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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侠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加强堤防、巩

固坝埽，流经延津2000多年，“凶狠”的

黄河被人民胜利渠驯服，化身幸福水，融

入延津大地，孕育出29785亩上沙下黏

适合优质小麦生长需求的“蒙金”土壤的

肥沃良田。正是在这片沃土上，诞生了

“中国第一麦”——延津小麦，它以七个

“全国第一”、三个“全国唯一”，稳坐“一

麦”金字品牌交椅，并且在全国唯一的延

津县优质小麦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

下简称延津小麦产业园）里，接二连三七

十二变，创出百亿元产值。

头雁引领
专种专管育“一麦”
延津小麦产业园小麦种植基地，大

柳树村 59 岁的李元智在这里流转了

1012亩“蒙金”土良田。

“俺这辈子喜欢吃亏，可就是吃不

了亏。”7月7日，小暑，一早准备去产业

园开会的延寿为农服务中心负责人李

元智“无奈”地说，“1990年分地时，村

里 24亩最低洼的一块坑塘分给了我，

谁料，1994年人民胜利渠通水后，黄河

水流进麦田，沉积下厚厚的‘红泥’，水

退下去以后，不但洼地被淤平了，而且

肥得流油，种啥成啥。”

“今年新麦可以说是高产、高质、高

价。”李元智说，“目前服务中心托管了

8685 亩地，主要种植优质小麦百农

607，平均亩产 1300斤，全部为订单种

植，大部分以每斤 1.62 元的价格销售

给克明面业，‘三高’小麦来自天时地

利，更来自人和。”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2018

年，延津县供销社带领我们办起延寿为

农服务中心，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自

由的土地托管形式，‘五统一’的小麦管

理模式，既解放了农民，又实现了种、

管、收的专业化。”李元智说。

“从种到收，技术指导都是免费

的。”李元智说，通过校企合作，服务中

心引入河南科技学院育种专家团队，成

立了2个育苗基地，培育出优质小麦品

种，统一供应给农户；测土配方博士对

农田统一进行测土配方施肥，保证了土

壤里缺啥补啥。

“土地托管后，农民逐步变身技术

工人。”李元智说，服务中心开设有培训

室，对 816户农民进行统一培训；如今

耕种收全程机械化，实现了统一管理。

“种地也要持证上岗，如今俺农民

也是‘三高’，地位高、工资高、专业技术

高。”刚完成千亩玉米飞防作业的服务

中心飞防大队队长娄指南说，“原来一

天工资 200元，经培训俺拿了无人机、

挖掘机等操作证，变身全能机械手，一

天能挣两三千元。”

“小订单让小麦走上升值之路。”李

元智说，我们与贵州习水、克明面业签

订有订单，统一销售，卖种子高出 1毛

钱、卖给酒厂高出 5分钱、卖给克明面

业高出5分至8分钱。

延津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

李生堂说，目前，延津已形成“龙头企

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订单种植模

式。李元智就是众多合作社负责人之

一，通过托管方式延津县实现了优质小

麦的规模生产，优质小麦种植面积100

万亩，发展订单小麦50万亩。

张开双翼
饭香酒香竞芬芳

“种植只是第一步，优质新麦为小

麦产业‘接二连三’打下了坚实基础。”

延津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法成介绍。

新麦能变成啥？答：千变万化。

下午，延津小麦产业园，克明面业

车间里机器轰鸣，窗外狂风暴雨，屋内

工人汗流浃背。仓库里新麦沿着十几

米高的通道，瀑布一样倾泻进地库，分

类入仓。

“今年咱豫北新麦挤着眼都能收，

质量较好，颗粒饱满，几乎没有不完善

粒。”克明面业小麦收购部朱经理介绍，

“克明面业一天能收储本地新麦 2500

多吨。”

“每天可以制粉 1200吨。”面粉加

工车间主任宋利刚说，“初加工好的面

粉经由专门管道直接输送到挂面车间

和五谷道场方便面车间生产线，避免了

二次污染。”

