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三夏”夺丰收

□本报记者张莹

项城市付集镇有个双庙村，水泥路直

通家家户户，几十亩池塘波光潋滟，池塘

边是一排排红瓦白墙的民居……村民像

是住在公园里一样。

双庙村538户2789口人，2771亩地，

是付集镇的“明星村”。变身“明星村”，双

庙村有三招：一是优环境，二是上项目，三

是建大棚。

6月2日，记者走进双庙村，首先看到

村委会旁有一个大池塘，池塘上面有小凉

亭、红色长廊，岸上青砖铺路、绿树红花，

景色宜人。“这里以前是废弃的坑塘，改造

后成了现在的鱼塘。”双庙村党支部书记

李民中说。

双庙村曾是省级贫困村，村子脏、乱、

差，组织软弱涣散，在全镇考核中倒数第

一。李民中是村里的能人，他走南闯北，当

过煤矿工人，曾获“全国劳动模范”表彰，是

项城市人大代表。村里的落后让李民中忧

心：“我想为家乡干点实事，让乡亲们摆脱

贫困走向富裕！”2010年4月，事业有成的

李民中从郑州回村任村党支部书记。

村里到处是废弃坑塘，坑坑洼洼高低

不平。李民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坑

塘，并在池塘里种莲藕、养鱼，上面建长廊、

凉亭，岸边铺青砖小路，把树栽上、花草种

上，百余亩废坑塘被打扮得格外漂亮。

深坑塘养鱼，浅坑塘干啥？盖厂房！

村里在废坑塘上建成了三个占地约3000

平方米的厂房。在村服装厂，李民中指着

偌大的厂房说：“这些就是在废坑塘上建

成的。”

在李民中的带领下，村里每年都有新

变化，建起3个文化广场，修起横三条竖

三条、总长3500米的水泥路，直通到村民

家门口，还装上了路灯、摄像头。

厂房建起来了，村里环境好了，双庙

村开始招商引资上项目。项城市有个产

业集聚区，大项目集中在集聚区里，双庙

村引资上马轻工业项目。从2014年开

始，服装厂、沙发厂、纸杯厂，三个工厂经

过洽谈招商，先后落地双庙村，吸引本村

和附近村近百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村里开了服装厂，我们再也不用外

出打工了。”45岁的村民苑玉华说，“厂里

有20多名工人，一个月多的能挣三四千

元，少的也有一两千元。”

采访中，一排排的温室大棚引起了记

者注意。“建大棚是为了发展产业，拓宽增

收渠道。”付集镇包村干部王明阳说。

走进蔬菜大棚，西红柿、辣椒、黄瓜长

势喜人。邻村新桥镇杨木庄村的张锦锋

是学农的，他承包了双庙村的7个温室大

棚种植蔬菜。去年，张锦锋的芹菜，赶在

春节前上市，一棚挣了3万元。

双庙村利用国家扶贫资金，投资

2328万元建设了30个大棚，占地80余

亩，用来发展蔬菜和食用菌种植。“为吸引

懂技术的人才承包大棚，我们第一年不收

租金，等赚钱了再交租金。”李民中说。

改造鱼塘、修村路、安路灯、绿化村

庄、建厂房、盖新村委会、盖学校、发展大

棚……“李书记总共捐资300多万元建设

双庙村。”王明阳说。

如今，双庙村像公园一样漂亮，人居环

境全镇第一，村集体收入从负债10余万元

增至如今的近30万元，排名全镇第一。

双庙村下一个目标是：吸引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为振兴家乡贡献力

量，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过上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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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儿子闺女都在江苏打工，

正发愁咋收麦呢，镇里帮忙给俺收了。”

