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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联办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4 月 12

日，由省农科院牵头承担的“十四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优质小麦—

玉米周年丰产增效与产业化技术研

发及集成示范”项目启动会在郑州

召开。

据了解，该项目主持和参与单位

涵盖了省内外科研院所、高校、加工

企业等，针对黄淮海区域小麦—玉米

周年生产中存在的资源利用效率偏

低、高产潜力挖掘不够、规模化丰产

增效技术不完善、加工品质专用性差

及产量与品质协同性不够等技术瓶

颈，以“优质品种—优质栽培—优质

加工”为总体思路，按照“品种鉴选—

关键技术—集成示范—产业化应用”

的技术路线，构建小麦—玉米“品种

筛选—栽培技术—产后加工”全链条

产业化技术模式，并在河南、山东、河

北、安徽、江苏等地进行大面积示范

应用。

会上，来自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

中心、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内

外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领导听取了

项目及课题实施方案汇报，并提出指

导意见。

项目负责人、省小麦产业技术体

系高产栽培岗位专家、省农科院小麦

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李向东介绍说，通

过研发成果在黄淮海小麦、玉米主产

区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旨在实现优质

小麦—玉米产量和品质协同提高，生

产效率和效益同步提升，引导和支撑

黄淮海优质小麦—玉米规模机械化

周年绿色高效生产和全链条产业化

发展。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近一个月

来，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联

合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

合试验站，组织专家团队赴西甜瓜

种植区，深入了解生产情况，开展生

产指导、技术培训，为产业发展保驾

护航。

春季气候多变，西甜瓜大棚里温

度湿度变化频繁，病害多发、植株生

长不良等问题多有发生，针对性解决

现实难题是种植户的期盼。

在滑县设施厚皮甜瓜产区，针对

苗期药害问题怎么办？专家现场“开

药方”——及时喷芸薹素等药剂预

防，个别发生严重植株尽早拔除，相

邻植株采用双蔓整枝；在西华县小果

型西瓜产区，针对植株徒长问题，专

家提出喷施调环酸钙等药剂进行调

控，同时提醒注意降低棚内温度和湿

度；在兰考县，对发现的白粉病植株，

除了及时喷药防治外，专家贴心提醒

对下部发病严重的老叶及时摘除并

带出大棚后销毁……

从西华、兰考、夏邑到封丘、滑

县、濮阳，西甜瓜产区里，专家、技术

从未缺席。深入田间看长势、面对面

谈问题、手把手教技术，河南省西甜

瓜产业技术体系联合国家西甜瓜产

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组织了

包括栽培、水肥、植保等方面的专家

团队，深入生产一线，听取了农技人

员、种植户、企业的产业需求和生产

情况介绍，从种子消毒、设施结构优

化、土壤深松和改良、平衡施肥和水

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方面进

行了具体指导。

针对西瓜、甜瓜春季管理技术

需求，专家团队还先后到 8 个县区

举办培训活动，累计培训基层农技

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种植户

800 多人次，普及了当前西瓜、甜瓜

产业最新生产技术以及先进的标准

化生产发展理念，提升了从业者的

管理技能。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

闫宏博）4 月 12 日，“学思想、强党

性、重实践、建新功”李连成专题报

告会在濮阳农商银行举办，党的二

十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西辛庄

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作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暨“乡村振兴”专题报

告。

整场报告会，李连成先后从个

人基本情况、改革开放前的西辛庄、

现在的西辛庄以及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等四个方面，用朴实生动的语

言，声情并茂地分享了几十年如一

日，带动村民一起探索创新、勤劳致

富的艰辛历程；并详细阐释了在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

审议会上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的农

民的“八个梦想”，传达学习了党的

二十大精神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有关

政策。

报告会宣讲结束后，濮阳市农

信办党组书记、濮阳农商银行党委

书记张晨光代表濮阳市农商银行系

统，郑重聘请李连成为“濮阳市农商

银行系统‘三农’金融服务顾问”并

发出聘书。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刘
禾）“大家好，我是村干部朱贝贝，今

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电商中心那些事

儿，今天和大家聊聊电商中心的运营

机制……”

这个春天，抖音账号“回车村振”

