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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 有灌溉条件的地区遇旱要及

时灌溉，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灌溉

条件差的地区要通过修建拦河坝、

临时泵站等临时性工程措施，扩大

灌溉面积；丘陵岗区要利用坑、塘、

坝、窖等“五小”工程进行灌溉；引

黄灌溉区要加大引黄力度，保障正

常引黄灌溉。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这十年，河南粮食连年丰收，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农业装备持续
升级，乡村治理全面深化，乡村振
兴良好开局，人民生活芝麻开花。

十年之木，枝繁叶茂；十年嬗
变，沧海桑田；十年回眸，满眼非
凡。

生产充满了“细枝末节”，生活
离不开“鸡毛蒜皮”。“中原乡村这
十年”专栏，将追寻中原乡村的“末
梢神经”，展现这十年乡村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通过
无处不在的微观世界，汇集新时代
的波澜壮阔。

一树十获者，木也！“中原乡村
这十年”今日开栏。

开栏的话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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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奋奋进

□本报记者 宋朝黄红立

7 月 30日的太阳是在 6时 46分

翻过东山，照在上疙瘩的；这个时候，

80岁的刘多莲已经从县城坐公交车

回到了老家：“我一星期没回来了，今

天回来把花生地里的草薅薅。”

上疙瘩是一个村民组的习惯称

谓，归登山村辖；登山村是十八盘乡的

一个村；十八盘乡位于汝阳县西南山

区，距离汝阳县城25公里。

“十八盘、登山村，多好的名字！

一听就知道是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十

八盘乡乡长李春霞说。

登山村山高水长、沟深林密，680

多口人，面积 7.2平方公里，有 9个村

民组、39个自然村，其中一个自然村

叫灯盏凹，是最早开始学大寨、修梯田

的。

“我们修梯田是从 1964 年开始

的。”80岁的李维新说，是当时村里的

党支部书记赵春兰领着群众干的。不

干不行，坡地陡，自然条件差，好年景

还能有红薯吃，受灾了就得饿肚子。

垒石头嶙、修梯田；引水、提水；全

村人用了十年时间修梯田500多亩，

这些旱涝保收的“水浇地”，被村里人

称作“吃麦地”。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同心同力，

梯田越修越高，干劲越来越大，这种干

法蕴含的实质被上级归纳成“登山精

神”。

“灯盏”与“登山”读音相近，1968

年这个村改名登山村。

1981 年，56 岁的赵春兰书记去

世。历经七任村党支部书记后，登山

村“登山精神”的接力棒在2018年传

到了今年53岁的荆新安手中。

荆新安说：“登山村真正翻天覆地，

就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这十年。”

76岁的赵光明住在海拔 770 米

的山腰，所在的自然村叫杨树岭，这个

自然村距离登山村党支部所在地还有

5公里。

4 米宽的水泥路贴悬崖曲折而

上，一直修到他没有院墙的堂屋门口，

一只脚还在路面上，另外一只脚就进

屋了。

“这个路是 2013 年修的路基，

2017 年打的水泥，当时我给施工队

说，这条路到我家就到头了，我让他们

多打一块，孩子们开车回来了能掉

头。”村民赵光明说。

路边另一家门前的路面上，有

“2017年 10月 14日修建”的字样，应

该是村民在水泥路面还没凝固时用木

棍写上的。

汝阳县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十

八盘乡是贫困乡，登山村是贫困村，这

里的蜕变靠的是党的脱贫攻坚政策，

当然还有登山精神。

“这十年里，上级为登山村修了5

条路 20多公里，建了 4座桥、一个涵

洞，总共投资了812.81万元。”荆新安

说。

不单这些。

安全饮水，投资 147.88 万元，电

网改造投资145.55万元，光伏发电投

资 560 万元，建扶贫车间投资 41.78

万元，建卫生室投资 52万元，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投资83万元，建登山泉水

厂国家扶持 20万元，公厕建设投资

68万元，登山精神培训基地建设投资

244.91万元。

汝阳县道路运输服务中心驻登山

村第一书记武小楠说：“这十年，国家

在登山村的乡村建设上投入已经超过

了2200万元。”

