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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建设“中国数仓”
郑州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启动大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蒋晗 应世超）“通过乡选村培这种

发展党员模式，引导优秀青年向村

党组织靠拢，提升了村内年轻党员

的比例，积蓄了乡村振兴的后备力

量。”4月 3日，提及村里发展党员

一事，漯河市西城区阴阳赵镇下魏

村党支部书记刘伟杰如是说。

今年以来，西城区把基层党组

织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

“主心骨”，不断强化乡村振兴的人

才支撑，提高基层党组织“造血”能

力，从根源上提高党员队伍发展质

量。

为拓宽发展党员的“蓄水池”

效应，西城区通过上门走访谈话、

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 35岁以下致

富能手、大中专毕业生、复退军人、

优秀乡贤等进行全面摸排，以基层

党委为单位，建立每村3~5名发展

党员后备人选信息库，扩大源头储

备，确保35岁以下年轻人员达后备

人选信息库的60%以上。

随着后备库不断充实完善，该

区提前展开联审，严把入口关。入

党申请人向所在村党组织递交入

党申请书后，村党组织及时向基层

党委报送入党申请人情况，乡村两

级共同派人与入党申请人谈心谈

话，落实村内公示、通报。在确定

入党积极分子前，增加公安、法院

等部门联审程序，提前剔除“带病

入党”“近亲属违规入党”人选，提

高发展党员健康指数。

不仅如此，西城区还规范发展党

员全部流程，坚持把农村党员发展

纳入日常督导检查工作范围，每月

对“乡选村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并建立发展党员包联指导工作机

制，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

象、预备党员、党员转正等关键环

节，派专人列席会议，全程指导把关。

漯河市西城区

“乡选村培”提高党员发展质量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庆

伟 王世辉）4月4日上午，漯河市公安

局在市烈士陵园举行清明节祭奠公安

英烈活动，缅怀英烈功绩、继承英烈遗

志、弘扬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激

励全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杨锋主持活动仪式。

在孔宏伟、任保华、张跃山三位公

安英烈墓前，全体民警整齐列队、庄严

肃立，向英烈脱帽致哀、敬献花环、重温

入警誓词、依次献花，对他们用生命践

行“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

人民安宁”的铮铮誓言，用热血诠释对

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公安事业的无

限热爱，表达崇高敬意和无尽哀思。

参加活动的民警表示，将以此次

活动为新起点，重整行装再出发，学习

英烈、争先出彩，用实际行动践行“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总要求；坚持“三个第一”理念，抖

精神、强主业、提能力、转作风、谋发

展，努力在新征程上开创漯河公安事

业发展新局面。

□本报记者 马丙宇

4月 4日，晚上 7点半，辉县市孟

庄镇南李庄村委会的会议室里肃穆安

静，80多名小学生身着校服和红领巾

整齐地端坐在前列，家长们后排就座，

这里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清明云祭英

烈”的活动现场。

当驻村选调生范若禹和青年党员

高国华向同学们讲述那段令人悲愤的

遭遇时，有的同学红了眼眶流下了泪

水。

“我决心追寻英雄足迹，继承先烈

遗志，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健康发展，

争做阳光好少年……”当全场少先队

员神圣地举起右手，以红领巾的名义

宣誓，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每个人的

内心。

“听着赵一曼的事迹就感觉心痛，

她当时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呀！”10岁的

申浩钰是三年级的学生。申浩钰的妈

妈王平俊说，她带着孩子经常参加村

里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志愿活动，这对

培育孩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很有益处。

今年 50多岁的李加霞不但把大

孙女带来了，还把仅 3岁的小孙女也

领来了：“主要是想让孩子感受下这气

氛，珍惜现在的好生活。”

