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2023年3月28日 星期二
责编 / 杨利伟 版式 / 李哲 校对 / 王仰瑞
电话 / 0371-65798550 E－mail / henanxdny@126.com

8
农村版

陈锦永：自服务团成立以来，为太康县引进葡

萄新优品种10余个，推广葡萄标准化树形培养、轻

简化整形修剪、高效花果调控、精准水肥管理、病

虫绿色防控、果实安全转色增糖等配套关键技术

10多项，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10余个，辐射带动

葡萄发展面积1000余亩，帮助果农实现了每亩增

收 2000元的目标，个别园区亩增收达万元以上，

服务团每年开展技术服务近 200人次，培训果农

200余人次，培育乡土人才5人以上，使太康县葡

萄种植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种植效益得到了显

著提高，推动了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

新乡市农业农村局以“三零创建”为契机，

践行“两马机制”，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2023

年畜禽屠宰质量安全管理状况监督检查行动，

对获嘉县、新乡县等地共7家畜禽屠宰加工企业

进行现场检查和监督抽检。下一步，该市将持

续保持打击涉农违法生产经营行为高压态势，

切实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

（郭英旭）

材料：生地黄 15克，熟地黄 15克，猪

瘦肉100克，生姜2片。

做法：1.猪瘦肉汆水，切成小方块。2.

所有材料一起放入瓦煲，加入清水1500毫

升左右（约6碗水），武火煮沸后改文火煮

1.5小时。3.调入适量食盐便可温服。

功效：滋阴降火，润燥生津。（河南省中

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潘雪娜）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张百瑞 原金贵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

歌……”3月 23日，春分时节，一首耳熟能

详的经典老歌，在汤阴县韩庄镇康洼村回

响，康洼这个“石头村”有了新的“传说”。

“石头坑，石头窝，抬头就是石头坡。”

60多岁的石金河，是康洼村土生土长的村

干部，他念起村里的“石头经”来，既有“苦”

