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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琳琳）“李森书记作为新时代党

的基层干部，真正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对李

森书记这样的优秀基层党员干部表示感谢！”10月17日，新蔡县

委宣传部、陈店镇政府分别收到了遂平县浩辉物流有限公司江廷

恩寄来的感谢信。

10月10日下午，浩辉物流驾驶员江廷恩驾驶一辆大型半挂

车向新蔡县运送化肥，因路况不熟误入陈店镇三庙村村庄小路，

车辆陷入路边泥坑无法动弹。在他无望之际，三庙村党支部书记

李森恰好路过。在了解情况后，立即叫来人员进行救援，经过一

个多小时奋战才把半挂车拖出泥坑，并将其护送出村。

新蔡支书热心助人获赞

抓住产业“牛鼻子”
通许县邸阁乡以特色产业促振兴

支部带头 产业开路
郾城区“五星”创建带动集体经济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胡瑞琪 黄流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到的这些内容让我们干劲十

足，‘三农’事业大有奔头。”10月 19日，正阳

县新农人牛超激动告诉记者。

当日，牛超和“正阳牛”农事服务队的队

员们一起，在袁寨镇陈庄村田间喷药，防治多

花黑麦草，力保来年小麦丰收。牛超是正阳

县慎水乡台天村人，正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为了解决农民在施药过程中出现的打药

累、量不准、不对症等问题，牛超成立了“正阳

牛”团队，开展综合农事服务植保业务。

在开展农事植保服务时，牛超发现从市

场购买的植保机械不实用也不耐用，便成立

了正美科技公司，成功研发了高地隙三轮植

保喷雾机。该机械不轧苗、重量轻、转向灵

活、操作方便，曾入选全国花生全程机械目

录，销往山东、安徽、新疆等省区，被群众称为

花生种植的“喷药神器”。

在从事农事服务、农机生产中，牛超还发

现农民种田技术有待提高，为此牛超与县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接，开展了农民技能

培训，并租赁了近500亩地，做引领示范，把

农事服务、农机生产、农民培训、农技推广、农

资供应“五农”深度融合，形成产业链条。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五农’融合，以农

机生产的现代化推动农业服务的标准化，走

好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牛超说。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薛媛梅）10月 18日，民权县博士

团开展第二批博士授牌活动。博士团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先后来

到民权县19个乡镇的博士家庭，为博士家庭授予“博士之家”牌

匾和荣誉证书。

近年来，民权县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大力实施“人才强县”战

略，通过一系列人才举措，壮大了人才队伍，提高了人才素质，为

推动民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通许县邸阁乡获悉，该乡结合各村的实

际和种植户意愿，细化了产业扶贫发展规划，因户施策、长短结

合，指导实施发展前景好、群众易接受的特色经济产业，通过入户

帮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加大政策宣传、技术帮扶、指导培训

力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乡村要发展，产业是基础。邸阁乡紧紧抓住产业这个“牛鼻

子”，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因地制宜，重点打造了以桃九红、礼品西

瓜、玉乳香梨、无公害韭菜、岗土咸鸭蛋为主的“五大产业”扶贫项

目，种植面积达1万余亩。通过构建乡、村产业发展格局，健全利

益联结机制，受益脱贫户达98%，并总结出产业评估、龙头选定、产

业投入、运营监管、利益联结、产业保障六项机制以及二次收益模

式等一套特色做法，获得全乡企业家和群众的一致好评。（山彦昭）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乔连军

10月 20日，商水县3.5万亩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一派繁忙景象，一台台播种机穿梭在

田间播种麦子，一辆辆农用三轮车奔驰在田

间道路上运送化肥，种粮大户们在地头为播

种机加肥加麦种……

“今天出动20台播种机，3天就可以播种

结束。县农业技术员每天都在示范区指导播

种，要求10月25日前播种结束。”种粮大户邱

守先告诉记者。

邱守先是张庄镇南陵村村民，在示范区

流转土地2100亩，用来种植优质小麦，是当

地有名种粮大户。为带动农户多种粮种好

粮，邱守先还成立了商水县枫未种植合作社、

商水县守先农机专业合作社，购买收割机、旋

耕机等各种大型机械20多台。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让邱守先激动不

已。“这几天我白天忙农活，晚上利用电脑、

手机学习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

告中提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及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牢牢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些话让我精

神振奋，干劲倍增。”邱守先说。

谈起未来发展，邱守先说：“我要牢记总

书记的话，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作出贡

献。”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张星张伟）白墙绿树相映成趣、现代

化厂房井然有序、柏油马路四通八达、自建洋房宽敞明亮……10月18

日，走进漯河市郾城区新店镇齐罗村，秀美的农村风貌映入眼中。

在齐罗村一家服装厂内，一片片布料正经工人之手制作成为

一件件即将发往海外的成品，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近

年来，俺村变化不小，村里环境美了，村民腰包鼓了，文化广场热

闹了，务工返乡的人越来越多了。”提起村里的变化，村党支部书

记罗红钊话语间充满自豪。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齐罗村坚持支部带头、产

业开路，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积极开展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致力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跑出了富民兴村“加速度”，成为郾城区产

业兴旺星创建的标杆。

除了齐罗村，郾城区产业兴旺星创建遍地开花，共培育规范

化合作社718个，指导新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15个，组织各项农

业技能、生产经营等培训32期，培训1581人次。今年，该区成功

申报3家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建成现代农业产业园区4个，

其中省级1个、市级3个。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付忠于 张红卫）9月21日，在汝南