近日，通许县玉皇庙镇张白虎村70多岁

的陈大爷激动地说。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三夏”生产

工作，该县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双指

挥长，县委副书记为常务副指挥长，副县

级领导为副指挥长，农业农村、卫健、气

象、粮食、农机等部门和各乡镇主要负责

同志为成员的“三夏”生产应急工作指挥

部，为“三夏”生产提供坚强保障。

该县对返乡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并

分类管理，开展“核酸抗原检测、属地登

记管理”等一站式服务，确保返乡人员

迅速投入“三夏”生产。摸清无法返乡

人员底数、需要帮扶麦收亩数、所需农

业机械底数，根据实际引进外地联合收

割机确保麦收顺利进行。

同时，开设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及时

为外地机手跨区作业人员提供信息指引、

作业对接、属地登记等服务；各乡镇（街

道）、高新区合理设立饮食、住宿、卫生服

务点，免费为机手提供食宿、核酸检测、就

医等服务；各乡镇（街道）各村（社区）分别

组建“三夏”抢收工作队、“三夏”先锋队，

帮助群众抢收抢种。 （张岩张刚军）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乔连军

“种了一辈子地，从没见过今年这

么高的产量。”6月3日，商水县张庄镇

南陵村种粮大户邱守先兴奋地说。

麦收现场，10台收割机正在麦田作

业，20辆农用三轮车穿梭在田间。“预报

明天有雨，今天抓紧时间把这100多亩

麦子收割完。”邱守先说。

邱守先抓起一把麦子说：“这是‘秋

乐百农307’，矮秆抗病能力强，今年我

种了2100亩。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

今天上午对我的麦田进行实打验收，验

收结果实收面积1.52亩，共收获籽粒

1260.5公斤，平均含水量13%，折合亩

产829.3 公斤。说实话，我今年54岁

了，还没有见过今年小麦这么高的产

量。”

今年的小麦为什么这么高产？“一

是麦种好。‘秋乐百农307’这个麦种优

质高产、抗病抗倒伏，去年我就种了

1200多亩，因为表现不错，今年2100亩

地全部种成‘秋乐百农307’。二是根据

测土验方施肥。三是先进的农田设

施。商水县投资1.5亿元，在张庄镇创

建了3.5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彻底

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今年麦田浇灌了

4次水，分别是播种期、返青期、出穗期、

灌浆期。四是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到

位。五是适时收割，颗粒归仓。”邱守先

说。

目前小麦市场收购价每斤1.50元

左右，邱守先种植的2100亩‘秋乐百农

307’是小麦原种，并跟河南秋乐种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回收合同，每斤

收购价高出市场收购价0.25元。

“现在，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这

么好，旱涝保收。如果示范区还有土地

可以流转，我还想流转更多的地。”邱守

先信心十足地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陈远
志）“今年我流转了1200多亩地种植

小麦，亩产达1200斤，比去年增产近

100斤！小麦经村里源时代公司代销，

每斤比市场价还高五分钱！”6月2日，

看着刚刚收获的小麦，泌阳县郭集镇杨

树岗村种粮大户周景武满脸喜悦。

这几年，周景武就没再为种地发过

愁，因为从种子、化肥、农药、技术、收

割、收购等都有村里的源时代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统一安排，保姆式的服务让他

成了“甩手掌柜”。

源时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该村

在外创业有成人士赵小勇于2017年创

办，他与种植大户签订服务协议，提供

全流程、综合性服务。

如何赢得信任？赵小勇的“法宝”

是不与农民争利。种子、化肥、农药等

农资直接与厂家签订协议，分毫不加出

售给农户，降低农资成本；小麦、玉米等

作物，与外地知名企业、大型粮商签订

购销协议，每斤粮食高出当地市场价5

分钱，提高收益。一降一升，折算下来，

每亩地能够增收100多元，签约的农户

越来越多，眼下该公司服务的面积已达

2万亩。

该公司的合作模式大致有三种：

公司流转土地自己种、为农户提供种

子化肥技术等发展订单农业、与种植

大户合作经营。“好化肥、好种子运到

家门口，都不加价，村民用着也放心。”