“延津挂面生产基地年产挂面 20

万吨。”克明面业行政部经理裴亚明说，

克明面业主要经营有挂面、方便面等。

目前“陈克明”品牌挂面已形成高筋、强

力等6大系列，共900多个规格品种。

（下转第二版）

“三高”新麦去哪了

看“一麦”接二连三七十二变

小麦是我省的一大优势、一张王

牌。如何让这张“王牌”更加闪亮？

得天独厚的优质小麦无疑起到了“排

头兵”作用。延津县高标准发展优质

小麦产业，壮大二产，做活三产，接二

连三销全球，成为河南小麦产业发展

的耀眼“明珠”。

“酒香也要勤吆喝！”手握“中国

第一麦”“全国唯一优质小麦现代农

业产业园”两张金字招牌的延津，在

全产业链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叫响优

质小麦品牌，擦亮区域名片，让优势

更优，做强小麦经济。

突出一个“优”字，优麦制优品，

进一步推进小麦产业高质量发展。

做强特色加工业，尝试开展更深层次

的精深加工，把延津小麦产业园打造

成蕴含小麦深度加工科技的麦业“硅

谷”。

抓住一个“特”字，加大研发宣传

力度，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针对

不同消费群体设计研发适合消费者

口味、需求的产品；抓住亮点大力宣

传，提高美誉度，让“延津小麦”品牌

家喻户晓。

紧扣一个“农”字，进一步提高

二、三产业联农带农紧密性，通过发

展小麦精深加工业，把增值空间和就

业岗位更多留给当地农民。让农民

就地转移从事二、三产业，实现打工、

务农“双丰收”。

风禾尽起，盈车嘉穗。希望的田

野，潜力无限。我们欣喜于夏粮丰

收，但并不满足于丰收，还要继续踏

上升值之旅，从“大粮仓”进阶为“国

人厨房”“世界餐桌”，一步接一步、一

环扣一环，放大优势，突出亮点，做强

小麦经济，增强饭碗“韧性”。用中国

第一麦，做中国好食品，“麦”向亿万

家庭餐桌。

■点评

让优势更优做强小麦经济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为峰

出生时先天性眼底发育不良，他

却依靠自身信念和坚持，在黑暗的世

界里，用天籁之音演绎出“光明”，收

获着梦想和幸福。他就是台前县夹

河乡姚邵村村民姚振。

7 月 12 日，记者在姚邵村了解

到，视力模糊的姚振自幼热爱音乐，

几乎守着录音机长大，对每首经典老

歌的内容都了如指掌。

姚振初中毕业后，到濮阳杂技艺

术学校学习拉二胡。苦练三年，在音

乐的世界里，姚振找到了快乐，找到

了信心。他常说：“音乐，尤其是二胡

的声音，有人生的澄澈感，听着听着，

所有的烦恼都丢到九霄云外，我选择

一生与音乐相伴。”

毕业后，姚振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学

习，在名师指点下，他的二胡技艺突飞

猛进。后来通过招聘，他先后在北京北

漂艺术基地任音乐总监、北京心灵呼

唤残疾人艺术团任音乐总监，应邀参

加了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录制的标题

为“我为民乐狂”的个人专访、中欧建

交40周年专场文艺演出、韩国泉州首

届中国民族乐器展演活动等。

姚振不仅自己立志成为有用的

人，还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

返乡后，姚振在濮阳办了个二胡乐器

培训机构，长期面向社会招生，不定

期举办公开课堂、二胡独奏音乐会。

姚振尤为喜欢帮助视障儿童，他

说：“我懂得他们的感受，也想用我的

经历帮助他们，最终让他们用自己的

技能实现就业、立足社会。”

姚振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

二胡发扬光大，让天籁之音蓄满世

界，演绎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本报讯 （记者刘彤 通讯员彭红）

小暑已过，我省秋作物各种病虫害进

入高峰期，田间管理进入紧张阶段。7

月 13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通知，要

求加强秋作物重大病虫监测防控，最

大程度减少危害损失，确保秋季农业

生产安全。

“据专家会诊预测，今年我省三代

玉米螟、四代棉铃虫、玉米南方锈病、

水稻纹枯病、花生叶斑病等秋作物主

要病虫害总体呈偏重发生态势。”省植

保植检站吕国强研究员介绍，“另外，受

七八月份强对流天气多、降雨时空分

布不均等因素影响，三代黏虫、稻飞虱、

稻纵卷叶螟等一些迁飞性害虫也有局

部暴发成灾的可能，草地贪夜蛾对晚

播玉米集中为害的风险仍然较高。”

