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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上割倒的麦子还没拉走，和

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谭庄割倒的麦子

不是根对根、穗对穗放置的，而是一把

穗朝东、一把穗朝西。王屋镇农办主

任周新建说：“山上风大，这样放不会

吹散，另外，麦穗分头放晒，干得快。”

谭庄村手工收获的麦子都用脱

粒机脱粒，这些20多年前风行山乡

的小麦脱粒机因为能为白菜、萝卜种

子脱粒“转行”而得以保留。

2008年，河南小麦机收率超过

94%，2012年则达到了97.6%，这几

年小麦机收率更是超过99%。

2022年，河南小麦收获面积是

8500万亩，即便有1%的面积不能机

收，也有80万亩之多。

济源市农业农村局高文红分析

说：“手工收割或者半机收当然是很

辛苦的，好处是根本不会抛撒粮食，

不敢说一粒麦子都丢不到地里，一定

要用数据表示的话，损失率应该是千

分之一或者更少。”

粮食来之不易，山里人更重视储

粮。

“我都十年不种地了，但我家里

还存了1万斤麦子呢！俺村266户，

至少有200户存粮，到谁家看看都有

几千斤麦子！”洪孔战说。

镰刀、脱粒机、粮满囤，这是中国

小麦第一省植根于民间的农耕符号，

但愿这1%的非机收率不消失、麦收

的文化记忆长存。

留下这1%的麦收记忆

（上接第一版）

“我们紧紧围绕解决好‘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

本问题，讲好‘有风景’的思政课，建好

‘有故事’的校园文化，抓好‘有温度’的

实践活动，织好‘有维度’的社会网络，

多策并举开展学校德育工作。”内乡县

教育体育局德育中心主任朱浩记说。

内乡县深入推进管理体制和教

学改革，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实施

“四名”工程，打造名校，培养名校长、

名教师、名班主任；实施集团化办学，

采用“强校+弱校”“大校+小校”“城

区校+乡村校”的组合方式组建教育

集团，努力提升学生教育水平。

该县开展精细化管理和特色学校

建设，在全县中小学校开展现代学校

制度建设活动，引导学校由强校向名

校转变；落实“双减”政策，对“五项管

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课后服务、民

办学校规模压减等工作采取“组合拳”

