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维华

网络舆情的爆发大多反映的是政府、高校

等相关涉事部门举措不够，行动缓慢，没有与

社会公众进行沟通，未对真实情况予以公开，

更没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面对事件采取的系

列错误举措成为引爆网络舆情的“导火索”。

一、产生重大舆情的主要原因
一是危机应对意识薄弱，没有满足公众

知情权。由于涉事部门在舆情危机事件中居

于主导地位，掌握着绝对话语权，与公众之间

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会出现工作人员公权私

用的现象，漠视公众的知情权、消极应对群众

的质疑和批评，不利于涉事部门和公众之间

的积极互动。

二是网络舆情治理主体单一，缺少联动

合作机制。在网络舆情发展的各个阶段，涉

及的主体部门较多，但是实际工作中，面对来

势汹汹的舆情事件，各个部门很难联动在一

起，缺乏一个领导集体，使得舆情治理效果大

打折扣。

三是网络舆情治理制度实用性差，智能

化程度低。目前很多舆情治理规则主要就是

依托以往的个人工作经验，个人工作经验因

为口耳相传或者主观影响比较严重的原因，

造成不同的治理人员在实操过程中，治理效

果差别很大。

二、重大舆情应对机制的探索
重大舆情如何应对是考验一个政府执政

能力的重要指标。重大舆情的应对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要领

导高度重视，转变舆情观念。这里的领导高

度重视既包括省级或者市级的党政领导也包

括主要部门的领导。重大舆情处理情况千差

万别，问题千头万绪，又有时间的要求，只有

协调各方面的资源、抽调相关专家和人员形

成合力才能解决各种矛盾，才能高效迅速地

处理重大舆情。

二是建立两个机制。建立舆情监控预警

机制，政府部门可以借助科技手段和人工相

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舆情监控。建立舆情问责

机制，把重大舆情产生的数量和重大舆情处

理的结果作为评价地方政府官员工作业绩的

一个指标。

三是科学设立两个机构。可采用“1+1”

的模式，即设一个常设机构和项目制临时机

构。常设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日常舆情的监

控预警，负责处理非重大舆情的舆情处理。项

目制临时机构就是重大舆情处理工作小组，主

要职责就是重大舆情的应对处理，重大舆情一

旦处理完毕，这个临时机构就地解散，后期的

跟踪反馈工作可由常设机构来接手。

四是形成两项制度。实行网络用户实名

制，出台相关法律制度要求各大互联网平台

用户注册必须实名。实行政府舆情监管机构

和各大互联网平台的后台数据库对接制度，

一旦产生网络舆情，可以快速准确定位到舆

情产生的源点。

五是建好三支队伍。第一支队伍就是网

络舆情专项处置小组，是处理舆情工作的常

设机构。这支队伍的人员数量不用太多，但

是综合素质要高，专业能力要强。第二支队

伍就是重大舆情处理团队，就是我们前面所

说的重大舆情处理小组。这支队伍的领导者

一定要由政府的高级领导担任，因为他需要

负责协调各方力量、各方资源，成员从各个部

门抽调专家来组成。第三支队伍就是网络评

论员队伍。需要建立一支人数可观的、为政

府发出正面声音的网络评论员队伍。

三、重大舆情应对的具体措施
（1）第一时间发出权威声音。重大舆情

的热度比较高，应在第一时间发出权威的声

音，做到尽可能早的、正确的、透明的、信息量

大的发出声音，引导舆论。

（2）政府领导应亲临现场恢复秩序。政

府主要领导亲自赶赴现场，指挥相关应急救

援工作，做群众的主心骨。这样有助于控制

事态发展、减少损失，更重要的是有助于稳定

人心，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3）严防社会问题政治化。重大舆情事件

定性上要严防将社会问题政治化，把社会压力

分解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去逐一处置。

（4）多部门联动处理重大舆情事件。很

多社会矛盾中，需要党政各职能部门的联动

通力合作，特别是建立舆情磋商和应对联席

会议制度，避免口径不一致，舆情反复。

（5）要善于责任切割。近年来的网络舆

情事件表明，及时进行“责任切割”是非常有

效的手段，对捍卫政府整体的公信力起到了

良好的作用。

（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
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JC64，作
者为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李敬

自2004年至2022年，国家连续19年发

布以“三农”工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可见

“三农”工作的重要性。河南农耕文化源远流

长、自然遗产得天独厚、人文遗产独一无二、民

俗文化独具风情。乡村文化以其稳定性、惠民

性、融合性、创新性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

精神动力和实现文化强省建设的助推器。

一、河南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问题
目前，随着乡村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也面临亟待