村党支部副书记王萌毅说，自村

“两委”发出云祭英烈的活动倡议后，

得到全体群众的热情参与，陪着孩子

一起缅怀英烈，铭记历史，传承精神，

寄托哀思。

作为全国文明村，南李庄村实施

文明户认领制，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中绵绵用力，下足功夫。特

别是青少年教育中，南李庄村组织了

“阅享会”读书、教育讲座、家音广播等

一系列涉及青少年的活动，形成红色

文化铸魂、传统文化培根、文明成果固

基的教育格局，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

为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

“南李庄村历来重视青少年教育和

精神文化生活，我们以形式多样的活动

为载体，加大资金投入，确保青少年教

育从娃娃抓起，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村

党支部书记范海涛说。

本报讯 4月 5日，西平县消防救

援大队开展“清明祭英烈行动显忠

诚”系列活动。

为传承红色基因，继承革命传

统，西平县的消防员们来到烈士陵

园，向长眠的英烈致以深深的敬意和

无限的哀思，祭奠仪式结束后，消防

员分组为烈士墓碑描红，在一笔一画

中重温先辈们的光荣事迹和丰功伟

绩，汲取奋进力量。

清明节期间，西平消防进景区、

进校园、进商户开展多种活动：在景

区排查安全隐患、深入林山进行巡逻

并向来往游客开展防火宣传；在林区

周边小学开展清明教育活动，引导学

生讲文明、摒陋习、树新风，真正用实

际行动做文明祭扫的践行者。在街

道对销售祭祀用品的商户进行宣传，

并让商户自觉成为义务宣传员，为消

费者发放宣传单，消除春季火灾隐

患。 （焦海涛）

从云祭英烈看青少年教育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4 月 3

日，郑州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启动大会暨生态企业签约会在

郑东新区举办。大会由郑州市政

府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标志着郑州吹响了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经济

发展新动能、全力打造全国数据交

易改革创新策源地和数据要素配

置重要枢纽节点的冲锋号。

近年来，郑州市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

数字强国、数字强省的战略部署，深

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行动，加快

打造全国数字民生服务、数字治理

和数字产业高地。郑州市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作以1套总体设

计，1家合资公司，1个创新中心，N

个具体项目的“1+1+1+N”模式为

总抓手，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工作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以

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体系为引领，以

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

实体经济为主线，以加强数据要素

产业生态建设为目标，激活数据要

素潜能，构建产业生态，打造“中国

数仓”，构筑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竞争新优势。

“作为全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工作牵头单位，郑州市大数

据局将全面贯彻落实郑州市委市政

府工作部署，锚定‘中国数仓’，全力

冲刺，构建制度完备、技术领先、生

态完善、产业繁荣的数据要素新业

态，将郑州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

优势，转变为助力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郑州市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新说。

西平消防 守护清明祭奠安全

漯河市公安局

鲜花献给公安英烈

清明节前夕，南召县
检察院干警到县烈士陵
园对英烈设施修整工作
进行回访，并祭奠英烈。
去年以来，针对英烈纪念
设施管护缺位问题，南召
县检察院与相关部门协
作联动，促成行政机关先
后对8处红色资源设施
完成整改，新修缮英烈故
居2处。 本报记者 曹国
宏 通讯员 赛恒健 摄

(上接第一版)

张法军获得的是“农民雇工”每天

120元的工资、自家八亩地的每亩每年

600元的流转费用和高产之后的分红；

王保国的收入则是劳动付出加上领种

土地在产量承包基数增产部分的分红，

总之，都是钱。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生

产模式呢？

（三）

侯永生不好意思地说，他不会归

纳，但他知道这种弄法能让大家都操心

种粮、渴望增产、都能从高产中受益。

举个例子，常常能让人明白，那就

例如：

张法军的一亩地流转给了永生农业

植保专业合作社，每年的流转费用是600

元，这600元是合作社提前支付的。

种地是有成本的，犁地、旋地、播

种、一喷三防、浇地、收割、秸秆还田乃

至储藏、销售等，所有环节的支付都计

入了生产成本；加上流转费用，假如生

产成本是每亩地 1600元，当年夏秋两

季如果收入是 1600元，对于合作社来

说，那就是不挣不赔。

如果当年两季的收入是每亩地

2000元，多出的400元就是侯永生设置

的分红数额。

侯永生说：“分红的基本模式是，流

转给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分红额的50%，

譬如每亩地分红总数是400元的话，农

户分走200元。”