周景武说，无论是种子、化肥、农药，还

是储存、代收、代卖服务，源时代都管，

地是农户的，粮食也归农户，活儿都由

公司来干。

该公司不仅确保农户‘零风险’，还

要获得稳定收益。该公司托管的地块

全部上了农业保险，还与农户签订收购

订单，让农户吃上了“定心丸”。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

员李炳辉刘晓盼）“进屋歇歇，喝口汤，

真是麻烦你们了！”6月2日，宜阳县香

鹿山镇夏街村，当党员志愿者把一车麦

子送到张世显家时，他熬了一个多小时

的绿豆汤已经放凉。

今年麦收孩子没在家，年逾七旬的

张世显一时犯了愁。当天一大早，3名

党员志愿者就“引着”收割机直奔张世

显家的麦田。“突突突”1个多小时，金灿

灿的小麦装袋上车。

为确保“三夏”顺利，香鹿山镇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指导各村成立

了“抢收先锋”党员志愿服务队，下沉到

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游走在田间地头

的“红马甲”成为“三夏”一道风景线。

据了解，“三夏”开镰以来，香鹿山

镇的100多名党员志愿者一直奋战在

抢收一线，帮助群众“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冯佳志实习生杨柳
通讯员常慧

“你在外边安心工作，家里的活不

用管，村里已经帮咱家把4亩麦收完

了，现在就等卖钱了。”6月3日一大早，

博爱县金城乡西良仕村72岁老人陈志

胜就给在外务工的儿子打电话，分享麦

收的喜悦。

“我们村有近千名在外务工人员，

村里党员干部组成了义务帮扶队，帮助

没有返乡的村民收麦、种秋庄稼，解决

他们的后顾之忧。”西良仕村党支部书

记孙兴凯说。

为有效解决在外务工人员和困难

群众“收麦难”问题，金城乡党委组织各

村党员干部、青年团员和志愿者成立了

28支麦收服务队，推出“有困难找支部”

“收麦代办全服务”“村委会代耕代种”等

多种暖心服务。600余名服务队成员走

村入户，排查在外不能返乡人员和困难

家庭，登记在册，明晰底数，并制订“一对

一”帮扶名单，保证不漏一户、颗粒归仓。

脱贫户孙玉新种了10余亩小麦，

因腿部残疾，望着成熟的小麦很是着

急。6月1日，麦收服务队主动联系收

割机，到孙玉新家的麦地收割、运送，不

到一下午时间，10多亩小麦就抢收完

毕。孙玉新激动地说：“你们为俺考虑

得太周到了，太感谢了！”

“我们集中精力，充分发挥干群力

量，做好服务保障，尤其是对无劳力和

劳动力不能返乡的家庭，积极帮其联系

收割机、播种机械及运输车辆，做到‘一

站式服务’，确保全乡5.5万亩小麦颗粒

归仓。”金城乡党委书记李静波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实习生杨柳
通讯员王相凯）“好几年没来神农山，现

在的变化真是大，各方面都有提升，感觉

增加了很多人性化设施，假期带家人来

玩真是不二之选。”6月5日，看到沁阳市

神农山风景名胜区的新变化，游客王先

生感叹道。

神农山风景名胜区是国家5A级旅

游区，据该景区工作人员刘洋洋介绍，今

年以来，神农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坚持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基础设施提升，

在细微处提升景区服务。景区不仅在出

入口打造风雨长廊，还对护栏、厕所、标

识、步道、观景台等配套设施进行升级。

同时，投入28万元对景区标志性景点神

农文化广场、纪元广场、云阳寨进行亮

化，为景区夜游项目提供安全保障。

“接下来，我们将举办夜游神农山、

品怀府小吃、广场舞大赛等一系列活动，

同时，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大

格局，积极与入选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

沁阳市紫陵村万亩果园、赵寨村千亩花

海、七里桥村和生森林动物乐园串线，打

造乡村游、近郊游，实现景区从观景游到

文化游的跨越。”神农山风景名胜区管理

局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张鹏说。

本报讯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为改革

后新组建的10家事业单位挂牌。省农

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出席挂牌仪式，并

对新组建事业单位谋好篇、布好局、起好

步提出要求。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指出，各

单位要落实改革要求，确保重塑目标实

现。机构数精简50%左右、人员编制数

精简30%左右，财政拨款精简不低于

10%，不再设置编制16名以下的事业单

位，这些都是刚性要求。各项改革完成

后，厅属事业单位机构从33个精简到15

个，精简51.6%；编制减少517名，精简

47.7%；处级职数减少39名，精简35%。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要求，各单

位要强化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确保

任务圆满完成。一是要强化责任落实，按

照厅党组研究确定的改革推进工作计划，

压实责任，落细举措。二是要落实配套政

策，要弄懂用足用好政策。三是要注重思

想引领，广泛开展谈心谈话，广泛听取职

工建议，把干部职工思想统一好引导好。

四是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机构编制纪律、干部人事纪

律、财经纪律、保密纪律，坚决做到令行禁

止，严禁迟滞拖延，严禁搞变通。五是要

统筹各项工作，要把做好改革和重点工作

统筹起来，按照新的职责研究安排好当前

工作，确保省委、省政府部署的各项目标

任务圆满收官。（本报记者）

本报讯 6月1日，省农机农垦发展

中心与省农业农村厅文明办、机关党委

（纪委）、农机管理处相关负责同志一行

赴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院区开展

“蓓蕾·呵护”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为住

院小朋友和849名医务工作人员送去了

儿童玩具、书包（文具袋）、排球、羽毛球

运动器材和2000斤西瓜等慰问物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院区院

长刘玲，介绍了该院院史和改建后保障

能力及救治体系，生动讲述了医护工作

者逆行出征，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为保

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的积极贡献。

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副主任宋会

献，带着厅、中心领导的委托，向医务工

作者致以崇高敬意，激励大家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用心读懂国际儿童节、端午节

“双节”的文化内涵和底蕴，组织开展好

“致敬逆行英雄、弘扬抗疫精神”活动。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于涛）6月2日，省农

