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莹

旋转，摘下，刮去残留的菇

脚……大年初七，项城市新桥镇

杨木庄行政村安营自然村村民张

锦锋，一头钻进他的蘑菇大棚里忙

活起来。

蘑菇大棚里生机盎然，暖意

融融，鲜嫩的二茬蘑菇正采收上

市。

“头茬蘑菇赶在了春节前上

市，一棚蘑菇赚了一万多元。”张锦

锋说。

张锦锋自家地里有三个大棚，

一个棚种蘑菇，约有一万个菌包蘑

菇；还有两个棚种芹菜，约2亩地。

“2022年蔬菜种植情况一般，

菜价太便宜了，年前，我一直在赶

集跑蘑菇零售，早期3~4元一斤，

年底菜价翻了一倍。一年下来，两

棚芹菜不怎么赚钱，只能算是保住

了本。”张锦锋说。

蘑菇大棚旁，芹菜大棚年前早

已清空，大棚湿漉漉的，家人麻利

地收好滴灌管，张锦锋说：“明天旋

地施肥，下一茬准备种西瓜！”

“今年不种植芹菜改种西瓜

了？”记者问。

“今年的蔬菜种植行情估计

不乐观。”张锦锋说，“这几年，农

业投资的体量太大了，成百上千

亩的大基地到处都是，农业种植

就怕多，如果再碰上去年晴天多

阴雨少的天气，菜的产量还是很

高。产量高，菜价低！这就是菜

贱伤农啊！”

“西瓜每年 4 月中下旬能上

市，提早上市价格很高。自己以前

种过，西瓜种苗直接从山东寿光购

买，整好棚就开始种了，希望今年

有个好收成！”张锦锋说。

兔年春节，张锦锋初一到初

四走亲戚，初五初六在家接待亲

戚，忙了一年，春节走亲串友给自

己加油，初七早早开工，准备大干

一场。

除了种植西瓜，张锦锋还盘算

着去东北租地种粮。

“去年天旱得这么厉害，我们

这边的承包户种植几百亩粮食还

是有钱赚的。”

“今年已经着手在东北承包土

地种粮，国家的粮食政策好，种粮

稳定有赚头。”

为啥去东北种粮食？“俺这里

土地资源少，承包租金贵。因为粮

价连年走高，很多农户自己种粮不

愿意往外租地。”

“家人在东北拿下了 40多垧

地，那边的地论垧，1垧15亩，只等

我下决心，过去合伙一起干！”张锦

锋信心十足地说。

□本报记者 董豪杰

过新年，吃喝永远是主题。

日子越来越好了，但大鱼大肉的

习惯依然延续。春节去岳父家，

鸡鸭鱼顿顿没缺过。

1 月 26 日，“破五”那天返

程。岳父几乎把冰箱腾空，又把

我的后备厢塞满，就像网上调侃

的那样：父母总觉得在外的孩子

们吃不饱。满当当的后备厢里，

炸带鱼、烧肉、丸子等肉类依然

是主角。知道我爱吃烧豆腐，岳

父一大早还给我炸了一大锅带

上。

大鱼大肉经过油炸，既方便

保存，又油水十足，量越多越能

说明生活条件的改善。吃起来

舒服，但制作起来就没那么轻松

了。印象里，家人会专门在年前

找一个好天气，垒起灶台、支起

大锅，柴火也好、烧煤也罢，整整

炸上一天，把过年的油食儿备

齐。

火候是关键，一灶旺火最能

让食物出彩，对火候的把握，最

能考验主妇的灶上功夫。岳父

调侃说：“以前让孩子们出去拾

柴火，大人总会教育说‘别偷懒，

没柴火你烧个气儿’。”

没想到现在还真烧上气了，

不过现在烧的是天然气。去年，

岳父家所在的鲁山县马楼乡马

楼村家家都用上了天然气，管道

通到厨房，加个燃气灶，轻轻一

扭，随着“嗒嗒嗒”的声音，“啪”

的一声，火苗蹿上来，就可以做

饭了。

这让过年烧肉方便多了，用

岳父的话说：“要大火就大火、要

小火一扭就中了，别提多方便，

过年一家人吃的炸货，半天就轻

松搞定。”

