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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国宏曹相飞通讯员

王静会 闫璜）投资12.5亿元的“三个一

批”项目汽车电子科技产业园5栋厂房已

主体封顶，10栋厂房主体框架建设正在

有序推进；投资3.1亿元的“三个一批”项

目益广内衣产业园一期已竣工投产，建成

20条内衣生产线，年产200万件品牌内

衣，二期已全面开工建设，预计年底前正

式投入使用……眼下的邓州，到处是坚持

“项目为王”、用项目抢抓发展的火热建设

场景。

“2021年10月26日，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明确提出，支持邓州建成省中等城

市；8天之后的11月2日，省委书记楼阳

生把到基层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邓州，手把

手为邓州加快中等城市建设明方向、交任

务、作指导。今年2月10日，在南阳市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市委书

记朱是西明确要求邓州要在南阳建设河

南省副中心城市征程中走在前、当先锋、

挑大梁。”5月26日，邓州市委书记、市长

邓俊峰告诉记者，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与支持下，邓州主动对接融入省市战略，

全市上下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工作理念，

锚定“一抓三突破”工作部署，吹响建设河

南省中等城市、力争“全省一流、南阳排头

兵”的奋斗号角。

抓“实”项目谋划。坚持悟深吃透上

情，找准优势，精准对接，谋划储备一批好

项目、优质项目。围绕提质发展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

业，突出先进制造业、创新驱动能力、新型

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领域，系统“凝练”

一批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强化弱项的实

用性、支撑性的大项目。今年，邓州谋划

重点项目共计193个，总投资1021亿元。

做“实”招商引资。坚持跑项争资、招

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一体推进，实现重大

招商项目的数量、质量、投资量“三量”齐

升。抓住沿海产业转移契机，综合运用以商

招商、委托招商、股权招商、资本招商、驻地

招商等方式，不断提高招商引资的组织程

度、推进强度和突破力度。全年计划新招引

项目70个以上，实现合同引资150亿元。

夯“实”落地投产。坚持各环节发力、

全周期提速，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最优

质量推进项目建设。把“三个一批”和“万

人助万企”结合起来，严格落实重点项目

领导分包等机制，加强顶层调度、目标调

度、资金调度、环境调度，每月开展一次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排队活动，每季度开展一

次“三个一批”点评活动，每半年组织一次

重点项目建设观摩考评活动，聚焦签约项

目开工率、开工项目投产率、投产项目达

效率，传导压力、压茬推进，确保早施工、

早投产、早达效。

今年以来，邓州已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40个，总投资398亿元，开工项目32个，

总投资246亿元，正在积蓄中等城市发展

的蓬勃动能。

□本报记者董豪杰巴富强于涛

有苗不愁长！

5月 24日，返乡种粮三年的王华

文，咂巴咂巴嘴说：“那也得看是啥样的

苗、咋长。”

王华文是商水县张庄镇八里王村

人，小时候他就常听老人说，寒露种麦，

十种九得，过了寒露节气，就可以种麦

了；等流转土地种麦时，他才发现，按照

目前的气候、品种等条件，要想种好麦，

得晚点儿下种。

头两年，王华文都是将播种期推迟

到10月20日左右：“麦无两旺嘛，早旺

晚不旺，冬前旺长了，春天返青后就没

后劲儿了，产量肯定受影响。”

秉持着小麦避免早旺原则，王华文

前两年的小麦种得不赖；可刚摸清小麦

的“脾气”，今年这季小麦却让他头大。

咋了？王华文有一块百余亩的麦

田，地势低洼，去年秋汛严重积水；眼看

小麦播种期过了，愣是种不上，“拖”到

了11月20日左右才种完，比常年整整

晚了一个月。

播种前，商水县农技站站长刘林业

专门交代：要种植生育期短的早熟品

种，整好地、适当增加播量。

王华文确实这样做了，但还是因为

播期过晚，苗子不好。

过了春节，麦苗该返青了，王华文到

地里一看，全是独根独苗、根系发育差，

冬前基本分蘖很少，真正是“弱不禁风”。

根据亩茎数、单株分蘖等指标，麦

苗被分为三类，单看亩茎数，不超过90

万为壮苗、一类苗，60万至80万为二类

苗，40万左右为弱苗、三类苗。

王华文这百余亩地，茎数每亩还不

到40万，是典型的弱苗。

商水县2022年麦播面积124万亩，

像王华文这样的弱苗田有9万亩之多，

占比7%；而正常年景，全县弱苗田也就

2万亩左右，占比不足2%。

有苗不愁长，苗算是有了，王华文

愁长！

还好，小麦一生8个月的生育期才

过了两个月，还有“辗转腾挪”的空间。

刘林业也鼓励王华文：“不能放弃，‘三

分种七分管’，只要抓住时机、管理得

当，这些弱苗最后一定会强起来。”