业农村厅在郑州市黄河滩区海事广场举

办河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统一着

装暨郑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练兵”

活动启动仪式。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赵耕为执法队员代表配授执

法标志标识并讲话。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统一着装仪

式，是全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正规

化建设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全省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迈向新阶段，标志

着全省农业执法工作站在了新起点。

赵耕表示，练兵号角已吹响，奋进正

当时。各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要以

这次活动为契机，扎实推动执法“大练

兵”活动，深入开展政治练兵、专业练兵、

实战练兵、军训练兵、竞技练兵，统一规

范行政执法行为，全面提升执法效能，促

进全省农业综合执法能力和水平再上新

台阶。

从“倒数第一”到“正数第一”
——项城市付集镇双庙村的逆袭之路

“从没见过今年这么高的产量”

宜阳县香鹿山镇
麦田闪耀“志愿红”

通许县
精准服务保丰收

“你安心工作，家里的活不用管”

泌阳县郭集镇 交给“田保姆”省心又增收

66月月66日日，，在义马市东区街道在义马市东区街道程村社区麦收现场程村社区麦收现场，，该市农业农村局该市农业农村局

工作人员在为农机手送清凉的同时工作人员在为农机手送清凉的同时，，建立疫情防控微信群建立疫情防控微信群，，为农机手提供为农机手提供

疫情防控疫情防控、、农机检修等服务信息农机检修等服务信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杨远高杨远高通讯员通讯员苏浩然苏浩然摄摄

省农业农村厅10家新组建事业单位挂牌

我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有了统一着装

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

开展“蓓蕾·呵护”送温暖活动

从优化旅游体验入手

神农山风景区深度融入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旭
长）6月2日，一批民营企业家赶到平顶

山市湛河区河滨街道潘庄村党群服务中

心，为该村发展捐资助力。

“我今天来这里捐款，既是尽企业责

任，也是在感恩回馈社会。”河南豫达电

力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建林说。

高建林介绍，近年来，湛河区积极优

化营商环境，帮助豫达电力解决了融资、

电网铺设、项目落地开工等方面的难题，

让企业一步步做大做强。听说区慈善协

会、区工商联牵头组织“万企兴万村”捐

赠活动，该公司主动捐资5万元，助力乡

村振兴。

当天，湛河区的河南五建第三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河南省石人山食品有限

公司等37家民营企业参加了捐赠仪式，

捐赠资金98.37万元。

在加大企业帮扶的同时，鼓励引导

有实力、有爱心的企业通过捐资、捐物，

以直接帮建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只是

湛河区“万企兴万村”的措施之一。

45岁的魏建涛是湛河区曹镇乡秦

庄村人，一直在外创业。去年年底，湛河

区通过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其回

乡投资兴业，创办了建材公司，解决当地

50余名劳动力就业。去年以来，湛河区

成功引导20余家在外企业回乡投资。

湛河区还结合辖区各村产业情况，

鼓励当地农民规模化发展生态稻米、蔬

菜、瓜果、畜禽、水产等特色种植养殖。

与市区30余家食品加工类企业、50余家

商超对接，由企业直接到乡村与农户达

成供需协议，保证了农产品即产即销。

河南德信泉商贸公司是平顶山市规模较

大的连锁商超，今年年初，在湛河区工商

联协调下，该公司推出了生鲜类助农项

目，直接与辖区蔬菜种植村结合，每季度

采购金额50余万元，带动了400余户农

民实现增收。

截至目前，湛河区通过企业帮建、项

目归根、村企对接等形式，带动了10余

个行政村的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整改提

升，30余个行政村发展起了特色产业。

企业帮建 项目归根 村企对接

湛河区企业全力支持乡村振兴

▲▲

▲▲66月月55日日，，汝南县板店乡顾庄村村民在趁墒抢种玉米汝南县板店乡顾庄村村民在趁墒抢种玉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黄华黄华通讯员通讯员李勤玲李勤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