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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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胡少佳）2月21

日，记者从镇平县了解到，在中共镇平县第十三届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县委经济工作会

议上，该县隆重表彰了评选出的“玉乡先锋”“玉乡

标兵”“玉乡道德模范”共29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先

进典型人物和3个先进集体。

镇平县委书记艾进德说：“选树的先进典型为

全县树起了榜样、立起了标杆，全县干群要学习先

进、看齐先进、争当先进，砥砺‘拼’的斗志，激发

‘争’的干劲，永葆‘闯’的姿态，确保今年经济发展

开门红、全年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近年来，镇平县各级各部门创新工作思路，勤

奋敬业实干，涌现出了一大批可看可学的身边典

型。该县通过全方位选树典型、多渠道礼遇模范、

用典型带动群众，倡树拉高标杆、快抓落实、大干快

上、争先创优的价值观，用典型和榜样的力量去影

响、感染每一个镇平人。

此次表彰的“玉乡先锋”“玉乡标兵”“玉乡道德

模范”中，有知天命之年，响应组织召唤，义无反顾

到乡镇工作的遮山镇党委书记郭学忠；有在每个岗

位上都尽职尽责，勇争一流的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李保军；有“我把外面挣的钱拿回来投资，但绝不

从家乡拿走一分钱”的返乡创业人士程飞云；有投

身卫生事业近四十年，做了心梗手术后立刻赶回工

作岗位开展疫苗接种工作的卢医镇卫生院院长田

力；有家在云南翻越万水千山，把青春书写在伏牛

山深处的特岗教师杨晟躍；有在郑州、新乡等发生

灾情时，星夜驰援受灾地区，贡献“镇平力量”的蓝

天救援队……

此次评选活动在全县广大干群中引起强烈反

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玉乡先锋”“玉乡标兵”“玉

乡道德模范”为榜样，立足本职工作，担当作为，勇

争一流，为“镇平人建设新镇平”添砖添瓦。

当前，镇平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随着宛

平快速通道、合西高铁镇平段、镇平高铁片区建设，

镇平县发展位势更加凸显，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将加速集聚。

下一步，镇平县将以“观念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为抓手，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宣传“玉乡先锋”“玉

乡标兵”“玉乡道德模范”，组建报告团进行巡回宣

讲，通过典型选树，向落后观念宣战，变“能劲”“精

劲”为“拼劲”“干劲”；向标准不高宣战，变自甘平庸

为勇争一流；向不敢担当宣战，变消极被动为创新

出彩；向效能低下宣战，变按部就班为只争朝夕；向

官僚习气宣战，变“官老爷”为金牌“店小二”；向能

力不足宣战，变“混日子”为“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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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店村 乡风文明聚民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

柳真真）2月28日一大早，宝丰县

肖旗乡韩店村种植大户苏非走

进麦田，把铺设好的灌溉管道连

接到地头的机井，轻松刷卡后，

哗哗的水欢快地洒向麦苗。看

到浇过的麦苗绿油油的，苏非满

意地笑了：“浇好春水多打粮，这

水一浇，200亩地产量就有保证

了。”

肖旗乡有可耕地3.2万余亩，

大部分为坡岭地，以前农业生产靠

天吃饭。为促进农田增收，近年

来，该乡积极与电力、水利、农业农

村等相关部门协调，畅通河道沟

渠，打机井铺设管道，田间地头设

出水口，使种地“靠天收”的局面彻

底改变。

去年入冬后，宝丰县利用挖掘

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对干渠、河

道进行疏浚、清理，确保水流畅通，

方便群众灌溉；提前对全县403眼

机井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维修，确

保抽水设备正常运行；组织农业

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

导；引进伸缩式喷灌等先进灌溉

技术，向农户展示不同灌溉效果，

并示范推广，促进高效节水的全

面应用。截至目前，宝丰县已完

成春灌作业10万亩。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

郅迎弟）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

景在春耕。2月28日，巩义市鲁庄

镇的农田里，不少农民正在翻地、

浇水、施肥。眼下正值冬小麦返青

灌溉关键时期，巩义市各单位早行

动早部署，抓春灌备春耕，为夏粮

丰收打好基础。

据介绍，巩义市小麦种植面积

约24万亩。去年冬季的几场大雪，

让土地保存了水分，相比往年来说

不算干旱，但春季小麦返青期需水

量较大，因此需要做好春灌工作，

来确保小麦保持良好长势。

巩义市农委种植业科科长陈

墨说：“小麦在冬季处于休眠期，都

是比较小的苗，进入春季后，温度

上升，浇灌返青水可以快速地让弱

苗长壮，提高分蘖率，为丰产奠定

基础。”