刚刚到任的汝阳县副县长兼十八

盘乡党委书记童红涛说：“还有一笔

呢，政府投资从十八盘到前坪水库修

了一条10米宽的柏油路，最近几天就

开始上油了，这条 7公里多长的路登

山村境内共 5.2 公里，论价值至少

2000万元。”

李维新惊叹说：“好家伙，一算账，

政府真给我们登山村投了一大堆钱

了！”

历史上的登山村奋斗的目标是

“有饭吃”，当下的登山村用李维新的

话说是“想吃啥吃啥，不想吃啥不吃

啥”。

赵光明两口子有 20 只鸡、三箱

蜂，他家的鸡连个鸡窝都没有，天天在

树林、竹林里跑，两口子不稀罕吃鸡

蛋，攒下几篮子了就骑上三轮摩托车

送给在县城居住的孙子孙女吃，割了

蜂蜜就卖给来山上旅游的外地人。

登山村户籍人口是 680人，实际

常住村里的共128人，全村190户，有

160户在汝阳县城买有房子。荆新安

说：“没买房子的多是五保和残疾家

庭，全村有14户五保户。”

赵光明四年没种麦子了，但家里

还囤了3000斤小麦；过春节孩子们回

来给他塞了2000块钱，至今这些钱还

压在褥子底下；电费都是孩子缴的，半

年来他花的最大一笔钱就是去集镇买

了两袋面、一兜子常用药，给三轮车灌

了一壶汽油，总共花了400多元，这些

钱还是他们老两口的养老金。

比赵光明年轻 20岁的李红伟是

登山村的“跑坡”人，跑坡就是转山，转

山就能挣钱。他逮蝎子、摘山枣、挖山

药、刨血参、捋连翘，一年四季都不闲：

“今年天旱，蝎子个儿小，往年逮一晚

上能卖二三百块钱，今年不老行，最差

的一天才卖80块钱。”

66岁的村民李富卿认为他家最值

钱的是电视机，但在汝阳县县长姬素

娟眼中，他家的7间三伏天午休还要扯

个薄被子盖的瓦房才是巨额财富。

“乡村振兴必将城乡融合，市民眼

中的财富是登山村的蓝天、白云、青

山、小溪、梯田、四合院、老瓦房，乡村

有形资产真正的价值加上量化后的无

形资产，乡村价值就是金山银山！”姬

素娟说。

汝阳县正在办一个培训班，这个

培训班共108名学员，学的是乡村建

设，培养目标是能工巧匠，他们将是登

山精神的传承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登山村有1000多间老瓦房，姬

县长专门给我说，要保好乡村风貌，这

是文化，这是乡愁，这将是登山村未来

的经济增长点。”荆新安说。

登山村，步步高。

7月30日，义马市新区街道石门社区居民李爱红正在展示社区生产的小杂粮。近
年来，该社区通过“基地+农户”的模式，将5000亩耕地种上小米、红豆、绿豆等小杂粮，
并统一加工包装销售，大大提高了小杂粮的附加值，增加了居民收入。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苏浩然 摄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焦萌焦涵

