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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王中献）“没人驾驶也能跑，

以前想都不敢想！”“100个人一天也干不了这么多活！”张胜

德和几个邻居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张胜德是邓州市腰店镇黑龙社区居民。6月3日下午，他

听说社区大方田里来了无人驾驶拖拉机，便和邻居结伴而来

看稀罕。

说话间，国产300马力无人驾驶拖拉机正带着七犁铧耕

地，到了地头，还能自动转身。

“前年，无人驾驶拖拉机还需要人工辅助，也不会自动掉头。”

新农人、河南首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兴新兴奋地说。沈

兴新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今年订单面积有60多万亩。此外，他

还流转了一万多亩土地，这块大方田就是他承包的。

突然，无人驾驶拖拉机停下不动了。张绪强和几名工作

人员赶忙上前查看。原来，是犁铧入地有些深了。

张绪强是广东一家科技公司的智能装备运营所所长。他

和公司科技支撑团队沟通后，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无人驾

驶拖拉机又欢快地奔跑起来。

“今天，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系统的不稳定性。前两

天在湖北省潜江市，连着作业200多亩，一直都没有出现任何

问题。”张绪强说，“我们还有三个无人驾驶团队正在进行实操

作业，收割机在江苏省盐城市，打捆机在安徽省蒙县，插秧机

在湖北省潜江市。”

邓州市有253万亩耕地，是国家粮食核心主产区、国家级

制种大县，连年被评为全国超级产粮大县。前不久，该市成立

了智慧农业中心，正在打造“无人农场”。

“无人驾驶是智慧农业最难攻克的一个环节，我们和高科

技企业协作，共推共建‘无人农场’。”沈兴新对未来充满了希

望，“拿着手机，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把耕、种、管、收所有的

农活儿干完了。”

“中原地区200多马力、五犁铧就够了，可以更加灵活。”

现场观摩后，沈兴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张绪强欣然接受。

本报讯（记者肖列通讯员宋奎）“只听说过人脸识别，

没想到牛脸也能识别”“有了这个技术，再也不用担心牛在

山上挂丢耳标了”……5月31日，在洛宁县下峪镇，国元保

险洛宁支公司工作人员对基础母牛逐一拍照，进行牛的脸

部信息采集，准备办理保险，围观的养殖户对这项高科技很

是好奇。

据了解，为消除牛类保险中存在的重复理赔、虚假理

赔、未投保标的理赔等问题，国元保险洛宁支公司在基础母

牛承保业务中运用了“牛脸识别”技术，即通过手机App采

集牛的面部特征，为每一头牛建立数字“身份证”，确保承保

标的真实、精准、唯一。

养殖户在申请理赔时，只要再使用“牛脸识别”技术，就

能知道这头牛是否承保、是否理赔，大大简化承保验标和理

赔审核流程。同时，解决了给基础母牛打挂耳标成本高、难

操作、易掉落和标的物难以区分等问题。

此外，利用“牛脸识别”技术获取到的一系列数据，可以

通过分析整理建立起养殖信息库，从而判断养殖规模、预测

养殖风险等。

截至目前，国元保险洛宁支公司已对下峪镇856头基

础母牛进行了信息采集，承保农户43户，风险保障金额

684.8万元，后续将在洛宁其他乡镇持续推进此项技术。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马松昭石
晓辉）“给牛上了保险，就不怕遇到风险了。

保险费用政府还承担八成。”5月30日，鲁山

县梦科农林牧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国飞给350

头肉牛办完保险后表示，“一定要乘着政策的

东风，把肉牛养殖做大做强。”

据了解，为促进地方特色农业产业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鲁山县财政局联合农业农村

局开展了政策性肉牛养殖保险试点，制订了

“肉牛养殖保险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当地

财政为每头肉牛承担240元保费，农户个人承

担60元保费。若投保肉牛死亡，每头可获得

6000元赔偿。

截至目前，2022年鲁山县有在保肉牛

1300头，有1350头肉牛正在办理保险。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洪晓燕）6月2日，商城县长园野生茶