以往不管是烧柴火还是烧

煤，做饭的时候我从来不敢插

手。把握不住火候，生怕菜做糊

了，今年用上跟城里一样的天然

气，我就大胆地做了俩菜，也算

露了一手。

农村通天然气，给农家的

厨房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几乎

家家户户搞装修，橱柜、燃气

灶、抽油烟机成了标配，再也见

不着熏黑的墙壁、黑乎乎的厨

房了。

临走的时候，岳父还专门托

我打听：“听说通了天然气，就可

以安装暖气了，你去问问，咱也

装一个，明年你们再回来就不用

受冻了。”

嗯，确实得装一个，这跟城

里有啥区别！

□本报记者 王侠 通讯员 席瑞娜

套袋、授粉、记录……晶莹剔透的

露珠挂在玉米叶尖上，闪闪发光。1

月 22日，大年初一一大早，海南省三

亚市崖州区水南二村，河南滑丰种业

南繁育种基地，科研育种人员和往常

一样，穿上特别设计的白大褂，装上两

沓隔离纸袋，带上记录本，戴上草帽，

全副武装地来到玉米育种基地，开始

了农历新年第一天的育种工作。

春节万家团圆，但对于河南滑丰

种业参与玉米南繁育种的科研人员来

说，“没有节日，只有农时”。

“春节经常和玉米授粉期冲突，任

务重，人手紧，参与的科研育种人员不

能回家过年。为了实现粮食梦、种子

梦，他们在玉米田里以特殊的方式欢

度春节。”当天，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赵秀珍说。

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河南滑

丰种业都会有3~4名科研育种人员来

到海南进行玉米新品种的选育工作。

为了节省育种费用，他们播种、套袋、授

粉、收获、晾晒，然后将选好的种子打包

运回公司，再开始新一轮育种工作。

“我们公司是2005年开始进行玉

米南繁育种的。目前在海南三亚建有

育种基地。南繁育种基地是玉米育种

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平台，在加速

品种选育进程、提高育种效率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每年参与南繁育

种的科研人员不能和家人一起过春

节，但他们坚守‘精育良种，富民万家’

的初心和使命，总是毫无怨言地奔

赴。”赵秀珍说。

“自从参加工作，一大半年份的春

节都是在海南的育种基地过的。”提起

家人，正在进行玉米人工授粉的河南

滑丰种业科研育种中心主任武照行满

怀愧疚地对记者说。

玉米杂交育种全部要进行人工授

粉，为避免不同品种的玉米花粉相互

污染，每棵玉米的雄穗一露头就需要

对其进行套袋，再按计划对雌穗进行

授粉，玉米的整个生长情况都要进行

观察和记录。

“随身带着的馒头、方便面就是午

餐，因为试验田离住地比较远，活又

多。”武照行说，“科研育种人员每天早

上6点就下地工作了，一直到下午6点，

中午仅有1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

据统计，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依托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已培育

出滑玉168、滑玉388、滑玉698、滑玉

688等国审玉米新品种6个，滑玉13、

滑玉78、滑州710等通过不同省份审

定、认定的玉米新品种 50多个，在农

业生产中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推

动粮食生产不断上新台阶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

“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南繁，筑牢‘中国

饭碗’最坚实底座，已成为中国农业科

技创新和新品种选育的‘孵化器’和

‘加速器’。”赵秀珍说。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宋超喜 李妍

“前一段，余庄村两名村民因拆迁发

生纠纷，街道立即启动矛盾纠纷同步联

调机制，组织民警、司法所人员和人民调

解员安抚双方情绪、耐心调解。最终，矛

盾双方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成功化

解了积怨。”1月29日，新蔡县今是街道

党工委书记梁洪林深有感触地说。

新蔡县牢固树立“排查化解矛盾

纠纷就是办案件、守民心、保稳定、护

平安”理念，探索建立“1（派出所）+3

（司法所、人民调解员、基层法庭）+N

（相关单位及人员）”同步联调矛盾纠

纷机制，畅通排查化解渠道，凝聚同步

联调合力，全力破解矛盾纠纷发现难、

排查难、化解难等问题。创新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创新思路、夯

实基层、调防结合、以防为主，推动各

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确保全县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

