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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于涛巴富强董豪杰

“你瞎操啥心哩，天天问，天天

问！你不回来麦都不收了？离了你

地球都不转了？我正做饭哩，挂

了！”5月25日晚，正在做饭的张向

丽干脆挂掉了丈夫的电话。

张向丽是商水县舒庄乡杜店村

村民，她的丈夫叫杜俊山，家里种了

10亩小麦。

杜俊山每年都要外出务工，往

年一到麦收，他自己就会算好时间，

回家收麦。

今年杜俊山在上海务工。

“今年有疫情，我早就知道他不

能回来收麦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一天打几个电话问，你说烦不烦！”

张向丽不好意思地笑了。

50岁的张向丽嫁到杜店快30

年了，往年麦收，她最多给丈夫搭把

手；今年要她单枪匹马收自家的10

亩麦子，恐怕还真没这么大本事。

“今年情况特殊，不过上面早有

安排，各村都成立了红马甲帮扶队，

专门帮回不了家的农户收麦。”张向

丽说。

前几天，穿着红马甲的杜店村

党支部书记郭华和志愿者来到了

张向丽家，在客厅里把她家麦田的

数量和位置进行再次确认，明确了

麦收帮扶责任人，确定她家今年麦

收的事要“一管到底”。

“凡是没回来的，我们都一户一

户排查确认了，每户都有责任人；怕

在外的乡亲们不放心，我都现场给他

们通电话、听需求、做保证。”郭华说。

杜店村492户，9个村民小组，

共2119人，是个大村。

红马甲见人就问、见门就进，一

家一户问下来，确定了全村今年不

能回乡收麦的共26户，人在家但没

有能力收麦的如五保户等还有15

户。

郭华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

村成立了两支红马甲帮扶队，一支是

由党员干部组成的党员帮扶队，一支

是由志愿者、网格员等组成的志愿者

帮扶队，一共14人，已联系好了收割

机，也联系了4辆卡车和2台拖拉

机，保证能及时为他们拉麦子。”

为了便于识别，帮扶队员穿上

了红马甲，村里人就给帮扶队起了

个名：红马甲天团。

67岁的杜怀庆家里有七八亩

地，村里麦收帮扶队成立时，听到消

息的他就赶快去村党支部报名。

“我是党员，帮的人又都是乡

亲，这不算什么事。”杜怀庆说，他

的孩子正好在家，自家的麦子“见

缝插针”就收了，一定先给不在家

的村民收麦。

八组村民杜运兴今年78岁，他

的儿子杜海鹏在广东打工，属于26

户之一。

最近，50岁的红马甲志愿者杜

新闯每天下午都要去杜运兴家的麦

地里转转，再到他家门口坐坐，说说

麦子的情况。

作为杜运兴家的麦收帮扶负责

人，杜新闯的任务就是让老人彻底

放下心：儿子不回来，麦子照归仓。

舒庄乡乡长祁恒志说，今年全

乡29个村都成立了红马甲帮扶队，

共有红马甲志愿帮扶队员609人。

商水县今年的麦收面积是124

万亩，为了确保因为疫情不能返乡

的农户颗粒归仓，像杜店村这样的

红马甲帮扶队一共有800多支。

“非常之年”催生了“非常风

景”：红马甲映衬金麦粒。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5月25日，舞

阳县、宜阳县开镰收麦；宝丰县已进入全

面收获阶段，预计 7天收完，机收率

99%。预计下周河南麦收将进入高潮。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5月26日，

用粮企业周口五得利新麦价格1.57元/

斤，较昨日降5分；新乡五得利新麦价

格1.55元/斤，较昨日降5分；商丘五得

利新麦价格1.59元/斤，较昨日降2分；

遂平五得利新麦价格1.55元/斤，较昨

日降5分；遂平克明面粉厂新麦价格

1.62元/斤，与昨日持平；延津克明面粉

厂新麦价格1.65元/斤，与昨日持平。

5月26日，上蔡县五龙镇班闫村基

层收粮点新麦回落了2分钱，收购价

1.48元左右/斤。

□本报记者宋朝

“老太太拾麦穗”是古今中

外麦收的永远话题。

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画家米

勒创作了一幅油画《拾穗者》，描

绘法国农村小麦收获后，人们从

地里捡拾剩余麦穗的情景，捡拾

麦穗的是女人或者说是老太太。

作家莫言自称也有和母亲

捡拾麦穗的经历。

米勒画中表现的拾穗翻译

成豫西方言叫拾麦。

郑州已经退休的詹先生86

岁的老娘一直生活在豫西农村，

老娘身体硬朗，每年临近麦收，就

找出来平常几乎不用的竹篮，准

备去收割完了的麦地里拾麦。

詹先生说，前些年每到麦收时

他就得回老家嚷老娘、哄老娘，说不

能出去拾麦了，不然村里人都该说

孩子不养活她了，老丢人。

老太太振振有词：“不偷不

抢，拾俩麦，丢啥人！”

