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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亮

年轻人进城了，谁来种地？如

今，发出这样疑问的人就有点落伍

了。

当今的一些农村，可能年轻人

不多，留守的老人妇女多一些。但

这并不意味着村里的地就是他们

在耕种。更大的可能是，地都流转

了、托管了。

叶县“90后”张银垒30余人团

队种粮4.6万亩就是很好的例子。

随着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

化、智慧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种地不

再是“一把锄头一把镰，辛辛苦苦忙

一年”的苦差事。许多年轻人选择

农业作为自己的事业，选择成为职

业农民。

农民这个词过去内涵丰富，也

许将来更多的只代表一类职业。

时代在发展，很多传统农民的

后代离开土地进入城镇，再正常不

过。正是在此基础上，具有规模

化、集约化、机械化、智慧化特征的

现代农业才有发展的土壤。

老一代传统农民终将随那些

老农具一起走进历史，如今和将来

的田野必是年轻人奋发有为的大

舞台，张银垒们一定会描绘出最美

的乡村振兴画卷！

莫担心后继无人，种地自有

年轻人！

种地自有年轻人

扫
码
看
丰
收

扫
码
看
丰
收

（（结束篇结束篇））

2022年6月 日

星期四 壬寅年五月十八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第4480期 今日4版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16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王东亮 值班主任 李相瑞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李鹏 版式 李哲 校对 黎川红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范长坡乔培珠

6月12日，在位于叶县仙台镇的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田野里种植的玉米已长出幼苗，

年轻的张银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夏收夏种

已经结束，接下来还要做好抗旱保苗工作，争

取秋粮再获大丰收。”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银垒说。

回想半个多月来一幕幕，张银垒坦言为确

保颗粒归仓，每天都似打仗一般。特别是6月1

日前后，叶县高标准农田里的小麦进入收割高

峰，他和公司一班人坐镇田间地头、收储仓库，

协调收割机收割、拉运、入库，每天一睁眼就开

始忙碌，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

“高峰时，每天十几台大型收割机同时作

业，挑灯夜战，七八辆运麦车来回奔波。今年

整体收成比预测的还要好，小麦普遍亩产都

在 1100 斤以上，有一块田地亩产甚至达

1570斤。公司流转、托管的4.6万亩土地小

麦总产量近3万吨，扛稳了粮食安全重任。”

张银垒说。

去年秋收后，张银垒带领他的30余人团

队，在叶县高标准农田将托管、流转的土地由

2万余亩扩展到4.6万亩，专门种植小麦、玉

米等粮食作物。

年轻小伙爱农村，黄土地里能生金

身材微胖，笑容可掬——刚31岁的张银

垒乍看像个大老板，实则是个在农村摸爬滚

打多年的“老把式”。

1991年8月，张银垒出生在叶县邓李乡

魏王村，父母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在这

个千余口人的小村子，张银垒家属于较早富

裕起来的一批人。

2011年7月，张银垒从河南牧业工程高等

专科学校毕业后，便“子承父业”回乡从事养

殖。从小没吃过什么苦的张银垒干起养殖来，

却丝毫不含糊——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

拌料、喂猪、清圈，常常一忙一天。在同龄人都

希望留在大城市的年纪，张银垒一个人守着一

座养殖场，每天跟几百头猪“过日子”。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14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郑州移动北环枢纽、省应急管理厅检查

调研防汛应急保障能力提升工作。

在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移动

北环枢纽机楼，武国定认真听取全省电

力、通信防汛应急保障工作汇报，现场视

频调度防汛物资准备、装备配备等情

况。他强调，要深刻吸取郑州“7·20”特

大暴雨灾害教训，认真贯彻全省防汛工

作会议精神，开展防汛备汛专项检查，配

足配齐防汛物资装备，保重点部位、保防

汛抢险、保基本民生，确保不死人、不发

生大面积停电中断通信、不发生次生灾

害。

在省应急管理厅，武国定检查了

应急救援装备保障情况，并主持召开

座谈会。他强调，我省即将进入主汛

期，要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加

快急需物资落实进度，确保关键时刻

调得出、用得上；要加强基层物资配

备，将物资储备情况纳入汛前督导，按

需及时补齐补足；要建立全省防汛应

急物资清单，加强部门间地区间协同

联动，提升综合保障能力。同时，要进

一步完善会商研判机制，规范预警信

息发布流程，科学准确及时向社会发

布防汛信息。

从“新农人”到“兴农人”
叶县“90后”小伙张银垒带领30余人团队种粮4.6万亩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6月15日，记者从

