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凹郭村“凸”起来

（上接第一版）

在“两个研究院一个中心”品牌效

应带动下，河南农业大学各共建科教园

区基地每年吸引来自全国约30个省区

市的种植大户、农业企业家、园区负责

人、科技示范户、国内科研院所等 3万

余人参观考察，承担阳光工程培训、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等

2万多人，培育周边村民成为种植技术

骨干近万人。每个基地每年还接纳约

30名本科生开展为期6个月的生产实

习、4~6名研究生开展课题研究。

全链式运营全链式运营
让蔬果种植越来越轻松让蔬果种植越来越轻松

南乐县张果屯镇烟之东村有近30

年西红柿种植历史，几乎家家户户种西

红柿有一手。

2020年 3月，河南农业大学、南乐

县人民政府、河南豫艺种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艺公司）联合成

立校地企合作的特色农业产业扶贫项

目——南乐优质西红柿小镇，目的是带

动周围上万亩蔬菜种植区进行设施结

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销售手段等全

面升级换代，把南乐县打造成我省最大

的越冬茬优质西红柿生产基地和电商

物流基地，并成为河南农业大学“卓越

园艺师”培养计划的豫北实习基地。

南乐优质西红柿小镇成立之初，并

不被村民认可。园区第一茬西红柿丰

收时，烟之东村一位老人领着孙子到园

区溜达，马长生研究员摘下酸甜果小番

茄给小孩子吃，老人拒绝说，他孙子从

不吃小番茄，可转头一看，孙子却拿着

小番茄吃得正起劲儿，老人吃惊之余也

拿了小番茄品尝。几个小番茄下肚，老

人直感叹他种了一辈子西红柿却从来

没品尝过这么好的味道。自此，优质西

红柿小镇名气逐渐在当地打响。

“小番茄我最喜欢马老师培育的酸

甜果，好吃到放不下手，还有青春之歌、

卷珠帘、巧克力小番茄，大果番茄我喜

欢豫甜优五，口感软沙、果汁饱满、香味

浓郁，今年试种了一个大棚，不仅产量

高，亩产能达到1万斤，而且价格高，普

通西红柿一斤卖3元，豫甜优五一斤至

少能卖5元。”8月11日，听说马长生研

究员来了南乐园区，烟之东村党支部书

记、联富果蔬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赵

战秒匆忙赶来，他要跟马长生商量秋茬

西红柿品种更新和扩种的事儿。

赵战秒告诉记者，为适应运输储

藏，合作社过去种植的西红柿都是大路

货，实现了“番茄自由”却丢了口感，果

实大又红，吃着却太硬；不甜也不酸，炒

菜汤汁少。

如今，在园区带动下，联富果蔬种

植合作社的社员们已经逐步改变观念，

开始接受新品种和新的经营模式，去年

春节该合作社生产的小番茄采用礼品

盒销售，每盒装4斤卖60元，周边村民

都纷纷来抢购，最后卖到脱销。

从种子种苗、大棚建造、管理运营

到市场销售和全环节的标准、机制和体

系输出，“两个研究院一个中心”立足校

地企合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全产业链

运作模式。“就是要让大棚蔬果种植‘全

程再造’，推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当

好‘田保姆’，让农民轻轻松松就能把钱

赚。”马长生说。

河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魏蒙关说：

“以‘两个研究院一个中心’为核心的校

地企合作，走出了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带

动新模式，不仅培养了大批的科研人

员、新型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通过优

质新品种的试验示范，还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和蔬果产业升级，推动了乡村产业

振兴。”

（上接第一版）

2011年，张艳霞丈夫得了肺癌，

为了给丈夫治病，家里花光了所有积

蓄且四处举债，可2015年丈夫还是撒

手而去。张艳霞又被查出患有乳腺

癌，当时家中3个孩子，大女儿14岁，

小儿子才4岁。“那时候家里的4间老

瓦房房顶漏雨，房梁都快折了，日子

真的过不下去了。”

在当地政府和驻村干部帮扶下，

危房变成了新房，院子地面全部硬

化。张艳霞也被安排到县级公益岗

位，每月工资774.4元，小女儿和儿子

还有几千块钱的集体分红。

分红是普惠。

凹郭村根据对扶贫政策的掌握、

脱贫内生动力是否充分等条件，公开

对全村享受脱贫政策户进行打分，按

照分数，每年一类分红2100元，二类

分红1800元，三类分红1500元。

另外就是奖励。

从2019年起，村里每年考上大学

的学生，根据录取批次，分别获得一

本 3000元、二本 2000元、大专 1000

元的奖励。

凹郭村还从集体经济收入中拿

出一部分钱，给村里 75周岁以上的

59名老人缴纳新农合医疗保险，每人

320元，并给村里 60周岁以上的 293

名老人办理了团体意外险，每人 20

元，也不用自己缴。

洪广峰说：“尊老、重教，虽然没

有花很多钱，但却让全村人都感受到

了集体的温暖和力量，凝聚了人心，

振奋了精神。”