的无奈，也有“干”的快乐。

早些年，因出生在“石头窝”，村里的农户

大到修房盖屋，小到生活用具都离不开石头，

就像生活在“石器时代”。“20世纪70年代，

靠着用不完的石头，村里修水渠、架渡槽，大

力发展农业生产。”提起当年艰苦奋斗、苦中

有乐的情景，石金河仍显得有些激动。

近年来，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逐

渐富裕起来的村民，进城购买楼房的比比

皆是，村里闲置的老房子也多了起来。

康洼村的老房子大部分都是石头建成

的。在韩庄镇党委、镇政府的指导下，康洼

村党员干部带头，对闲置废旧宅院、残垣断

壁进行合理的转化利用。一些质量考究的

石磨、石磙、石槽、石匾、石门槛等老物件，

则被康洼村收集起来，将村里的一处老房

子进行修葺改造，建成了“乡村印记”展览

馆，记述了村庄近百年历史和翻天覆地的

变迁。

村史馆里看变迁，老物件中忆乡愁。

康洼村“乡村印记”展览馆的石碾、石磙、纺

花车、织布机等旧式农具实物陈列，再现了

康洼村广大村民辛勤劳作、战天斗地、艰苦

奋斗的生产生活印迹，勾勒出20世纪以来

农村生产、生活的场景，全方位展示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康洼农耕的全景图。

“如今，“乡村印记”展览馆成了我们村

的旅游景点。”馆长兼义务讲解员石金河，望

着院子里的游客，笑眯眯地说。这不，老村

民石双成带着孙子从城里来到这里，“瞧，这

是咱家送来的牛石槽，里面还种上了花花草

草。”孙子很是好奇，看看这儿，摸摸那儿。

“这石头，可是咱的根呀！”他告诉孙子。

“康洼村的石头不仅会唱歌，我们还要

让村民吃上‘石头饭’。”年轻的村党支部书

记毛君，对做好“石头旅游”这篇文章信心满

满，我们将以“乡村印记”展览馆为中心，把

村周边的石渠、石渡槽等规划在内，依托汤

河沿岸，形成配套的文旅产业链，走乡村游、

近郊游、研学游的路子，让游客能看上农家

石，了解农家史，吃上农家饭，住上农家屋。

康洼村的石头，明天还要唱出更加新

奇的“传说”！

□李振阳 聂建武

仲春的新县，花木吐蕊，生机盎然。沿

着小潢河畔，倚栏远眺，厚重人文与美丽自

然相融共生。

多年来，新县本土抖音达人汪文平，总

习惯用视频记录红色遗址遗迹的发展变

迁。在她的镜头下，遍布绿苔的青石路、锈

迹斑驳的青砖墙，总能赢得粉丝们的一致

点赞。

“过去，生产街、民主街、小西街这些巷

子空中是蛛网般的‘飞线’，路面坑洼不平，

人都下不去脚。”3月 22日，说起改造前的

情况，汪文平一个劲地摇头，尽管这些背街

小巷都位于红色首府景区范围，可由于年

久失修，“前街光鲜后巷脏乱”成为这里最

真实的写照。

让红色首府古韵换新颜。2019年 10

月，首府路街区综合改造提升正式启动。

“为还原街区历史风貌，我们对街区内的

路、巷、广场、建筑进行整体规划、整体提

升，让红色首府‘靓起来’。”据鄂豫皖苏区

首府革命旧址管委会副主任章桂文介绍，

三年来，新县改造区域 15万平方米，修缮

革命旧址8000平方米，首府路历史文化街

区成功入选河南省历史文化街区。

漫步首府路，砖石铺就的道路两旁，青

砖黛瓦的四合院沉淀红色记忆，古朴雅致

的主题广场便民惠民，“八月桂花遍地开”

等一组组主题雕塑点缀其间，讲述着一段

段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

“可不仅仅是这片，红色传承已经融入

了整个城市建设。”顺着章桂文手指的方向

我们发觉，一河之隔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

博物馆已经完成整修提升，两座新修的跨河

大桥将滨河路、博物馆、英雄山完美连接。

英雄山麓，新建成的英雄公园与山顶的“红

旗飘飘”主题雕塑交相辉映，依稀在向我们

诉说着“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史诗。

变化随处可见。在红色历史厚重的箭

厂河乡，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吴焕先故

居等革命遗址遗迹全面改造提升；在八里

畈镇，刘邓大军司令部旧址整修一新；在柴

山保根据地陈店乡，红四方面军兵工厂、第

一个县级苏维埃旧址整修提升……

近年来，新县建成精品红色工程40余

个、红色主题公园 10余处、博物馆纪念馆

17个，5个景区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名录，先后入选全国12大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全国红色

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红色已经成为老

区新县最美底色。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杨柳

一场春雪过后，桃花分外妖娆，空气清

冷湿润；沿着山路逶迤前行，山间梯田麦苗

青青，菜园内青菜青翠，小溪流水潺潺……3

月20日，鲁山县尧山镇上坪村东沟龙月苑，

一幅恬静悠闲的乡村田园画卷展现在面前。

“我们目前有六处院落，30间客房，能

够容纳 12家左右的客人。民宿主打田园

乡土风情，食材来自本地村民养殖的土鸡、

土猪和种植的蔬菜，纯天然无污染，上客率

很不错。”民宿女主人赵月燕介绍道。

70后的赵月燕，自幼在大山里成长，

1997年开始外出打拼，经过20多年的艰苦

奋斗，事业有成。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始

终不是她的向往，在深山里打造一处“老

家”，是她多年的夙愿。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东沟，土墙

老屋让她寻到了记忆中乡愁该有的样子。

2019年年初，赵月燕和丈夫在上坪村

东沟租赁了6处民宅，依据原生态的思路，

没有对老屋进行大的改动，房子依然保留了

原来的格局和样子，土墙蓝瓦，自成体系，让

住进去的人有种住在乡间老房里的感受。

历经一年多的精雕细琢，老房子焕然

一新的出现在大家面前，却又带着熟悉的

记忆。她将这里命名为“龙月苑”。

“龙，是我丈夫名字中的一个字。月，

是我名字中的一个字。苑，是我们的家。”

她说。

龙月苑民宿依山势高低起伏，错落有

致，层次分明。石墙石槽，古树篱笆。民宿

墙外的古井，树下摇动的秋千，无不勾起对

乡间田园风光的记忆。

龙月苑民宿于 2020年国庆节前开门

迎客，赵月燕按照星级酒店标准管理，精细

化、细致化、品质化的服务，赢得顾客好

评。2020年年底，龙月苑民宿被鲁山县农

家乐星级评定委员会评定为四星级民宿。

赵月燕说：“民宿要特色化，要有地域

风。民宿经营中充分植入当地文化元素，

让游客感受到乡情、体验到乡愁。”