综合治理；实施课后服务全员化行动，

建立作业统筹管理和公示制度，确保

中低年级夜晚“书包不离校”。

用心用力，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工作日里，教师们在山里吮吸

着清新的空气，精心培育着山区的孩

子。周末，他们开着车子，领着孩子，

带着妻子，像旅游一般回到县城欢度

双休。”日前，一篇题为《让乡村教师

昂起自信的头》的文章刊发，报道内

乡在提升乡村教师素质和待遇方面

的亮点做法，引起强烈反响。

针对农村教师，该县建立待遇提

高机制，按照从教学校距离县城和乡

镇的远近，差异化发放农村教师生活

补贴，实施“两房”建设，已建成农村

教师周转宿舍 3000 余套。早在

2017年，内乡县对乡村教师生活补

贴的发放办法就受到了国家教育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并在全

国推广。

2017年以来，全县共补进教师

2402人，近70%招聘教师分配在偏

远、贫困乡村学校从教，优化了农村

中小学教师队伍结构。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该

县在培养教师方面也是狠下功夫，多

渠道提升教师业务素质，组织评选

“十大杰出青年教师”“十大杰出女教

师”；开展师德师风演讲比赛，引导激

励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建立健全

师德违规行为受理处理和责任追究

机制；创新支教模式，广泛开展“青蓝

工程”“结对帮扶”活动，实施卓越教

师培养2.0计划；按照“同质分享、差

异互补”，组建教研共同体，发挥优质

教育资源辐射带动作用，打造教师成

长新支点。

“我们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

目标，高架构谋划，科学化布局，全方

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学校优质均衡

发展，力争让教育成为内乡人民的骄

傲和内乡发展的竞争新优势。”内乡县

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孟海波说。

内乡 教育高地正崛起

□本报记者孙雅琳

“轰隆隆……”6月9日，在兰考

县考城镇魏花园村的一片麦田里，

欢快地奔跑着一辆秸秆打捆机。一

堆一堆的秸秆被收进机箱内压缩，

变成一个个圆滚滚重约200公斤的

“蛋”，从打捆机的尾部滚出，散布在

田野上。

打捆机和秸秆“蛋”的主人名叫

胡永杰，是附近小胡庄村人。“俺娘

今年60多岁了，她说打记事起麦子

就没有卖过这么高的价钱。”胡永杰

家种了十亩麦子，卖了两亩，一共卖

了4400多元。丰收让他喜上眉梢，

不止因为每亩能收700多公斤的小

麦，还有每亩近400公斤的麦秸。

胡永杰的另一个身份是：从业

已经整十年的秸秆经纪人。

“今年能收6000~7000吨小麦

秸秆！”从6月1日~10日，胡永杰的

3个料场在不停地收储小麦秸秆包。

秸秆还田能做肥料，可显著提

高土壤肥力和蓄水保墒能力，固化

成型能做燃料，还能发电、制沼气，

这些都是“常规操作”。在兰考，秸

秆还能幻化出无数精彩，记者带你

一探究竟。

变身板材做家具

“你家的衣柜说不定就用的有

兰考的麦秸。”这话可不是开玩笑。

在兰考万华禾香板业有限责任

公司，库容5000吨的秸秆仓库里，

堆放着每包重300公斤的方形麦秸

包。这些麦秸秆将作为原料制成禾

香板的板材饰面。

“目前，我们是全省唯一一家用

秸秆作为原料的板材生产企业，合作

的都是索菲亚、全友这样的品牌家具

企业。”万华禾香板业有限责任公司

资源部经理杜林钰说。

禾香板是颗粒板的一种，主要

用于家具板材，一块成品禾香板重

20~30 公斤，需要用秸秆 2~3 公

斤。

回收老百姓的秸秆一亩需要支

付10元左右，加上人工、运输等费

用，一吨秸秆的成本约400元。

“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给我们

的秸秆综合利用补贴是每吨 100

元。这样算下来，相较于每吨400

元的木材，使用秸秆每吨可以降低

100元的成本。”杜林钰说。

万华禾香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年10月建成，2021年开始运

营，每年可利用秸秆0.6万吨。

拌成基料种蘑菇

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除

了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梦里张庄”

农家院、幸福路，还有一家专门生产

高档食用菌双孢菇（白蘑菇、褐蘑

菇）的农业高科技企业。

在奥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恒温菇房里，一个个拳头大小

的白蘑菇、褐蘑菇，远远看去像一个

个白面、高粱面馒头。“卖到港澳地

区，每公斤零售价160元。”该公司副

总经理刘锋介绍说。

为什么这么贵？褐蘑菇是一种

起源于北美的珍稀食用菌，烹饪后

肥美多汁，香鲜中渗出牛肉的香味，

因此，它又有“牛排菇”的美誉。

2017年，兰考县政府与奥吉特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张

庄村建立60间工厂化食用菌生产车

间，就地取材，用兰考的小麦秸秆、

鸡粪以及东北黑土作基料，培育褐

蘑菇和白蘑菇，每年要消耗4万~5

万吨小麦秸秆。

喂牛养羊可变肉

胡永杰收储的秸秆主要是卖到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兰考示

范牧场、河南花花牛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做饲料。

“2021年我县秸秆饲料化利用

量为16.6万吨，今年肯定会更多。”

