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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12日是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开学的日子，该校

大一学生张燕带着“编外雷锋团”邓州义工雷锋营爱心人士捐

赠的电脑，开开心心地到学校报到。

张燕是邓州市彭桥镇南岗村人，大伯和父亲都是盲人，家

境贫寒。从2014年开始，邓州义工雷锋营对张燕一家的帮扶

持续不断。

2019年8月，张燕以优异成绩考入邓州市二高。“洗脸盆、

毛巾、鞋子，身上里里外外都买了新的。星期天接到家里吃

饭、洗衣服、洗澡。”邓州义工雷锋营教导员魏厚明介绍，爱人

任永梅非常疼爱张燕，经常为她买衣服，“俩人在一起有说不

完的话。”

“魏叔叔任阿姨像爸爸妈妈一样，学习上鼓励，生活上照

顾，还经常送东西到家里，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张燕说，“高

考志愿填报也是魏叔叔帮忙，选择了就业形势好的人工智能

应用技术。”魏厚明开车把张燕送到大学，交了学费，还联系两

个爱心商家，解决了她的生活费。

今年春节，张燕向父亲提起学习专业课时需要一台电脑，

魏厚明得知消息后，立即发起了“众筹”，问题圆满解决。

“我要好好学习，掌握专业知识，将来有能力了也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张燕充满自信地说。

1960年8月，邓州560名青年应征入伍到原沈阳军区工程

兵工兵第十团，恰好和雷锋同志在一个团服役，亲身感受到了

平凡而伟大的雷锋精神。相继复员、转业回到家乡后，他们几

十年如一日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编外雷

锋团”，成为中原大地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面鲜艳旗帜。

邓州市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中心主任高永刚说：“在‘编外

雷锋团’引领下，邓州市志愿者队伍如雨后春笋遍布城乡。全

市共有注册志愿者26万余人，志愿服务团队1190多个。”

2月5日是元宵节，邓州市瑞敏爱心协会走进赵集镇敬老

院，为老人们送去牛奶、鸡蛋等慰问品，帮老人们理发、剪指

甲，并献上精彩的文艺节目。老人们喜笑颜开，掌声喝彩声不

断。邓州市瑞敏爱心协会成立8年来，“布衣暖心”项目向弱

势群体捐赠衣物 12万余件（套），被子、毛毯 560多床，鞋子

700多双，受捐助人员达14万余人次；协会联系上海蔚蔚舞

蹈学校，先后建立“爱心书屋”5间；协会牵线新浪扬帆公益基

金对接实施“安全校服”项目，累计获得价值近10万元公益图

书，安全校服176件，电脑15台；“童心相守”一对一项目，资

助失去父母困境学生67名。

“我们与110、119指挥中心建立了联动机制，只要有人需

要，我们随时都会伸出援手。”邓州救援队队长王旭东介绍，

2014年至今，参与溺水搜救171次，机井救援31次，抗震救灾

2次，抗洪救灾3次，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救援1次，道路救援400

余次，应急安全教育知识推广40余场，累计受众10余万人。

“志愿服务传递爱心、传播文明，为建设中等城市中心城

市提供源源不断的道德滋养。”邓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

市长刘红梅说。 （曹相飞 王中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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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梦露 通讯员 王丹

“去年我们共投资 2531.5万元，完

成 90项高标准农田配网工程，保障了

22万亩高标准农田用电。今年我们还

将为2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高压配套

工程，计划新建、改造265个机井台区，

增加配变容量27600千伏安，新建65.3

千米10千伏线路，保障农业灌溉、粮食

增产。”2月14日，国网漯河供电公司发

展部负责人介绍。这是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服务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省电力公司坚决扛稳粮食