成为西峡乡村干部们关注的热点。4

月 12日，西峡县回车镇副镇长马玲

告诉记者，“回车村振”是以讲述回车

镇双河村电商中心为主的自媒体账

号，镇村干部现身说法，主要分享项

目运作、运营模式、发展思路、发展情

况等内容，引得各村干部们争相取经

学习。

从2022年 9月 23日销售第一单

到目前，双河村电商中心销售西峡猕

猴桃超过40万斤，直接贡献村集体经

济28万元，在西峡县“产业兴旺星”的

创建浪潮中脱颖而出，成为炙手可热

的产业“明星”。

朱贝贝介绍说，电商中心运行以

来，先后与哔哩哔哩团队、南阳长远

农业有限公司、西峡雪萍助农团等10

余个销售团队展开合作，猕猴桃销售

火爆一时，最忙时打包发货超过 100

余人，网络零售占到全部销售额的

50%以上。

今年，在双河村电商中心的带领

下，回车镇21个村分别建设了猕猴桃

示范园，品种、用药、用肥、管理、采摘

由电商中心聘请农艺师统一指导，同

时以高出市价 5 毛钱的价格协议收

购，拼多多、京东、淘宝等专营店铺上

线，预计年销售猕猴桃鲜果将突破

70 万斤，全面带动猕猴桃产业提质

转型。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为峰

近年来，台前县深入践行“把革命

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

生活”的使命任务，依托资源禀赋和发

展优势，借力发力，乘势而上，探索走出

了一条以农业为基础、文化为灵魂、旅

游为平台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振

兴新路子。

黄河古村落蝶变现代民宿

依偎黄河，东望群山连绵，古村、古

道、古树、古渡口，与周围的万木葱茏、

鸟语花香融为一体。沐浴着春日的阳

光，走进台前县夹河乡姜庄村黄河古村

落，眼前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景。

“我们的姜庄老村成了‘网红村’，

四面八方的游客都来这里参观游玩。”4

月13日，姜庄村党支部书记姜丙鹏说。

姜庄村紧挨黄河，是个古村落，原

来时常发生洪涝，大量耕地村宅塌陷于

河。20世纪六十年代，村民陆续由堤

东老村庄迁至堤西，老村大量房子闲

置，成为当地保存相对完好的千年传统

黄河古村落。

2017年开始，在中石油的帮扶下，

姜庄村高标准实施了姜庄黄河古村落民

宿小镇乡村旅游扶贫项目，依托文化资

源及自然资源，打造集住宿、餐饮、观光、

考察、学习、康体、休闲、度假、娱乐等于

一体的综合体，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

运营，姜庄村以合作社参与入股分红。

目前，已经建成10套民宿小院、3套公共

建筑、2套树屋和市政配套设施。

同时，姜庄村还以组建合作社形

式，组织引导村民以合作社社员身份参

与入股分红。2022年，姜庄村集体经济

收入35万元，村民入股分红13.8万元。

“红色村”成为乡村振兴新样板

新铺的柏油路面延伸到家家户户

门口，宽阔的道路两侧栽种上了小叶女

贞、红叶石楠等绿植，穿插其间设计有

停车位，整个村子显得整齐有序，通透

干净。在中石油的帮扶下，孙口镇孙码

头村旧貌变新颜。

“俺村一年四季都很美，花花草草

多好看，就好像住进了花园里。”年逾古

稀的村民刘茂兰高兴得脸上乐开了花，

逢人就夸环境好。

孙码头村是革命老区村，这里建有

将军渡纪念馆、主题纪念碑、老渡口等，

红色资源丰富。近年来，在中石油的帮

扶下，台前县深挖老区精神内涵，全力打

造乡村振兴样板村，在孙码头村启动了

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四线”入地、雨污管

网分流、铺设柏油路面。通过基础设施

改造，孙码头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成为全省首批乡村康养旅

游示范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

孙码头村又引进爱研科技高新技

术企业，主要生产冷干机、净化器等产

品，产品远销欧洲。

