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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乡村共成长⑧墩墩墩墩墩墩墩墩苗苗苗苗

□本报记者宋广军文/图

从城市到乡村，从国企机关到田间地

头，“80后”张国平觉得变化很大：“以前是

跟文字数据打交道，现在主要和百姓打交

道；原来是坐下来听和写，现在是走出去

说和做。”

不过，他的收获也是满满当当：“把基

层的声音听足了、听懂了、听透了，就能在

工作中理清思路，做到精准施策、解决问

题，在新的岗位上干出个样子来。”

2021 年 10 月，原任河南能源集团

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的张国平“墩苗”

到襄城县任县委常委、汾陈镇党委书

记，今年2月底又来到襄城县紫云镇任

党委书记，对基层工作的辛苦和不易有

了切身体会。

初体验

“从被确定为‘墩苗’人选后，我就开始

‘补’短板——从网上找关于乡村治理的文

件资料，找了有好几百份，下载后打印出

来、装订成册。”张国平打开一个箱子，里面

整整齐齐放着他打印出来的资料。

张国平说，到襄城上任之前，省委组

织部专门对他们进行了培训，这个培训班

举办得非常及时，内容也很丰富，让他感

觉非常“解渴”。

“初来乍到，千头万绪，当时睡不着觉

成了常态！”张国平说，上任后他每天都想

着如何把工作做好，如何制定乡村振兴的

总体规划。

“在一趟趟进村入户中，在一次次面

对面恳谈中，我深切体会到‘现代农村

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

的深刻含义；体会到基层工作千头万

绪，只有真干实干才能把工作落到实

处。”张国平觉得，在不知不觉间扎根于

脚下这片土地，也褪去了“苗苗”初来乍

到的青涩。

于是，张国平就从“笨”方法开始，把

办公室“搬”到了田间地头，逐一走访行政

村，召开“诸葛亮会”与村民交流座谈成了

他的工作常态。

“到镇里第一个月，我把30个行政村

已经全部走了两遍，个别村去了5次以

上。”张国平说。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张国平提出，

根据各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种植、

养殖、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

兴。

汾陈镇的烟叶种植面积稳定在1.5万

亩以上，中上等烟比例占90%以上，平均

每年创利税一千多万元。经过126天的

历练，张国平已经初步设计出汾陈镇未来

的发展规划：从烟叶种植中求突破。按照

“区域布局、集中发展”的原则，制定“先

苗、再管、后烘”三步走计划，争取上级资

金，计划建设拥有3家现代化烟苗培育工

厂、2万亩高标准烟田、1000座烟炕的现

代特色烟叶产业园。

同时，要打造“一牛一猪一粉条”特色

农产品品牌，引导该镇源荣牧业改造升级

养殖、加工、储存等技术设备，推进“撒欢

猪”生猪加工厂回引，建设“种植、养殖、深

加工、销售的猪肉制品全产业链”，重点打

造“俺滴牛”“撒欢猪”2个特色农产品区域

品牌；招引三粉加工项目，通过电商包装

销售，打造“汾陈粉条”品牌。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董伦峰通讯员王恪峰赵儒学

“要先管弱苗、再管一般苗、后管壮苗……”3月

7日，在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马店村脱贫户何海涛

承包的100余亩麦田里，几名农技人员正面对面地

指导何海涛麦田管理。这是该区农技人员把办公室

“移到”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民解难题的一个缩影；也

是该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脱贫群众致富

奔小康的真实写照。

何海涛家因早年有病人而致贫，后来在政府的

帮扶下，何海涛掌握了种植技术，承包了100多亩土

地，种植优质小麦和水稻，年收益达20多万元，脱贫

户化身种植大户。

祥符区委书记王彦涛说：“祥符区针对脱贫后致

富难问题，采取以会代训、播放电教片、聘请专家和技

术员深入基层举办科技培训班等形式，提高群众的科

学种田意识。同时，评出100名脱贫致富标兵，以此

带动全区脱贫户共同致富。”

脱贫户李小明说：“过去种田，一直沿用‘肥大水

勤，不用求人’的老办法，种小麦每亩底肥、返青追肥

都不少施，结果亩产还没有施肥少的产量高。后来我

才明白，庄稼和人一样，缺啥时就应该给它补点啥，上

少了不管用，上多了白扔钱。”今年春节过后，李小明

就跑到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查阅地块土壤化验档案，

并让农技员开了配方施肥的单子。

“以前靠政策脱贫，现在依科技致富”已成为祥符

区脱贫户的新观念。陈留镇大寺村脱贫户郭如钦，

2018年脱贫后，凭借掌握多种种植技术，于2019年

成立了“如钦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600余亩，打破胡萝卜传统的秋季种植模式，每年在

春、秋两季进行胡萝卜栽培，并带动71户脱贫户增收

致富。现在，郭如钦正依托省农科院探讨推广胡萝卜

机械化肥药整地一体化、浇水施肥一体化、除草覆土

一体化、施药采收全程机械化等技术，实现品种、技

术、模式、装备、机制五方面的突破，以应对严重的自

然灾害。

祥符区按照不同季节，组织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直

接进村入户，示范推广优良品种和配套技术农业科

技。祥符区纪委监委采取定期电话抽查和进村入户

核查等手段，对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工作实施督查，评

估进村入户农技人员工作绩效。

祥符区农技人员以“三大建设年”为契机，深入田间地头开办

“农民讲堂”，帮助农民学科学、信科学、用科学。今年年初以来，该

区在乡村举办各类形式的培训班300多场，受益群众达1万人次。

科学种田在广大村民中已蔚然成风，许多脱贫户纷纷邀请农技人

员、种田能手到自己的田地里现场指导，以达到节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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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孙雅琳