针对这一情况，通知要求各地切

实加强系统监测和虫情会商，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科学指导防控工作开

展。特别要利用好近年来新增加的高

空灯、测报灯、性诱捕器等先进设备，

持续加强对草地贪夜蛾、黏虫等迁飞

性害虫的监测，要加密田间调查普查

频次，准确掌握病虫发生发展动态，确

保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

在防控策略上，各地要因地制宜，

明确主攻对象，统筹兼顾，实施科学防

控。要及早制订防控预案，细化工作

措施，强化督导检查，确保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

在防控方法上，要大力开展群防

群治、联防联控，努力将重大病虫危害

损失降到最低程度。鼓励支持政府购

买服务，努力扩大专业化统防统治规

模，进一步提高防控效果和组织化程

度。

通知还提出，要搞好资金物资准

备，确保防控工作需要；加强防控知识

宣传和技术指导，提高群众识虫治虫

能力；加强农药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制

售假劣农药的违法行为，确保农民用

上放心农药；确保安全生产，杜绝人畜

中毒事故发生。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14日，省

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

普通高招录取期间，请认准以下 6种

招生咨询及信息发布渠道。招生期

间，对非正规渠道的信息，考生和家长

们一定提高辨别能力。

一是省教育考试院继续通过普通

高招考生服务平台只读邮件向考生发

送录取结果信息；二是关注省教育考

试院微信公众号，绑定个人相关信息，

可及时接收到个人录取信息推送；三是

可通过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招

生考试信息网查询个人录取信息；四是

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招生考试

信息网、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

号、“招生考试之友”微信公众号将及时

发布有关招生录取的各类信息；五是持

续打造网站、微信、语音电话咨询服务

体系，利用河南省考生服务热线电话

0371-55610639、河南省教育考试院

网站咨询留言栏目和河南省教育考试

院微信公众号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六

是各市、县（区）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

厅，为考生提供招生考试全过程咨询服

务。查询录取状态与结果须考生本人

持准考证及身份证件前往。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胡
少佳）“牛建东校长大爱无声、为人师

表的高尚品质和淡泊名利、默默奉

献的优良作风让我钦佩。作为一名

乡村教师，我将继续静下心来教书，

潜下心来育人，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农

村教育事业贡献力量。”7月 13日，本

报以《深耕教坛“拓荒牛”》为题，报道

了镇平县涅阳四初中校长牛建东潜

心育人 34 载，最终倒在工作岗位上

的感人事迹，时代楷模、镇平县黑虎

庙小学校长张玉滚读后感慨地说

道。

牛建东的先进事迹经本报报道

后，在镇平县引发强烈反响。7月 13

日，镇平县委书记艾进德号召全县党

员干部向牛建东同志学习，学习他带

头干、带着干的实劲；学习他不惧困

难，争先创优的拼劲！

镇平县教体局局长郭学忠说：

“牛建东同志是教师的楷模，是学子

的师表，是全体镇平教育人的杰出代

表，是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

榜样。”

“文中说牛老师不是站在光里的

才是英雄，他本身就是一束光，我深有

感触。”牛建东的学生梅璞激动地说，

“牛老师教我的时候意气风发，满头乌

发，现在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

永远怀念牛老师。”

“读了文章后我深受感动，我要向

牛建东校长学习，以实际行动诠释人

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努力成为‘四

有’好教师。”镇平县柳泉铺二初中老

师侯金说。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卫光
段淑娟）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1年