县板店乡唐营村一块刚收割完的玉米地里，两台秸秆打捆机正在

田间来回穿梭，机器过后，田里杂乱的秸秆变成一个个圆柱形秸

秆包齐刷刷地码放在田间，等待装车运输。

“现在秸秆不能焚烧，堆放在路边又影响环境，为从根本上解

决这一难题，我们租赁了3台秸秆打捆机，免费帮助群众清理秸

秆。”唐营村党支部书记陈兵说。

据陈兵介绍，一亩玉米可以产生3000多斤秸秆，打捆后出售

每吨290元，一亩秸秆可以卖到400多元，除去机械、人工投入，有

100多元利润。目前，已经有多家生物质发电厂、大型养殖场前来

联系收购秸秆，有的还预付了订金，打捆后的秸秆就是“香饽饽”。

板店乡耕地面积6万多亩，拥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这

些秸秆处理不好不仅浪费能源，还产生严重污染。入秋以来，板

店乡高度重视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鼓励和引导各村做好秸秆

综合利用。各村积极引进秸秆打捆、收储设备，免费为群众清理

秸秆，既有效推进了秸秆禁烧工作，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昆明 邢晶）

10月17日，平舆县郭楼镇的芝麻示范基地

内机声隆隆，一行行成熟的芝麻被改装过

的收割机“吞”进肚子，芝麻秆被均匀“吐”在

地上，饱满的芝麻籽则被收入舱中，最后从

舱中倒出（如图）。截至当天，平舆县今年种

植的40万亩芝麻收割已进入尾声。

“现在芝麻实现了机械化收获，原来

100亩芝麻用100个工人需要干两天，现在

只要半天就收完了。”芝麻种植大户陈小立

高兴地说。

据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

学家苗红梅介绍，这里种的适宜机收的芝麻

品种，不仅丰产性好，水平比常规品种增产

15%以上，而且解决了常规品种芝麻蒴一熟

就炸、一碰就落，不适合机收的难题。

为实现芝麻的高效机收作业，专家团

队与当地农机合作社合作，对多种谷物联

合收割机的割台进行改装，实现了芝麻高

效机收。“把割台部分改成一个凹板槽，能

接着芝麻粒、芝麻壳，把机收损失率降到了

5%以下，从而实现了芝麻收获机械化，像

收小麦一样轻松。”驻马店市红禾谷农机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唐玉芳介绍说。

种粮大户邱守先

我要多种粮种好粮

正阳县

商水县

平舆县攻克技术难题
芝麻收获开启机械化

像收小麦一样轻松

一亩秸秆卖了400元
汝南县板店乡“秸”尽所能变成财富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董柏生

“老弟，今天我们的近300公顷水稻开始

收割了。经测算，亩产都在600公斤以上。”10

月20日一早，焦作菡香沿黄稻米合作联社理

事长王福军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向记者报喜。

总部设在武陟县乔庙镇马宣寨村的焦

作菡香沿黄稻米合作联社是我省首家合作

联社，跨两市（焦作市、新乡市）四县（武陟

县、新乡县、获嘉县、原阳县），现已建成标准

化生产基地 3500 余公顷，以及稻鱼混养基

地 30 余公顷、稻虾混养基地近 10 公顷、无

公害有机水稻科研试验区近 15公顷，带动

了7000余农户增收。

为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合作联社引

进了目前最先进的年产6万吨大米加工生产

线和年产1500吨米醋生产线，实施了“马宣寨

大米”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投资800余万

元购买了插秧机、耙地机等150余台套大型农

机具，完成了从种到收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

进一步提升了水稻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俺菡香合作联社也要坚决扛起这个责

任，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多作贡献！”王福军满

怀信心地说。

合作联社理事长王福军

“稻”路越走越宽广

新农人牛超

“三农”事业大有奔头

武陟县

民权县为博士家庭授牌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范亚康 张凯 陈珂）10月21日，

西峡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万方与军马河镇毛坪村

驻村第一书记刘正运商议，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乡村振

兴结合起来，实现文旅融合、文旅为民、文旅惠民、文旅富民。

西峡县文广旅局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文旅富民相结合，

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今年至明年着力打造8个省

市中医药健康示范区、仲景大健康旅游基地、康养旅游村、仲景养

生小镇等，丰富文旅融合、农游一体内容，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杨红梅）10月19日，记者从洛阳

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省交通运输厅目前已批复4条高速公路主

体施工图设计，其中包含涉及洛阳市的沁阳至伊川高速公路项目。

按批复设计，沁伊高速公路起于焦作市沁阳市柏香镇大召村

北，与菏宝高速公路相交，止于洛阳市伊川县白沙镇与汝阳县交

界处，与在建连霍二广高速公路联络线相接；路线全长98.987公

里；根据不同路段情况设计为双向四车道、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

包括100公里和120公里。

▶10月2日，信阳市光山县南
向店乡何畈村鑫磊合作社社员在
抢收水稻。金秋十月，稻谷成熟，
瓜果飘香，神州大地一片喜庆的丰
收图景。 谢万柏 摄

1010月月2323日日，，新蔡县农民在播种小麦新蔡县农民在播种小麦。。该县全力做好小麦播种工作该县全力做好小麦播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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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文旅富民助振兴

洛阳沁伊高速公路获批

1010月月88日日，，济源市梨林镇农民在田间济源市梨林镇农民在田间
收获玉米收获玉米。。当日是寒露节气当日是寒露节气，，各地农民抢各地农民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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