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李梦露赵家卉

“一说要收麦了，他就慌得不能

行，自己摇着轮椅就来了，咋说他都不

听。”5 月 24 日，舞钢市铁山街道韩庄

村的田间小路上，48 岁的王绍英跟母

亲、哥哥一起拿着木锨翻搅、摊晒刚收

下的麦子。

王绍英“数落”的是一旁快80岁的老

父亲王德芳。他坐在一辆红色手动轮椅

上，戴着草帽，光着膀子，一动不动地盯着

干活的几个人，标准的现场“监工”。

听见闺女分心跟记者说话，他挥了挥

手，不耐烦地喊：“弄啥呢，别说话，别耽误

俺收麦！”

“他就是这样，看你干活不顺眼他就

吵你，俺都不敢犟。”王绍英笑得很无奈，

手上动作一刻也不敢停。

王德芳家一共六七亩地，其中有5亩

多地20多年前就流转出去了，只剩下一亩

多地，一直是老两口侍弄着种麦，子女们

劝了多少次不让他们种地，每次都被训斥

一顿后，偃旗息鼓。

“前两年突发脑溢血后，我爹腿脚不

方便了，更不能种地了。谁知道他还是不

丢这一亩多地，说我们没经过年饥，根本

不知道家里存一囤粮食有多重要！”王德

芳的儿子王文召说，“现在只能俺兄妹俩

亲自收麦了，第一不想惹老爹生气，第二

保证自家的粮食安全，也算是为国家的粮

食安全做点贡献吧！”

王德芳种了一辈子的麦，丰收对他能

延年益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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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杜福建

“最近我准备投资300万元，在‘茶祖

小镇’上新建个茶文化形象店，为桐柏茶产

业发展增光添彩！”5月30日，桐柏县鑫茗

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钲荃告诉记者。去

年，黄钲荃的公司承包茶园面积扩大到

1200亩，年收入1000余万元，这增强了他

扩大再生产的底气。

黄钲荃所说的“茶祖小镇”，位于桐柏

县城南郊、淮河南岸，该项目引资21亿元，

占地4000亩，集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

（以下简称“三茶”）于一体，对促进当地以

茶为纽带的一、二、三产业提档升级将发挥

强力的拉动效应。

桐柏县委书记贾松啸告诉记者，近年

来，桐柏县按照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

筹发展的理念，推动桐柏茶产业发展壮

大。目前，桐柏县的生态茶园已发展到

15.5万亩，其中进入开采期的茶园面积9.6

万亩；全县拥有各类茶企、合作社100余

家，从业人员5万余名。去年，全县制作茶

叶总产量3100吨，产值8.5亿元。

桐柏山茶文化氤氲古今桐柏山茶文化氤氲古今

据《茶叶通史》记载，早在唐朝时，桐柏

区域就被列入淮南茶区。茶圣陆羽曾在

《茶经》上对古义阳郡（现今的桐柏县东部）

茶的品质进行了详细评价。

近年来，桐柏县委、县政府把传承弘扬

桐柏茶文化与盘古文化、淮渎文化、佛道文

化、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采取“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的形式，通过每年举办“中原

茶乡第一采”采茶仪式、手工制茶大赛、万

人品茶、“三茶”论坛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活动，使得茶文化日渐成为桐柏县重要

的文化品牌。

桐柏茶叶桐柏茶叶““漂洋过海漂洋过海””

桐柏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6年以来，桐柏县茶叶出口累计创汇

1.44亿美元，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及中亚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省级出