另外的50%是按“七、二、一”分的，

拿走“七”的是王保国们，拿走“二”的是

合作社的具体管理人员，另外的“一”则

是合作社的，合作社是侯永生独资的，

也就是说这“一”的收益归侯永生。

“2022年，我们这里小麦产量高、品

质好、价格高，玉米价格也上来了，大家

分的钱就多了！”侯永生说。

2023年 1月，是永生农业植保专业

合作社分红的时间。

张法军每亩地的分红数额是 260

元，他流转给永生农业的8亩地除了流

转费外，他另外分红2080元。

另外50%分红数额，获得其中70%

的是王保国这样的土地领种人，这一

年，王保国拿到的分红超过10万元。

2022年度，永生农业植保专业合作

社分红总额是188万元；而从2017年开

始，该合作社的分红累计额度已经达到

1000万元。

当侯永生成为当地的名人，被夸奖

为“中国碗装中国粮”的践行者、国家粮

食安全贡献者的时候，侯永生挠挠头，

憨厚地笑了，说：“其实没想这么伟大，

我出身农民，应该服务农业、也愿意服

务农业，我只想如何把种地这事办成、

办好，办到大家都高高兴兴！”

办好需要办法。

“我做农业服务很多年了，整个粮

食生产的全环节我都懂，这样的规模化

经营，我能做到农资使用‘带量采购’，

这种’带量采购’，肯定能降低生产成本

的。”侯永生说。

另外他还有一个看不惯。

一些煤老板、房地产商这些年也开

始投资农业了，但成功的例子不多；为

什么？利字当头了。

他们把农户的承包地流转以后，地

种的好坏就与农户没有一毛钱关系了；

看见地没种好，农民骂他们二百五；看

见收成好了，部分农民还眼气，弄不好

趁人不注意，就把成群的羊赶到麦地里

吃麦苗了，为啥？都是你老板的事，与

我啥关系？

还有一点，有些农户“心活”，没有

什么契约观念，本来签了五年的流转合

同，说不想流转就不流转了，滋生很多

矛盾。

“我这种弄法，最初的想法其实很

简单：合作社给你保底收益，庄稼收成

好了农户也得利；这样，不关心地里的

庄稼，就等于不关心自己的钱包了！”侯

永生说。

永生模式的核心：利益捆绑。

（四）

资深农民侯永生不断想事，并且常

常与一般人想的不一样、很独特。

“譬如农机吧，现在购买农机国家

是有补贴的，况且还不少，如何提高农

机利用率，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侯永生说。

永生农业是最早购买使用无人机

的，也是目前温县拥有无人机最多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

“去年，上级安排‘一喷三防’，豫北

这么大的麦播面积单靠一家一户用喷

雾器作业根本不行。”侯永生说，“当时

只要有连片的500亩麦田，我们接到电

话就出发了。”

武陟、修武、孟州、济源等，当年，永

生农业光一喷三防的面积就达70多万

亩；尽管这种作业很辛苦，但多少总是

能挣俩钱的。

侯永生解释说：“一般农民种地，都

是看见蚜虫了才去治虫，我们都是有专

业知识的，会根据温度、湿度判定病虫

害发生的时间和规模，真正能做到一喷

三防的‘防’。”

无人机还有其他社会用途。

2021年 7月水灾，侯永生连夜带着

无人机到郑州，为一家医院送物资；还去

巩义市站街镇用无人机给困在山顶的几

位老人吊送方便面和矿泉水。

侯永生认为，这些事不值一提，继

续说种粮吧！

温县是国内知名的小麦繁种区，永

生农业的耕地全部用来繁种。合作社

项目经理闫小全说：“一斤小麦种子能

比商品麦多卖一两毛钱呢！”