因此，龙月苑民宿增添了一些体验乡

村生活、体验农事农耕的活动，让游客的旅

行活动丰富多彩。民宿还打造了一处迷你

动物园，园中有山羊、珍珠鸡、绿头鸭等小

动物，各种可爱的小动物加持吸引了不少

“带娃”家庭入住体验。

3月23日，
游客在柘城县
惠济河畔油菜
花 田 开 心 游
玩。正值油菜
花盛开的季节，
柘城县一片片
金黄色的油菜
花田，流光溢彩
将乡村装扮得
格外亮丽，到处
呈现出一片生
机 盎 然 的 景
象。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张
超 摄

3月24日，
民权县花园乡
赵洪坡民俗文
化村，一幅村民
“笑脸墙”吸引
人 们 驻 足 观
看。该乡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
通过“笑脸墙”，
向人们展示新
时代人民群众
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本报

记者 杨远高 通

讯员 王自力 摄

科技助推太康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
——对话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陈锦永

本报记者 张莹

嘉宾 陈锦永陈锦永

主持人主持人

葡萄味美多汁，是改
善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幸
福指数不可或缺的鲜食优
选。太康县的葡萄产业在
生产中栽培模式和品种相
对老旧且单一，农户栽培
理念落后，过度追求产量，
葡萄品质参差不齐、种植
收益低。

近年来，河南省葡萄
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在
太康县因地制宜持续开展
“品种多样化、模式设施
化、技术轻简化、质量精品
化”活动，优化了太康县葡
萄品种结构，改进了种植
模式，增加了经济效益，促
进了产业发展。3 月 21
日，记者邀请河南省葡萄
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
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陈锦永
走进三农会客厅，谈谈在
推进太康县葡萄产业高质
量发展方面的经验和做
法。

通讯员 马凌珂 文/图

嘉宾档案

主持人：太康县作为我省葡萄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对口帮扶县，其葡萄产业的
基本现状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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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永：河南省葡萄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成立之初，我们与太康县积极对接，对23个乡镇的

葡萄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户的种植

现状、技术需求、发展形势等进行了摸底调研。太

康县葡萄种植基本现状如下：一是葡萄种植分布

较散，发展缺乏引导，栽培模式和品种相对老旧且

单一，农户栽培理念落后，过度追求产量，葡萄品

质参差不齐、种植收益低，丰产不丰收。二是科学

的栽培管理技术缺乏，多年偏施氮肥、有机肥施用

较少，花果管理技术不懂，病虫害防治没经验等。

三是果园管理用工量大，缺少配套装备或机械，严

重影响工作效率。四是基础设施投入不够，大部

分采取露地栽培，基本靠天吃饭，时常遭遇霜冻、

阴雨等灾害天气的危害，造成减产甚至绝收。

陈锦永，研究员，中国农业

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瓜

类栽培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葡

萄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

河南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河南省农学会葡萄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学会葡

萄分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葡

萄、猕猴桃等果树简约优质高效

栽培技术研究工作，研发的调控

产品和技术方案近5年每年在生

产中应用30万亩以上，为果农增

收节支6亿元以上，对葡萄产业

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主持人：通过调研太康葡萄产业问题，服务团确定了怎样的工作思路和解决方案？

陈锦永：根据太康葡萄产业发展需要，服务团

积极发挥学科齐全、技术领先等优势，制订工作方

案，确保产业服务全覆盖。我们以促进产业发展、

协助果农增收为目标，从技术服务、基地示范、品种

引进、技术推广、人才培育等工作入手，着力提高葡

萄种植水平，不断推动葡萄生产向标准化、高效化、

科学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具体工作思路主要有：一是开展产业调研，发

现问题，制订方案，精准发力；二是引进新优品

种，调整优化葡萄品种结构；三是推广创新技

术，更新种植模式，提高葡萄果品质量；四是打

造典型示范基地，发挥示范引领，带动辐射发

展；五是开展多种形式技术指导与培训，提升管

理技能，培养乡土人才；六是做好应急，及时发

布预案，抵御种植风险；七是树立品牌意识，开

拓销售渠道。

主持人：在推广葡萄前沿技术，促进葡萄生产向机械化、省力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服务团主要做了什么？

