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 月 15 日下午，当龚本

富和陆松正在畅聊草莓销售的收益

和下一步打算时，武森阳却穿着彩色

的围裙，在一群“走地鸡”的环绕下直

播带货，直播间观众一度达到 10 万

人次。

龚本富是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镇

骏翔蓝莓基地的负责人，陆松和武森

阳是该镇白庙村鱼付农场的负责人，

去年，他们共同创办了东双河镇“浆果

联盟”。

“我们的运营是从去年年底开始

的，有了联盟统一供销，草莓种植散户

的商品可以定向销往商超。”龚本富

说。

在东双河镇彭洼村，草莓种植户

翟斯宝高兴地说：“加入‘浆果联盟’

后，我们这些散户不用为销路发愁了，

既节省了我们的劳动力，又能帮我们

及时进行销售，让我们可以多生产一

茬，真正做到了双赢。”

“我们邀请农户加入，为他们提供

技术支持和生产资料。利用我们原有

蓝莓、西红柿的供货渠道，帮助本地农

产品打开销路。农户在提高收入后，

会继续支持发展特色农业，‘浆果联

盟’的基础产品获得、源头生产渠道的

功能性逐步增强，形成了产业发展良

性循环。”武森阳说。

陆松说：“眼下，我们正在将草莓

与研学进行结合。青少年在体验采摘

后，可以将盆栽草莓苗带回家培养，进

一步体验到农业种植的乐趣，迎合了

‘阳台经济’模式，做到了产业链的进

一步延伸。”

东双河镇党委宣传委员、副镇长

郝红霞表示，东双河镇将继续完善葡

萄、蓝莓、草莓产业相关生产标准，提

升产品区域竞争力，让“浆果产业”成

为农民增收、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强

力引擎。

（李振阳 陈丹妮）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赵
明奇 陈帅鹏）“我们举办了袁集村首

届灯光节，还邀请了豫剧团进村展演，

日接待游客达 3500人次以上。”2月

14日，舞阳县保和乡袁集村党支部书

记周尽中说。

袁集村是舞阳县“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一个典范。去年以来，该县组织

乡村文化合作社先后创作文艺作品累

计80余部，进农村、社区、企业演出达

450余场。

“好几年没看过这么精彩的民俗

表演了。”提及舞阳县民间艺术大赛，

城区居民韩女士颇为感慨。

春节期间，有 200多支民间艺术

团队报名参加舞阳县民间艺术大赛，

龙舞、高跷、秧歌、锣鼓等精彩节目让群

众应接不暇。同时，吴城镇北高村晚、

莲花镇白庄村晚等数十场乡村村晚也

成为舞阳县一大特色。

近年来，舞阳县依托贾湖遗址、舞

阳农民画等地域特色，持续加快“农文

旅”融合步伐，建成了贾湖遗址博物

馆，开通了幸福乡村游2号线，把贾湖

遗址、北舞渡古镇、沙河湿地公园等文

旅资源串珠成线，探索出“农文旅”融

合发展的新路径。

“去年我们累计接待散客近10万

人次，创收约 120万元。”贾湖村党支

部书记贾军辉说。

依托“农民画+研学游”模式，舞

阳县先后打造袁集村、胡岗村等一批

农民画专业村。去年，该县新增年轻

画家20余名，创作精品农民画500余

幅，开发农民画系列衍生产品 10 余

个，年销售额超100万元。

“我们将坚定‘以文增信’的工作

主线，用好、用活丰富的文化资源，持

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实现‘农文旅’

有机融合，让新兴的文旅产业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舞阳县委书记

王彦民说。

浉河区东双河镇

有了产业联盟 果品直通商超

舞阳县

融合“农文旅”培育新业态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乡村产业乡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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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杜福
建）“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 5月份了。

‘春风行动’企业人才招聘会大大缓解

了我们的人才紧张状况，增强了发展的

信心。最近，我们上马了负离子高速吹

风机项目，正在安装调试中。”2月 16

日，南阳智创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德军告诉记者。

李德军是第七届南阳市“回乡创新

创业之星”，自2021年返乡创业以来，

事业发展风生水起，产品市场占有率逐

年攀升，带动周边群众260余人就业。

眼下，像李德军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才

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成为推动桐柏县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据统计，去年以来，桐柏县共回引

