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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加持“西平小麦”又丰收

粮满囤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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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麦行情新麦行情

新麦价格止跌上涨

麦收进度

我省小麦已收获七成多

舞钢多了个“粮满囤”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2日，

副省长武国定在郑州观摩2022年黄

河下游洪水预演实体模型试验，调研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和黄河实验室

建设。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

汪安南参加观摩调研。

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模型黄

河”试验基地，武国定认真观摩洪水

实体模型试验，了解特大洪水下黄河

下游河势、断面变化，查看重点滩地

偎水溃决情况。他指出，开展洪水模

型试验，可以对特大洪水过程下黄河

下游河势变化及可能发生的工程险

情进行预测，为下游防汛决策提供技

术支撑。要借助黄河实验室的重要

平台，重点解决好现代化堤防建设、

畸形河道清淤及泥沙资源化利用、桃

花峪水库前期研究论证等三个重大

课题，全面提升科技治黄能力。

在黄河实验室数字孪生黄河工

场，武国定了解实验室科研平台建

设、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听取黄河

水利科学研究院和黄河实验室科研

工作汇报。他强调，建设黄河实验室

是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是省委、省政

府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大决策。

要凝练一流课题，聚集一流人才，多

出一流成果，打造一流实验室，为建

设国家创新高地、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保障黄河长久安

澜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田春雨刘天鹏

万亩农田集中连片、作业道路平整通

畅、灌溉沟渠纵横交错、现代化农业设备

高效便捷……对西平县的许多种粮大户

来说，今年的夏收有着不一样的体验。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西平县

小麦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8万亩以上。”

西平县委书记李全喜说，“我们在通过高

标准农田建设实现粮食高产稳产、促进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始终把国家粮食安

全这份重任牢牢扛在肩上。”

激动“爹，咱家的小麦丰收啦”

6月1日上午8点，西平县人和乡的种

粮大户丁军华来到自家流转的6800亩麦

地里，随手扯下一个麦穗，用手仔细地揉

搓，轻轻一吹，嘴里小声地数着：“5、10、

15……55粒，是55粒！粒数不少，颗粒饱

满，小麦成了！”他迫不及待地给父亲打电

话报喜：“爹，咱家的小麦丰收啦！”

挂掉电话，丁军华又拨出一个号码：

“老李，把咱们的收割机开过来吧，可以收

割了，另外通知一下货车来拉小麦。”不一

会儿，6台德国进口的收割机便开进了麦

田，看着收割机奔腾驰骋，丁军华终于笑

了：“最近几晚上，我都睡不着，盼着开镰

收割，现在放心了。”

15分钟后，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渐渐

变小，8辆12米长的卡车缓缓驶入麦田，

看着金黄色的麦粒从收割机出粮口中喷

涌而出，丁军华兴奋得手舞足蹈：“今年这

小麦，亩产1300斤没跑！”

紧张“我们拼了命地赶播种进度”

智能微型气象站、土壤墒情监测仪、

虫情监测器……在西平县老王坡现代农

业示范区的3.1万亩核心区，坐在高标准

农田服务中心，敲敲键盘就能灌溉，动动

鼠标就知道小麦长势怎么样，看着屏幕、

吹着空调就能了解土壤墒情如何。西平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卫松说：“过去种田

全凭经验，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可以提

前对病虫害和墒情进行介入干预，给小麦

丰产丰收注入科技力量。”

“受去年秋汛的影响，再加上老王坡

是滞洪区，地势偏低，积水较多。为了尽

可能减少播种时间过晚的不利影响，我

们拼了命地赶播种进度。我们和项目方

调用了多台大型抽水泵，紧赶慢赶完成

了抽水作业。田间积水排干的时候已经

临近‘立冬’，我们一边继续实施农田改

造，一边组织力量抢种小麦……”刘卫松

站在高标准农田服务中心的智能监测办

公室，看着窗外滚滚麦浪即将收割入仓，

去年播种小麦的经历再次浮现。

刘卫松说：“经过测产，老王坡核心区

改造后的农田平均亩产比原来高出近300

斤。”

自信“亩产一千五，能卖两三千”

记者驱车赶到二郎镇绿色食品原料

标准化生产基地，恰巧碰到种粮大户张四

新正在地头闲庭信步般查看小麦长势。

“我这50亩小麦可是超高产攻坚田，

前天经过测算，平均穗粒数101.7个。”张

四新侃侃而谈，“我种了2000亩地，跟种

这片超高产攻坚田一样，都采用了宽幅精

播等技术。我有信心，今年平均亩产一定

会超过1500斤，卖个两三千块钱轻轻松

松。”

张四新的底气从何而来？西平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郭国选说，农技服务送到

田间地头，惠农项目降低种粮成本，农业

保险和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好政策，

不仅解决了种粮大户的后顾之忧，而且让

种粮大户更具动力，不断刷新“西平小麦”