完善工作机制，建立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组织体系。该县依托各级综治中

心，在县乡两级设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中心，内设访调对接、诉调对接、人民调

解、行业调解和心理服务等功能区。村

级设立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站，依托网格

化管理，利用“一村（格）一警一法律顾

问一民调员”力量开展工作。制定村

（居）法律顾问服务指南地方标准，实现

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建立县乡村三级人民调解委员会，

整合多方力量进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中心，形成工作合力。聘用以“五老人

员”为主的调解员队伍，强化人民调解

力量。建立交通事故纠纷调解中心、城

市建设纠纷调解中心、土地纠纷调解中

心、劳动争议纠纷调解中心、学生意外

伤害纠纷调解中心、医疗纠纷调解中

心、婚姻家庭调解委员会、金融纠纷调

解中心等8个专业性调解组织。同时，

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组建、培育了

“翠叶调解室”“李书记调解室”等具有

百姓温度的品牌调解室，切实为群众提

供矛盾纠纷调处服务。

强化“三个对接”，形成矛盾纠纷化

解合力。该县公安局、县司法局联合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警调对接”机制

建设的意见》，对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工

作职责再细化，通过“警调对接”实现了

调解工作社会效果的最大化。强化诉

调对接。该县司法局、县人民法院联合

成立诉前调解中心，健全完善诉前调解

对接分流机制，对当事人同意先行调解

的矛盾纠纷及时进行调解。加强跟踪

对接，对达成和解的及时进行司法确

认；对达不成和解的，再引导进入诉讼

渠道。2022年，该县共调解各类矛盾

纠纷4820起，调解成功率达98%。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及时把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

态’。下一步，我们将创新完善工作机

制，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提高基层

治理效能，推动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进一步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面建设

魅力水城繁荣新蔡提供坚强保障。”新

蔡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来虎表示。

本报讯 春节期间，全省公安机关

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部署要求，

坚持“群众过节、警察守夜”，以“豫祝

平安”专项行动为牵引，统筹开展治安

巡逻、打击整治、交通管理、大型活动

和景区安保等各项工作，有力确保了

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节日期间，全省公安机关严格落

实巡逻防控“四项机制”和“1、3、5分

钟”快速响应机制，加强显性用警，强

化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时段巡逻

频次，强化对背街小巷、警情案件易发

高发点位巡控力度，以高见警率增强

震慑力。全省公安机关出动警力、动

员社会力量共 21万人次开展社会面

巡逻防控，大型活动、景区安保出动警

力 4.3万人次、处理群众报警 2200余

起，走访群众12.9万人次、化解各类纠

纷2145起，查处酒醉驾等交通违法行

为3万余起，发现并整改消防、危爆物

品等隐患3114处。

省公安厅高度重视春节安保工

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调度会，作出周

密安排部署。节日期间，省公安厅负

责同志实时调度社会面情况，对重点

部位、单位进行暗访检查督导，看望慰

问坚守岗位的一线执勤民警辅警。值

班厅领导实行“双值班”制度，坚持每

日研判调度，动态掌握全省社会面情

况。各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在岗在

位、靠前指挥。全省广大公安民警辅

警坚守工作岗位，守护万家团圆，为群

众欢度佳节创造了安全稳定环境。

（孙雅琼 李殿华）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郑州

市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娄庄村群众满

怀热情，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用喜闻

乐见的方式自编、自导、自演节目 ，为村

民送上了一场又一场文化视听盛宴。

杨桥党工委、办事处高度重视群

众文化娱乐生活，娄庄村率先行动，成

立文艺团。群众每晚自发组织在村文

化广场排练，综艺组和戏曲组在办事

处舞蹈室进行排练，还邀请了村内网

红创作节目并演出，在新春期间为群

众奉上一场场盛大的演出。

演出现场，歌声悠扬，热闹非凡，吸

引了许多群众前来观看。演出节目内

容丰富，让人目不暇接，群众纷纷通过

手机向更多朋友展示家乡浓浓的年味。

此次活动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同时推动了党的政策方针

“飞入百姓家”，充分展现了杨桥办事

处群众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 （娄伟）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李
晋 宋莹莹）1 月 24 日，农历大年初