安全政治责任，持续加大农田机井通电

工程投资力度，着力做好农田机井配套

供电设施建设，为服务全国重要粮食生

产核心区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

了电网力量。

加大投资力度 建设电力设施

河南是全国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

粮食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小麦产量

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粮食产量连续 16

年稳定在 1000亿斤以上，为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缺

乏自然灌溉条件，我省粮食生产对灌溉

机井依赖性较大。

2008 年以前，我省有超过六成的

农田机井尚未通电，农民浇地不便，利

用柴油机灌溉耗时、耗力、费用高，直

接制约着农业生产。2008 年 3 月 11

日，经过先期成功试点后，我省正式启

动全省农田机井通电工程，并在缓解

当年春末夏初我省遭遇的大面积旱情

中，初见成效，不仅促进了粮食增产，

还 减 少 农 民 灌 溉 开 支 5000 万 元 以

上。省电力公司也打赢了首场抗旱浇

麦攻坚战。

省电力公司从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高度，充分

认识加强农业井灌电力设施建设和管

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发挥专业优势，结

合河南实际，逐年加大农田机井通电工

程建设投资力度。2008年至今，省电

力公司累计投资137亿元，着力做好农

田机井配套供电设施建设，有力保障了

全省20.9万个机井台区、108.28万眼机

井安全可靠用电。

其中，省电力公司2008年至 2015

年，共安排投资21亿元，建成机井台区

1.35万个、供电线路 1.3万千米；《河南

省高标准粮田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后，

2016 年至 2019 年，安排投资 88.1 亿

元，建成机井台区 4.2 万个，供电线路

10.5 万千米；农业农村部统一下达年

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后，2020年至

2022 年，安排投资 28亿元，建成机井

台区2.06万个、供电线路0.65万千米，

有效满足了农业灌溉用电需求。

通过农田机井通电设施建设，全

省农业用电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提高，

为推动农业减灾抗灾能力、粮食增产

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服务我省粮食

产量连续稳产增产。同时，机井通电

后农民灌溉用能成本大幅降低，按照

河南现行能源价格，每亩地每年电灌

溉比柴油机灌溉节省约 72 元，仅此

一项每年减少全省农业灌溉用能成

本 23亿元，有效减轻了农民负担。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孙雅琳

“春暖花开时节，郑州市民若想在

家门口寻觅‘诗与远方’，不妨到新郑市

辛店镇来看看。”2月 16日，关注、研究

辛店农文旅三产融合发展多年的陈开

林热情地发出邀约。

郑州市南35公里的辛店镇，是“中

华诗词之乡”，白居易、欧阳修、许衡等

历史名人都与辛店有着深厚渊源。位

于辛店西南部的具茨山，是中华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带领有熊部落屯兵驯兽、

建都之地，因此这里还有一个名字，叫

始祖山。

如今，围绕“诗情乡村、辛店有约”

的发展主题，辛店镇坚持文化为魂，田

园为体，旅游为形，推出了北靳楼的

“美丽桃源”、史庄的“三产融合”、刘湾

村的“大汉窑欢乐田园”等主题鲜明、

各具特色的“一村一品”诗情乡村游，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释放了乡村振

兴新动能。

桃花源里有新村

紧邻郑尧高速新郑西南出口的辛

店镇北靳楼村，900多户村民住着统一

风格的黄墙红瓦别墅小楼。

早在 20年前，北靳楼村就率先开

始了村庄规划，将 13个自然村合并为

一个新村，取名“桃源新村”。

过去，村内工业和农业点状分布，

形不成规模效应，基础设施配套也跟

不上。

“居住分散，思想涣散，撤村并点是

为了‘人聚心聚’。”北靳楼村党总支书

记高金亭，1996年从镇农办回村任村

支书，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采取“宅基

地以老换新”“搬或不搬，自主自愿”“村

庄规划和基础设施村集体筹资搞，老宅

拆除和建造新房花钱各家自己掏”的

“笨办法”，花了 20 多年时间，硬是将

“背旮旯”村变成了富裕的全国文明村。

高金亭说，经营村庄、经营土地、经

营产业的“三个经营”发展思路，解决了

人、地、产制约发展的“三要素”问题。

这也正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刚刚出台的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不谋而合。