有一年老太太在本家孙子的

地里拾麦，正在看着收割机收麦

子的孙媳妇说：“奶，别拾了，热着

了咋办！你想要麦了等会我给咱

家送两袋。”

老太太说：“我不欠吃的，拾

俩麦是回去喂鸡子；粮食结个籽

儿不容易，丢地里可惜了！”

网上每年都有拾麦穗的新

闻照片，主角基本都是老太太，

拾麦穗好像一直是她们的偏爱。

詹先生手机里也存有老娘

拾麦穗的照片：头上搭个毛巾，

胳膊上挎个竹篮，竹篮里一篮子

都是已经掐了麦秆的麦穗。

詹先生说，这两年他已经不

劝老娘了，他盼着老娘年年能去地

拾麦，最好能再拾三十、五十年！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5月29日前，

河南全省降水较少，且为分散性降水、雷

阵雨，晴天为主。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

35℃以上，局部有可能达到40℃。除了

防范局部的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外，整体有利于新麦晾晒。

本报讯近日，原阳县检察院组织

全院干警收看警示教育片，使广大党

员干部从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增强

自身免疫力，以案为戒、以案为禁，知

规矩、守纪律。

今年以来，原阳县检察院以“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坚持把

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全面从严治检

之中，强化学习教育、强化督查考核，

压紧压实两个责任，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

为切实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责任

意识和纪律意识，原阳县检察院坚持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理论学

习，认真落实好“三会一课”、谈心谈

话等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坚定理想信念，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部

署上来，着力打造忠诚坚定、担当尽

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检察队伍。

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原

阳县检察院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对照主体责

任，“一把手”负总责，纪检组长负好

监督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对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情况，针

对重点环节、重点人员、重点工作，梳

理排查廉政风险点，完善考核制度建

设，坚持开展经常性检查与重点督

查，实行全民监督，将防控触角延伸

到干警8小时之外，对党员干部违法

违纪的情况，坚持一查到底，坚决防

止“破窗”效应，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

压线。 （夏兴宇）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5月26日，由河南省

农业农村厅、河南省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办的

“2022河南省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在唐河

县湖阳镇张湾村上演。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参赛的10台小麦联

合收割机轰鸣着驶入麦田。此次小麦机收减损

技能大比武的内容包括：机收的损失率、收割机

的作业效率和收割麦茬的高度。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省农业机械技术中

心主任凌中南表示，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的

目的是为广大农机手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把收

获损失降到最低，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凌中南同

时要求，各级农机部门要积极开展机收减损的知

识技能培训和工作指导，提高农机手“机收标准

化专业驾驶”操作技能，做到按标、按规作业。

据了解，此次在唐河县举办的小麦机收减损

技能大比武仅仅是第一站。接下来，省农业农村

厅、省农业机械技术中心还将在太康县老冢镇、

漯河市召陵区老窝镇、睢县董店乡、淇县西岗镇

等地举办4场。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5月26日，记者

从省财政厅获悉，为应对农资价格上涨形

势，支持“三夏”生产，保障种粮农民合理

收益，近日省财政再次下达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 8.44 亿元，加上前期下达的

18.74亿元补贴资金，今年已累计下达补

贴资金27.18亿元，有效缓解种粮增支影

响。

记者了解到，此次补贴发放对象为承

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际种粮者，包括利

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流转土地种粮的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

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

省财政要求市县进一步强化管理，加大监

管力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发放中存在的问

题。对于骗取、套取、挤占、挪用或违规发放等

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本报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郭建立肖颖

5月24日，主持召开北冶镇“五星支部”创建、

“三夏”、疫情防控和人居环境改善工作会议；5月25

日前往郑州，对接省发改委，商谈申请“虾菜共生”项

目“专项债”事宜；5月26日，参加全省应对特大洪涝

灾害应急演练视频会议、县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这

是张田近三天的行程，一年多来她一直很忙。

1984年9月出生的张田是新安县委常委、北冶镇

党委书记。在此之前，她是共青团洛阳市委副书记。

张田是去年3月到任新安“扎根”北冶的，9月

份被列入省“‘墩苗育苗’计划”。

“知道了为啥乡镇晚上才开会”“北冶竟然缺

土”“雨水大得怕人”……来到“黄河岸边”，张田收

获了很多“想不到”。

“现在是植树的好时节，北冶历史欠账多，这

个月你一定把树给栽上，矿山植被恢复是场硬

仗！”去年3月1日，报到当天，新安县委书记宗国

明给张田下达了任务。

剪去长发，扔掉高跟鞋，换上运动装。进村入

户，“板凳会”“地头会”，二十多天跑遍了所有村

组，张田对北冶的认识更加清晰。

距县城25公里，山岭连绵，土地贫瘠，东临小

浪底，北与济源隔黄河相望，31个行政村1个社区

4.1万人。陆地面积152平方公里，水域面积96平

方公里，占小浪底库区新安水面近六成，15个滨水

村，有“北方水乡”之称。

矿产资源丰富，秦时盛行冶铁，在新安北部，

得名“北冶”。有矿产16种，铝矿石和石灰石储量

均在1.5亿吨以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铝矿开采，煤矿、石灰炉

多，那时确实很富，财政收入超千万元。然而，粗

放开采的后果是植被破坏，千疮百孔。截至2020

年年底，遗留矿山“图斑”仍有34个。现实让张田

不敢有丝毫懈怠。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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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向辉