解决的问题。一是乡村文化遭受多元文化冲

击。文化多元化浪潮的渗透，乡村传统道德

伦理受到消解、乡村文化朴素的价值观念遭

到蚕食、乡村文化生存空间逐渐萎缩。二是

乡村文化建设人才接续不畅。文化管理及创

意人才紧缺；干部队伍多为兼职；工艺传承人

才老龄化突出。三是乡村文化管理效率有待

提高。文化活动开展囿于形式，“供不合求”；

相关制度落实与宏观政策脱节。四是乡村文

化产业竞争能力不强。文旅融合工作缺乏总

体规划和精准定位；景区和展览参与性、互动

性、带入性差；文化资源经营分散，未能形成

协同集聚效应和完整的产业链条。

二、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探索
以成绩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提高

乡村文化振兴的针对性、有效性。

（一）探索正确方针，指引乡村文化建设

全面发展。

一是“绣花式”对标精准。因村制宜、因

史制宜、因俗制宜，精准布局、精准施策。二

是“一盘棋”协同联动。政府在人才环境、服

务体系、评估体系上起主导作用；社会力量投

入资金支持，进行产业化运营；农民始终保持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三是“大循环”双轮驱

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城乡

协同共进，各种要素双向高效配置。四是“放

长线”辩证取舍。既充分挖掘乡村特有的优

秀传统文化因子，又要深刻认识乡村文化振

兴的时代要求，还要研究新情况，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五是“弹钢琴”统筹规划。科学统

筹城乡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塑造多元

性的特色文化；科学统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在古今交流碰撞中推陈出新；要站在民族

的角度抓大局，更要在乡村文化自身角度抓

细节，布好局、谋好路、定好向。

（二）创新文化内容，确保乡村文化建设

健康发展。

一要结合主流文化，选准创新基点。要

明确乡村文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方向，把乡

村独特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发出

来，选好发展创新点、提出总体性方法，打造

地方特色并强力推进，使乡村文化凸现出

来。二要凝练文化品牌，形成品牌效用。信

息爆炸时代，尤其要注重实现对一种文化的

系统认知，形成品牌效应。三要抵制劣质文

化，引导乡风文明。排除消极负面文化因素，

吸收积极向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和

谐、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优质文化因素，积极引

导构建文明乡风。

（三）完善人才基础，支撑乡村文化建设

持续发展。

一要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对乡村新生代

劳动力群体和留守在乡村的乡民大规模开展

知识素养和能力素养培训；要实施文化人才

下乡常态化活动，长期开展对农村留守儿童、

妇女、老年人等乡村重点人群的网络知识普

及和智能工具的应用培训。二要留住后续文

化人才。打造家园文化核心圈，塑造“新家

人”文化；打造家园中间圈，塑造“新亲戚”文

化；找准产业定位，塑造“新产业”文化。三要

完善留人外部环境。构建“线上有亮点、点上

有特色、面上全改善、全面大提升”的乡村生

态宜居建设格局。

（四）做好文旅融合，促使乡村文化建设

创新发展。

一要找准乡村文旅连接点。宜融则融，

能融尽融，找准文化和旅游的最大公约数、最

佳连接点，推动乡村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多方

位、全链条深度融合。二要构建文旅融合新

模式。推动网红经济、夜间经济、创意经济、

体验经济等新模式，实现供应链重塑、产业链

整合、价值链融合。三要拓展文旅融合新业

态。推动“老少边穷”地区的旅游资源转化为

产业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康养旅游，建立区

域文旅产业联盟；打造高端民宿集群格局，推

动“吃、住、行、养、游、购、娱、学”一体式融合

发展。四是打造文旅融合新引擎，创新文旅

呈现、传播和服务方式，利用智能化、数字化

提高服务品质、改善乡村文化体验。

（本文系2021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
决策咨询项目“新时代河南文化强省建设路
径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21JC45，作者为中共郑州市委党校中华
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大豆，古人称之为“菽”，五谷之一。作为重要的