兰考县农业农村局能源站站长李二

庆说。

“刚和山东曹县的商都恒昌牧

业签订了1500~2000吨的秸秆合

同。”秸秆需求量逐年增大，像胡永

杰这样的秸秆经纪人收储秸秆的积

极性和效益同步高涨。

近几年，兰考县大力发展畜牧

业，除了前面提及的首农和花花牛，

还有河南启航牧业有限公司、河南

中羊牧业有限公司等规模较大的养

殖企业。

小麦秸秆不仅能变身牛肉味的

蘑菇，还能变成真正的牛排。

位于兰考县谷营镇的河南花麒

牧业养殖基地，存栏肥牛2130头，

其中有体型巨大的安格斯黑肉牛

600头。这种源自苏格兰的大黑牛，

肉质中的脂肪均匀自然地分布，呈

现出漂亮的大理石花纹，是高档牛

排的代名词。

基地负责人戴飞介绍说：“我

们种植了2万亩小麦，预计可以生产

4000吨小麦秸秆，加上秋季的青贮

饲料，基本能满足养殖基地的需

求。”

兰考是个农业大县，小麦、玉

米、花生、红薯的种植面积约170万

亩。去年秸秆产量为76.82万吨，其

中能够被收集利用的有63.4万吨，

几乎被吃干榨净，实现全量利用。

在兰考，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五

料化”综合利用秸秆还能拿到补贴，

比如，肥料化利用每亩补贴100元，

饲料化利用、能源化利用、基料化利

用、原料化利用每吨补贴60~100元

不等。

前不久，兰考县被列入我省第

一批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重

点县。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桂焱炜吴改红崔高阳

6月9日，在位于汝州市汝东高

速引线约5公里远北侧的汝蓝庄园

内的高标准日光温室里或塑料大棚

中，阳光玫瑰葡萄、夏黑葡萄、金手指

葡萄果实累累，十多厘米长或绿或红

的黄皮辣椒挂满了枝头，拳头大的水

果西红柿让人垂涎……

“这是我们家的哲学硕士王毅博

用‘哲学思维’种出的有机果蔬，产量

都很高，像这种黄皮辣椒每茬亩产可

达15000斤以上；像这种高架葡萄每

亩虽然只种植25棵葡萄树，5年树龄

亩产至少在4000斤以上，我们只留

下每串约一斤串形好的，其他的全部

疏掉，将亩产控制在2000斤多点，以

提高葡萄品质。”汝蓝庄园负责人王

素说。

哲学硕士如何与有机农业结

缘？又是如何运用“哲学思维”发展

有机农业种植有机果蔬的呢？

“我出生于1990年8月，是土生

土长的汝州市人，本科就读于北京师

范大学，后来在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

攻读硕士，7年全部学的哲学。”王毅

博说。

河南天葡汝蓝云农庄科技有限

公司（汝蓝庄园）是一家集农业研发、

展示与推广，有机葡萄及蔬菜种植、

销售、农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

现代生态农业企业。

“父母亲近几年也一直在汝蓝庄

园从事运营管理，但我总觉得庄园科

研技术方面比较薄弱，缺少核心技

术。”王毅博说。

学哲学的人都有一种追根溯源

的求知态度，也是这种态度让王毅博

萌生了在家乡做有机农业的想法。

2020年春节过后，王毅博便辞

掉了在无锡的高薪工作，开始与农业

打起交道。

“我们把羊粪、兔粪等经多次发

酵的固态肥料作为底肥施入土里，完

全不用化肥。这样经过改良后的土

壤最适合有机果蔬的生长。此外，在

有机果蔬的成长过程中，还需要通过

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进行施肥，这样

一来就能保证整个果蔬生长周期的

施肥要求。”王毅博说。

施液体肥料同样有“讲究”。“农

作物生长需要充足的蛋白质，家里的

有机餐馆产生的厨余垃圾蛋白质含

量非常丰富，通过发酵处理后作为液

体有机肥料使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

一个生态闭环系统，果蔬产量大大提

高，成本大大降低。”王毅博说。

在防病治虫杀菌上，王毅博除了

采用现有的物理法外，还用银杏果、

夹竹桃叶、白头翁草等配制纯生物中

草药药液或微生物菌剂，进行喷洒或

灌溉。