陆浑水库已于2月24日10时

起开闸放水，用于沿线农田引水灌

溉，27日夜间水已到鲁庄镇，在巩

义的供水期约为16天，计划引水

350万立方米。

陆浑水库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徐乾坤介绍说：“引水流量为每秒3

至3.5立方米，主要覆盖的地方在

鲁庄镇、西村镇、回郭镇。”为确保

输水安全，陆浑水库管理局提前发

通知、张贴公告，并安排工作人员

在渠道沿线巡查、维护。

◀2月28日，宁陵县乔楼乡曹家村村民在麦田里施肥。随着小麦进入返

青期，广大农民借墒追肥，确保夏收稳产丰产。 闫占廷贾孝印摄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曹怡
然）3月1日，南阳市召开肉食

品加工产业联盟成立大会暨肉

食品加工产业链工作推进会，会

议提出通过建立一、二级链长工

作专班，组织动员产业联盟企

业、专班服务单位团结一致，打

造全国知名的创新能力强、产业

链条全、绿色底色足、安全可控

制、联农带农紧的肉食品加工全

产业链。

联盟企业将以会长单位牧

原集团为引领，“链”出效益，

“盟”有重点，互利合作，抱团取

暖，加强战略研究、技术研发、示

范推广、市场销售、品牌建设等，

释放产业发展潜能，推动肉食品

加工业规模突破千亿元，努力把

南阳打造成全国肉食品加工业

知名产业链群。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常旺，这么早就去上班吗？”

“现在正是养老保险认证的

高峰期，我得早去一会做好准备

工作。”3月1日一大早，汝南县

板店乡刘营村脱贫户冯常旺就

开着小轿车出了门。

今年36岁的冯常旺肢体四

级残疾，是板店乡社会事务服务

中心的协管员。

据冯常旺介绍，他父母年

迈，妻子重度残疾，还有两个孩

子正在上学，原来仅靠几亩薄田

养家糊口，曾经的日子过得窘迫

不堪，是党的扶贫政策改变了他

一家的命运。

“2014年5月，俺家被评为

贫困户后，乡村干部多次到俺家

走访慰问，还让俺一家人享受到

医疗救助、教育补贴、低保、残疾

人帮扶、企业带贫等诸多政策。”

冯常旺说。冯常旺初中毕业，有

一定的文化基础，在乡村干部的

帮助下，他当上了乡里的协管

员，享受公益岗位待遇。

冯常旺非常珍惜这份工作，

每天上班第一个到单位打扫卫

生，接待前来办事的群众，整理

档案资料，下班最后一个离开单

位，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冯常旺的父亲冯广清看到

儿子有了工作，自己干起活来也

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农

忙时在家管理庄稼，农闲时带着

工具箱走村串户为群众修鞋、配

钥匙，虽然挣钱不多，但一家人

的日常花销不愁了。

“在政府的帮扶下，俺不仅

摘掉了穷帽子，家里还有了存

款。为了方便上下班，我去年还

考取了驾照，买了小轿车。”冯常

旺说，“是共产党让我们家过上

了好日子，我也要进步，我已向

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希

望能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专家来地头指导，这回中了” 10万亩农田“饮”甘霖宝 丰

脱贫户开着小轿车去上班

南阳 打造肉食品加工全产业链

□本报记者董豪杰

3月1日，气温上升到10℃以

上，风吹在脸上都不觉得冷。麦

田该浇水啦！

修武县郇封镇小位村种植大

户陈庆安接通地头机井上的管

道，放置好田间的喷灌设备，看着

“突突突”喷水，他才放下心来：去

年小麦播种晚，要靠春天“赶上

去”。

同样来到麦田的省小麦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省农科院小

麦所所长雷振生，一眼看去，说：

“长势不错。”

看到一众专家到来，陈庆安

迎上去。“俺这小麦到底咋样？”雷

振生等专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

一边询问播期、播量、种植品种等

信息，一边拔掉几棵麦苗，仔细查

看起来：“分蘖不错，播种深度也

可以，好苗子。”

“预计亩穗数 50 万穗没问

题。”听到专家的话，陈庆安终于

心安了。

流转土地2000多亩，带动农

户面积5万多亩，陈庆安算是种粮

的“老把式”了，可今年这特殊情

况，让他心里总是没把握。“专家

来地头指导，这回中了。”听完专

家交代的麦田管理措施，陈庆安

笑着说。

连续“巡诊”了几块麦田，雷

振生说：“虽然去年小麦播种普遍

推迟，但在当地农技人员的指导

下，大多数农户都做到了抢种，播

种质量也很高，一、二类苗占比非

常高。”

在修武县周庄镇小张庄村，

正在路边拌药的村民引起了专家

的注意：“打的啥药？”

