考察，当即与该集团签订了500万棒

菌棒的出口订货合同。张秋波说：“河南信念

集团卢氏县食用菌产业园生产的菌棒，出菇

多、出菇好，一直深受韩国市场欢迎。同时，

日本客户也对这种菌棒很认可，我们也将大

规模地出口日本市场。”

卢氏菌棒出口韩国

李克强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暨加强冬小麦
田间管理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1.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考察调研 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2.李克强在河南考察调研灾后恢复重建情况 保障好群众生活 扎实推进恢复重建

3.河南粮食总产量1308.84亿斤 大灾之年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列入河南“十大战略”全省高位推进乡村振兴

5.全省脱贫户年人均纯收入达14379元 特殊年份牢牢守住脱贫攻坚成果

6.神农种业实验室挂牌运行 农业大省做强农业“芯”

7.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8.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成效良好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增强

9.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动力明显增强

10.加快补齐发展短板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详见第二版）

2月13

日，民权县花园

乡农业技术人员

指导群众做好麦苗田

间管理。 王自力摄

□本报记者董豪杰

“立春”已过，“雨水”将至，中原大

地的农田上，正绿油油一片。从南到

北，小麦陆续进入返青期。

中原熟，天下足。河南小麦生产

对于全国的影响举足轻重，河南小麦

丰收，全国夏粮就有了基础；不断夯实

的中原粮仓，不仅保障了近一亿人的

吃饭问题，每年还调出原粮及制成品

600亿斤。

2021年，“十四五”开局之年，河南

农业的成绩单“亮眼”：夏粮总产量

760.64亿斤，小麦面积、单产、总产量

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全年粮食总产

量1308.84亿斤，再次“锁定”1300亿

斤。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实属不易。

量质齐增 粮囤满农民笑

常年种植面积8500万亩左右，产

量占全国1/4，河南小麦这张名片含金

量十足。关于小麦，却绕不开一个难

题：粮仓丰与腰包鼓，如何兼得？

既要稳住产量，又要不断提高农

民收益。“向后看”给出了完美的解决

方案：发展优质专用小麦，不断延伸产

业链，从种植上要效益，向加工端增收

益。去年6月初，太康县龙曲镇大西村

村民冯天明眼看麦收将至，却不慌不

忙，既不联系收割机，更不考虑麦怎么

拉回家、放哪儿。

有人上门收、加价买！冯天明的5

亩小麦早就跟当地的面粉厂签订了销

售订单。“为啥？我种这麦子好啊，这

品种专家说了，面粉厂磨100斤，能比

一般小麦多出2斤多面哩。”冯天明说。

在太康县，仅黄河面粉厂一家企

业，一年就能吃掉18万亩小麦，负责人

王红心笑着说：“不怕价格高，只要是

优质专用的小麦品种，敞开了收。”

纵观全省，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到

1533万亩，占全省小麦面积的18%，

有里有面的河南小麦，让粮仓、腰包越

来越“实”。

全力守护 粮仓稳显担当

去年7月份，一场罕见的特大洪涝

灾害，给正在生长的秋粮作物来了一

次突袭，部分田块甚至因灾绝收。

救灾、保产，成为7月份的河南农

业“印象”，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随即展

开。淹水田块加紧排水、受灾田块抓

紧补救、绝收田块加快补种，全省农业

农村部门齐发力，专家下乡、技术指导

进村入户、种肥药等农资送往田间。

“113.2公斤！”随着专家组的产量

数据出来，临颍县瓦店镇陶庄村的一块

绿豆田里，种植基地负责人魏永浩终于

松了口气，“从8月初补种上，就一直担

心，产量还不错，挽回了不少损失呢。”

灾后第一时间，我省的农业专家

便纷纷行动，列补种品种名单、详细介

绍种植技术、下乡指导等，魏永浩就是

受益者之一。灾后他一边忙排水整

地，一边忙联系补种事宜，在确定补种

绿豆之后，专家还划下“红线”：根据我

省气候条件尤其是光照积温等因素，8

月10日前必须播种完毕。

救灾减灾、补种改种，受灾田块尽

全力挽回损失；加强管理、做好病虫害

防控，未受灾的田块得到全面“呵护”，

确保了我省去年秋粮收获面积7600

万亩。

大灾之年，克服洪涝、连阴雨影

响，中原粮仓书写大大的“稳”字，彰显

河南担当。

种足种好 稳面积添底气

去年，7月特大洪涝灾害，“迎头碰

上”9月下旬持续阴雨天气，为麦播蒙

上一层阴影。小麦播种期间，全省大

部分土壤偏湿，农田积水面积最高达

425万亩。挑战不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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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播，夏粮首战，全省上下火力全

开。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殷殷嘱托，把种足种好小麦作为

“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省农业农村厅制订晚播应对预案

和“四补”技术对策，省财政分5批下达

5.19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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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播前后的一个月里，滑县大寨乡

朱草坡村种粮大户郭秋立的麦田里，

省、市、县的农业技术专家隔三岔五前

来现场指导。“明年还得是丰收，专家讲

了，底墒足，只要抢种及时，加强田间管

理，没问题。”郭秋立信心十足。

一场补晚保丰收的秋播战自北而

南持续一个多月，迎来好消息：麦播面

积8502.2万亩！

春来到，中原大地，万物复苏，绿

油油的麦田里，忙碌的身影不断，面对

晚播小麦面积大、播期拉长、苗情类型

复杂等情况，促弱转壮正当时。立足

苗情、瞄准丰收开展小麦春管，全省上

下正掀起高潮。

“两个百年”交汇，“两个大局”交

织，河南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根基。

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今天，省

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战鼓擂号角

鸣，征程万里风正劲！全省上下正以

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

风，铆足干劲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更大

突破、走在全国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