三。中午吃过饭、喝了酒，西峡县寨根

乡方庄村的男女老少争着向村头文化

广场奔去。原来，由西峡县纪委监委

联合县艺术团组织开展的廉洁文艺进

乡村活动当天在该村演出。

“天转地也转，日月在循环，你唱

贪来我唱廉，自古清廉人称颂，百姓盼

清官……”一首大调曲《清廉谣》，让台

下的观众如痴如醉，掌声不断。观看

演出的村民方明功说：“今天有亲戚在

我家吃饭，听见村头的乐器响起，就赶

快来看演出，节目非常好看，让人明白

廉洁人称颂、贪污腐败可耻的道理！”

为推进清廉西峡建设，西峡县纪

委监委抓住春节乡村人员回流的时

机，联合县艺术团精心打造了以廉洁

文化为主题，以大调曲、豫剧、数来宝、

相声、小品等为表现形式的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节目，并在全县各乡村巡

回演出。

据该县艺术团团长刘明介绍，演

出有反映邻里间重德守信的河南坠子

《一张借条》，有歌颂清廉正直热心为

民的村干部小品《有事找村长》，有反

映反腐败斗争的歌曲《反腐倡廉》等，

整台演出既反映清廉主题又非常接地

气，非常受乡村干群欢迎。

方庄村党支部书记方保军说：“往

年过春节，村民不是喝酒就是打麻将，

今年县纪委监委组织的廉洁文艺进乡

村演出活动让干群看到了丰富多彩的

节目，既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又让廉

洁文化深入人心。”

据了解，该县廉洁文艺进乡村活

动从大年初三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

十七。

西峡县 廉洁文艺进乡村

本报讯“现在日子越来越顺心、

越来越红火。加入合作社后，不用操

心客源，年底还能领到分红和福利，

感谢党的好政策！”1月27日下午，送

走春节假期最后一批游客，栾川县陶

湾镇协心村“静水山居”民宿主人常

石宝忙里偷闲到党建广场晒太阳，心

里美滋滋的。

协心村旅游资源丰富，村子和红

庙、唐家庄、西沟3个村同在一条深沟

中，在旅游乡村运营中，被当地整合

为“南沟片区”，资源共享，抱团取

暖。村党支部书记王景甫说，去年，

在村子和运营公司的共同努力下，成

立了5个股份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

产业运营，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05

万元，村子拿出20余万元分红，每家

每户还领到了食用油和棉被。

据了解，协心村统一流转村集体

土地和群众土地，建起高山牡丹园、

荷花虾等种植养殖基地，实现了传统

种植与观光农业有机结合；盘活闲置

资源，成立土特产品加工厂，与本村

网红深度合作，开发出网红旅游产

品，助力村集体增收 5万元；建设了

1500平方米的中央餐厅、加油站、乡

村大集等8个项目，优化了产业布局，

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打造

了“十三居”“静水山居”“大沟印象”

等精品民宿，促进民宿集群产业蓬勃

发展。

目前全村有精品民宿、家庭宾馆

59家、床位 780张。去年夏季以来，

旅游综合接待超7万人次，户均旅游

收入超8万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正是有

了布局合理、业态丰富的各类产业，

才让村子发展一天一个样儿，成功创

建‘五星’支部、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百万元。今年，我们将继续深化‘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让

‘租金+薪金+股金’三金叠加出更高

效益，争取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50万

元、群众年终分红 30万元！”王景甫

新年有了新目标。

（许金安 刘鹏程 张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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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蔡县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春节期间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贺新春文艺会演精彩纷呈

“科研候鸟”海南育良种

栾川县协心村

景美业旺人心齐
振兴路上日日新

蔬菜大棚春意浓 暖气安装提上日程

记
者
回
乡
过
年

1月30日，中联农机开封分公司员工在组装大型拖拉机。为满足春耕市场农机需求，春节假期过后，该公司立即组织员工
开足马力生产，抢抓交付进度。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上接第一版）