全县有9万亩弱苗，咋管？商水县

农业农村局成立了3个“科技壮苗”行动

专家组、23个春季麦田管理技术服务

组，分赴全县23个乡镇，在地头看到“弱

不禁风”的麦苗就现场培训、指导。

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弱苗促壮关

键就一个字：早！

早中耕划锄，促进根系生长；早追

肥、浇返青水，增加分蘖保成穗；早喷施

叶面肥，补充营养；早喷药，防治病虫草

害……

王华文照专家的指导“钉”在麦田

里忙啊忙，忙到3月底，功夫不负有心

人，这百余亩麦田里的麦苗全部转化为

一、二类苗，绿油油一片，他才放下心。

2021年麦播，河南省有1000万亩

小麦晚播，越冬期一、二类苗的比例较

往年同期减少10.9%，三类苗比例增长

了11.5%。到今年4月底，全省一、二类

苗占比基本恢复到常年水平，三类苗比

冬前减少近1000万亩；受灾严重的新

乡、鹤壁等豫北地区一、二类苗较冬前

提高25.5个百分点，过了促弱转壮这一

关。

5月30日，王华文的这百余亩麦子

开始收割，经过6个月的精心伺候，这些

本来缺少希望的麦子亩产超过了1100

斤。

刘林业算了一笔账，弱苗管不好的

话，每亩能减产400斤；全县9万亩弱苗

田，少收3600万斤，按照每斤1.45元的

收购价来算，把弱苗变成壮苗相当于挽

回了5000多万元的损失。

今年河南小麦丰收，“科技壮苗”功

不可没。

□本报记者于涛孙好闯

传统的麦收工具见证了劳动人民的

智慧！

5月27日中午，阳光很好，遂平县断

山口村村民杨宝营用自制的“神器”把麦

子推开，让麦子充分享受“日光浴”。

这个带把的木制“神器”，看似拙笨，

却能翻来覆去两用，有点神奇。

“神器”的木把上装了一块大约40厘

米长、20厘米宽的木板，木板的一面齐整

整的，运动过程中“滴水不漏”。杨宝营

说：这是用来摊麦子的，把成堆的麦子摊

成“煎饼”，让每一粒小麦都接受阳光，然

后再用它把晒干的小麦聚拢成堆。

木板的另一面，成锯齿状，是专门“跑

冒滴漏”的。杨宝营说：谁家也没有足够大

的晒场，不可能把小麦摊成薄薄的一层，如

果小麦有两三厘米厚，下面的麦子就晒不

着了，用这个“锯齿”面来回推几次，上层的

麦子下去了，下层的麦子上来了，就保证了

同一晒场里的小麦“共热同干”。

这个“神器”在当地叫“两头忙”，杨

宝营从记事的时候就有，谁发明的，不知

道，反正用着很方便、挺得劲。

粮满囤讲故事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时下，我省

8500多万亩小麦正陆续收获，夏粮收购

工作即将全面展开。

5月30日，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了解到，今年我省提前谋划、及早动

手，在仓容、资金等方面做了大量前期工

作，确保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小麦收购均价

1.52元/斤，比去年同期增加近0.3元/

斤，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最低收

购价收购大概率启动不了，市场化收购

仍将成为今年主导。

为保障夏粮收购，我省各地积极腾

仓备库，千方百计扩大收储能力。目前

我省预备夏粮收购仓容530亿斤，完全

满足粮食收购需求。省农发行已备足

5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夏粮收购，

确保夏粮收购资金足额供应。

为做好粮食收储服务，今年我省将

大力推广预约收购、上门服务，推广候车

室式“粮食收购综合服务大厅”服务方

式。同时，督促各地国有粮食企业在严

格落实当地疫情防控政策的前提下，延长

收购时间，早开门，晚关门，挂牌收购，尽

量避免收购现场人员聚集、排长队，做到

疫情防控和粮食收购两不误。此外，充分

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为售粮农民

提供粮食整理服务，尽力减损增收。

为加强粮食收购监督检查，我省将

严格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压实各

级政府属地管理责任，严厉查处未按规

定告知、公示粮食收购价格，收购粮食压

级压价，未及时支付售粮款等违法违规

行为，切实保障售粮农民利益。

□宋朝

粮食安全是大事，也是大家的事，大家的事需要

每个人都操心。

2021年秋汛，导致全省1000万亩小麦晚播，如何

保证晚播小麦迎头赶上、齐头并进、获得丰收，成了

全省人人操心的头等大事。

首先是粮农操心。河南粮农历来认为“种不好

庄稼是很丢人的事”，辛勤耕耘，渴望的就是丰收；尽

管近些年“增收”演变成了热门话题，但粮农关心的

依旧是地里收多少粮、囤里存多少粮，当然也有新生

代关心的是卖粮得了多少钱。这种骨子里对粮食的

重视，不让他们关心粮食生产是不可能的。

小麦弱苗促壮需要技术手段，今年专家和农业

技术员就“大显身手”了。冬前的覆膜保温、浇灌返

青水、喷施叶面肥等，众多的技术手段在不同地区根

据不同苗情分类实施；和往年不同的是，这些技术员

不再是嘴上讲讲了事，而是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教

粮农怎么干。有手段自然就有效果了。

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夏粮生产的重视是真金白银

的投入，今年省财政下发的“一喷三防”救灾资金就有

4.06亿元；跨区作业收割机高速免费、机手核酸检测不

要钱等，都是保证对夏粮丰收、颗粒归仓的有力支持。

人人都要吃饭，粮食生产是大家的事，大家的事

大家共同关心、共同操心，不多余、应该的。

5月30日，沁阳市紫陵镇宋寨村“三夏志愿者帮扶队”在帮助缺

少劳力的农户抢收小麦。“三夏”期间，该镇13个行政村，村村都成立

了“三夏志愿者帮扶队”，帮助缺少劳动力、行动不便的农户抢收抢