省粮食行业协会了解到，由省粮食行业协会主

办，河南日报农村版等单位协办的第三届中国

（郑州）好粮油产品及机械设备交易大会定于

8月27日-29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展。

新展期、新面貌、新作为、新发展。此次展

会以“健康粮油·汇聚精品·智能设备·成就未

来”为主题，同时创新交易方式，以线上线下

融合展销为依托；以商贸配对，产销对接为主

导；以高端论坛，解决企业困惑为引领。充分

联动产业链上中下游，搭建起“展、学、研、销”

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加大购销对接，加

强交流与合作，提升企业品牌认知度和影响

力，推进粮油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赵家卉 通讯

员席旭红）6月 15日，“农媒总编走基

层新闻助农促振兴”媒体大型联合采

访报道活动在巩义市拉开帷幕。此次

采访报道活动以“看乡村振兴喜迎二

十大”为主题，河南日报农村版、河南

广播电视台乡村频道和农村广播、农

村农业农民杂志社、农资与市场杂志

五家媒体组成联合采访报道团，由各

媒体负责人带队深入基层，行走在乡

村振兴的最前线，呈现乡村振兴的新

亮点、新模式。

“本次活动对推进巩义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紧盯促进农业稳产增

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的目

标，固根基、强优势、补短板、调弱项，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巩义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东辉表示。

近年来，巩义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郑州市委关于乡村振兴的决

策部署，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大任务，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

2022，为小麦丰收作证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
提升防汛应急综合保障能力

第三届中国（郑州）好粮油
产品及机械设备8月集聚郑州

五家农媒总编带队走基层
“农媒总编走基层 新闻助农促振兴”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6月14日，襄城县十里铺镇寺后李村农民刘随雨一家人趁墒抢种玉米。近日，十里铺镇组织

化肥、农药、种子等秋播物资，并成立秋粮播种志愿者服务队，帮助群众趁墒抢种秋作物。

古国凡杨梦娇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15日，省

政府召开全省肉牛奶牛产业发展工作推

进视频会议，贯彻落实《河南省肉牛奶牛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全面安排部署肉牛

奶牛产业发展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指出，加快肉牛奶牛产业发展，是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是我省有条件做大做强的优势产业，是

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是推进畜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武国定强调，要加快扩大养殖规

模，快速做大总量；要探索创新养殖模

式，实现农民、村集体、龙头企业互利共

赢；要壮大优质饲草基地，加快黄河滩

区优质草业带建设，积极推进秸秆饲料

化和粮改饲工作；要实施种业提升行

动，强化地方品种保护，加快新品种培

育，扶优扶壮种业企业；要大力推进绿

色养殖，推进种养结合和粪污资源化利

用；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注重纾困解

难，推进全省肉牛奶牛产业高质量发

展。要强化组织领导、政策扶持、科技

支撑、督导考评，奋力开创我省肉牛奶

牛产业发展新局面。

全省肉牛奶牛产业发展
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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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朝杨利伟李梦露于涛
孙好闯赵博赵家卉

仲夏，河南的热词是麦收；2022年

仲夏，河南的热词是“丰收”。

“整体拍下去很漂亮啊，我这百亩麦

田，在朋友圈里都爆了！”唐河县田庄村

“80后”刘娟说，“去年我的小麦亩产一千

二三百斤，今年比去年长势还要好。”

“没见过这么好的小麦！”遂平县下

阳村王德海说到自己地里的麦子用了两

个词，“胖墩墩、密匝匝。”