粮油兼用作物，大豆具有高营养价值、用途广泛的特

点。种豆，不止得豆。可以说，一颗大豆，牵动着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

提升大豆产能事关群众营养健康。大豆是人类

植物蛋白和脂肪的主要来源，豆油是重要食用油，豆

腐是传统佳肴……我国是大豆原产地，种植和消费

历史悠久。

如今，大豆除了制作豆制品等健康食品，还用作

饲料。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肉蛋奶的

品质提出更高要求，豆饼、豆粕等优质蛋白饲料在养

殖业中的需求越来越大，大豆作为饲料的用途也越

来越重要。

此外，大豆的产业加工链也在不断延长。大豆

可以作为人造纤维、塑料、脂肪酸、医药工业等方面的

重要原料，在食品工业中可用于人造黄油、奶油等。

可以说，大豆是宝贵的农业资源。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消费国，提升

大豆产能有利于降低对外依存度，提高自给率，十分

必要。近些年来，我国大豆进口量总体呈逐年增加趋

势，2020年超过1亿吨，豆粕饲用需求是拉动大豆进口

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

续，气象灾害、地区冲突等因素加大粮食市场的不确

定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落实好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的“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

程”，将粮食安全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提升大豆产能，要千方百计扩种大豆。稳粮扩

豆，不能顾此失彼。要保证粮食的稳产，同时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来扩种大豆。比如说东北地区大豆和

玉米的轮作，西南和西北地区大豆和别的作物间

作。另外，还可以充分挖掘盐碱地种植大豆的潜

力。

提升大豆产能，要坚持扩面积、提单产双轮驱

动。大豆单产低一直是制约我国大豆产能提升的

重要因素。我国大豆的单产仅为美国的60%左右。

尽管我国加大大豆育种投入力度，大豆种业快速发

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提高大豆单产，要继续坚持大豆种业科技自立

自强，加强种业基础性和前沿性研究，提升竞争力；

要针对不同生态区生产实际，加大突破性新品种选

育力度；要健全大豆良种繁育技术体系，提高大豆

新品种筛选鉴定能力等。 （王建）

4月1日，中国棉花协会制定的“中国棉花”可

持续生产团体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第一个棉

花可持续生产方面的标准。

“中国棉花”可持续生产团体标准主要包括

棉花可持续生产、资源与环境保护、质量与可追

溯性、职业健康与安全等重点内容。与单纯棉

花生产技术标准不同的是，在可持续生产环节

中，标准更加关注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地膜

等化学品的管理和使用；在资源与环境保护环

节，更关注水、土壤健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温

室气体减排等方面。

中国棉花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也是世界纺织

大国。从事棉花、棉纺及上下游产业的棉农和产

业工人有1.6亿多人，遍布西北内陆棉区、黄河流

域棉区和长江流域棉区等地。“中国棉花”可持续

生产团体标准在以上地区先后开展试点，并吸纳

了首批6家生产端合作伙伴。

中国棉花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上一个棉

花年度，按照项目可持续生产规范生产皮棉近9万

吨。“中国棉花”可持续生产团体标准的发布和实

施有助于引导棉花生产者采用可持续的生产经营

方式，满足人们对高质量、可持续棉制品需求，破

解行业发展不平衡难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增加

棉农收入和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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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从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获悉，该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对西瓜种

子大小自然变异的分子基础进行系统研究，揭示了

西瓜种子大小遗传变异基础。

种子大小是西瓜重要的农艺性状之一，不同种

质资源种子差异很大，籽用西瓜种子显著大于鲜食

西瓜种子。

该团队对代表西瓜种子大小的五个参数（百粒

重、种长、种宽、种厚、种脐长度）进行了表型测定与全

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粘籽西瓜与籽瓜的种子显著

大于其他类型的西瓜，种子扩张可能是西瓜遗传驯化

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西瓜种子大小主要是由种

长、种宽和百粒重决定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获得与

种子百粒重、长、宽显著相关的SNP位点和候选基因，

并进一步对候选基因的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究。研究

成果为西瓜育种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撑，并为分子标

记辅助育种提供了潜在的分子标记。（龚成胜）

4月9日，从郑州大学获悉，该校崔金杰研究员团

队研究了转苏云金芽胞杆菌（Bt）基因抗虫棉对天敌昆

虫蠋蝽的影响，发现解毒代谢酶基因和Bt蛋白受体可

作为评价抗虫棉对捕食性天敌昆虫影响的指标，为转

基因抗虫棉的开发和商业化种植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蠋蝽是农田重要的捕食性天敌昆虫，对鳞翅目、半

