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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裴智鑫）

2月23日，记者从汝州市创建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获

悉，由该办组织派出的4个技术指导组，正

在各分包乡镇一对一指导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创建工作。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工作

是农业标准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

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为了确保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2月中旬，汝州市先后召开了工作

推进会、培训会，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明确工作任务，查漏补缺，强弱项，补短

板，落实奖惩机制，强化督导督促。

温泉镇连圪垱村蓝莓基地

汝南街道下陈村街道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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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积极创建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

全市小麦一类苗占比较越冬期有提升

汝州市1573平方公里大地涌新潮
□选题策划：河南日报农村版汝州运营中心执行：本报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文/图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汝州市坚持以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为抓手，持续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几年来，累

计举办活动6000余场。2021年3月2日，首届“河

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平顶山分会场启动仪

式在汝州市举行。

近年来，汝州市高度重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在市体育文化中心建设占地 1500 平方米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6000平方米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广场，在乡镇（街道）、村（居）分别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构建市、乡、村三级文明实

践网络。

数据显示，2021年，汝州市组织“送戏下乡”活

动180场、“戏曲进校园”132场，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4000余场，举办曲剧登台95周年、紫荆花旅游

文化节、沙滩公园电音节等活动，培育文旅网红体

验官20名，“汝瓷知己、汝州等你”话题播放量超

4.8亿次。

由汝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河南广播电视台“百

姓大舞台欢乐乡村行”志愿服务演出，走进陵头镇古

韵王湾窑洞民俗村。

全市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加强法治乡村建设，风穴路街道塔寺社区被授予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称号。

百尺竿头扶摇上，千帆竞发勇者胜。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汝州市1573平方公里大地必

将更加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水泥道路贯村庄，花木摇曳映彩墙。走进温泉

镇朱寨村，巍峨高耸的仿古青石牌坊，弯弯曲曲的健

身步道，亭台楼榭点缀的游园，一眼望不到边的香菇

种植大棚，碧水映衬的环村公路，宛如一幅悄然铺开

的宜居宜游画卷。

朱寨村的蝶变，是汝州乡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一

个缩影。

2021年以来，汝州市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强化措施、尽锐出战，扎实实施以农村“厕所革命”

“空心房”整治、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治理、村容

村貌提升、村庄清洁行动和美丽乡村示范创建为重

点的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努力提升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成色。

焦村镇槐园新村党支部书记吕松合告诉记者，

为了保持新村的干净整洁，村里将整个新村划分成

12个片区，由村党支部委员焦建正负总责，每个片区

指定一名负责人，同时招募脱贫户中的弱劳动力38

人组成公益性岗位，每周一、周五开展集中大扫除，

对路面、绿化带集中清扫清理。每周开展一次评比，

每月开展一次月评，除名誉奖励外，还有一定的物质

奖励。通过持续不断的人居环境治理和绩效考评，

促进提升村民守护美丽家园的文明意识。

4年多来，槐园新村不断对村内基础设施进行提

升改造，让这个依山傍水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持

续焕发新彩。

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汝州市敢打善打人居

环境整治硬仗，着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实现面

貌大改善，让农村成为幸福美好家园。

2021年，汝州市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建好

用好市乡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规划、安全生产

“三个委员会”，开展“治理六乱、开展六清”集中整治

行动，健全全域市场化卫生保洁机制，生活垃圾有效

治理率、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100%。

完成85个自然村“通村入组工程”、46公里靳马线、

19公里南部山区旅游道路建设任务。累计创建省级

农村人居环境达标示范村366个、“千万工程”示范

村22个、四美乡村42个、美丽庭院2万户。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加快特色小镇建设，中国汝