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名单，济源7家合

作社位列其中。

据了解，经各地申报、专家评审、河南

省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通过

等环节，全省 421家农民合作社被认定为

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其中，济源市薯

乐民农业专业合作社、济源市豫子谦尊农

民专业合作社、济源市喜耕田农机专业合

作社、济源市勋掌农机专业合作社、济源市

石源农业专业合作社、济源市源林林业专

业合作社、济源市花语季林业专业合作社

等 7家合作社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济源

共有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16家。

本报讯 （通讯员纪道成 陈兴强 张世
玉 记者尹小剑）“真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办

好了。特别要感谢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首席

服务官！”7月 14日，中浙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便当

日办结，该公司负责人对“首席服务官”高

效、热情的服务赞不绝口。

据了解，所谓“首席服务官”，即由政府

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定向联系具体企业，通

过“一对一”“面对面”方式，开展“个性化+

全流程”的精准服务。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商城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建立不动产登记企业“首席服务

官”制度，首批选派出 8名业务精英与 33

家企业加强联系，做好不动产登记领域相

关政策宣讲解读，主动当好服务企业“店小

二”，切实提高服务水平。

“建立不动产登记企业首席服务官制

度的目的，就是帮助企业解决不动产办理

当中的政策不清、流程不畅、服务不优的

问题。”商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余建

刚表示。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康
晓灿 徐嘉）7月 10日晚，禹州市鸠山

镇镇区的夜市灯火通明，各家摊位的

特色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商户尹小五和妻子经营的“尹记

烧烤”店门口，三五个人围坐在一起，

吃着烧烤、喝着啤酒，很是惬意。

“我们店的客源一直比较稳定，每

年夏季是店里生意最好的时候，特别

是最近这段时间，来吃饭的顾客可真

不少，多的时候一晚上能收入2000多

块钱！”尹小五对自家生意很有信心。

为推动“夜经济”更加规范有序、

“活”而不乱，该镇在镇区涌泉大道两

侧设置 20余个摊位，鼓励引导 100多

名乡村富余劳动力摆摊创业；派出所、

市场监督管理所等部门齐上阵，夜间

巡逻、食品安全检查织密夜间消费安

全网；管服并举，引导从事夜间经济的

商家规范经营、诚信经营，让放心消费

的口碑更响。

“自从镇上的夜市开始之后，很

多顾客喜欢在晚饭后来超市购物，我

们营业时间延长了，生意越来越好。”

鸠山镇宜华购物中心负责人苏嘉华

说。

“我们将依托镇区建设和交通区

位优势，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积极发展集美食、休闲、购物于一体的

特色夜市，真正让人气聚起来，经济活

起来，群众生活乐起来！”鸠山镇党委

副书记田培养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国家

统计局 14 日发布数据，2022 年全国

夏粮总产量 14739万吨（2948亿斤），

比上年增加143.4万吨（28.7亿斤），增

长 1%。其中，小麦产量 13576 万吨

（2715亿斤），增长1%。

“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粮食生

产，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

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克服冬

小麦晚播、农资价格上涨和国内疫情

多点散发等不利因素影响，夏粮实现

增产丰收。”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

贵荣说。

统计数据显示，夏粮播种面积稳

中略增。2022 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530 千公顷（39795 万亩），比上年

增加 92.1 千公顷（138.2 万亩），增长

0.3%，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提高。2022年全国

夏粮单产5555.6公斤/公顷（370.4公斤/

亩），比上年增加34.9公斤/公顷（2.3公

斤/亩），增 长 0.6%，其 中 小 麦 单 产

5912.3公斤/公顷（394.2公斤/亩），增加

43公斤/公顷（2.9公斤/亩），增长0.7%。

省农业农村厅下发通知要求

加强秋作物重大病虫监测防控

考生注意！
录取信息查询认准6个安全渠道

学习榜样 传承精神
牛建东先进事迹在镇平县引发强烈反响

商城县

“首席服务官”
甘当服务企业“店小二”

禹州市鸠山镇

“夜经济”点亮乡村夜生活

济源新增7家
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台前农民姚振用天籁之音演绎“光明”

7月13日，在社旗县第二初级中学的运动场里，孩子们正在进行篮球训练。暑假期间，社旗县中小学校运动场对外开放，孩
子们纷纷来到运动场上参加篮球、足球等体育运动。 申鸿皓张举 摄

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

□晓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