翅目等多种农林害虫有较好的防治作用。随着Bt抗虫

棉的开发和商业化种植，蠋蝽可能通过取食植食性害

虫而间接摄入Bt蛋白。但目前Bt蛋白对蠋蝽是否存

在负面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研究人员利用ELISA技术分析了Bt蛋白在抗虫

棉中的表达量，并发现微量Bt蛋白可通过“抗虫棉-棉

铃虫-蠋蝽”食物链传递到蠋蝽体内。进一步研究发

现，Bt抗虫棉不能引起蠋蝽的解毒代谢反应，Bt蛋白也

不能与中肠受体进行特异性的结合。结果表明抗虫棉

对蠋蝽没有产生不利影响。该项研究为天敌昆虫的保

护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宗合）

4月10日，在安阳市殷都区磊口乡安河村寨子山，

安河种养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为桃树疏花。安河村村

干部、合作社负责人李新学介绍，花量较多时，一定要

疏花，这样可以提高坐果率和果实品质。疏下的桃花，

除了可做茶、入药外，还能加工成护肤品。毕兴世摄

郑州果树研究所揭示影响
西瓜种子大小的密码
西瓜育种有了数据支撑

郑州大学农学院发现抗虫棉
对蠋蝽几乎没有影响
天敌昆虫保护有了依据

疏下 做花茶桃花

四月种啥菜咋管理四月种啥菜咋管理 这份指南请收好这份指南请收好
□□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郑军伟郑军伟

科技前沿

三农课堂

随着气温
不断回升，蔬
菜生长进入旺
盛期。本月要
做 好 地 膜 栽
培、露地栽培
的茄果类、瓜
类、豆类以及
叶菜类蔬菜的
栽种工作，又
要加强露地蔬
菜和棚栽蔬菜
的田间管理；
棚栽的各类蔬
菜 要 及 时 采
收，防止“倒春
寒”为害。