8月 1日临近晌午，天气炎热。刚

刚送完上午的邮件，叶县辛店镇邮递员

杨庆伟赶到镇上的邮政所，又将其他邮

件装上邮车，赶往东房庄村。

“这段时间，大学录取通知书特别

多，看着村里的孩子有出息，我也跟着

高兴。今天还有几封通知书，想着早点

给他们送到。”擦擦头上的汗水，杨庆伟

笑着说，“其实，爱上投递员这个工作，

也是因为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

2013年秋季，杨庆伟要送的一封

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目的地位于辛店镇

最偏远的鸽子楼村，当时由于通信不

畅，他连着两次到了鸽子楼村却没见到

这家人。

“第三次送是下雨天，就想着下大

雨，这家人肯定不会外出，录取通知书

送到时家里果然有人。”杨庆伟说，那天

他冒着大雨骑着摩托车上门，当把录取

通知书送到这家人手中时，老乡那感激

的眼神，他永远忘不了。“能帮到大家，

再苦再累都值得。”杨庆伟说。

“辛店镇处于山区半山区，道路状

况不是一般的差。杨庆伟跑的这条邮

路也是叶县最难走的邮路之一，在杨庆

伟接手之前都没人愿意干，所以经常换

人。”辛店镇邮政支局负责人黄洲通说。

而就是这份苦差事，杨庆伟一干就

是12年。

2010年，在外务工多年的杨庆伟

回到家乡，在朋友的介绍下干起了投递

员，一辆摩托车、一个邮包，成了他的

“搭档”。

“2016年，摩托车换成了邮车。”谈

起自己的“搭档”，杨庆伟憨憨地笑了，

“媳妇说骑摩托车风里来雨里去，不安

全，不让骑了。”

“我当然不敢让他骑摩托车了。”回

想起2016年夏天的那一幕，杨庆伟的妻

子王焕仍心有余悸，“你说他傻不傻，大

中午了也不知道找地方歇歇，中暑了也

不知道，骑摩托车一头扎进了山沟里，身

上多处骨折，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

12年来，辛店镇19个行政村60多

个自然村和80多公里行程路线早已刻

进了杨庆伟的脑海里。无论投递环境

再艰苦再恶劣，他始终保持100%的邮

件妥投率，这份工作早已融入他的生命

中。去年，杨庆伟获得了“河南省邮政

快递行业优秀快递员”荣誉称号。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叶

县广大乡村在变，杨庆伟的使命也在

变。

“省委、省政府把‘加快农村交通物

流体系建设’列入2022年全省十项重点

民生实事，要求我们扎根农村市场，让老

百姓足不出户享受邮政优质服务。”叶县

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赵建刚说。

“这对我们的投递服务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黄洲通介绍，辛店镇39个行

政村目前仅有2名投递员，而每天的快

递量最高达近400件。这也意味着，压

在杨庆伟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对此，杨庆伟笑着说：“能为大伙服

务，再苦再累也没啥。”每天在邮路上奔

波的杨庆伟还主动当起了群众的“采买

员”，只要一个电话，捎带个种子、化肥、

肉菜，他都会尽力去帮忙。

杨庆伟说，只要村民需要，他会一

直守好这条邮路，直到干不动为止。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当前正

是秋作物生产管理的关键时期，也是

自然灾害多发期，为做好秋作物防灾

减灾，稳定农业生产，日前，省农业农

村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农业科技防灾

减灾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切实做好

秋作物防灾减灾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

作，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收。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当前我省大

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偏高，局部旱情依

然存在，区域性洪滂灾害发生风险

高。另据专家分析预测，今年我省秋

作物主要病虫害总体呈偏重发生态

势，一些迁飞性害虫也有局部暴发成

灾的可能。

《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把秋作物防灾减灾作为当前农业

生产的重点，提高思想认识，立足抗

大旱、防大汛、救大灾，牢固树立防灾

就是增产、减损就是增粮的理念，细

化实化工作举措，抓紧抓实农业防灾

减灾，确保防在灾害前面、抢在关键

节点、救在第一时间，千方百计夺取

全年农业丰产丰收。

《通知》提出，要把科技作为农业

防灾减灾的重要抓手，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农技推广机构和省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要制订农业科技防灾减

灾应急预案，发布一批防灾减灾技术

指导方案，做好气象灾害和病虫害防

控等田间技术指导工作。

省农业农村厅还要求各地要严格

落实农业重大灾情信息日报制度和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第一时间调度

掌握灾情，及时、准确、规范上报灾害

范围、程度等信息，并提前做好抗灾防

灾救灾各项物资、资金和技术准备。

本报讯 8月 2日，第四批全国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窗口和示范单位

名单公布，我省一批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队伍获表彰。

为进一步培育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标杆引领和示

范带动作用，着力提升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能力，农业农村部 2022 年继续

开展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

建活动。经过各地择优申报、省级

初评推荐、部级核查评审和网上公

示，我省濮阳市、新乡市、郑州市中

牟县、焦作市温县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被命名为第四批全国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示范窗口，驻马店市、周