平均亩产新纪录。

“粮食生产的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

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我们县把

这些关键点一一落实、落细于108万亩小

麦生产的全过程，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的‘西平小麦’能连年丰收，就没有悬念

了。”西平县县长侯公涛说。

□本报记者李梦露赵家卉

今年麦收，河南日报农村版出现了

一个卡通记者粮满囤，真巧，记者在舞钢

市真遇上了一个“粮满囤”。

这个“粮满囤”叫郭国范，舞钢市枣

林镇喜庄村人，往年从来没有囤过麦，但

今年他一粒都不卖，家里存麦子的地方

都腾好了。

郭国范囤粮不是为了卖高价。

他家一共有七亩半地，流转后就剩

下两亩半自己种，不耽误出去打工。他

说：“在杭州工地干个普工每月都能赚

6000块钱，那点卖粮钱，太毛毛雨了。”

郭国范囤粮也不是因为吃不饱。

他家六口人，除了他们夫妻俩，还有

儿子、儿媳、闺女和孙女。一家平时馒

头、面条都是买的，自己加工粮食吃的可

能性几乎没有。囤粮就是囤个放心。

6月1日，郭国范家的麦子晒干了，

两亩半地的麦子有两千五百多斤。小麦

入仓，他很满意，觉得今年在地里多下的

那些功夫，值。

郭国范很有文化，随口都能说出“备战

备荒”“深挖洞广积粮”这样的领袖语录。

“我平时好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有

人跟我说这些对农民没有用，他们不懂，

其实用处大着了，地球那边打仗，对咱都

可能有影响。咱农民得为自家负责，起码

让自己家的粮仓有粮。”郭国范说。

村村都有粮满囤，户户都是粮满囤，

每一家存粮都够自家吃，中国对粮食安

全就更有保障了。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 吴向辉）6月5

日，记者从省农机技术中心获悉，截至当

天17时，我省已收获小麦6226万亩（约占

全省种植面积的73%），当日共投入联合

收割机7.4万台。

大规模机收以来，我省各地认真落实

统筹疫情防控和农机作业“10条举措”，作

业组织有力、农机流通顺畅，全省成立应

急抢收队、服务小分队617支，开展代收

代种服务。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随着各级粮库

相继开收，对当前新麦价格提振有一定影

响，小麦收购价格上调走一波。6月5日，

用粮企业周口五得利新麦价格1.545元/

斤，较前一日稳定持平；新乡五得利新麦

价格1.57元/斤，较前一日上涨1分；商丘

五得利新麦价格1.56元/斤，较前一日上

涨1分；遂平五得利新麦价格1.55元/斤，

较前一日上涨1分；遂平克明面粉厂新麦

价格1.55元/斤，较前一日稳定持平。

6月5日，驻马店正阳直属库开收新

麦价格一等1.49元/斤，二等1.48元/斤，

三等1.47元/斤；南阳镇平县惠农公司（镇

平县储备）开收调控粮，一等1.47元/斤、

二等1.46元/斤、三等1.45元/斤。

□本报记者刘亚鑫通讯员段永强

6月 5日 12时，辉县市薄壁镇西何庄村

2400亩小麦收割完毕，288万斤小麦颗粒归仓。

黑色洞洞沙滩凉鞋，25块钱，镇上集市买

的。穿着这双鞋，西何庄村党支部书记栗林林

已连续工作10多天。

“比运动鞋、皮鞋都省事，早上刷了一会儿

就干，这阵子都穿它。”栗林林解释，“三夏”开

启，这鞋不耽误下地。

2019年，穿着铮亮皮鞋在非洲开发铬矿的

栗林林，回到家乡西何庄村，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那一年，他34岁。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

所在。3年多过去了，栗林林越干越顺手、威信

越来越高，为村里发展出了不少力、垫了不少

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党员的初心使命。

5月31日，田野一片金黄，西何庄村开始了

大规模收麦。在栗林林的组织下，村里成立了

由村干部、党员等近20人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

为无法返乡农民、夏粮收割困难家庭免费代收、

代卖，并24小时排班巡逻。

和收割机一样，栗林林在村里的麦地来回

奔波，踩着那双黑色洞洞沙滩凉鞋，早出晚归。

今年“三夏”，栗林林又一次通过了麦收考

验。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6月2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三夏”生产视频调

度会议，对“三夏”工作再安排再部署。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进入“三夏”以来，各地各有关

部门统筹疫情防控与“三夏”生产，各

项工作进展总体顺利。当前“三夏”生

产已进入关键时期，要打好粮食生产

关键一仗，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武国定强调，要精准搞好农机调

度，抓好供需对接，确保农机到位、收

获及时；要严格落实保通措施，按照

省里出台的疫情防控10条举措要求，

保障夏收人员和机械畅通无阻；要切

实抓好防火安全，严格落实秸秆禁烧

措施，严格管控田间用火；要科学组

织夏粮收购，积极探索“市场调控粮”

