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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鸿
雨）“我来自开封市祥符区曲兴镇，5月

19日夜里到的，今年是第五年到郏县

作业。一下高速，值班人员就发给我

一张卡片，上面有农机配件销售、柴油

供应、餐饮住宿、核酸检测等方面的电

话。郏县服务周到，很暖心。”5月23

日上午11点，在郏县堂街镇曹庄村附

近一座加油站，正在为收割机加油的

农机手马楠楠高兴地说。

郏县今年夏粮种植面积46.5万

亩，现有收割机402台，按往常收获

期15天测算，约需700台收割机，但

受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部分农机

手来不了或滞留他乡。为此，郏县

农机中心统筹谋划，以乡镇为责任

主体，与县农业农村局、县交通运输

局等通力合作，建立了有序高效的

应急处理机制。

为让跨区作业农机顺利到达，郏

县农机中心向往年来郏的外地农机手

一一电话发出邀请，提前告知防疫要

求和各项服务政策。在郑栾高速郏县

收费站出口设置24小时服务站，专人

负责车辆统计，第一时间和乡镇对接，

以点对点的服务确保车到有人接、有

人管、有活干。同时，为作业农机手赠

送包含洗漱用品、纯净水、口罩、体温

计、解暑茶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暖心

包”。

“我们正同各乡镇协商，尽快设立

‘司机之家’，对麦客们免费开放休息

室，提供免费的手机充电、洗澡、洗衣

等服务，让麦客们温暖作业、顺利转

场，全面确保郏县小麦机收稳定有

序。”郏县农机中心主任刘世杰说。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 通

讯员段永强李靓）“今年有疫情，来回

路上不方便，放心吧，家里的活儿有人

干！”5月22日，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

党支部书记白科鹏正给该村在外务工

村民张合新电话沟通。

连日来，辉县市各乡镇党委政府

和村“两委”，组织党员干部、青年团员

和志愿者成立小麦机收服务队，走村

入户，排查在外务工不能返乡和无劳

力、无能力等困难家庭，登记在册，明

晰底数，针对摸排梳理出的夏收夏种

困难户，制定“一对一”帮扶名单，保证

不漏一户、颗粒归仓。

该市充分发挥县处级领导干部

的模范带头作用，强化服务在前、挂

帅督战，构建了各项工作“一竿子插

到底”的包联责任制。全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深入一线跟进监督、精

准监督，全面摸清掌握各乡镇（街

道）机收面积、机械数量、未返乡家

庭人员麦收困难情况，掌握底数、统

筹调配，确保适宜机收机播地块有

机可用、每个夏收夏种困难户有人

帮扶。农机部门挂图作战，绘制农

机作业分布图，合理组织调度机械，

科学有序开展作业。

“我们为全市近2000名农机手免

费办理了意外保险，解除了农机手的

后顾之忧。”辉县市农机中心主任杜志

永说，中石化、中石油也提早备足农机

用油，保证农机供油不断档，确保农业

机械享受优先加油服务。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

员符浩）金色的麦浪随风舞动，马达的

轰鸣声悦耳动听。5月23日，淮滨县

75万亩弱筋小麦正式开镰。

当天上午，记者在该县邓湾乡小集

村看到，种粮大户王传厚种植的弱筋小

麦全部成熟，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

田里驰骋，秸秆粉碎后全部还田，收割

上来的小麦随即倒入路边的三轮车内，

小麦颗粒归仓。

“好事全叫我碰到了！去年播种

时的墒情好，今年政府提供的政策

好，收割时的天气好！”王传厚的喜悦

心情溢于言表，“今年的小麦预计亩

产1100斤左右，比去年足足增加300

斤。去年一斤小麦1.26元，今年涨到

了1.52元，每亩地比去年增收500块

钱左右。”

淮滨县小麦种植面积84万亩，其

中弱筋小麦75万亩。今年淮滨县小麦

生长形势较好，除了气温、降水等环境

因素适宜生长外，小麦“一喷三防”工作

落实到位，小麦赤霉病比往年少，整体

来说，小麦落黄好，小麦品质优。

“经预测，今年淮滨县小麦平均单

产是395.2公斤，总产量是33.2万吨，

比去年增加0.7万吨，提高2.15%。”淮

滨县高级农艺师王振旭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黄华）“驻马店市共

组织60多万台（套）农机投入‘三夏’生

产，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3.3万台、秸秆

打捆机3034台。”5月24日，在驻马店

市“三夏”生产新闻发布会上，该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常科说。

今年驻马店市夏粮播种面积

1171.73 万亩，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1168.3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3.15万