青年人才369人，培育“中原创业领军

人才”“河南省优秀企业家”等省级以上

人才9人，“南阳市功勋企业家”“南阳

市十大杰出工匠”等市级人才 12人。

围绕人才事业发展，新建院士工作站1

个、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1个、省级

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1个，新入库科

技型中小企业 87个，实现了人才引育

数量和创新创业平台数量的双提升。

桐柏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告

诉记者，人才是强县之基、发展之要、活

力之源。近年来，桐柏县通过创新引才

机制、搭建载体平台、涵养人才生态，实

现了人才“引得来、用得好、留得住”，为

桐柏高质高效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多元化引才育才。桐柏县按照主

导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需要，实施

多元化引才育才措施。围绕精准招引

产业领军人才，该县成立了人才发展集

团，积极探索市场化引才路径。围绕发

展“院士经济”，该县2022年成功举办

了践行“三茶”统筹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研讨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

天然碱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等一

系列重大活动，引进 2个院士工作站

（点）、1个院士科技产业园，聘请9名院

士专家担任“县域经济发展顾问”，开创

了“政府+院士+企业”的“金三角院士

经济”新模式。该县大力开展青年人才

招聘活动，在南阳市县（市、区）率先实

施优秀人才招引计划，引进高层次紧缺

型青年人才 88人。开展“高素质农民

培育”和“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行

动，持续举办中原茶乡“桐柏玉叶手工

制茶技能大赛”，实现以赛促训、以赛育

才。以“人人持证、技能河南”为载体，

培训专业技术人才547人，其中高技能

人才357人。

搭建平台吸纳人才。桐柏县积极

构建创新平台，不断提升人才吸纳力和

承载力。一是搭建校地合作平台。通

过牵线搭桥，促成桐柏山书画院与郑州

大学书法学院、桐柏山淮河文化研究院

与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强强联合，共建

教学科研基地2个；与国家饲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发展

生物饲料产业；与南阳师范学院共建就

业实习基地；与郑州师范学院共建“兰

花产学研基地”。二是建设创新创业平

台。去年以来，全县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5家、新建省市级创新平台11个。三是

组建科技服务平台。成立了“南阳艾产

业学院桐柏分院”等；组建起省、市、县

三级科技人才服务团队。

优化服务爱才敬才。桐柏县持续

为各类人才提供“零距离”贴心服务，升

级“淮源英才计划2.0”人才政策，制定

27条保障措施，全面解决人才创新创

业后顾之忧。去年以来，全县已兑现

人才引进安家费、大学生生活补贴等

人才奖励资金 382万元。实施人才安

居工程，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实现人

才“拎包入住”；打造桐柏青年人才驿

站，为青年人才提供免费周转性住

房。开展“政策大宣讲、人才大走访、

服务大提升”活动，660名领导干部包

联 733 家企业，为企业和人才提供精

准服务。连续评选 5届“桐柏县回乡

创新创业之星”，涌现出一大批返乡创

业的致富带头人。识才、爱才、敬才在

桐柏县已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青俊 郜敏

2月 16日一大早，苏斌和王向花

来到单位与县科协副主席邢友峰、县

高级农艺师郭海川会合后，就赶往太

康县高朗乡前岗村缘依上品种植专

业合作社。

苏斌和王向花是太康县纪委监

委工作人员，当天，他们要去给村民

现场讲解冬小麦春季管理技术。

到了合作社，20多名村民和种粮

大户正在此等候。“今天，我们特意

请来一名高级农艺师，现场给大家讲

解春季麦田管理技术。谁有麦田管

理问题，可以直接向农艺师提问。”一

下车，一行人就被村民们围了起来，

邢友峰的开场白让现场气氛顿时活

跃起来。

“郭老师，俺麦田里出现了叫节

节麦的杂草，因其与小麦相似，普通

除草剂难以清除，咋弄啊？”合作社负

责人李智勇首先向郭海川提问。

“节节麦、野燕麦是麦田里常见

的恶性杂草。根据节节麦的发生特

点、发生规律和多地的防治实践，采

取冬前化学除草与人工拔除等措施，

效果比较好。”郭海川说，“需要注意

的是，节节麦拔掉后，一定要带出田

外集中烧毁，以减少传播。”