口市商水县农业农村局被命名为第

四批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单

位。 （于涛周小娟）

省农业农村厅下发通知要求

做好防灾减灾 夺取秋粮丰收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对我省秋作物生产影响比较大的主要

是干旱、滂渍、高温热害、病虫害、倒伏等灾害。近日，省农业农村厅

公布了应对这几种主要灾害的措施。

秋作物灾害应对有招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韩
静 韩飞 张伟）“项目能够顺利开工建

设，还要得益于企业门前高标准建设

的乡村公路。”8月2日，在临颍县陈庄

乡贾太石村，金泽农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贾敬泽正忙着和工人们一

起对设备进行最后的安装和调试，他

的食用菌种植项目进入投产倒计时。

近年来，临颍县把农村公路建设作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成功创建

了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打造了

“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通行环境，

铺就了一条条乡村振兴的快车道。

临颍县始终把“修建一条道路、带

动一片产业”的理念贯穿农村公路建

设全过程，创新实施“交通+产业”的

发展模式，全县农业主导产业持续壮

大，小辣椒、大蒜、供港蔬菜等农副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鼓起了广大农民的

“钱袋子”。

在此基础上，该县坚持“规划统筹、

交通同网、产业同链”理念，将“四好农

村路”建设与乡村振兴、全域旅游有机

衔接，依托乡村特色、传统文化，按照网

络化、景观化、安全化标准，高品质打造

“一镇一特色、一路一风景、一村一幅

画”的系列生态路、产业路、旅游路，建

成了集生态观光、采摘体验、历史文化

于一体的特色乡村线路3条，2021年年

底新打造5条精品示范美丽公路。

截至目前，临颍县农村公路建设

总里程达到1440公里，14个乡镇2个

街道和 367 个行政村通公路率达到

100%，形成了县县畅、乡乡联、村村通

的农村公路网络，为助力全县乡村振

兴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

对草地贪夜蛾要实现防控处

置全覆盖，严防大面积暴发成灾；

稻区要加强两迁害虫、纹枯病、稻

瘟病、稻曲病等病虫害防治；突出

抓好玉米螟防治关键期，密切关注

暴雨天气对玉米南方锈病的影响，

预防病害暴发流行；对棉铃虫、地

下害虫，做到成虫诱杀与幼虫防治

相结合，减轻其对玉米、花生等作

物的危害。

病虫害

一是及时灌溉，以水调

温；二是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

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增强植株

抗逆性，减轻高温影响；三是在开

花散粉期进行辅助授粉，降低高

温热害影响。

高温热害

玉米倒伏较轻的地块可让其自

然生长，基本不影响产量；玉米小喇

叭口期前倒伏可恢复正常生长；小

喇叭口期至抽雄前根倒（部分根从

土里拉出）的，要及时将倒伏植株扶

正，每株要培土、踏实，增强抗倒能

力，弯倒的（上部不贴地面）不用扶

正，但要加强水肥管理；花粒期倒伏

的不用扶正，要加强病虫害防治；对

于茎折断的玉米，要尽快把折断植

株清除出田间，以免腐烂后影响正

常植株生长。茎折断严重的地块，

应抓紧清理地块，根据农时补种生

育期较短的其他作物。

倒伏

对积水田块，要尽快疏通沟

渠，排出田间积水，降低田间湿度，

促进作物恢复；对无法靠沟渠排水

的地块，要使用水泵等机电设备排

出积水，减轻湿渍对根系的伤

害。在明水排出能下田时，使用中

耕机进行中耕，破除土壤板结，散

墒通气。

滂渍

我省一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获表彰

临颍县

“交通+产业”铺就乡村振兴快车道

“乡村信使”杨庆伟

穿行山区邮路12年

登山村登山村登山村登山村 步步高步步高步步高步步高

小杂粮规模种“穿新衣”身价涨

这十年这十年中原乡村 ①①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8 月 2日，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

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

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

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

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严厉

谴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

议。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1971年联大第 2758号决议对此予以明

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

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979年，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

确承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

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

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国会作

为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理应严格遵守美

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与中国台湾地

区进行任何官方往来。中方历来反对美

国国会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美国行

政部门有责任予以阻止。（下转第二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