钱花“响”了，集体再干什么事，

不但没有阻力，反而一呼百应了。

“目前规划再建设1座8000吨粮

库及15座温室大棚，进一步壮大村集

体经济。”洪广峰说，“正在修建的周

平高速，襄城的出入口就选址在凹郭

村的两个自然村中间，凹郭村已迈入

高速公路出入口经济圈。”

凹郭村十年集体经济发展的路

子，应了那句话：咱们集体有力量，咱

们集体有希望！

“地头研究院”加速蔬果产业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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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菀清许金安鲍世昆

8 月 17 日，室外气温 35℃，“秋老

虎”威力不减。

洛阳市孟津区送庄镇，洛阳市农发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甜瓜试验基地，大棚

内气温达 50℃，还没等 69岁的朱忠厚

查看半垄，汗珠已顺着他的脸庞往下

淌。

“这叫‘雪酥一号’，这么高的温度

叶子没‘塌’，培育了两年，耐高温，亩产

可达2800斤，大棚里很稳定，种子明年

推向市场！”

朱忠厚，仅有初中学历的庄稼人，

如今是全国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全国先

进科技工作者、河南省科技标兵……当

地群众公认的“瓜王”。

防虫灭虫，自学成才
让乡亲吃饱肚子

1953年 8月，朱忠厚出生于孟津县

送庄乡朱家寨村。

1970年，初中毕业后，朱忠厚被安

排到朱寨大队五七农学院（村科研站）

工作。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朱忠厚

非常珍惜岗位，利用劳动间隙恶补文化

知识，3年时间读完了《植物栽培学》《遗

传育种》《农业数理统计》等专业教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红薯是

主要口粮。当时，豫西地下害虫蛴螬

（学名毛黄鳃金龟）猖獗，红薯在生长过

程中经常被吃成“蜂窝煤”，轻则减产，

重则绝收，农民无计可施。

“掉下几斤肉，也要消灭它们。”朱

忠厚发誓。从 1972年开始，红薯苗栽

下后，他就坚守红薯地头搞调查。经过

6年艰苦努力，他和同事终于在地下2.4

米深找到了蛴螬。

朱忠厚介绍说，这个深度是一般害

虫“越冬深度”的 10~16 倍，能抵御严

冬。随着季节变化和气温升高，蛴螬会

慢慢“向上钻”，3月份产卵，5月份最为

活跃，9月份开始向土层下部转移，当

10月份开始挖红薯时它们已“逃离”至

地下2米多深。

根据调查结果，他编写了《毛黄鳃

金龟生活史与综合防治新技术》，促进

生物防治、活体诱杀、化学农药等技术

在豫西大面积推广。1980年，农业部在

洛阳召开专题会议，防治技术向全国推

广。当年，该成果获省重大科技成果

奖。

与此同时，朱忠厚还积极参与棉花

害虫防治研究。

1970年，孟津种植棉花 3万亩，朱

寨大队有1000多亩。

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支治虫专

业队，打药频繁、使用剧毒农药，成本越

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人畜中毒时有

发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经过近3年努力，朱忠厚和同事掌

握了30多种有益昆虫活动规律及其对

害虫的抑制方法。通过对2万多个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制定了“二代棉铃虫生

命表”，大胆地将防治指标从“百株落卵

5~7粒”提高到225粒，结合生物防虫技

术，使用药量减少了70%~80%，成果被

评定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1年，朱忠厚参加了全国青年自

学成才经验交流会并发言，受到李先

念、王震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

华罗庚等科学家的接见。

1983年，朱忠厚“农转非”，被安排

到孟津县科学技术委员会上班。

苦心钻研，科技创新
让“孟津西瓜”种到全国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涉足种子

研究，朱忠厚是从西瓜开始的。

1981年至1983年间，孟津逐步“包

产到户”。“向土地要效益”，农民致富积

极性空前高涨。

“应该发展短平快农作物。”朱忠厚

一直努力寻找突破点。1983年 3月，到

省科协开会时，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省

科协领导的重视，推荐种植无籽西瓜。

朱忠厚带回了无籽西瓜的母本，自

己培育。

当时豫西西瓜种植较少，朱忠厚从

豫东民权县请来了“瓜匠人”，第一年栽

种8亩、次年栽种13亩，“瓜匠人”专门

种瓜，朱忠厚专心培育。

“1983年夏天，无籽西瓜上市后，还

不够洛阳轴承厂一家用！”朱忠厚回忆

当时的情景时仍很兴奋。

无籽西瓜产种量低、发芽率低、成

苗率低的难题制约大面积推广。为此，

朱忠厚又开始了艰苦攻关。

经过5年时间，无籽西瓜大田直播

出苗率从过去的 30%左右提高到 90%

以上，制种产量提高2倍以上，发芽率提

高 30%，解决了困扰业界几十年的难

题。朱忠厚的研究成果被载入《中国西

瓜甜瓜》等文献，后来，在 17个省区市

推广。

进入新世纪，朱忠厚加快了创新步

伐。2006年，他成立了洛阳市农发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以西瓜、甜瓜和南瓜

新品种培育和高效栽培技术研发为方

向，在全国建立试验基地18个，科研进

度比常规加快了四倍，实现了从“单打