“郭老师，前几天受寒潮影响，俺

家的 20 多亩小麦现在叶子都枯黄

了。我该咋办？”村民李树奇将几棵

受冻枯黄的麦苗递给郭海川，急切地

问道。

仔细查看后，郭海川说：“去年小

麦播种时墒情好，小麦出苗齐，长势

整体较好。可是，由于前期温度高，

一些麦苗出现了旺长，很容易受冻。

回去后，大家要根据小麦墒情，抓紧

时间给小麦喷洒叶面肥、浇水，促进

小麦生长，尽快返青。”

“俺这一片都是淤土地，小麦施

肥啥时候比较合适啊？”村民李庆明

上前一步问郭海川。

“走，咱们到地里看看去。”大家

走出合作社，来到一块麦田里，郭海

川从麦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仔细

查看后说：“针对这样的地块，给小麦

施肥最好再往后推几天。追肥时，每

亩要控制在10公斤~15公斤，不能过

多，多了小麦‘贪生’晚熟，遇到干热

风，还会造成麦穗枯死减产。”

农艺师讲得详细，村民听得认

真，唯恐漏掉每一个关键知识点。

上午10时许，2个多小时的技术

讲解结束了，大家上车准备驶向下一

个讲解地点。车辆发动，一名县纪委

监委工作人员打开车窗笑着对村民

说：“过几天，我们还会组织专家过来

讲解，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今年 1月下旬以来，太康县纪委

监委积极督促县科协、县农业农村局

等单位，组织农业技术人员组成多个

农业专家组到各个乡镇，指导农户抢

抓农时，做好春季麦田管理工作。截

至目前，专家组已开展春季麦田管理

技术讲座 600余场次，受益群众达 2

万多人。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

庞伟英 刘明田）“香菇春季栽培中，

接种和灭菌是成败的关键。接种的

核心是比例，要严格按照木屑78%、

麸皮20%、石膏1%的比例进行；灭

菌的核心是控温，持续蒸20小时至

30小时，要把握好火候，中途不能

降温。”近日，在西峡县丁河镇木寨

村香菇标准化基地内，该县食用菌

科研中心副主任白明峰带领香菇种

植专家团队来到拌料场，详细解答

菇农提出的灭菌、接种、拌料、装袋

等技术难点。

今年，该县从食用菌科研中心、

猕猴桃研究所、中药材研究所、菌

办、桃办、药办等涉农部门选派129

名农业科技人才，成立 16个“春耕

专家团”，深入 38个香菇标准化基

地、26个猕猴桃示范基地、22个小

麦示范片区、17 个山茱萸连片基

地，上门为群众“把脉会诊”，面对面

送上“技术套餐”，助力春耕生产。

同时，该县还开办“春耕技术速

递课堂”，组织 18名科技特派员和

12 名农业技术人才，录制科学施

肥、防病治虫等技术要点视频，开展

网上技术指导，并开通春耕技术专

家服务热线，接受群众技术咨询。

西峡县猕猴桃生产办公室副主

任、科技特派员范娜娜开通了“一棵

猕猴桃”抖音号，为种植户提供技术

指导。西峡县猕猴桃研究所副所长

马志尧团队建立了猕猴桃春季技术

指导微信群，开通了春季技术服务

专线，对 386名猕猴桃技术员进行

了专题培训。

截至目前，该县先后开展春耕

技术解答服务2600多人次，培训农

业技术骨干、种植大户等 3000 人

次，发放春耕管理、标准化种植、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宣传资料3

万余份。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

员刘天鹏）2月 16日，西平县

老王坡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一

幅“科技春管图”呈现在眼前，

一排排节水灌溉喷头均匀地

洒出水雾，两台大型自走式喷

灌机在麦田中缓缓移动……3

万多亩小麦正在吃着“科学营

养餐”。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显示

屏实时监控麦田里的动态，已

经做到了天气、水质、墒情、苗

情一屏统揽，一键管控。”该县

农技专家陈振华一边点击鼠

标一边说，“你看 3号地块，这

块地有 2500 余亩，主要使用

的是半固定式的喷灌头，可以

根据小麦需求、土壤水分、土

壤性质等条件进行定量灌溉，

只需要在键盘上输入数字，点

击鼠标，就能控制流量大小，

亩均灌溉节水率达30%。”