合作社仓库里装满了氮、磷、钾含

量各不相同的化肥，根据土壤含量针对

性施肥已经是永生农业种地的公开秘

密了，这也降低了种地成本。

“其实我们侯总真很独特的！说个

你肯定没听说过的。我们所有的仓库

都不通电、没有照明灯的。知道为啥

吗？侯总原来做生意因为电线短路发

生过一次火灾，他怕了，从此仓库里不

装灯。”闫小全说，天黑需要出货，保管

员就用手电照明。

这种利益捆绑模式并不是侯永生

忽然想出来的。

这种模式大规模推广前，侯永生对

多种农作物都进行过托管试验并获得

了相关数据。

“之前我托管过朋友的 100 亩花

生，他每亩地给我 850块钱，我包他亩

产600斤花生，事实上最后亩产是1000

斤花生。”侯永生说，不断地试验，让他

对这种托底、分红模式逐渐有了信心、

把握。

温县是铁棍山药的主产地，每年都

有几万亩的山药种植，很多人并不一定

知道，他们现在常用的“山药套餐”管理

方案，就是侯永生在2012年用时一年，

从自己种的 230棵山药每日不间断地

观察、试验中形成的。

“原来种山药，亩产2000斤算不错

的了，现在用我的‘山药套餐’管理方

案，亩产 3000 斤算低产、4000 斤算正

常！”侯永生说得有底气、也有自豪。

但是，侯永生不种山药，他流转的

所有土地只种四种农作物：小麦、玉米、

花生、大豆。

他不认为自己专注种粮有多高的

觉悟，他认为这是为规避风险。

（五）

种小麦、玉米、花生、大豆能规避农

业风险吗？

“肯定能了！就说小麦吧，我算过

账，国家保护价收购今年每斤又涨了两

分，是1.17元，不说我们是繁种，也不考

虑现在的小麦每斤 1.5元的高价，我们

每亩地一千二三百斤的平均产量，就能

确保有利润了。”侯永生说。

钟情农业且做出显效的永生农业

已经在政府部门挂上号了。

“今年秋季，焦作市要落实玉米大

豆复合带状种植，我们已经和永生农业

协商过了，他们愿意先行先试。”焦作市

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杨法谊说。

永生农业确有先行先试的实力。

侯永生也数不清自己的合作社有

多少个车轮子，反正仓库里库存的农

资、农机足够多。“外出植保作业，一台

面包车只能拉一架无人机，光我现在拉

无人机的车就有十几辆。”侯永生说。

这些东西都是贷款买的吗？

侯永生说：“我胆小，怕赔钱，有多

少钱干多少事，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一

分钱。”

专业的表述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是零。

这已经是顶级的优质企业了。

杨法谊和侯永生在业务上有密切

关系，杨法谊说：“经常联系侯永生是因

为对他这种多边增收的种粮模式有兴

趣。”

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从农业大国到

农业强国，不可能在嘴上念叨几遍就实

现了，各地有各地的自然因素、耕作条

件、种植习惯，农业的千姿百态注定了

“从大到强”的路径多元，因此，在基层

层面上探索并获得行之有效的经验就

显得愈发重要。

作为中国的粮仓，粮食生产长期以

来都是中央政府赋予河南的中心任务，

如何在种粮收益低、耕地碎片化、老年

人种不动地、年轻人不会种地等这样复

杂的环境下，确保耕地的产出、粮食稳

产增产，是河南基层迫切需要解决的涉

及国计民生的问题。

“农户的承包地必须保持稳定，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十年不变；一户一田

尽管听起来合理而且美好，真正操作起

来，综合成本、社会代价很难降低；随着

人口老龄化，谁来种粮的问题也迫在眉

睫。”杨法谊认为，还有农机利用率问

题、农业技术推广问题、发展数字农业

问题等，如果没有更多有知识、有文化、

有热情、有能力的人或者团队进入农业

领域，粮食生产、粮食安全问题就可能

凸显。

另一方面，真正留守农村的农民，

因为他们曾经有饥饿的记忆，对自己耕

种多年的土地有着不一般的留恋和特

别的感情，这也是单纯用钱去农村流转

土地常常遭遇阻力的根本原因。

但这些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依然存

在，而对于耕作渐次力不从心了。

侯永生说：“我们这种增产分红的

做法，就是想让这些农民一如既往地关

注土地、关注粮食生产，用增产分红的

利益机制，既让农户觉得自己依旧是土

地的主人，又避免了他们无力、无能耕

种的问题，节省了他们购置生产资料和

农机具的费用，让他们靠流转稳定收

入、靠分红增加收入。”

曾经有人劝侯永生调整产业结构

获取更大收益，他对这种建议一笑了

之，他认为他的底线有两条：第一，中国

这么多人，没有粮食吃是要饿死人的，

这是于国；第二，国家关于粮食的最低

保护价收购，能让他这种粮食生产模式

持久永续，这是于己。

永生种粮模式，被有关专家评价

为：以种粮为核心的多方增收的同心圆

模式。

杨法谊说：“这是现阶段保证粮食

生产的一把万能钥匙。”