口农产品（茶叶）安全示范县”“河南省外贸

转型升级基地”等荣誉称号。

桐柏茶叶能如此畅销，来源于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对有机茶产品生产的追求。桐

柏属高纬度产茶区，地处淮河源头，兼有南

北气候特点，所产茶叶氨基酸、芳香物质含

量高，具有天然有机茶的独特品质。为把

茶产业做大做强，桐柏县对遍布山区的野

茶资源实施保护性开发，制定了有机茶的

地方性标准，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有机茶生

产，精心培育了“桐柏玉叶”“桐柏红”两大

茶叶品牌。

目前，桐柏县14家茶企获得产品有机

认证证书23个，有机茶园认证面积2万余

亩。

中国南茶北移的前沿科研阵地中国南茶北移的前沿科研阵地

茶科技对桐柏县茶产业、茶文化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战略支撑和引领作用。早在

20世纪90年代，河南省茶树良种繁育场就

在桐柏县建成并投入使用。这里收集保存

了全国13个省区200个茶树品种，用作试

验研究，多次获得部级、省级科技成果奖。

近年来，桐柏县聘请中国工程院院

士等专家学者作为红茶研发顾问，着力

提升桐柏茶产品、茶产业的科技含量和

创新能力;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

法，持续开展茶农培训行动，组织制茶技

术人员参加全国茶叶加工工（精制）职业

技能竞赛，涌现出一批茶叶加工“优秀选

手”;在“桐柏玉叶”绿茶、“桐柏红”红茶

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利用夏秋茶叶资

源，成功研制出具有桐柏特色的茯砖茶，

改变了过去茶农只采春茶不采夏秋茶的

传统，实现了茶叶原料利用最大化，走出

了一条红、绿、黑兼备的多类茶转型发展

的新路子。

“我们将通过打造‘茶祖小镇’，加快

建设茶祖文化公园、茶科技苑等举措，进

一步弘扬茶文化，壮大茶产业，发展茶科

技，让‘三茶’统筹发展，成为推动桐柏革

命老区绿水青山‘蝶变’金山银山的重要

引擎，奋力走在中原地区乡村振兴的最前

列！”谈到“三茶”统筹的未来前景，贾松啸

信心满满。

桐柏“三茶”统筹扮靓淮河源头

□本报记者董豪杰李燕于涛

你还记得两个月前刷爆全网的“奶奶

‘喂狗式’投掷馒头，遭居家隔离孙子嫌

弃”的视频吗？那个被“投喂”者，是商丘

市睢县长岗镇轩老村的轩洋洋，他是个00

后，是个网红。现在家里的麦子熟了。

5月26日上午10点多，轩洋洋刚起

床，顶着湿漉漉的毛巾说：“先坐，等我洗

完头。”

乡下孩子变成网红，轩洋洋的作息时

间也变了，晚上是重要的工作时间。

一番收拾后，轩洋洋带着略显沙哑的

声音说：“从昨天晚上一直直播到今天凌

晨4点多才睡。”

头发梳得锃亮有型、耳朵上戴着耳

钉，2001年出生的轩洋洋是个时尚人。他

拍摄制作的视频十分接地气：聚焦农村那

些事儿，不少视频的背景都是麦田。

从播种到金黄一片，粉丝们跟着他见

证了丰收，粉丝们经常七嘴八舌，问他一

些农村的生产生活趣事。

骑上三轮车、背上打药桶，给小麦打

药，轩洋洋不敢耽误；左手拿个馍啃、右手

拿根棍子，轩洋洋边吃边放羊；带上自制

工具、斜挎个蛇皮袋，轩洋洋摘蒜薹时被

奶奶“嫌弃”；连农村走街串巷收蒜的商

贩，也被轩洋洋跟踪，拍成小视频上传。

都说80后不想种地、90后不懂种地、

00后不问种地。但轩洋洋这个00后，不

仅关心种地，还很会种地。

“走，我领你们去看看俺家的麦地，出

村没多远就到了。”到了地头，轩洋洋抬手

指了指说：“南边到芦笋地、北边到界桩这

块儿就是俺家的地，一共三亩二。”

轩洋洋说，今年“五一”期间，他按照当

地防疫政策又被居家隔离了。但这次，轩

洋洋有点坐不住了：“前阵子俺这儿一直没

咋下雨，旱，小麦灌浆水得赶紧浇上。”