亩。为切实组织好今年的“三夏”生产

工作，驻马店市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副市长刘晓文任指挥长的

“三夏”工作指挥部，设立了综合、气

象、疫情防控、交通、农机等五个专班，

在组织好麦收的同时，储备化肥15万

吨、农药750吨、农膜1180吨，以满足

“三夏”生产需求。

在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农发

行驻马店分行为粮食收购企业新增

授信 60亿元，该市已为夏粮收购准

备仓容245万吨，确保政策性收购仓

容充足。截至5月23日，驻马店市已

收获小麦10.7万亩。

光山油茶拓宽致富路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盛鹏

夏树苍翠，阳光璀璨。

5月18日，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里，

漫山遍野的油茶树郁郁葱葱，油茶树丛中

的池塘波光粼粼，登山栈道逶迤穿行。槐

店乡晏岗村村民黄友德一大早就背着工

具上山，给油茶树剪枝。“在油茶园里务

工，每年能收入2万多元。”黄友德说。

“司马光油茶园通过油茶种植、生产

加工，实现年产值近亿元，带动周边群众

就业增收，帮扶了609户1831名脱贫人

口，实现人均增收2800元以上。”河南省

联兴油茶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陈世

法介绍说。

光山县是大别山革命老区县，也是

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当地把

大力发展油茶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全力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司

马光油茶园，实地了解油茶产业发展和

老区脱贫情况。他强调，利用荒山推广

油茶种植，既促进了群众就近就业，带动

了群众脱贫致富，又改善了生态环境，一

举多得。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光

山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光山县

委、县政府制定了5年油茶产业发展目

标，明确到2025年，全县新增油茶种植

10万亩，建设现代油茶产业示范园1万

亩，改造低产油茶林10万亩，新建配套

完善油茶园基础设施20万亩，带动10

万农户种油茶，户均增收5000元，形成

油茶种植、精深加工、科技研发、品牌打

造、销售物流、产旅融合等全链条产业。

光山县浅山丘陵面积占全县总面积

的63%，为把荒山变为“金山”，光山县出

台优惠政策，设立了全省第一笔国开行油

茶专项支持贷款3.4亿元，组建了油茶产

业联盟，成立了油茶产业联盟党支部，培

育司马光、联兴等油茶品牌，启动了“光山

油茶”地理标志品牌创建，把油茶产业融

入“一带一路”，推动油茶企业“走出去”。

目前，全县油茶种植总面积27.1万亩，油

茶籽产量5.25万吨，去年以来新种植油茶

树1.6万亩，建成茶油加工厂2个。

不仅“卖好油”，还要“卖好游”。光山

县推动茶旅融合，吸引社会企业投资1.2

亿元，建设了司马光茶溪谷项目，发展乡

村旅游。利用司马光油茶园及周边区域，

谋划建设国家油茶公园。通过“龙头企

业+专合组织+基地+农户”的模式，将油

茶种植与林地流转相结合，催生油茶企业

和合作社56家、种植大户218户，带动更

多群众参与产业生产，实现稳定增收。

如今，光山县林木覆盖率提高到

45.85%，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不仅带

来了生态效益，还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实现了双赢。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马德
英）5月23日，走进渑池县仰韶镇高村小

学三年级教室，主讲老师正在进行实时

直播授课。随着老师点击黑板上的大屏

幕，相应的图片、文字在屏幕上渐次显

现，而远在5公里外的仰韶镇张沟小学

三年级的小学生通过视频直播，就能和

主讲老师进行互动。

在渑池县，像张沟小学一样通过“专

递课堂”接受网络联校教学的学校（教学

点）还有很多，他们用网络对点连接，让农

村学生直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开齐开足

开好国家规定课程。

近年来，渑池县持续加大信息化建

设投入力度，全面推进“互联网+教育”，

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据统计，从2016年到2020年3月，

该县累计投入教育信息化建设资金

6346万余元，建成计算机教室58间，配

备班班通一体机826套、教师备课电脑

1820台，为学校实现数字化校园建设打

下良好基础。

2021年 12月，渑池县教体局投资

100余万元，启动了“渑池县三个课堂平

台建设”项目，在13所乡村小学建设“专

递课堂”主讲教室22套、听课教室38套，

覆盖全县38个教学点，占全县教学点的

63%。

本报讯（记者杨青）5月24日，记者

从省体育局获悉，省体育局联合省教育

厅日前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在加快体育强省建设，深入

推进我省体教融合工作，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和体育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等方

面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意见》要求，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程。要严格按照国