收购模式，维护好夏粮收购秩序，全

力确保储粮安全；要确保种足种好秋

粮，严格落实党政同责，确保秋粮种

植面积；要全力搞好服务保障，常态

化开展督促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困难

问题，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为稳住经济大盘提供坚强支撑。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高玉莹

“倡导家长不送考，爱心不能缺

少。”6月2日，郸城县招生办负责人手

拿助考大礼包向记者展示说，“全县

考生每人10个口罩、1件棉质衬衫，

水果、风油精、湿巾等一应俱全，还有

致广大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让每一

个考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党委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关爱。”

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郸城

县倡导家长不送考。为此，郸城县早

谋划、早动手、早落实，创新举措，努力

做好服务保障这道“必答题”，确保该

县16210名考生实现平安高考、健康

高考、温馨高考。

郸城县实行就地就校分配考场，

闭环接送管理。全县共设置16个考

点，564个考场，2个备用考场，48个隔

离考场。大部分考生就校不出校门参

加考试；对不在本校参加考试的考生，

安排专车点对点闭环接送考生。

共青团郸城县委负责人张帅说，

高考期间，郸城县设立了18个爱心助

考志愿者服务站，每个服务站配备10

个“爱心使者”围绕健康防疫、心理援

助、爱心资助等方面，为考生提供便

捷有效的“贴心服务”，在没有父母送

考、陪考的高考日，让广大考生感受

到每个考点有很多“代理哥哥”“代理

姐姐”在他们身后守望着。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郸城县各

单位各部门各尽其职，全力以赴，护航

高考。卫生防疫部门为每个考点配备

1名防疫副主考、1名防疫工作人员和

1名医务人员，专职负责高考期间防疫

常规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交通运输

部门组织60辆爱心送考车辆，为各考

点“点对点”闭环接送考生……

“疫情防控下的高考，更是对我

们的能力和作风的大考。我们的答

卷是：确保每一个考生不因疫情防控

影响高考，不因高考传播疫情。”郸城

县教体局局长罗明党自信地说。

本报讯（记者王侠）2022年高考

即将到来，为给高考学子提供安全畅

通的交通运输环境，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提前部署，从保畅通、保服务、保平

安入手，全力做好高考期间道路运输

服务保障工作，为考生保驾护航。

全力做好运力组织，科学制订运

输保障方案。针对高考期间部分道

路、考点可能出现的聚集性客流，积

极做好运力调度。鼓励对途经考点

的公交、地铁线路，在考生乘车高峰

期加密班次、缩短行车间隔，及时做

好疏运工作。适时增加各考点周边

区域出租车（含网约车）运力投入，满

足广大考生个性化出行需求。积极

配合教育、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组

建中高风险地区疫情应急运输队伍，

为考生提供“点对点”运输服务，有效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提高司乘人员安全意识和服务

意识，调配技术状况良好的车辆参与

运输保障，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舒

适的乘车环境。积极组织出租汽车、

城市公交、地铁开展“爱心助考”活动，

为考生及随行家长提供优先购票、安

检绿色通道、免费乘车等服务。参与

活动的出租汽车还将采取“定点”和

“流动”两种方式，为有需要的考生安

排一对一送考车，同时在路面随机免

费搭载考生。

全面提升科技治黄能力
全力保障黄河长久安澜

抓实抓细“三夏”生产
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全力服务高考

“点对点”接送中高风险地区考生

没有家长送考的高考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曹
俊岩 王小玲）6月3日，南阳小麦高

产新纪录诞生，创下11年来新高。

当天上午，省科技厅组织省市

有关专家在南阳市方城县赵河镇中

封村对“郑麦1860”百亩示范方进行

机收实打测产验收。经过拉尺、标

记、收割、脱粒、测量干湿度、计算产

量等一系列操作流程，结果显示，实

收面积为3.68亩，实际亩产为856.5

公斤。2021年，南阳市小麦最高纪

录由“郑麦1860”在同一地块创下亩

产实打788.7公斤。今年再次打破

纪录，创下11年来新高。

“850公斤都突破了，真是超出

我们的预料。因为这个品种就像我

们的孩子一样，是用了10多年的时

间才选育出来，基本达到我们的预期

目标。它应该说是我们里程碑的品

种之一。”看到这样的测产结果，省农

科院研究员胡琳激动地说。

近年来，方城县大力推广良种

良法，在控水控肥控药、推广绿色生

产技术和选育优良品种上下功夫，推

动了小麦优质高产，促进了农民增产

增收。

神舟十四号3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麦收故事麦收故事

习近平致信祝贺2022年六五环境日
国家主场活动强调

据新华社沈阳6月5日电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村支书一双凉鞋跑“三夏”

6月3日，柘城县起台镇吉楼村小麦大面积成熟收割，村民抢抓晴好天气，抓紧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张子斌摄

亩产856.5公斤 南阳小麦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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