陈锦永：服务团因地制宜，依据太康葡萄产业

发展规划，引进“阳光玫瑰”“早霞玫瑰”“郑州早

玉”“早熟红无核”“浪漫红颜”“红艳无核”“南太湖

特早”“神州红”“巨盛一号”“华葡玫瑰”“黑皇”等

新优葡萄品种10余个。

针对当地葡萄产业仍采用露天栽培、病害频

发、技术落后、果品质量低的现状，服务团改良推

广了“避雨栽培+土壤改良+宽行高干”栽培新模

式，围绕省力化整形修剪、轻简化枝蔓管理、精准

高效花果调控、安全增糖降酸着色、病虫害绿色防

控等栽培关键技术，建立提升果品质量标准相配

套的生产技术标准，以促进太康葡萄产业新旧动

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推行“高效水肥一体化”“果园免耕生草绿肥

应用”等省力化土壤管理技术，使葡萄园浇水施肥

由传统的漫灌向滴灌、喷灌方式转变，果园清耕向

果园生草生产模式转变，既实现了节水节肥，又减

少了人工投入，提高了果实质量和生产效率。

服务团还引进改良了适合当地葡萄生产应用

的割草机、打药机、施肥机、微耕机、绑蔓机等机械

装备，推广省力化树形和宜机化栽培模式，促进农

机农艺融合，机械化装备的应用减轻了人工投入。

另外，通过技术培训、现场指导交流、组织考

察本省高标准高效益种植园等方式，扭转果农重

产轻质的传统种植观念，坚定种好葡萄致富的信

心和热情，促进先进栽培技术的普及。

主持人：服务团在太康县建立了多个葡萄种植示范基地，是怎样发挥种植基地
的示范带动效应的？

陈锦永：服务团在太康县建立了多个可借鉴、

能复制、易推广的典型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如城关

镇红果果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示范基地、独塘乡牛

垦农民专业合作社葡萄示范基地、独塘乡韩庙村葡

萄种植示范基地，杨庙乡在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葡萄

示范基地、老冢镇文波家庭农场葡萄示范基地等。

为加强样板基地的集成示范，实现技术引领

和模式引领，服务团不断为示范基地引进筛选葡

萄新品种、推广改进避雨设施栽培新架形新模式、

引进果园管理机械装备和新型农资产品等，示范

推广葡萄高效花果调控技术、葡萄省力化栽培、绿

色病虫害防控、葡萄水肥一体化等栽培新技术。

利用示范基地开展示范观摩、技术培训、技术服务

和技术宣讲等，展示新型模式、健康栽培、土肥水

高效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环节，辐射带动周边

1000多亩葡萄发展。打造基地种植高效益，让果

农切实看到“种葡萄有钱赚”。如独塘乡白龙王村

葡萄种植基地，在服务团的指导下葡萄亩收入达

到了4万元，比上年收入翻倍，带动了周边葡萄发

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样板示范基地

成为带动葡萄绿色高效发展、引领果园种植方式

转变、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源头。

主持人：通过这几年的科技帮扶，服务团在太康取得了哪些成绩？

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规范屠宰管理保障肉品质量安全

连日来，新乡市农业农村局围绕防火灾、

防爆炸、防翻车、防建筑物坍塌四个方面开展

排查，切实落实系统监管责任，督促生产经营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排查出来的隐患问题建

立台账、销号，实行闭环管理，确保了农业农村

系统安全稳定。目前，全市共排查生产经营企

业65场（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隐患234个。

（徐祎生）

祝楼乡 以“钉钉子”精神
查治隐患推动安全生产

连日来，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祝楼乡严格践

行“两马机制”，将“钉钉子”精神落实到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中，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

线，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该乡还围绕辖区内生产服务场所进行隐患排

查工作，建立安全生产台账，实行网格化管

理。 （曹青芳孟宪华）

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开展“查漏洞、补短板、保安全”专项行动

孕妈妈在怀孕初期，特别是怀孕的前

三个月，应避免有性生活，要保障充足的睡

眠，避免剧烈运动。保持心情舒畅，饮食要

均衡，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高蛋白质以

及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不吃大热大寒、活

血化瘀类的食物，如山楂、芒果、螃蟹等。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张艳琦）

孕早期注意事项

生熟地黄猪瘦肉汤

康洼村的石头会唱歌

擦亮红色之城最美底色

闲置老宅变身“老家”民宿

看变迁 忆乡愁

健康小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