油有限公司的嫁接厂房里，员工们拿起

油茶根，切口，插入良种油茶穗条，仅用

了几秒钟，一株油茶苗就嫁接好了。

据公司负责人、国家级乡土专家丁

大国介绍，现在是春梢半木质化期，也是

油茶嫁接的黄金时期。目前，基地已嫁

接了200万株，可造油茶林3万余亩。

“用老品种作砧木，嫁接良种油茶穗

条，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油茶良种的优势，

嫁接后的油茶苗结果早、产量高。”丁大

国说，“栽种后，明年就能长到一米左右，

三年就能开花结果，盛果期亩产可达30

公斤以上。”

同时，还要注意配套良法。“良法包

括栽种、修剪、施肥等。栽种时，合理配

比也属于良方，可以提高油茶的坐果

率。”丁大国说出了自己的“秘方”。

据了解，该公司拥有优良无性系种

苗基地200余亩、优质苗圃基地近100

亩，培育出的优质油茶苗除供应该县油

茶基地外，还向其他邻近县区供应。

“不仅优质油茶苗能远销，我们的工

人也成了师傅，经常外出传授技术！”公

司育苗基地负责人谢焕友笑着说，“以

往，基地每年都要从外地请师傅帮忙嫁

接，如今，基地工人个个都成了技术员。”

基地工人熊忠青是当地人，有十多

年的油茶嫁接经验。“基地刚建成，我就

来学习嫁接技术了，在不加班的情况下，

我每天能嫁接两千五六百棵呢。”熊忠青

一边说一边演示起来。

据了解，商城县近年来依托产业发

展优势，针对油茶管理粗放、单产低等问

题，通过邀请技术人才、开展技术培训、

外出参观学习等方式，推动油茶产业精

细化、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何俊卿）日前，在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滍阳镇组织的“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培训班里，来自该镇18个行政村

的30多名学员认真听讲、踊跃提问。

该镇组织委员、副镇长赵爱敏介绍，像这样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载体新颖的培训活动，近期会

在滍阳镇轮番举行。

据了解，自“人人持证、技能河南”活动开展以

来，滍阳镇坚持以就业需求为导向，加大培训力

度、提高培训质量，提升就业组织化程度，着力打

造“滍阳汽修工”“滍阳面点师”“滍阳家政”“滍阳

电工”“滍阳焊工”等品牌，使全镇广大劳动者“一

技在身”“一证在手”。

目前，该镇已多次开展种植、养殖、家政、电

工、焊工、保洁员、育婴员、保健按摩等职业技能培

训，切实提高了劳动力的持证率、就业率。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马双阳

“‘工小兔’落户叶县真是太好了！我打算通过这

个平台提升一下自己，在家门口找个工作。”日前，在

叶县“工小兔”人才服务平台签约揭牌仪式现场，昆阳

街道的刘修霞激动地说。

今年50岁的刘修霞，之前在江苏省昆山市一家

纸业公司务工。听说“工小兔”能免费培训技能、介绍

工作，刘修霞决定“收完麦，就不再出去了”。

“工小兔”是一家以就业安置、技能培训、学历提

升为主导，逐步实现电商下乡、农产品推广、乡村旅游

的综合服务平台，落户叶县后将通过在县城建立服务

中心、乡镇设服务站、村设服务点的三级服务网络，进

一步打通服务群众就业和培训“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工小兔”落户叶县，是该县贯彻落实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该县

进一步稳岗就业、助力增收、稳住经济大盘的具体

行动。

此外，叶县还以昆北职业教育科技园区建设、

乡镇返乡创业园建设等作为载体，出台扶持政策、

提供贴心服务、加强技能培训，持续做大“回归经

济”。

目前，叶县在外务工人员中，已有4.1万人返乡创

业，创办3.8万个经营主体，带动13万人就业。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刘艳红杨冀梁）“贾

老师讲课就是有水平，不仅讲授了婴幼儿护理和产妇

月子养护的理论知识，还手把手教我们实际操作，理

论与实践结合得严丝合缝儿。”6月1日，参加共青团

禹州市委举办的“人人持证、技能河南”职业技能培训

后，学员石喜萍高兴地说，“我通过考试拿到了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又多了一项技能！”

今年以来，共青团禹州市委针对全市青年人专业

技能不足、缺少等级证书、就业困难等现状，结合河南

省“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的实施，制定出台

了《共青团禹州市委贯彻落实“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工作方案》，面对全市青年积极开展专业技能培