（六）

3月21日，春分。

临近中午，温县武德镇徐堡村村民

杨国英给侯永生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家

麦田里有一亩多的麦子出现了黄叶现

象，不知道怎么处理。

侯永生吃过午饭就带人到了徐堡

村。

“麦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土地肥力

不足、地穷，麦苗本身弱一些，前几天下

雪、低温，产生了冻害，喷施点叶面肥就

过来劲了！”侯永生说，另外，在杨国英

的十几亩麦田里，发现有蚜虫，他建议

在喷施叶面肥的时候加上治蚜虫的

药。

“小麦在这个生长阶段出现蚜虫不

是很正常，我已经通知各个层的管理人

员，下午就要下地观察情况了。”侯永生

说。

永生农业“管理有方”，他们在用工

业生产模式管理粮食生产，简单地说就

是“分层法”。

第一层就是永生农业植保专业合

作社，或者说是侯永生，管理粮食作物2

万亩或者更多；第二层是“陈鹏飞”们，

合作社中层管理人员，每人管理面积在

2000亩以上；第三层是“王保国”们，每

人的管理面积在500亩以上。

各层有各层的责任，各层有各层的

权力，各层有各层的利益，明晰的“责、

权、利”格局，在永生农业，粮食生产仿

佛进入了工业化车间。

除了这种管理之方，永生农业还靠

技术进步与探索实现了精细化农业生

产。侯永生说：“这是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耕地产能的重要手段。”

譬如种子包衣。

花生种子历来都用“吡虫啉”包衣，

如果长时间不更换，土壤中的害虫就会

产生耐药性；而永生农业植保专业合作

社种的花生三年前就改用“噻虫胺”做包

衣材料了；并且他们在包衣中增加了杀

菌剂，结果是：地下的蛴螬闻到药气就躲

开了；早播花生即便在地下一个月不出

苗，种子也不会受病菌危害烂掉。

玉米是高秆作物，生长后期容易有

蚜虫病害，但此时高秆已经形成，喷洒

作业难度大、效果差。

“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二次包衣。”

侯永生说，“我们从种子公司购回包衣

种子后，再次给种子包衣，二次包衣好

像现在治病的靶向用药，就是为了预防

玉米后期发生虫害。”

浇地也是有讲究的，也讲精细化。

冬前的小麦封冻水，有条件尽可能

漫灌，要浇透；返青水也要浇透，之后再

浇水，就看墒情了，五六厘米深的土用

手握不成团了，就要开泵浇水。

“很多因素都是我们要研究的，沙

壤地和黏土地不同，地温、气温、风力都

是要考虑的因素，大喷灌和小高喷也有

差别，因地而异，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标

准。”侯永生说。

焦作市对粮食生产特别重视，尤其

是夏粮生产。

“去年，我们这里的小麦飞防六遍，

其他地方至多是两遍吧！”杨法谊说。

种粮大户和农民普遍把小麦生产

的后期管理认定为增产手段，这也给永

生农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作业空间。

侯永生说：“去年一年，合作社负责的植

保面积超过70万亩。”

大面积植保甚至让永生农业在农

资农药采购方面有了价格话语权，“集

中带量采购”自然降低了生产成本。

标准化、精细化体现在永生农业的

各个方面。

耕地有深度标准，旋地土坷垃大小

也有标准，收割小麦麦茬高度有 20厘

米以下的限制，小麦联合收割机撒在地

里的麦籽也有最高上限；条条框框规定

好了，整个粮食生产就是个按部就班的

过程了。

在永生农业，种庄稼已经不再是比

葫芦画瓢，各个环节都充满了科技和智

慧。

共富模式、工业管理、精细生产三

结合，让永生农业有声有色。

也许侯永生根本想不到，他在中原

大地上的种粮探索会得到自下而上的

普遍认可。

群众利益、企业利益、国家利益在

这种模式下无缝衔接、完美结合，完成

农户增收、种粮者增收、企业增收的同

时，粮多国安，真的保证了中国碗装中

国粮；再者，提高了农机使用率，节省了

生产环节的劳动力，很顺畅地走上了农

业规模化经营之路。

这种利益捆绑，让粮食生产完全没

有了局外人。

“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种粮居然有

这么重大的意义！”侯永生又笑了，这次

没挠头，有些羞涩。

应了一句老话：决策在庙堂，智慧

在民间。

侯永生，1973年生，属牛，这个新农

人探索出了一种新的种粮模式。

乡村永生，可始于此。

乡 村 永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