要解决“空心村”的问题，当务之

急是建强组织，凝聚人心。

2020年，济源市文旅集团投资 6

万余元修缮的村委会大院建成，党员

会议室、特色党建墙、办公设施全部到

位，村委会大院改为党群服务中心。

有了阵地，还得建好班子。黄背

角村村干部只有 3个人，平时村务琐

碎，任务繁重。王小保说：“只要咱仨

拧成一股绳，还怕发挥不出30个人的

力量？”很快，“铁三角”的威力就发挥

出来：2020年以来，村里装上了24盏

太阳能路灯，修建了100米防洪水渠，

更换了 400米饮水管道，还为村民免

费领办代办了上百个事项，大大改善

了群众的生活环境。

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开展

党群连心工程，为群众切实解决问

题。村里的应急小分队也成立起来，

实现了村民全覆盖。

发展了两名预备党员、一名积极

分子，大家干劲儿十足，更多后续人才

正在全力储备，成为黄背角“永远不走

的工作队”。

汛期，这支队伍可帮了大忙：有监

控水情的，有转移村民的，有烧火做饭

的，有安抚群众的，还有抢收庄稼、看

牛放羊的……人心齐了，再大的风浪

也不怕。

村庄日新月异，群众大有干劲。

养殖、蜂蜜、核桃、大枣、药材……大家

互相帮衬着，啥挣钱干啥，日子一天天

红火起来，村庄也热闹了起来。

一手绘蓝图
留乡愁换来“实心路”

如今，“空心村”不仅人心不空，还

走出了“实心路”。

2020 年以来，黄背角村成功争

取到村集体经济扶持资金 50 万元。

鉴于村子位于国家天然林保护区，

产业发展受限，王小保和村“两委”

班子一合计，暂时把“本钱”放到邵

原投资公司，等有产业项目时，再取

出来投资。“每年光分红也有 4 万

元。”如今，黄背角村集体经济实现

了“零”的突破，账面上已有 17.8 万

元“家底”……

这两年，黄背角的土蜂蜜，通过济

源市文旅集团的销售平台“飞”向山

外，销售收益已有 13万余元（含村民

分红）。

但王小保并不满足，他把目光投

向了他的老本行乡村旅游。

黄背角紧邻小沟背景区，独特的

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为其发展农家乐

提供了良好基础。王小保算过一笔

账，农家乐一天接待一桌客人，就能收

入 200多元，还能进一步拓宽村里农

产品的销路。

王毛仁就是被王小保的魄力所吸

引回村创业做旅游的第一人。

疫情过后，乡村旅游肯定会迎来

爆发式发展。王小保说，黄背角村必

须抓住机遇，利用原生态村的优势，保

住乡村，留住乡愁，先把“旅游饭”吃起

来，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谈起驻村后的变化，王小保说：

“刚来驻村的时候是工作，一周五天四

晚，不折不扣地完成工作任务就很满

意了，现在不一样了，有时候抽空回趟

家，晚上睡觉前总感觉空落落的，一直

惦着村里的事，只要一回来，心里就踏

实啦！”

记者在王小保的住室看到，房间

整理有序，厨房用品一应俱全，最显眼

的是两大塑料瓶萝卜咸菜，已经吃了

半瓶……

“黄背角村最大的优势是生态，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保住生态村落不被破

坏，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村里

人记住乡愁，回得了家，进得了门。”王

小保说。

王小保的愿望能实现！

其一，济源示范区党工委组织部

在派驻第一书记的时候“早有深意”，

让文旅集团帮扶有生态优势的黄背角

村，选派退伍军人出身的王小保到黄

背角，除了保乡村、留乡愁，更深层次

的规划就是再造乡村旅游景点。

其二，记者所见：郑州的客商有意

投资民宿，已经在洽谈；村民郭双林养

殖了 20多头牛，养蜜蜂 100多箱；村

民杨红雷养羊，刚刚卖了 20多万元，

还有150多只。

76岁的老党员李宗岐说：“每天

看到村委广场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我就觉得俺村有希望！”

保乡村 留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