训，切实提升青年人职业技能水平，实现高质量就业。

在培训的技能种类上，共青团禹州市委通过广泛

调查，紧盯市场需求，首先开办了电焊、婴幼儿护理和

产妇月子养护等社会需求旺盛的热门技能，以实现青

年人的尽快就业。在培训的方式上，与专业培训机构

紧密结合，聘请教学经验丰富、动手能力强的老师，采

取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法现场教学，并指

定专业技术老师全程跟踪指导。

“技多不压身！通过这次技能培训，我学会了电

焊的相关工艺知识，多了这个技术，就能更好地干好

工作、服务社会，自己也有满满的成就感！”参加培训

的禹州市公交公司职工帖文峰说。

参加培训的禹州市公交公司团支部书记丁宁说：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职业技能培训让更多的青年

团员在工作之余有了新目标，也帮助了更多的青年

实现了技能就业、技能增收、技能成才，这项活动很

有意义！”

同时，共青团禹州市委还通过职业推介、学员回

访等方式，确保培训质量，做好跟踪服务，为青年人就

业保驾护航。目前，禹州市已有61名学员通过相关专

业知识和能力测试，拿到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陈金
花）5月31日，信阳市平桥区邢集镇举办的“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婴幼儿照护专业培训班开班。

此次培训，由该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牵头，邀请

家政服务讲师授课，共有50余名留守妇女参加

培训。

课堂上，讲师重点围绕新生儿照护、婴幼儿照

护、常见疾病与意外伤害的处理等业务知识进行

了详细讲解，同时强调了职业道德、礼貌用语、仪

容仪表等。

今年以来，该镇积极宣讲“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政策，组织开展电工、保育

员、厨师、婴幼儿照护、种植养殖技术等技能培训

20余场次，培训群众300余名。

下一步，该镇将根据就业需求和群众意愿，常

态化组织技能培训，形成“以技能促就业、以就业

促增收”的良性循环，接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

“牛脸识别”为牛精准上保险

禹州市 技能培训拓宽青年成才路

■新闻1+1

运用“牛脸识别”技术，采集牛的面部特征。 资料图片

鲁山县
为每头肉牛承担240元保费

信阳市邢集镇

技能培训促就业
群众增收有门路

平顶山市滍阳镇

人人持证提技能
劳务品牌创特色

老品种嫁接良种穗条

商城油茶种植结果早产值高

6月5日，在商水县邓城镇一处葡萄园里，科技特派员张耀正在传授疏果技术。

近年来，张耀积极活跃在基层一线从事农业科技服务，帮助当地群众发展葡萄、黄梨、

蜜桃、西瓜、菊花、山药、葵花等7000多亩。 乔连军摄

本报讯（记者杜杰）“沃丰麦169平

均亩产887.9公斤，豫州黑麦1号平均亩

产811公斤！”6月4日，孟州市谷旦镇柿

园村小麦新品种种植基地，由河南省种

子管理站、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省农业科

学院有关专家组成的联合专家组，现场

对沃丰麦169、豫州黑麦1号测产后，传

出上述喜讯。

据介绍，沃丰麦169是2022年通过

国家审定的小麦新品种，由河南沃丰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培育，品种来源于百农

207和济麦22，优势组合和强大基因决

定了它具有高产性、丰产性和稳产性。

测产现场，柿园村村民刘五喜兴奋

地对记者说：“沃丰麦169表现不错，亩

产实收880多公斤，明年俺要种这个品

种。”沁阳市农资经销商焦文会则表示：

“见证了沃丰麦169的丰收，我更有信心

去宣传、推广这个品种了，争取让更多农

民得到更多的收益。”

据了解，河南沃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科研、繁育、推广于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除沃丰麦169和豫州黑麦

1号外，该公司还拥有沃丰麦168、沃丰

麦188、武农981等一系列优质高产的小

麦新品种。

平均亩产887.9公斤

这个小麦新品种表现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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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就业安置、技能培训、学历提升

叶县打出稳岗就业组合拳

6月2日，宝丰县石桥镇豫华鑫电子加工厂内，工人们正忙着在生产线上绕线、配线，赶制订单产品。据了解，该镇

为确保返乡创业人员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不断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增强他们的创业、就业能力。王双正摄

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