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蛋花汤、西红柿

炖牛腩……这些家常美味都离不开一种食

材——西红柿。西红柿又名番茄，这个大家

都知道，若要问起它从结果到成熟一般需要

多少天？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回答上来。

3月10日~11日，汝南县举办了河南

（汝南）优质番茄产业发展观摩研讨会。会

上，河南鑫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新芳介绍说，该公司种植的“番顺”番茄，

从结果到最终自然成熟，一般需要经过58

天。

这场有关番茄的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中

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农业大学、

郑州蔬菜研究所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和农资

农机企业代表，以“优品种、强设施、创品牌

——拓展河南番茄产业发展新赛道”为主

题，交流和碰撞出了我省优质番茄产业的发

展路线图。

优质番茄的定义首要是好吃

3月11日，在番顺西红柿产业园番茄大

世界种植水果番茄“小鸿运”的大棚内，成串

的水果番茄粉红透亮，一口咬下去，立刻就

想起了那句“酸酸甜甜就是我”。

“好吃、好看、营养、无公害。”研讨会上，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孙治强给优质番茄下了

一个简单易懂的定义。

酸甜爽口、汁水充沛、沙瓤味足，这是

属于儿时记忆中番茄的味道，如今为了追

求耐储耐运，市场上的番茄大多个头大、

表面红润切开硬心，味道寡淡，炒菜难以

出汁。

“有一次到上海开会，蔬菜所所长接到

市长热线电话，说你们这些专家咋搞的，把

番茄搞得不能吃了，番茄炖牛腩，牛腩都炖

烂了，番茄还是整块的。”河南农业大学马长

生教授幽默地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大食物观”火上

热搜。树立“大食物观”，就是要从更好地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出发，掌握人民

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

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

类食物有效供给。“大食物观”是数量到质

量的提升，目的是让老百姓从吃饱到吃好。

驻马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

刘晓文介绍，作为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

地，驻马店常年蔬菜种植面积175万亩、产

量450万吨，其中番茄常年种植面积13万

亩、产量36万吨。汝南县常年蔬菜种植面

积30多万亩，优质番茄设施种植面积5万多

亩，在2020年年底还获批创建番茄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汝南县要当好番茄产业发

展‘领头羊’，努力在番茄产业发展上实现新

突破。”刘晓文说。

人们生活消费需求的升级，是农业产业

升级的机遇，产业兴旺的机遇，农民增收的机

遇，这也正是发展优质番茄产业的原因所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王旭）3月11日，

洛阳市孟津区在孟津文博艺术中心

召开乡村运营商招募大会，14个镇

（街道）、20个参与招募村、相关区

直单位和 30余家意向运营商代表

参会。

会上发布了孟津区招商引资、

乡贤返乡创业优惠政策，镇（街道）

作了乡村运营商招募推介，乡村运

营商代表作了理念交流和经验介

绍，75个乡村运营项目框架合作协

议顺利签约。

招募大会为乡村运营提供崭新

的发展空间，明晰了区镇两级政

府、村集体、运营商和村民的职责

定位。

据悉，孟津区将聚合力、破瓶

颈、守底线、重服务，加快农村土

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三块地”改革步伐，按照抓工业项

目的方法、劲头抓乡村运营项目，

一门通办、容缺办理，2022 年年底

全区 50%以上的村要成为乡村建

设达标村。

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这批

文化旅游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资金

的下拨对于景区真是‘及时雨’。”

3月8日，正在进行修复提升项目

的鹤壁市龙岗人文小镇景区负责

人说，龙岗小镇将恢复往日的亮

丽，且进一步完成升级。

日前，河南省财政厅下达鹤壁

市文化旅游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资

金1155万元，用于该市7家景区

的灾后恢复重建。这笔资金，将分

别用于鹤壁市金山旅游区修复提

升项目、淇河国家湿地公园灾后重

建项目、鹤壁市龙岗人文小镇景区

修复提升项目、大运河浚县古城—

大伾山景区基础设施修复项目、云

梦山景区基础设施修复项目、淇县

古灵山景区入口综合服务区水毁

修复项目、淇县灵泉妙境集群基础

设施修复项目。

3月11日，素有“小江南”美誉的民权县绿州街道办事处任庄村吸引了

大批游客前来踏春赏景。近年来，该村依托黄河故道水资源丰富的地理优

势，大力发展旅游业，现已成为当地的旅游胜地。

本报记者 杨远高 实习生 樊雨晨 摄

专家学者齐聚汝南

说说西红柿的事儿

孟津区75个
乡村运营项目签约

鹤壁市7家景区

获灾后恢复重建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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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

3月13日，光山县白雀园镇大尖山茶叶种植基地茶农正在抢抓农时采摘春茶。据了解，该

县共有茶园24万亩，年产干茶1.1万余吨，年产值14亿元。 谢万柏 摄

张国平在查阅资料

采来春色采来春色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
习近平出席闭幕式

盈千筐盈千筐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13日晚，北

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闭幕式。

历经9个比赛日的拼搏，中国体育代表

团共取得18金20银23铜共61枚奖牌的成

绩，历史上首次位列冬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

榜的第一，实现历史性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