商水县杜店村杜秋红一说到自家

小麦就笑：“今年小麦都涨到一块五毛多

一斤了，我流转这一百亩地真值！”

原阳县孙堤村孙列沛说：“今年俺

村谁家小麦亩产低于一千斤，肯定会被

人笑话的！”

武陟县解封村程小宝说：“我66岁

了，今年麦子长得是我见过最好的！”

林州市泽下村刘进喜说：“我们这山冈

地，往年亩产四五百斤，今年有七八百斤。”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麦！”

“今年麦子好啊！”“今年这产量中！”“产

量差不离吧！”

从南阳到安阳，从豫东平原到豫西

丘陵山地，2022年，河南大地上到处是

丰收的声音。

1936年，新乡县小麦平均亩产130

斤，1979年林州市泽下村小麦平均亩产

350斤；2021年，河南省小麦平均亩产

891斤。

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

从2015年的25%到2021年的28.3%，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小麦第一省。

2022，为河南小麦丰收作证。

河南无垠的麦田正奏响丰收咏叹

的时候，网络上出现了质疑丰收的杂音。

今年麦收前，某社交平台上名为

“歌手”的河南用户发布了一条视频：一

片青黄稀疏的麦田。配音是：专家说得

真好，我这小麦亩产肯定能达到1500

斤！庄稼不厉害，专家真厉害！

这条“开涮”专家的视频“火”了，但

却在评论区翻车了：

一河南网友评论：地种成这样，明

显就是个懒蛋；另一上海网友跟评：别听

他瞎说，我估计他都分不清哪个是小麦。

“歌手”之后又发布一条视频：前几

天的段子火了，500多万的播放量，谢谢

平台的推广和朋友们的喜欢。

不打自招！至此明眼人都清楚了：

他就不是种粮人，他就是个键盘侠、杠

精、网络喷子。

同样的人，同样的视频，网络上还有多

条。这些“不稼不穑”的网络喷子，他们怼

专家、骂官员、污蔑基层干部，打着“有图有

真相”的幌子，一叶遮泰山，为了几个赞，昧

良心、编故事、博眼球，以偏概全攻讦丰收。

河南小麦在240多天的生命过程

中，旱、涝、寒、病、虫、风，十年九有灾，灾

情每年都局部发生，每个阶段粮农都在

与灾害抗争。

另外，还有不负责任的“人”灾。

一位农民说：“哪个村每年都会有低

产田，真有那少数人，下了麦种就走，光等

老天爷给他浇地、等土地爷给他除草，他

种的小麦要是也高产，那才出神呢！”

2022年，小麦丰收喜讯处处闻：延

津县通郭村最高亩产1800斤；淇县卧鸾

村最高亩产1460斤；南阳宛城区种粮大

户高新洋一千多亩小麦平均亩产1200

斤；周口全市大田亩产1080斤。

如果说“歌手”嘲讽河南小麦丰收

是在“腌臜人”，那不了解河南的外省人

对小麦高产的疑惑就需要补课了。

邻省一网民依据自家小麦亩产800

斤的“历史经验”发问：“河南小麦真有那

么高产吗？是不是‘放卫星’？”

商水“乡邻老赵”在收获后的麦田里

录视频回答了这个问题：“外地人都不相

信我这小麦亩产一千四五百斤，我吹大气

对我有啥好处？你能奖励我钱？你能给

我个官当？你能在北京给我弄套房？”