在二郎镇张尧村高标准

农田，向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张向辉和种粮大户张四

新站在地头，调试着一台无人

撒肥机，点击手机屏幕、滑动

虚拟摇杆，无人机腾空而起，在麦田里

穿梭作业。“这个无人机是去年买的，最

大有效飞行速度可达13米/秒，撒下肥

料量可达120公斤/分钟。”张四新高兴

地说，“一小时200亩肯定没问题，有了

科技加持，耕种管收比以前方便多了。”

“原来撒肥料一家人都得上阵，化

肥码放到地头，一人掂一个塑料盆，盛

满肥料在地里来回跑，忙活一天，晚上

回家累得饭都吃不下去，而且肥料撒得

也不均匀，对小麦的生长也有影响。”张

向辉接过话茬说，“有机械化、智能化设

备助力春管，真是省事儿了。”

西
平
县

科
技
进
田

春
管
省
心 西峡县 田间讲解忙网上开课堂

2月16日，兰考县考城镇半截楼村梨农在给梨树进行嫁接，改良新品种。近年来，该村种植梨树1200亩，为农民增收打下
坚实基础。 杨远高 樊雨晨 摄

本报讯 （记者刘亚鑫）GDP增速

全省第一，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

省前列……这是新乡市经济社会发展

交上的“2022答卷”。

2月16日，新乡市召开2022年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据了解，

去年新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464

亿元，增长5.3%，居全省第1位；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227亿元，居全省第4位，增

长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7%，居全

省第 2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6%，居全省第2位；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2%，居全省第5位。

2022 年新乡市经济发展在三个

方面有突出表现。主要指标稳扎稳打

节奏好，经济发展乘势而上全年红。

数字创新双护航，绿色发展齐并

进。首先，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迅

猛，从工业领域看，全市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97.2

个百分点；其次，创新投入显著增强，

新乡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科学

技术支出增长 21.3%，高于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增速13个百分点；绿色发展

扎实推进，全市上下通过发展绿色低

碳产业，绿色转型明显加快。

社会共享发展坚定，民生福祉持

续改善。民生领域投资高速增长，全

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 75.9%，

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46%，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投资增长4.2倍，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投资增

长2.8倍。

去年新乡市GDP增速全省第一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
德坤 陈帅）2月 15日上午，在舞钢市

杨庄乡五座窑村，随着该市山区农村

供水工程通水仪式的举行，标志着尚

店、庙街、杨庄、武功4个乡（镇）9个行

政村的 7573名群众从根本上结束了

季节性吃水难的历史。

受特殊地理、地形影响，舞钢市西

部、南部山区部分村存在季节性缺水

问题，特别是冬季饮用山泉水的村民

水源保障不足。为此，该市筹措资金

1260万元，在尚店镇、杨庄乡、庙街乡

涉及的7个行政村打深水井8眼，并配

套水泵、压力罐、消毒柜等设施 8套，

铺设管网 5万余米，目前工程已全部

建设完成。

此外，该市水利部门还在武功乡

月营村和后营村实施与铁山水厂并网

工程，共铺设管网6.67万米，配套加压

设施 1处。对铁山水厂、油坊山水厂

及张庄水厂进行改扩建，加大制水能

力，彻底解决水厂制水量不足等问题。

舞钢市

7573名山区群众告别季节性吃水难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6日电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16日消息，中央纪委日前印

发《关于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专项整治的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坚持严的基调、采取严的措施大力

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意见强调，要着力纠治政策落实和工

作推进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围绕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坚决纠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片面理解、

野蛮操作，“翻烧饼”、换频道，以及为群众

办事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问题，切实推动

为基层干部减负。同时，持续督促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着力纠治返贫摸排

走过场、帮扶不及时不精准，“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等项目管护不力等问题，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意见强调，坚决惩治粮食安全、耕地保

护等战略举措落实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从严从重惩处国有粮仓“硕鼠”，严肃查处

违法占用耕地背后的责任、腐败和作风问

题，推动深化治理餐饮浪费。

中央纪委印发意见
坚决整治乡村振兴领域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