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

目前，洛阳市农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科技人员有 20多名，承担国家、省、

市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国际合作项目

16项，先后被确定为河南省西瓜育种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小巨人（培育）

企业，以及“河南省西瓜甜瓜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牵头单位。

2019年 9月，朱忠厚培育的 168.6

斤重的南瓜惊艳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

主会场，“瓜王”就此传开。

50 多年来，他先后发表论文 27

篇，主持和参编学术（技术）专著 4部，

完成 40多项科研成果，获科技进步奖

7项。

截至今年7月底，洛阳市农发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积累瓜类物质资源1300

余份，获得农业农村部登记新品种 49

个，申请品种权保护21个；在全国推广

84.06万亩，新增销售48.2亿元，受益农

民13.2万户。

“活到老，学到老。”朱忠厚说，知识

改变命运，科技引领未来。他将坚守为

民初心，带领团队在精品袖珍西瓜、无

籽西瓜新品种选育和高效栽培技术上

进行集成研究，在利用转基因培育西瓜

新品种方向上下苦功、使长劲，让“孟津

西瓜”种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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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忠厚“瓜王”有颗科技“芯”

本报讯 连日来，新乡市平原示

范区原武镇按照“三七二马一争先”

工作机制，强化“3+N”网格化管理，构

筑基层治理新格局。

该镇将网格治理纳入“一把手”

工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网格中心

具体实施，职能部门协调联动，社会

各方齐心参与，完善“党建+网格+大

数据”体系；定期开展网格业务培训交

流，提高网格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将网格治理与日常工作紧密融合，全

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效能；细化网

格化管理工作考核细则，将网格人员

基础工作、网格站建设、内部管理等

纳入其中，并与绩效挂钩；实行领导

包区、干部包村责任制，全镇共设立

“3+N”网格26个，“政务、警务、社务”

充实网格，分户到人，定岗到户，一网

共治，将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格。

（李明娟）

本报讯 8月13日上午，新郑市梨

河镇前吕村村委会会议室里传来阵阵

掌声，镇人大主席李俊峰和村里爱心

协会会长李景灿，把10000元和3000

元奖金分别交到了今年考上大学的李

鹏展和吕烨的手里，鼓励他们走进高等

学府后，继续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对

国家有用的人才。

这是前吕村爱心协会为考入大学

的学子们专门举办的第九次庆祝会。

2013年冬，前吕籍的李水法和李

保生退休后，决定发挥余热，为建设

家乡出把力。于是，二人和郑州南方

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景灿共同成

立了爱心协会，推动村里和谐稳定和

繁荣发展。

爱心协会制定了慰问、帮扶、救

助、奖励标准：凡考入985、211、一本、

二本大学，分别奖励 10000元、3000

元、2000元、1000元；特困家庭每年

扶助 2000元；85岁以上老人每年春

节发红包500元；百岁老人过生日送

蛋糕、红包1000元；好婆婆、好媳妇、

好女儿等典型奖励 1000 元；在部队

荣立二等功以上功臣、见义勇为、获

得省部级荣誉称号奖励5000元。

目前爱心协会已三次换届，会员

共有31人，由新郑市前吕籍的退休干

部、企业家、退休教师、退役军人，有

责任心的村民和其他人士组成，每名

会员根据本人情况自觉缴纳会费。

自成立以来，爱心协会共发放帮

扶、救助、奖励款30余万元。

（丁新生李保生）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原武镇

强化网格化管理 提升治理效能

新郑市前吕村爱心协会

坚持十年为乡亲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董
瑜雪）8月 20日，记者来到延津县城

北高中校园，推开主体教学楼大门，

一幅长约 9 米、宽约 4 米的“长城雄

风”浮雕画赫然映入眼帘。

“看到气势磅礴的长城浮雕，就

感受到了我们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

爱国精神，坚强不屈、自强不息的民

族精神，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好好学

习，争做新时代的好青年。”城北高中

高三学生杨同山说。

“我校采用长城作为校园文化浮

雕主图，是为了挖掘长城文化内涵，

传承长城文化基因，让长城精神植根

于学生心中。”城北学校董事长吕永

茂说，“长城雄风”文化浮雕墙的建成

是延津县校园文化建设的又一个成

果，充分发挥了文化育人功能。

浮雕文化墙 育人新阵地
延津县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本报讯 （记者王侠）8月 21日，