通过村庄规划调整，北靳楼村腾出

350多亩建设用地，现已入驻果之恋食

品厂、正赢石化等多家企业。通过整合

耕地、荒地、建设用地，村面积扩大到

1.2万亩，为村域产业和集体经济发展

提供了充足空间。

在村东北部的沟壑相连之地，开办

了山水寨生态园。“春节期间，这里成为

人们游乐的网红打卡地。”来自柘城的

邱书喜说，他在生态园里经营动物乐

园，这里的窑洞为他的两栖动物提供了

绝佳的生态环境。

小村脱贫迎蝶变

“去始祖山的游客，经常来俺这儿

品尝农家菜，实惠又健康。”辛店镇史庄

村村民高淑红，之前在北京经营建材生

意，回村后负责打理史庄乡村大食堂。

“大食堂一年能为村集体增加三四

十万元的收入。”史庄村党支部书记史

红立憨厚朴实、不善言辞，但一说到村

子发展，就变得滔滔不绝。

史庄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村集体

年收入从0元发展到现在的150万元，

史红立费了不少脑筋。

背靠具茨山，依托独特的土壤条件和

气候环境种植优质小米等杂粮2000余

亩，建成小米加工车间，年碾米30万斤。

建起 15座日光温室大棚，培育水

果番茄、水果黄瓜、红颜草莓等高附加

值蔬果。

盘活集体建设用地，建起 6000平

方米专业化厂房，引进恒安机械、星鹏

制造两家制造企业，为郑煤机生产机械

部件，产值近1亿元。

打造了史庄乡村大食堂，推广农家

菜肴、乡村味道……

如今，宽阔整洁的村道两旁，坐落

着小米加工车间、专业化厂房、村民文

化广场，史庄村的致富之路和大棚里的

水果番茄一样红红火火。

（下转第二版）

投资大 成效佳 万亩良田稳增产

春到辛店看振兴

本报讯（记者李丽）2月 18日，

2023“三农”媒体峰会暨南方农村报

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广州举办。来

自全国近30家涉农媒体的有关负责

人和一线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媒体担当”这一主

题，展开深入讨论和思想碰撞。河南

日报农村版应邀参加。

涉农媒体如何传播“三农”工作

好声音，讲好乡村振兴故事？中华全

国农民报协会会长，农民日报社党委

书记、社长何兰生表示，涉农媒体的

报道要有政治高度、专业深度、新闻

锐度、民本温度，新闻工作者要吃透

上情、悟深农情、厚植情怀、把准社会

情绪，内容和形式层面要拓展主题呈

现、拓宽报道视角、创新叙事风格、创

新表达方式。

“媒体要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广

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邓

鸿说，媒体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

一，把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

性有机融合，深入实际，面向基层，服

务大众。要以坚定的立场、深沉的情

怀、厚重的内容，发时代之先声、引乡

村之新风。

“传播格局日新月异，不断挖掘

价值，推进功能迭代，是做强新型主

流媒体的要求。”暨南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名誉院长、南方日报社原社长

范以锦表示，作为农字类媒体，要介

入乡村振兴的宏大系统工程，仅靠报

纸加上简单的网络复制传播难有作

为。涉农媒体要提升全媒体内容生

产能力，用全媒体传播矩阵连接用

户，实现影响力最大化。

“新闻+服务，创造更大的价

值。”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支庭荣认为，反映农民的呼声和需

求，在城乡之间和农业产业上下游发

挥连接资源的功能，是“三农”媒体的

使命和责任。在广东乡村振兴中，媒

体要做新闻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市

场连接者、品牌塑造者、文化传承者。

此次峰会由中华全国农民报协

会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农

村报社承办。峰会同期举办了南方

农村报创刊60周年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王侠）“春运期间，

全省道路、水路、铁路、民航共发送旅

客3543.3万人次，同比2022年增长

43.3%。”2月 17日，我省 2023年春

运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孔

军介绍，2023年春运运力供给充足，

运输保障有力，圆满完成了2023年

春运“六保一优”各项任务措施，实现

了“人民群众平安健康便捷舒畅出

行、重点物资运输畅通有序”的目标。

吴孔军介绍，2023 年春运从 1

月 7日开始，2月 15日结束，共计40

天。春运期间，全省道路、水路、铁

路、民航共发送旅客3543.3万人次，

同比 2022年增长 43.3%，高速公路

出口流量共 7209.1万辆，同比 2022

年增长58.1%，普通国省干线汽车交

通流量共18280.9万辆，同比2022年

增长35.9%；全省12328热线共受理

咨询、投诉等业务约29.96万件，同比

下降 32.13%；全省累计开行农民工

包车3577趟次，运送15万余人次，累

计开行学生包车478趟次，运送学生

3万余人次，累计开行定制客运4.2万

辆次，运送旅客34万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王昺南）2月 18日，由中原银