“灌浆正是麦粒长饱的时候，这时候

要是旱了，那不管。”轩洋洋说的“管”，是

当地方言，就是行、可以的意思。

父母在外打工回不来，爷爷奶奶年纪

大干不动，直播间里被称为家人的粉丝们

更是鞭长莫及。唯一会干能干的轩洋洋

却不能出门。这不中，那不行，到底咋

办？还好，长岗镇镇政府组织设备、人员，

帮轩洋洋等72户村民及时浇上了水。

这才让轩洋洋放下心来，喝饱水的小麦

长得确实不赖。轩洋洋说，这产量不会低。

从麦田里出来，奶奶拍拍轩洋洋笑着

说：“等收了麦，还给你蒸大白馍吃。”

保住了小麦丰收，再过几天，轩洋洋

就能吃上奶奶蒸的大白馍了；中国每4个

馒头，就有一个产自河南，保住了河南的

小麦丰收，全国人民都能吃上白面馍。

00后也得吃馒头，所以00后也得会

种地，他们可以不以种地为业，会种是应

该的。

轩洋洋是个网红，会种地。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6月1日，用

粮企业周口五得利新麦价格1.56元/斤，

较前一日稳定持平；新乡五得利新麦价

格1.58元/斤，较前一日稳定持平；商丘

五得利新麦价格1.55元/斤，较前一日稳

定持平；遂平克明面粉厂新麦价格1.55

元/斤，较前一日稳定持平；延津克明面

粉厂新麦价格1.62元/斤，较前一日稳定

持平。

随着新麦大量上市，各级粮库陆

续开收。6月1日，许昌五里岗粮库本

库区，东库区收购新麦，二级及以上收

购价格：1.48 元/斤；南阳镇平县惠农

公司收购新麦，价格一等1.47元、二等

1.46 元、三等 1.45 元，新麦行情较好，

价格平稳。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6月1日，记者

从省气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期间，我省

将相继迎来高温和强对流天气。6月 3

日白天，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

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有中阵

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转多云。全省

最高温度达35℃以上，淮河以北大部县

市达37℃以上，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升至

40℃以上。6月3日夜里至4日，全省大

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

均，其中黄河以南大部县市有中雨，局地

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6月4日夜里，东南部阴天到多云，

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

到晴天。

过节不重要，收麦更重要。目前，全

省小麦收获已达三成，各地应抓住6月3

日前晴好天气，抢收晾晒，表墒较差地区

应抓住6月4日的降水过程，提前做好物

资储备，保证秋作物适时播种，豫东、豫

中麦区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做好防范。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记者6月1日

从省农机技术中心获悉，截至当天，我省

已收获小麦3018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

积的35.5%。当日，全省共投入联合收割

机9.5万台。

其中：信阳已收获小麦445万亩，占

播种面积的 90%；驻马店已收获小麦

832.5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1.3%；南阳

已收获小麦 736 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67.3%；平顶山已收获小麦190.6万亩，

占播种面积的 55%；郑州已收获小麦

92万亩，占播种面积的46.5%；洛阳已

收获小麦 146 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41%；漯河已收获小麦67万亩，占播种

面积的28.2%；周口已收获小麦293万

亩，占播种面积的26.4%；许昌已收获

小麦7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22.1%；商

丘已收获小麦78.7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8.4%；开封已收获小麦28万亩，占播种

面积的6.1%。

新麦行情新麦行情

新麦行情好价格稳

5月31日，在济源市济源南站下站口，济源“三夏”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的工

作人员给来济源作业的外地农机手发放“济源市农机局致跨区作业农机手的一

封信”，并赠送给每位农机手一个装有雨伞、毛巾、矿泉水等物品的大礼包。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麦收进度麦收进度

我省麦收已过三分之一
收获小麦3018万亩

后天有阵雨 麦收须赶紧

80岁老人轮椅上“监工”收麦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李玮马宏）近日，中国第二批

中欧地理标志产品名单发布，中国

共有175个地域产品入选。宜阳县

“水沟庙大蒜”是其中入选的大蒜地

理标志产品之一，也是洛阳首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被列入《中欧地理标

志协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清单。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是中国对