家课程方案要求，小学1~2年级每周至

少开设4节体育课，小学3~6年级和初中

每周至少开设3节体育课，普通高中及中

职学校每周至少开设2节体育课。

中小学要根据实际，采取每天2个

大课间或每天1次活动课等形式，切实

保证在校学生每天1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时间。鼓励在课后服务中开展多样化

的体育活动，降低学生近视率、肥胖率，

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协作机制。

《意见》明确，各地要将各级各类体校

纳入当地体育、教育发展规划，统筹地方

资源改善体校办学条件。要优化体校项

目布局，遴选1~3个重点项目，组建专业

性复合团队，打造金牌教练工作室。要对

有发展基础和潜力的体校以经费投入、专

业指导、对口支持等方式重点扶持。

《意见》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体

育教师与在校生比例要达到1∶220，高

中阶段按每周12~14学时工作量配备1

名体育教师，高等院校按每周10~12学

时工作量配备1名体育教师。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王振 韩
际东）5月20日上午，商丘市睢阳区宋

城办事处五里井村党支部书记杨国庆

带领村民耿老太的家人，将一面印有

“爱心无限、品德高尚”的锦旗送到上

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陈洪手中，感谢陈洪送回走失的

耿老太。

5月17日上午11时40分许，陈洪

下班时，发现一位老人神情慌张、颤颤

巍巍地在道路上行走，还不时停下脚步

东张西望。见此情景，陈洪赶忙停下

车，把老人扶到路边耐心询问，得知老

人有一儿一女，儿子姓耿。老人16日深

夜出门，出门后摸不清方向，只知道家在

五里井村，然后就在路上一直走。了解

情况后，陈洪多方打听得知五里井村在

睢阳区宋城办事处，便驱车将老人送到

五里井村村委会。

见到老人后，杨国庆立刻给老人的

孩子打电话，电话那头，老人的孩子很着

急。当看到老人安然无恙时，老人的儿

女都万分激动。由于五里井村拆迁，一

家人现居住在信华城小区，耿老太因患

有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记不清路，如果

不是遇到好人陈洪，后果不堪设想。

5月24日，在尉氏县邢庄乡一家农机销售公司，芦墓张村的村民正选购农机具。随着“三夏”到来，该县农机部门加紧

对各类农机进行检修、调试，农民们忙着选购农机为“三夏”生产做准备。李新义摄

驻马店市
60万台（套）农机战“三夏” 有人接 有人管 有活干

郏县为外地农机手送上服务“暖心包”

辉县市 麦收服务队为群众解忧

让青少年体魄强起来，河南打算这样做

中小学生每周至少2节体育课

渑池县“专递课堂”让师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商丘好人陈洪

护送迷路老人平安回家

（上接第一版）

脱贫攻坚中的“凤凰涅槃”

得益于国家的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

兴战略，短短几年间，鲁山县香菇产业如

“凤凰涅槃”，不断迈上新台阶。

瓦屋镇土桥村地处虎盘河和荡泽河

交汇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都很丰富，

为香菇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水源保证；离二

广高速出站口不足500米，头一天下午鲜

香菇装车外运，第二天中午就能摆上省外

的超市柜台；附近漫山遍野的野生栗树每

年都有大量被修剪下来的废弃枝条，也为

香菇生长所必需的原材料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资源。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土桥村的香