行、河南日报社、郑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3年

中原金融论坛在郑州举行。

立足新发展阶段，汇聚各方面智慧。本次论

坛围绕“新中原·新金融·新未来”主题，邀请了任

泽平、马骏、李迅雷等著名经济学家作主旨演

讲。同时，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行业精英

等会聚一堂，共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金融

支持路径，分享研讨成果，为我省锚定“两个确

保”、深入实施“十大战略”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论坛上，郑州市政府、中原银行、河南日报

社负责人先后致辞。在随后的聘任仪式环节，

中原银行拟聘任泽平为首席经济学家，拟聘马

骏、李迅雷为特聘专家，并向3位专家颁发聘书。

任泽平表示，在经济加快复苏背景下，中原

金融论坛的召开正当其时。各方以此为契机，

共同探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展

现金融担当，必将精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增加

和改善金融供给，满足新时期金融服务需求，为

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新一轮金融动能。

在主旨演讲之外，本次论坛还下设4个平行

论坛。800余位业界嘉宾从“金融助力产业创新

和绿色发展”“数智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数

字经济和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科技赋能供应链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展开交流、分

享经验。

本次论坛发出十条倡议，号召为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及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新征程上奋勇

争先、更加出彩贡献金融力量。

2023年中原金融论坛
在郑州举行

我省春运共发送旅客3543.3万人次
开行农民工包车3577趟次

近30家“农媒”齐聚广州
共话乡村振兴的媒体担当

河南是缺乏自然灌

溉条件的农业大省，粮

食生产对灌溉机井依赖

性较大。当下正是春耕

春灌关键时期，为充分

反映我省农田机井通电

工程近年来建设成就，

以及对扛稳粮食安全政

治责任所起的重要作

用，今日起本报推出“机

井通电护航粮食安全”

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2月16日，在兰考县考城镇，兰考大丰植物油有限公司的女工在包装生产的花生油。这家2018年投产的公司主产
“焦桐花”牌花生油，年产花生油3万吨，保障了当地花生种植户收益稳定。 杨远高 樊雨晨 摄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乡村产业乡村产业

据新华社北京2月 18日电 记者18日

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南水北调东中线

工程受水区全面节水的指导意见》，全面推

进南水北调工程受水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

意见要求，南水北调工程受水区省市

要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

保后用水，坚持把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同受

水区节约用水统筹起来，坚持把节水作为

受水区的根本出路，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

约束，全面提升用水效率，全面健全节水制

度，全面加强节水管理，推动受水区全面建

成节水型社会。

意见提出，南水北调工程受水区省市

要采取更高标准、更严管理、更强措施，严

格总量强度控制，深化节水体制机制改革，

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充分调动和发挥

各方力量，推动全社会共同节水，长期深入

做好节水工作。

到2025年，南水北调工程受水区万元

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控制在 33立方米以

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控制在15立方

米以内，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64以上，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超过55亿立

方米，县区级行政区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

两部门推动南水北调工程受水区加强全面节水

业态丰 收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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