外商签订的第一个全面、高水平的

地理标志双边协定，具有保护数量

多、保护种类丰富、保护待遇高三大

特点。双方纳入协定保护的地理标

志产品不仅可在对方获得高水平保

护，还可使用对方的地理标志官方

标志，有利于相关产品有效开拓市

场。这也是欧盟首次通过协定允许

外国地理标志持有者使用其官方标

志。

成功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产品，

为“水沟庙大蒜”走出国门、进入欧

盟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提升了知名度、美誉度，推动了宜阳

大蒜产业逐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

规模化。

2015年，水沟庙大蒜获国家地

理标志认证；2020年12月，“三乡大

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宜阳大蒜持“护照”进欧洲
“水沟庙大蒜”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产品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6月 1

日，国务院安委会2021年安全生产

和消防工作第六督导检查组反馈会

在洛阳召开。

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

国务院安委会第六督导检查组组长、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余兵反馈督导检

查情况。余兵指出，河南在安全生产

和消防工作方面高度重视，制度措施

不断完善，认真开展安全专项整治，

应急救援能力不断提升。同时，在安

全监督执法质量、安全风险防范化

解、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基础能力等

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武国定代表省政府作了表态发

言，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做好安

全生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坚持

问题导向，对督导检查组反馈的问

题，开展全面排查专项整治，列出清

单，逐一整改，举一反三，确保全面

彻底整改到位。要层层传导压力，

落细压实责任，狠抓基层基础，推动

工作落实，以河南一域之稳定为全

国之稳定尽责任、作贡献，努力为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统一安排，5

月24日至6月1日，第六督导检查

组先后赴三门峡、洛阳等地开展实

地督导检查。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1日

下午，副省长武国定到黄河小浪底水

利枢纽和济源示范区，调研防汛备汛

和小浪底库周地质灾害影响工作。

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干流控

制性骨干工程，对保证下游防洪安全

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小浪底工程主

体大坝，武国定认真查看各类防汛设

施和监测设备，详细询问防汛备汛措

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要认真总结去

年超长秋汛防控经验，进一步完善防

汛预案，组织好防汛应急演练，加强

防汛设备检修维护，做好防汛人员物

资保障，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实行科

学精准调度，确保黄河安澜。

在济源示范区大峪镇王拐村，

武国定详细了解小浪底水库库周地

质灾害影响情况，仔细查看群众房

屋受损状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做好地质灾害点的

风险排查；要加强跟上级部门对接，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妥善解决好地

质灾害区群众安置问题；要压实属

地责任，坚持危房不住人，在汛期及

时转移地质灾害区群众，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务院安委会第六督导
检查组召开反馈会

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确保黄河安澜群众安全

导
读

今日起，本报开设“县委书记、县长谈高
标准农田建设”系列访谈专栏，详见本报2版。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2022年端午节放假的通知精神，本报

3日停报，6日恢复正常出版。 本报编辑部
敬告
读者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又是一年麦收时，为

确保夏粮丰收，客观准确评估因去年暴雨晚播的

“新麦26”优质超强筋小麦生产形势和实际产量，

6月1日，新乡市农业科学院邀请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省种子站、河南农业大学和新乡市种子站相

关专家，成立以茹振钢教授为组长的验收专家

组，对新乡市农业科学院建立在延津县司寨乡平

陵村的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新乡综合试验站

300亩新麦26示范基地进行了实地测产验收。

参照原农业部小麦高产创建验收办法，专

家在示范基地中选择10个样点，每个样点调查

1米双行穗数、20穗穗粒数，求出亩穗数51.3万

穗、平均穗粒数39粒，依据新麦26国家生产试

验千粒重45克计算，八五折后计算出产量理论

为765.26公斤/亩。

受去年洪涝灾害及9月中下旬持续降雨和

秋汛影响，新乡市小麦播种期普遍推迟，晚播面

积大，长势总体偏弱，是近几年来苗情最为复杂

的一年。为切实发挥农业科技支撑作用，确保

今年夏粮丰收，新乡市农科院高度重视，主动入

位，积极工作，深入推进冬小麦“科技壮苗”专项

行动实施，为新乡夏粮丰收做出了积极贡献。

亩产765.26公斤！
“新麦26”晚播之年创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