播种移栽

本月可以露地直播的蔬菜有本月可以露地直播的蔬菜有：：春白春白

菜菜、、春萝卜春萝卜、、春菠菜春菠菜、、芹菜芹菜、、芫荽芫荽、、茼蒿茼蒿、、苋苋

菜菜、、木耳菜木耳菜、、荆芥荆芥、、上海青上海青、、快菜快菜、、秋葵秋葵、、豇豇

豆豆、、扁豆扁豆、、芸豆芸豆、、眉豆眉豆、、韭菜等韭菜等；；可以露地可以露地

育苗的蔬菜有育苗的蔬菜有：：黄瓜黄瓜、、冬瓜冬瓜、、瓠瓜瓠瓜、、甜瓜甜瓜、、

豇豆豇豆、、包菜包菜、、花菜花菜；；生姜可以催芽后播种生姜可以催芽后播种。。

茄果类茄果类（（番茄番茄、、茄子茄子、、辣椒辣椒）、）、瓜类瓜类

（（西瓜西瓜、、甜瓜甜瓜）、）、豆类豆类（（豇豆豇豆、、芸豆芸豆、、眉豆眉豆））和和

莴苣莴苣、、生姜等生姜等，，可以采用地膜覆盖或露可以采用地膜覆盖或露

地直接定植地直接定植。。

田间管理

适时定植适时定植，，合理套种合理套种。。蔬菜幼苗蔬菜幼苗

生长迅速生长迅速，，要适时定植要适时定植。。不能按时定不能按时定

植的植的，，应将营养钵排开放大营养面积应将营养钵排开放大营养面积，，

控制浇水控制浇水，，避免徒长避免徒长；；合理间作套种合理间作套种，，

不仅增加复种指数而且有利于改变田不仅增加复种指数而且有利于改变田

间小气候间小气候，，如莴苣行中套种瓜类如莴苣行中套种瓜类、、豆豆

类类，，大棚草莓套种番茄大棚草莓套种番茄，，大棚黄瓜套种大棚黄瓜套种

苦瓜等苦瓜等。。定植前定植前，，要深耕细耙要深耕细耙、、整地作整地作

畦畦、、施足底肥施足底肥。。

棚栽蔬菜棚栽蔬菜，，通风降湿通风降湿。。晴好天气要晴好天气要

适当提早卷起棚膜通风适当提早卷起棚膜通风，，晚上覆盖膜保晚上覆盖膜保

温温；；擦净棚膜擦净棚膜，，提高蔬菜进行光合作用提高蔬菜进行光合作用

的能力的能力；；大棚内土壤经常保持湿润大棚内土壤经常保持湿润，，逐逐

渐增加浇水次数和浇水量渐增加浇水次数和浇水量，，提倡地面地提倡地面地

膜全覆盖和膜下滴灌灌溉技术膜全覆盖和膜下滴灌灌溉技术，，阴雨天阴雨天

尽量不要浇水尽量不要浇水；；温度逐渐升高的情况温度逐渐升高的情况

下下，，要及时施肥要及时施肥；；病虫害采用物理和药病虫害采用物理和药

剂防治相结合剂防治相结合，，进行综合防治进行综合防治。。

浇水施肥浇水施肥，，中耕除草中耕除草。。定植缓苗定植缓苗

后后，，要及时查苗补缺要及时查苗补缺，，松土锄草松土锄草，，浇水施浇水施

肥肥，，及早搭架绑引蔓及早搭架绑引蔓、、点花催红点花催红、、人工授人工授

粉粉。。茄果类注意整枝茄果类注意整枝、、浇水施肥浇水施肥；；瓜类瓜类

整枝摘心整枝摘心、、保花保果保花保果，，根瓜适时早采根瓜适时早采；；豇豇

豆和架刀豆要防沤根豆和架刀豆要防沤根、、整枝摘心整枝摘心、、勤采勤采

摘摘、、施肥施肥、、中耕松土中耕松土，，扁豆要提苗扁豆要提苗、、中耕除中耕除

草草；；马铃薯追肥灌水马铃薯追肥灌水，，喷洒磷酸二氢钾喷洒磷酸二氢钾。。

及时间苗及时间苗，，促进生长促进生长。。22~~33月播种月播种

的萝卜和胡萝卜出真叶和的萝卜和胡萝卜出真叶和““破肚破肚””时各时各

间苗一次间苗一次，，萝卜行距株距萝卜行距株距3535厘米厘米~~1717厘厘

米见方米见方，，胡萝卜行距株距胡萝卜行距株距2020厘米厘米~~66厘厘

米见方米见方，，定苗后随水追施沼液或尿素定苗后随水追施沼液或尿素

1010~~1515千克千克。“。“破肚破肚””后直根开始膨大后直根开始膨大，，

每亩随水追施高钾水溶肥每亩随水追施高钾水溶肥2020千克千克（（间隔间隔

1515天再施一次天再施一次），），并注意病虫防治并注意病虫防治。。

防治病虫害

茄果类蔬菜注意防治猝倒病茄果类蔬菜注意防治猝倒病、、灰霉灰霉

病病、、早疫病早疫病、、晚疫病晚疫病、、褐腐病褐腐病，，茄褐纹病茄褐纹病、、

绵疫病绵疫病、、叶霉病叶霉病、、病毒病病毒病；；瓜类蔬菜注意瓜类蔬菜注意

防治枯萎病防治枯萎病、、炭疽病炭疽病，，莴苣霜霉病莴苣霜霉病、、菌核菌核

病病、、白粉病及黄瓜瓜蚜白粉病及黄瓜瓜蚜、、瓜绢螟等瓜绢螟等；；豆类豆类

蔬菜注意防治锈病及美洲斑潜蝇蔬菜注意防治锈病及美洲斑潜蝇、、豆荚豆荚

螟螟；；马铃薯注意防治晚疫病马铃薯注意防治晚疫病。。用于留种用于留种

的莴苣的莴苣、、洋葱洋葱、、胡萝卜胡萝卜、、白萝卜白萝卜，，要注意防要注意防

治菌核病治菌核病、、灰霉病灰霉病、、霜霉病霜霉病、、疫病等疫病等。。同同

时时，，要注意防治岈虫要注意防治岈虫、、黄守瓜黄守瓜、、小地老虎小地老虎、、

黄曲条跳甲黄曲条跳甲、、小菜蛾小菜蛾、、菜青虫菜青虫、、斑潜蝇等斑潜蝇等。。

及时采收

春白菜春白菜、、春萝卜春萝卜、、春胡萝卜春胡萝卜、、菜薹菜薹、、

莴苣莴苣、、茼蒿茼蒿、、芫荽芫荽、、菠菜菠菜、、苋菜苋菜、、韭菜韭菜、、甘甘

蓝蓝、、花菜花菜、、黄瓜黄瓜、、瓠瓜瓠瓜、、丝瓜丝瓜、、西葫芦西葫芦、、菜菜

豆豆、、豇豆豇豆、、番茄番茄、、茄子茄子、、辣椒辣椒、、草莓等草莓等，，要根要根

据长势及市场行情及时采收上市据长势及市场行情及时采收上市，，以提以提

高经济效益高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