“除草、杀菌的药一块儿打，

省事儿了。”村民一边应着，一边

把药一个个拿出来给专家们看。

一共6种药剂，省小麦产业技

术体系植保岗位专家、省农科院

植保所宋玉立一眼便看出问题

来：光杀菌药就用了3种，还用上

了小麦生长后期使用的生长调节

剂。

宋玉立现场做起了科普：现

阶段麦田的主要用药是杀菌剂和

除草剂，对于杀菌来说，用一种就

可以了，没必要“广撒网”。他拿

起其中一包农药说，像这种农药，

一定要看清楚，它并没有在小麦

作物上登记，也就是说，并不适用

于小麦，喷施后可能会适得其反。

针对农户怕“假药”“药效差”

而多用药的习惯，宋玉立举起一

包农药说：“买药看三点，生产许

可证、产品标准证、农药登记证，

三证齐全才可以。”

宋玉立也提醒全省广大种植

户，春管是搭好小麦丰产架子的

关键期，但在农药使用上，一定要

注意选择适合、适用、适时的药

剂，既保证种植安全，也降低成

本，避免浪费，做到科学春管。

乡情乡情 乡魂乡魂 乡韵乡韵

□本报记者李梦露文/图

距离郑民高速南苑收费站不远处，开封

市鼓楼区余店村党群服务中心广场前，锣鼓喧

天，几个青年壮汉身穿明黄色演出服，或双手

持镲，或肩挎大盘鼓，在广场上跳转腾挪，双眼

炯炯有神，吼声气势十足；广场上，老年社火戏

班和年轻姑娘媳妇们的广场舞表演队也在热

火朝天地排练。余店村男女老少仿佛人人都

多才多艺、身怀绝技。

文化生活充实了，家庭纠纷少了。“我们

村的人都不爱搁家里玩手机，出来排排戏，演

演节目，大家都开心。”2月28日，社火戏班的

老“演员”、余店村村民郭永合说。

过去，余店人好像从没有过这样的“闲情

逸致”。从远近闻名的废品收购村到家家户

户搞养殖业，在赚钱上，余店人总是先人一步。

钱赚着了，代价也不小。“从房前屋后遍布

垃圾、污水横流到后来的粪污遍地，臭味熏天，年

轻一辈都不愿留在村里。”刘朋全说。

2015年，刘朋全返乡，被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在鼓楼区农业农村局的帮助下，他带领

村“两委”到全国各地考察学习后，决定转型挖

掘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他们开夜谈会，

劝说村民关停了105家养殖场，在全村开展环

境整治；在鼓楼区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他们

盘活村里闲置土地，寻找开封传统美食、文化

资源，打造了传统手工作坊街和特色民宿。

从养殖村转型民俗旅游村，一开始很多

村民觉得不靠谱，也不接受、不支持。“过去村

里人都是比着砌高墙，一有生人进村，大家都

勾着头看是谁，很警惕也很排外。现在要开

门迎客，思想一时间很难转变。”刘朋全说，只

有拆掉这些院墙，才能让人感受到村民的好

客。

刘朋全决定先拆掉自家的院墙。当时，

刘朋全家的院墙和门楼是村里最气派的，他

主动带头拆，大家都很受震撼。

随后，余店村的党员干部先拆，村民跟

进。一家、两家……村里的院墙一家家拆掉，

村民们的思想上的“墙”也轰然倒塌，“拆墙事

件”好像一条线，将民心和余店村党支部紧紧

连在了一起。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的余店

人创造了一周拆除105家养殖场、流转土地

705亩，一月完成了85户闲置院落收储、33家

美好住家户改造的“余店速度”。

2018年，余店村被列为开封市乡村振兴

“1+6”示范带的重点建设村，引进大宏农旅公

司在村里投资，以民俗、农耕文化为基础，发展

乡村特色旅游。截至2021年年底，余店村共

接纳游客百余万人，先后承办了农民丰收节、

清明文化节、非遗活动日等大型节庆活动，有

民宿33家。

“现在，余店村每个家庭每年能得到房屋

出租、土地流转、家门前务工、60岁以上老人

生活补助、未成年人奖学金等5份收入，每户

平均增收2万余元。”刘朋全说。

村民归属感幸福感得到提升，干事创业

更有热情，文明乡风愈发浓厚。余店全村上

下形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自己的家园自

己建”的共识，养成了“有事要商量、遇事好商

量、做事多商量”的习惯，少了纠纷，多了和谐。

如今，走进余店村，道路平整洁净，隔着

别致的矮墙望进去，一个个乡村小院古朴又

不失精致，家家栽花种菜，院子本身也成了景

区的一部分。

“来我们余店，能品尝非遗美食、看非遗

表演，还能坐上小火车游花海、在草原上露营，

饿了尝尝村民做的农家菜，累了在村里的民

宿歇一歇，都是最有特色的乡土风味。”刘朋全

说，“当然，最有特色的是我们的村民，热情好

客，淳朴真诚。”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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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350万立方米“润”麦田巩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