开封灌汤包、黄焖小酥肉、黄膘焖子、炒虾

尾、国宴狮子头、煎糟鱼、长垣卷尖……如今，想

吃这些河南特色名吃不需专门跑到饭店，在家进

行简单加工就能快速上桌，能够轻松吃到地道的

河南味道得益于预制菜的发展。

5月24日，在河南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举

办的首批预制菜推介会上，来自省内的18家预

制菜企业在现场进行了产品推介。

万亿级市场正在崛起

啥是预制菜？一般来说，指的是以农、畜、

禽、水产品为原料，配以各类辅料，用现代化标准

集中生产，经过分切、搅拌、腌制、成型、调味等环

节预加工完成，再采用急速冷冻技术或其他保鲜

技术保存的食品成品或半成品，“即食、即热、即

烹、即配”是其主要特点。

近年来，随着“宅家文化”带来的消费市场的

改变，叠加疫情影响，预制菜销量持续增长。相

关机构预测，随着我国预制菜行业逐渐成熟，预

制菜的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

河南发展预制菜优势明显

面对预制菜巨大的蓝海市场，我省不少企业

纷纷进军预制菜市场，如双汇、千味央厨、海味

尔、悦之丰等。目前我省拥有预制菜相关企业

6300余家，位居全国第二。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食品工业大省，河南具

有数千年美食底蕴，发展预制菜产业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河南具备食

品工业完整产业链的实力。在产业前端，无论是

米、面、菜，河南都有属于自己的行业品牌。河南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优势明显，物流优势巨大。

面对预制菜产业带来的新机遇，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牵头研究制定《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行动

计划》，明确我省将在预制菜领域开展升级行动，

顺应社会消费升级、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大力

发展预制菜产业，拓展绿色食品业发展新赛道。

在原阳县等地建设中央厨房产业园，打造全国知

名的预制菜加工基地。

（下转第二版）

让北冶山水活起来

预制菜少不了河南味儿

我省再次下达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8.44亿元

比比谁的损失小
全省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在唐河举行

黄河生态廊道32

公里；省道242线通龙

潭峡5A级景区，直达

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

发展香菇、花椒、冬

桃、樱桃、光伏等特色产

业，聚焦黄河文化高端民

宿、田园康养度假、农事体

验等，打造农文旅综合体

依托甘泉古窑村

文化旅游项目，挖掘豫

西民用陶瓷基地文化

联系电话：0379—67381156

红马甲映衬金麦粒

麦收进度麦收进度

河南多地开镰收麦

新麦行情新麦行情

新麦价格小幅回落

麦收天气麦收天气

天晴有利新麦晾晒

老太太偏爱拾麦穗

减损也是增产

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
原阳县检察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张田（中）在柿树岭村了解

“三清两建”工作。 焦雨摄

□张豪

在经历抗秋汛、弱转壮、防病

虫等多个关口后，河南小麦生产

再度迎来丰收。

每年的小麦收储，都会出现损

失率。把损失率降至最低，其实也

是变相提高小麦产量。目前，我省

夏收由南向北正在推进，各地应做

好减损工作，把丰收抓在手中。

把握好适收期。小麦生长至

蜡熟末期，质量、产量基本定型，

再继续生长，籽粒养分会回流到

茎秆，造成减产。农谚里说的“九

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

就是这个理儿。

减少机收损失。我省小麦机

收率已达99%，8500多万亩小麦十

多天就能完成机收任务。在快节

奏收获过程中，减少机收环节损

失是增产的重要途径。数据显

示，全省机收损失率每降低一个

百分点，就等于增产7亿多斤小

麦。机收过程中，机手操作不规

范，收割机割台的高低、行驶速度

的快慢及转弯半径大小等，都直

接影响收获率。所以，要强化农

机手减损意识，精细操作，对不按

规程操作的机手，要及时纠正。

减少农户储粮损失。今年新

麦价格涨幅不小，很多农户可能

会选择先储存起来再择机出售，

在此要提醒农民朋友，储存粮食

要选择干燥通风的环境、清洁的

容器，同时还要注意防虫。农户

家中储粮条件毕竟有限，所以，留

够自家吃的口粮就好，剩余的粮

食还是尽快流通出去。因存储造

成损失，多心疼人啊！

去北冶
看山望水忆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