瓷小镇完成恋瓷湖、生态游园水系治理项目建设，成

功举办“第二届中原国际陶艺双年展”“恋瓷集”等文

化活动，中国汝瓷博物馆已具备开馆展出条件；温泉

小镇牛涧河风情带项目开工建设，乐华欢乐城体验

示范区、温泉水镇健康管理中心、汝泉康养度假中心

进入运营。积极发展乡村游、民宿游、古堡古寨游，

王湾窑洞民俗文化村二期建成投用，云堡妙境高端

民宿、九峰山乌篷雅居民宿、栖凤水岸民宿生态园投

入运营。成功创建1个省级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4

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

2021年，汝州市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突出

抓好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恢复2万亩基本农田灌溉

功能，完成排涝面积21万亩，改种补种1.5万亩，保

障农业生产稳定；新建高标准农田6万亩，累计建设

面积达60万亩。在遭受洪涝灾害情况下，完成省定

143.02万亩种植任务，粮食总产量达45.03万吨。

汝州市将产业和“三农”工作、乡村振兴结合起

来，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让群众吃上“产业饭”，走上

小康路。

米庙镇焦岭村65岁的宋东元是汝州市金顺养殖

公司扶持的第一批产业脱贫致富对象。前几年，宋东

元老伴去世，儿子儿媳在外务工，因为年龄和身体原

因，宋东元干不了重活，他就响应镇里的号召，在闲置

的老院子养殖肉兔。从起初的1组种兔，发展到现在

的80只种兔和400余只商品兔的规模，曾经连他自

己都瞧不起的肉兔养殖，如今已成为他的主要经济来

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深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汝州市深入开展“百企帮百村”行动，加快乡村振

兴示范带建设，大力发展甘薯、食用菌、富硒农作物、

桑蚕、石榴等特

色农业。

2021 年，汝州

市新增农业专业合

作社 14 家、总数达

1857家；新增家庭农场

298家、总数达727家；新

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家、

总数达51家。9个农产品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

个农产品品牌入选全省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新认证

绿色食品标志1个，新增“河南省绿色食品示范基地”

创建单位1家，“软籽石榴”被央视《天下财经》《新闻直

播间》报道，汝硒薯业科创园被评为全省农民工返乡

创业示范园区。成功创建省级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

点县，争取资金5000万元。

2021年，汝州市实施“带、链、园、企”一体推进

工程，启动编制《河南汝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

规划》。加快生猪养殖项目建设，汝州牧原年出栏

480万头、新希望年出栏100万头、河南天康生物年

出栏80万头，生猪养殖部分项目陆续建成投产，牧

原配套年产能100万吨饲料厂实现试运行，河南生

猪交易市场已建成运营。

美丽乡村展现田园新景2

乡村振兴既塑形也铸魂3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2月23日记者获悉，在水利部近日公布

的第十九批国家水利风景区名单中，汝州北汝河水利风景区榜上

有名。据水利部官网发布的消息显示，汝州北汝河水利风景区是

河南省此次唯一上榜景区。

近年来，汝州市坚持把水利风景区创建作为水生态文明城市

的重要抓手，以北汝河治理段为基础，积极开展涧山口水库扩容、

牛涧河风情带建设、幸福渠综合整治、洗耳河综合治理、城市中央

公园水系及滨河公园建设。2015年12月、2020年12月，涧山口水

库、北汝河先后创建为省级水利风景区。

为巩固水利风景区创建成果，汝州市将位于城市副中心温泉

镇区域的涧山口水库水利风景区，与连通新老城区和产城片区的

北汝河水利风景区合并建设，一体化规划设计、一体化推动实施。

通过实施牛涧河风情带项目，实现了“涧山口水库水利风景区、牛

涧河、北汝河水利风景区幸福渠渠首”互连互通，形成了贯通中心

城区和温泉城市副中心、连通新城老城的生态循环水系，促进了城

乡融合发展、产城融合发展和城市拥河发展，有力推动了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

合并建设的北汝河水利风景区，涵盖北汝河18.5公里治理段

及牛涧河、广成河、洗耳河等三条重要支流和涧山口水库、马庙水

库等两座中型水库，属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规划面积36.04平

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14.74平方公里。景区资源类型丰富，汇聚

了森林、岛屿、河流、湖泊，历史遗迹、古建筑、非遗文化，水库大坝、

河堤、橡胶坝、灌渠等诸多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及工程景观，是集水

利科普展示、滨水游憩、城市休闲、人文体验、生态观光等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性水利风景区。

2021年6月8~9日，水利部专家组莅汝考评北汝河国家水利风景区创建工作，认为景

区规划编制科学合理，建设特色鲜明，突出生态理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专家组同时对汝州市水文化宣传、水利工程安全运营、水资源配置和合理调度、风景