种。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邓州 坚持“项目为王”加速中等城市建设

粮满囤说麦收

“两头忙”，忙丰收 大家的事大家操心

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

530亿斤仓容确保颗粒归仓
500亿元资金就位“钱等粮”

我与乡村共成长墩墩苗墩墩苗墩墩苗墩墩苗 搜索15515779057 添加微信“墩墩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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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是一座千年传
承、底蕴厚重的城市，5000年
前轩辕黄帝在这里练兵讲
武，3000年前《诗经·郑风》在
这里流传诞生，1000年前密
县县衙在这里拔地而起。

城关镇古县衙景区、伏羲
山风景区、超化镇超化古寺、
米村镇朱家庵村、超化镇
黄固寺村等，既有秀丽
风景，亦有古韵遗风。

大隗镇牛肉、
荷叶饼、金银花、

卷尖、新密虾尾等。

欢迎到新密来

全力组织好小麦机收会战
高质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让法治阳光洒满乡村
□本报记者张莹文/图

调研基层司法所、民主法治村……5月

11日，尹晓艳将一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

当。

“新密的司法所基层职能发挥得还不够

充分，触角要继续向基层末梢延伸，让法治

的阳光洒满乡村每一个角落。”尹晓艳说。

尹晓艳是法学硕士毕业，一毕业就到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法庭工作；四级高级

法官，一年审判四五十起刑事案件，结案数

结案率在庭里均是第一。

“胆汁质气质类型，有冲劲、有干劲

嘛。”85后尹晓艳非常乐观自信。

去年10月，尹晓艳主动响应省委号

召，成为一名墩苗干部；11月2日，尹晓艳

被任命为新密市副市长，分管民政、司法、

大数据管理等，主持市司法局全面工作。

“司法所在基层治理方面能够发挥特

别大的作用，社会上发生的纠纷并不都是

通过审判解决的，相当一部分民间纠纷通

过民间调解就可以解决。但一些乡镇对司

法所不够重视，职能发挥得不够充分。”查

阅资料、交流座谈、个别走访、调查问卷、数

据统计分析，尹晓艳调研了全市大半司法

所后，得出了结论。

平陌司法所是全国模范司法所，地方

不大，却担负着平陌镇20个村的民事调

解、法律援助、基层法治等。

（下转第二版）

尹晓艳（右二）到社区疫情监测点察看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防范要求》（GB/T29315-2022）近

日经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将于6月1日起

正式实施。这一标准明确了校园安全防范的

16个重点部位和区域，把校园安全防护区域

从内部延伸到了门口、周边地区。

这是记者 30 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

的。新标准是在2012年版标准的基础上进

行的首次修订，弥补了人力防范和实体防范

方面要求偏低、系统技术指标与新技术应用

不匹配不协调等问题，对于进一步完善校园

安全防范工作规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标准以体现校园安全“人防、物防、技防

相结合”为重点，保障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人身

安全为主要目标，从实际出发，强化问题导

向，着力在重点部位、重要措施、应急处置、技

术支撑等方面完善相关内容与技术规范，提

升学校安全防范水平。

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防范新标准6月起实施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李萌萌）5月

30日，副省长武国定到新乡市、鹤壁市

调研“三夏”生产、机收准备和灾后恢复

重建等工作。

在卫辉市东天平村、浚县30万亩高

标准农田示范方，看到蓄滞洪区内的晚

播小麦，由于后期管理到位，如今丰收在

望。武国定指出，今年的小麦能有如今

的丰收局面，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要

科学组织小麦机收会战，搞好农机调度，

统筹好疫情防控，确保小麦适时收获，颗

粒归仓；要抓好小麦机收防火和秸秆禁

烧，严格落实责任，确保“三夏”安全；要

引导各类市场主体搞好夏粮收购，引导

蓄滞洪区内的群众和粮食经纪人减少自

持粮数量，确保储粮安全。

在卫辉市城郊乡河东社区，浚县傅

庄堤水毁修复工程、小河镇柴湾村集中

安置区、卫河彭村堵口等地，武国定指

出，要加快集中安置点建设进度，严把工

程质量关，确保6月底工程完工、10月底

群众入住；要加快水毁工程修复，搞好卫

河共渠险工险段的查险排险，确保今年

安全度汛；要加快水毁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高建设标准，完善管护办法，推广智能

化、水肥一体化的节水灌溉措施；要加快

推进农村“四化”供水步伐，深入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提高农民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武国定还到河南科技学院调研小麦

品种培育工作，对他们取得的科研成果

表示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