王毅博告诉记者，汝蓝庄园有机

果蔬的价格是普通果蔬市场价格的

两倍左右，价格虽高，但供不应求。

按目前庄园内各类果蔬的产量，一年

销售额能达到500万元。

在做有机农业的同时，王毅博也

通过网络把自己的种植技术分享出

去，以让更多的种植户参与进来，低

成本种植有机果蔬。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洋

“救上来啦，救上来啦……”6月

11日上午8时36分，在平舆县清河

街道孟庄居委会的一个果园里，随着

一声呼喊，等候在现场的急救人员迅

速从消防员手中接过刚刚从机井里

救出的孩子，冲上早已拉响警报器的

救护车，一路疾驰驶向平舆县人民医

院。

“我们是早上7点接到的报警，

说是一个2岁的幼童，不幸坠入了机

井。”平舆县消防大队教导员吴树旗

说，“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即组织救援

力量赶往现场组织营救。”

据参与救援的消防员介绍，这个

机井井口直径只有30厘米，幼童当

时落入井内大约5米处，除了头部落

在外边，脖子以下部分全部浸泡在水

中，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为了避免儿童继续下坠没入井

水中，消防员们找来两根钢管，交叉

放入幼童的腋下，通过慢慢向上提

拉，尽量避免幼童向下滑落的同时，

现场指挥人员当即确定了用挖掘机，

在机井外侧1米处开挖，然后横向打

洞的营救方案。

经过90分钟的紧急救援，被卡

在井中的幼童被顺利救了出来。

坠井儿童叫耿旭辰，是平舆县庙

湾乡人，跟随母亲来清河街道走亲戚，

当天早晨去孟庄居委会的果园采摘桃

子时，不慎坠入机井中。

据了解，孩子经抢救，已经恢复了

意识，但是由于其肺中吸入了泥土，目

前已转入省儿童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本报讯（记者张莹）6月 9日，

由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

中心组织，河南省土壤肥料站、河

南省土壤调理与修复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具体实施的耕地质量提升

示范应用现场观摩专家测定会，在

焦作市武陟县北郭乡岳马蓬村保

红农业专业合作社麦田召开。由

省土肥站、省农技推广站、武陟县

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组成的测产专

家组，采用大田比对方法对示范田

施用松土促根剂情况进行测产和

耕层影响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连续3年施用松土

促根剂，耕地更加松软、小麦扎根更多

更深，小麦亩产量达661.1公斤，比未

施用区亩增产小麦124.2公斤，增产幅

度23.1%；土壤硬度减少54.3牛/cm2 ，

耕层加深14cm。在小麦玉米一年两

熟区，施用一次松土促根剂后，不仅当

季小麦增产，而且增效可持续3年。

施用后第三年第五季作物小麦亩产

583.15公斤，较未施用区亩增产小麦

46.2公斤，增产幅度8.6%；土壤硬度

减少22牛/cm2，降幅9.6%，耕层加

深10cm。

据焦作市土肥站站长范合琴

介绍，耕层加厚和硬度降低是小

麦增产的原因之一，土壤耕层增

加有利于作物根系下扎，吸收土

壤中养分。土壤紧实度过大，也

就是土壤板结，不利于根系发育，

土壤疏松，氧气充足，有利于微生

物生长和根系呼吸。根据现场测

产及耕层影响评价，说明松土促

根剂效果好，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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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海龟硕士的“泥土哲学”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许金安 通讯员王
祝鹏 刘龙选）6月11日，洛阳市偃师区乡村