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省委宣传部、

省总工会近日对“悦读新思想 喜迎二

十大”河南省职工经典诵读活动获奖

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经专家

评审，共评选出长视频一等奖6名、二

等奖 10名、三等奖 20名、优秀奖 22

名，短视频优秀奖50名，优秀组织奖

16个。

“悦读新思想 喜迎二十大”经典

诵读活动历时 5个月。截至 7月底，

直接参与活动职工人数21万人次，微

信视频号转发播放量340余万次。经

过层层筛选，各级工会共精选报送长

视频作品58个、职工个人上传短视频

作品106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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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抗旱保秋全力抗旱保秋确保确保““电通水出电通水出””

国网河南电力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在西华县逍遥镇周庄村田
间地头开展灌溉设备巡视检查。 徐浩然 摄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武
庆华张桢睿）今年以来，安阳县把推进

“三个一批”活动作为全方位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力以赴抓招

商、集中精力抓开工、高效服务抓投产，

以大干快干之势，一路高歌猛进，为全

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该县不断强化“项目为王”理念，

持续在招商引资上发力、在狠抓落实

上用力、在优化服务上加力，前三期

“三个一批”项目成效显著，综合排名

位列全市第二名。

截至 8月 15日，安阳县“三个一

批”活动共开展了五期，项目共计 66

个。其中，“签约一批”项目共16个，

总投资 247.9 亿元；“开工一批”项目

共25个，总投资278.4亿元；“投产一

批”项目共25个，总投资223.1亿元。

安阳县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顺风顺水

本报讯（记者杨利伟 通讯员王丹霍
鑫）8月 22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严格

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专题部署抗旱保

秋供电保障工作，要求全力应对高温天

气，优先保障抗旱用电需求，加强机井电

力设施运维管理，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8月8日以来，我省出现大范围、持续

性高温酷热天气，部分地区达到重旱等

级，洛阳、许昌等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

级应急响应，全省投入农田机井 12.89万

眼、泵站487处用于抗旱浇灌。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统筹安排、细化措施、落实责

任，研究下发《关于做好抗旱保秋用电保

障工作的通知》《加强机井供电设施运维

管理做好抗旱保秋供电保障》，从强化管

理、设备运维、优质服务等方面多措并举，

全力保障抗旱安全可靠用电。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充分运用信息

化手段，持续开展全量机井台区电压、电

量在线监测，做好负荷预测，合理安排电

网运行方式，精准保障用电需求；提高机

井供电设备设施巡查检测频次，强化设备

状态监测管控，及时发现消除各类异常；

加强排灌台区和线路的隐患排查治理，严

格落实外力破坏等运行风险防范措施，保

障设备安全运行。同时，优先保障抗旱用

电需求，原则上抗旱保秋期间不安排机井

供电设施计划停电，加大抢修人员、车辆、

物资和应急发电装备等配置，提升应急供

电保障能力。

为方便群众灌溉，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开通机井报装办电紧急绿色通道，简化

流程，容缺办理，确保及时满足客户用电

需求；延长营业厅营业时间，维护好刷卡

器，确保浇地充值、刷卡渠道多；加强电价

政策宣传，在村庄及机井等显著位置张贴

通告，配合地方政府做好监督工作，切实

维护农民利益。

“气温持续上升，猕猴桃急需灌溉，供

电人员及时上门服务，让俺们这猕猴桃喝

上了‘甘甜水’。”8月22日，猕猴桃种植户

王怀义说。此前，西峡县供电公司焦裕禄

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丁河镇猕猴桃种植基

地，为王怀义等果农增产增收提供精准优

质服务。截至目前，荥阳市供电公司已对

2513台农排机井配变开展4轮排查，确保

264个行政村内4421眼机井正常运行，确

保“电通水出”。连日来，国网河南电力系

统广大干部员工纷纷行动，走进田间地头，

为群众秋灌送上优质服务，为抗旱保电解

民忧、润民心，助力农户保产保收，热火朝

天的服务场景正在中原大地上处处闪现。

8月18日，村民在沁阳市紫陵镇东庄村村史馆参观，感悟历史、记住乡愁。为记录村
庄发展脉络，东庄村建起了村史馆，通过实物、照片、图表，集中展现村史村情、村风村貌、
企业发展等。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