历史上，河南人喜欢种粮、习惯种

粮，这是老家河南、大河文明的根基。

“撂荒”在河南广大农村并不多见。

房前屋后，点瓜种豆；巴掌大的一块地，

农民都要种上几穴红薯、点上几棵玉米。

在粮食核心区建设政策扶持下，河

南持续进行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高

标准粮田建设，现有高标准农田7580万

亩，这些高标准农田提高抗灾能力，持续

增加粮食产能。

河南小麦育种、繁种水平在国内领

先。有耐旱品种，有低秆防倒伏品种，有

抗病性强品种；有弱筋、中筋、强筋品种。

2021年小麦遇涝晚播后，洛阳偃师

区刘金柱及时改用本地晚播品种，保住

了小麦产量；邓州韩红培根据本地气候

特性选种了抗病性强的品种，同样获得

了丰收：粮农需要的任何小麦品种，河南

应有尽有。

不单单服务河南粮农，河南小麦良

种也在安徽、湖北、江苏、山东、河北、陕

西扎根结果。

河南1.12亿亩耕地，由55%的平原

和45%的丘陵构成。雨水丰沛，丘陵小

麦丰收；旱象严重，平原小麦丰收；风调

雨顺则平原丘陵“双丰收”。

持续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良种的培

育推广、粮农种粮积极性的调动、互补的

耕地结构，让河南小麦生产不再有丰歉

“大小年”，连续16年丰收。

40%的中国人以小麦为主粮。

中国最早的“五谷”是没有小麦的。

很久很久以前，小麦从西域进入中国，扎

根于黄河流域，历经艰辛，找到了最为

“宜居”的家；这种适口性极好的谷物，随

之成为中华民族北部的主要粮食，并被

纳入后世的“五谷”之列。

作为一种耐旱、耐寒的农作物，既

能承受零下十摄氏度的寒冬，又可靠深

根吸水度过干旱。

黄河中下游的土壤环境、气候条

件、降水分配、日照时长，几近于为小麦

生产“量身定做”，这些基础条件让河南

成为国家粮食核心产区、中国粮仓。

小麦产量形成有三要素：亩穗数、

穗粒数和千粒重。

粮农长期的农耕实践，积累了诸多丰

产经验，譬如小麦晚播时增加播种量甚至

给小麦覆膜提高地温，都是为了增加小麦

分蘖数、保证亩穗数；而冬前“镇压”，孕穗

期水、肥保障，则是增加穗粒数的基本方

法；千粒重的提高则依赖“一喷三防”。

低纬度地区雨量大，小麦生长期

短，高纬度地区冬季严寒，麦苗无法越

冬，这些自然条件对小麦品质有直接影

响；相比之下，地处暖温带的河南就成了

小麦生产的风水宝地、不二选择。

亩穗数四五十万，穗粒数四五十

粒，千粒重四五十克，这三个“四五十”是

政策支持、良种良法、经验传承综合形成

的，连年丰收、持续高产已经成为河南小

麦丰收的“不容置疑”。

2022年小麦生产，堪称非常之年。

俄乌冲突、疫情叠加，粮食出口国

纷纷停止粮食出口；2021年秋汛，河南

有1000万亩小麦无法适期播种，最晚播

期比常年滞后两个多月，麦苗破土如此

之晚，历史罕见。

2022年河南小麦能成为风雨之中

的挪亚方舟吗？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技人员地头

传技，全省粮农悉心呵护，河南小麦开局

不利、转化良好、丰收在手。

滑县、浚县超晚播小麦华丽逆袭，

弱苗苗嬗变壮苗苗。

遂平县龙泉村村民姚新领春管中

配肥、除草一条龙，灭草不等草露头。

上蔡县闫庄村种植户李学争的麦

地里，1500株麦子仅发现4棵病株，杀

虫不等虫开口。

卫星遥控收麦，农机全程种地，农

田里的“黑科技”成为粮食丰产丰收的

“智慧密码”。

唐河县80后刘娟，穿着裙子下地，

种地种出新花样。

舞钢市40岁的研究生齐备，专职种

庄稼，自制化肥、改良土壤。

因疫情不能回家收麦的河南老乡

不用担心，穿着红马甲的商水县杜店村

党支部书记郭华在村里一一统计，麦收

的事，党员、干部、志愿者要“一管到底”：

红马甲映衬金麦粒。

偃师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刘素爱

和全省4万多名农技推广员守护丰收至

颗粒归仓。

政府重视、专家指导、粮农操心，

2022年，河南牢记领袖嘱托，再次交上

了小麦丰收答卷。

产量高、质量优、价格好，2022年河

南小麦有了载入史册的新名字：麦三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