运营商招募暨乡贤返乡创业大会举行，来自

全国37家合作运营商、乡贤代表参加，20个

镇村与运营商签订了合作协议。

为进一步激发乡村振兴活力，偃师区采

取招募乡村运营团队，鼓励引导乡贤返乡创

业的形式，旨在借力借势借智，挖掘乡村价

值，盘活乡村资源，促进共同富裕。

乡村环境秀美。全区10个镇（街道）、

204个村全部实现垃圾市场化运作，建立了

农村保洁长效机制，行政村实现公共厕所全

覆盖。建设“绿村”96个，廊道绿化620公里，

呈现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生态文明画

卷。

文化资源丰厚。围绕七朝古都深挖历史

文化资源，以打造华夏文明传承核心区为统

揽，大力实施文旅融合发展，引进文化旅游、

生态旅游、遗迹开发、特色小镇等10余个特

色项目。

“乡村运营是以市场化手段激活乡村发

展内生动力，有效促进农业转型、农民增收、

农村复兴的重要途径。”偃师区委书记杨红忠

说，偃师将积极留住人才、引进人才、用好人

才，培育一批“乡村运营师”“田秀才”“土专

家”“乡创客”等管理人才和能工巧匠，将全力

做好服务配合工作，尊重运营商自主经营权，

着力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韵”发展格局，把

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确保乡村建设可

持续性，确保乡村发展动力充足。

□本报记者刘亚鑫

6月12日中午，位于获嘉县史庄镇的河

南现代农业研究院内，飘出阵阵麦香。

将煮好的面条挑到碗里，浇上蒜汁和臊

子，两三下均匀搅拌，忙碌了一上午的河南

现代农业研究院院长刘海富，吃得格外快：

“真香！”

面条颜色并不是普通的雪白，而是泛着

绿色。“这可不是色素，是绿小麦面粉。”刘海

富解释，随即带大家往院子后的麦田里走，

“来看看五彩斑斓的特色小麦！”

院后是研究院的特色小麦育种基地。

各式各样的小麦在生长，麦秆、麦穗、麦芒都

不相同，成熟度也不一样，麦粒有紫色、咖啡

色、蓝色、草绿色、黑色、棕色等。

这个基地面积只有400亩，却种植着

62个成熟系种、8928份特色小麦种质资

源。“正能2号、中鼎原紫1号两个特色小麦

品种已审定通过，即将大面积推广。”刘海

富说。

20多年的付出、近千万元的投入，为了

培育特色小麦，刘海富付出了所有时间和积

蓄。为的啥？图的啥？

“我国在世界上小麦种植面积最大、产

量最高，但优质专用加工型小麦产业薄弱。”

刘海富觉得，发展优质的特色小麦意义重

大，“而且它们具有许多普通小麦没有的人

体所需元素，硒、碘、锰和铁的含量尤其突

出。”

既可粮又可补，为加强粮食安全、提升

居民膳食健康提供了重要的粮食品种，刘海

富觉得这事干得值。

育种还要继续，延长产业链条，让特种

小麦飘香更远更久，刘海富也一直在做。

为此，河南现代农业研究院申请注册了

麦草情、特麦酱液、中国特麦等商标及版权，

研发的特色小麦胚芽油、固体饮料、休闲食

品、啤酒、白酒和特麦颗粒饲料产品，已多达

60种。

就连感觉搭不上边的新材料领域，刘海

富都发力了。他带领研究院选育出了根系

发达、抗倒伏能力强、韧性强、产量高的3种

特色小麦，把麦秆做成了可降解的吸管。

“吸管小麦”每亩可切割吸管40万支，

按每支收购价1分钱算，农民可增加收益

4000元。

营养高又增收，特色小麦“真香”！

两岁幼童不慎坠机井 消防员迅速出击营救

连续3年施用松土促根剂

小麦增产23.1%

6月10日，在渑池县英豪镇姜王庄村一处麦田里，两位村民在自家麦田捡拾机收之后散落在地里的麦穗。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特色小麦，真香！

偃师区 乡村运营把美丽资源变美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