区管护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

北汝河水利风景区依托汝河沙滩公园，已开发沙滩摩托、游船、快艇、水上沙发、水

上陀螺、跨河威亚等多个经营项目。2020年春节期间，汝河沙滩公园日游客量突破6万

人次，抖音热搜度排全省景区前三名。2021年五一期间，汝河沙滩公园日游客量保持在

3万人以上，成为全省闻名的旅游目的地和网红打卡地。

志愿者在汝河沙滩公园捡垃圾志愿者在汝河沙滩公园捡垃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张鸿飞张鸿飞摄摄

田间调查田间调查宋久洋宋久洋摄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宋久洋）

2月23日，记者从汝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为全面了解小麦苗情，科学指导春季麦田

管理工作，该局适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固定苗情监测站点，开展今年小麦

返青苗情调查。

调查显示，汝州市返青期一类苗占比，

较越冬期有提升，二、三类苗占比降低，一

类苗面积20.5万亩，占比25.62%，较越冬

前占比增加5.99%；二类苗面积42.7万亩，

占比53.37%，较越冬前占比降低4.38%；三

类苗面积14.8万亩，占比21%，较越冬前占

比降低2.9%。

杨楼、王寨、夏店、临汝等乡镇受去年

“7·20”暴雨及秋季持续性降雨影响，晚播小

麦面积大，存在麦田苗小、苗弱、群体小，根

少、根浅、长势弱。全市麦田壮苗弱苗并存，

部分田块受冬前剧烈降温和雨雪寒潮天气影

响，叶片受冻。因此，农技人员建议返青起身

期要根据苗情、墒情、病虫情，分区分类施

策，早管细管精管，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结合当前全市冬小麦长势和气象条

件，农技人员对麦田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

一、对于三类苗麦田，一是早划锄。早

春麦田表层土化冻时，抓住晴好天气，及早

进行中耕划锄，增温保墒、破除板结、改善

土壤通透条件、促进根系生长、灭除田间杂

草。二是早追肥。对底肥不足、叶片发黄、

长势较弱的麦田，可在返青期结合中耕划

锄亩追施10公斤左右尿素，并配施适量磷

酸二铵，以促进次生根生长，增加分蘖保成

穗。三是晚播麦田避免过早浇水。墒情适

宜的晚播弱苗麦田，宜在温度稳定回升至

3℃以上时再进行浇灌，避免因过早浇水降

低地温而影响麦苗生长。

二、对于一、二类苗麦田，生长基本正

常、群体适宜的二类苗麦田，可在返青期中

耕划锄的基础上，于起身期结合浇水亩追施

15公斤左右尿素，以促进穗花发育，培育壮

秆大穗；对一类苗麦田肥水管理应推迟至拔

节期进行，以保苗稳健生长；对种植优质强

筋、中强筋小麦的麦田，可在拔节期结合浇

水亩追施10公斤左右尿素，促提质增效。

三、及时化学除草，对冬前没有进行化

学除草或冬前化学除草效果差的麦田，应在

小麦返青至起身期及早进行化学除草。实施

麦田化学除草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在日平

均气温稳定通过6℃以后，选择晴好天气于

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进行化学除草；若预报

喷药前后3天有强降温天气不宜施药。

四、防御倒春寒等低温冻害。春季气

温回升快、波动大，极易发生春季冻害。因

此，要密切关注天气和土壤墒情变化，在寒

流来临前，对墒情不足的麦田及时进行灌

水，尤其要适时浇好拔节水，以改善土壤墒

情，调节近地面层小气候，减小地面温度变

幅，预防春季冻害。
寄料镇金南湾社区

1 五彩田园亮出丰收底蕴

2月23日，汝州1573平方公里的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庙下镇唐店村的高效农业大棚里，一畦畦草莓一片红；温泉镇邓禹村富邦农业生态园

里，盆栽蓝莓新绿盎然；临汝镇东马庄村的软籽石榴园里，工人们正忙着剪枝；米庙镇于窑
村北侧山坡上的汝州市金顺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区，工人们正在精心照料待产的母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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