菇产业从2019年年初改造52座草莓暖棚

开始，3年来已发展到如今的400多座，年

产鲜香菇约2600吨，远销广东、湖南、新疆

等地。另外，该村还建有16座每个80平

方米的冷库、2个制种基地、2个制棒车间，

带动该村300多名村民就近发展香菇种植

或务工增收。

“目前我们公司一年能制作出400万袋

香菇原种，可以接种7000万个菌棒，除公司

自用外，还远销山西、安徽等地。”位于土桥

村的鲁山尧荣菌业公司总经理蒋礼仁说。

蒋礼仁介绍，公司的香菇大棚、冷库、烘

干房基本上都是县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援

建的。县委、县政府和镇党委、镇政府也对

公司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主要领导经常

过来调研，解决公司的实际困难。去年受暴

雨天气影响，基地积水深达三四十厘米，镇

党委书记陈永坤和镇长吴雅丽连夜赶到现

场查看灾情，指导排水抢险工作。

“去年暴雨过后，我们公司建议在附

近修建一条排水沟，县、镇领导都十分重

视，马上筹措资金，今年春节过后，1000多

米长的排水沟已经修成了。作为浙江杭

州人，我没想到河南的创业环境也这么

好，当地党委、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也

这么大。”蒋礼仁说。

脱贫户李军伟的老家在瓦屋镇红石

崖村，目前住在瓦屋街上的易地扶贫安置

小区。“2005年时我就在老家种过香菇，但

我们那里条件不好，效益也不高。后来儿

子出车祸住院花了四五万元，我也成了贫

困户。搬到瓦屋街上居住后，我先是在附

近的土桥村承包大棚种香菇，后又在小区

附近的香菇基地承包了9个大棚。这两年

收入不错，去年净赚了15万元，还雇了几

个脱贫户帮忙，一年发出去的工资也有5

万多元。”李军伟说。

李军伟介绍，他所在的小区，搬迁过

来的脱贫户大部分都是通过种植香菇或

在附近的香菇基地打工，实现了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在鲁山县，像李

军伟一样靠种植香菇致富或在香菇种植

基地务工脱贫的人比比皆是。

取得荣耀后的“续写传奇”

近年来，鲁山县先后荣获“全国食用

菌行业先进县”“食用菌生产先进基地县”

“中国香菇之都”等称号。“我们从没有满足

已取得的成绩，而是不断引进新技术、新

理念，继续把香菇产业做大做强。”鲁山县

乡村振兴局局长魏建运说。

近两三年来，土桥村和鲁山县大部分

乡村新建的香菇大棚，基本上都是按统一

的标准建造：每座大棚占地240平方米，上

面放置遮阳网，里面配置自动喷淋设备、

风机设施等，保证了大棚内“冬暖夏凉”，一

年四季都可以出菇。

在观音寺乡，香菇种植大户匡长军

2021年筹措资金，引进建设了32座目前国

内最先进的第三代双拱香菇棚：每座长32

米、宽16米、高5米，一个大棚分为两个拱

棚，两个拱棚顶中间又有一个宽约2米、高

约1.5米、起通风作用的小拱棚。这样的一

座大棚里面可放置2万个香菇菌棒，一年可

出产2茬共40吨左右鲜菇。“我们的现代化

大棚，出产的香菇多为白面菇，质量更高，

市场上很受欢迎。”匡长军说。

匡长军介绍，他在观音寺乡注册了菇

乡情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和收购鲜香菇，然

后统一销售到新疆、上海、广东等地。目前

公司有10个共800平方米的冷库和6台大

型烘干设备，业务已覆盖周边村庄220多座

大棚。此外，公司在团城乡新建的香菇基地

有110多座大棚，在熊背乡新建了23座大

棚，都已投入使用。“公司自筹资金8000万

元，目前已在4个乡镇布局了香菇规模生产

基地。全部投产后，每年可生产12000吨

鲜香菇，产值可达1.1亿元，高峰期可带动

800人就业增收。”匡长军说。

而在位于马楼乡虎营村的万顺菌业，

180多座新建大棚内，部分夏菇已开始采摘

上市。该公司又自创了一种“双网双喷”降

温法：一个养菌大棚上面有2层遮阳网，内

外各有一套喷淋设备，这样可以保证在盛

夏高温天气时，大棚里面的温度也不会超

过28℃，香菇菌丝可以照常生长。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采用这种新型

大棚降温法培养菌种，比放在养菌车间内

每个菌棒可以节约0.2元成本，每个大棚

放置7000个菌棒，仅此一项就可以节约

1400元。我们有60个养菌大棚，每年可

节约8万多元呢。”万顺菌业负责人、今年

38岁的创业者张沛君说。

2021年10月16日，由中国乡镇企业

协会食用菌产业分会等主办，鲁山县委、

县政府承办的第四届全国（鲁山）香菇产

业创新发展大会举行，来自全国20余个省

市的食用菌专家、行业人士近300人参加

此次大会。专家们聚焦食用菌（香菇）产

业高质量发展，探讨香菇产业创新发展模

式，推介优秀香菇品牌，引领产供销各方

精准对接，为鲁山县香菇产业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

在观音寺乡太平保村，一期投资1.2

亿元的鲁山天泽源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正

在平整厂区地基，该公司将以香菇深加工

为主，大部分产品将销往国外，预计今年

年底前即可建成投入使用。

鲁山县立足“香菇黄金生产带”的独

特区域优势，在目前年种植香菇2.6亿袋

的基础上，将再次书写传奇“菇”事。

“鲁山县将紧紧围绕绿色高质量发展

目标，力争让更多群众共享全国绿色食品

原料（香菇）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成果。

要把基地创得更优、品质更佳、品牌更亮，

交出新时代绿色发展优异答卷，为中原更

加出彩持续贡献鲁山力量。”鲁山县委书

记刘鹏说。

鲁山“菇”事

新征程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奋奋进进 老区新貌

淮滨县
75万亩弱筋小麦开镰

战“三夏”夺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