“棚棚”勃勃兴乡村

走进孙口镇千亩水果蔬菜种植基

地，红彤彤的草莓，晶莹剔透的葡萄，绿

油油的黄瓜，五颜六色的圣女果……尽

收眼底。

“当地及周边县区来采摘的人多，

还有超市来拉货的，每天都忙得很开

心。”草莓种植户岳红丽说。岳红丽承

包了3个大棚，全部种上了草莓。

据了解，为加快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中石油援建了孙口黄河生态湿地

高效农业园区，新建设施连栋大棚

60000 平方米及附属配套设施，与原

有的蔬菜大棚基地连成一片，主要种

植无公害蔬菜及水果，由蔬菜种植合

作社运营管理，采取自主经营、入股分

红等形式，惠及刘桥、孙口、王黑等周

边20多个村群众，他们除了享受产业

扶贫项目分红外，还有土地流转、务工

收入等。

“下一步，我们将培育壮大一批

特色鲜明的文旅文创乡村振兴品牌，

以文化赋能助力乡村振兴，让老区群

众过上更加殷实富足的新生活！”孙

口镇党委书记刘本更信心百倍地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张瑞敏 杨志鹃 赵景）4月 11日，

在长葛市董村镇大李庄村，村党

支部书记李年坡正在给村里房前

屋后的果树挂标有编号、产权责

任人的“果树身份证”。他一边挂

一边对村民们说：“这果树身份证

一挂上，树就不姓公，姓私了，管

理、收益都归你们各户所有，你们

可要看好、管理好呀！”

今年以来，长葛市把乡村绿

化作为促进人居环境整治的抓

手，在“净起来”的基础上，大力开

展“果树进村”“花景乡村”“增绿

补绿”等乡村绿化行动，不断增绿

添美、扮靓乡村，促进农村环境从

“干净整洁”迈向“美丽宜居”。

该市采取“政府奖补、镇村

补贴、群众受益”模式，推进“果

树进村”乡村绿化行动。围绕进

村道路、村庄出入口、房前屋后

等可绿化空间，重点打造“果树

进村”示范村 12个。目前，该市

的段黄庄、小连府、尹家堂、大李

庄等 21个村庄栽植桃、杏、梨等

果树2.17万株，完成乡村绿化美

化造林206亩。同时，实施“果树

身份证”管护办法，明确产权人

及管护人，群众共享果树收益，

优化果树管护服务，增强群众的

参与感及责任感。

如何将“绿意盎然”“花香四

溢”融入乡村？该市借鉴村庄种

植果树的做法，鼓励群众利用房

前屋后、院里院外、空宅荒片栽

植牡丹、芍药、菊花、月季等花

卉，大尚庄、双庙李、后吴等村先

后栽植50多万株，打造花卉主题

“花香道路、花景乡村”。

为了让美丽乡村留住美丽

乡愁，该市引导群众慎砍树，挂

牌保护乡村古木、古树、大树及

传统树种，保留乡村风貌。同

时，建立“经营村庄”理念，采取

企业、新乡贤冠名等办法，充分

利用废墟、荒地、边角地等开展

小微花园、菜园、游园和公共绿

地建设，打造乡村小游园120多

处，提升重要节点景观绿化30多

处，多种形式扮美扮靓村庄，形

成瓜果飘香、繁花盛开、环境优

美的乡村生态绿化格局。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

‘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

来’工作目标，持续推进‘村庄清

洁和乡村美化行动’，推动环境

整治水平再上新台阶，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切实提升群众满

意度和幸福感。”长葛市委书记

张忠民表示。

本报讯“已经来很多趟了，这里

不仅风光好，路程也短，很适合近郊

游。”4月12日，家住光山县城的黄女

士，趁着调休，带着长辈和孩子到司

马光油茶园白兰茶舍体验“乡村一日

游”。

入目皆绿的乡村美景，地道美味

的家常菜，宁静轻松的慢生活……随

着旅游业的逐渐升温，越来越多的光

山市民选择在周末假期短途出行。

司马光油茶园内涌现出茶溪谷、白兰

茶舍、油茶工坊等一大批融合自然景

观和乡村生活体验的品质民宿，涵盖

油茶种植、农耕文化体验园、旅游休

闲、民宿居住等多个项目，不仅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乡村旅

游，更帮助许多附近的村民从事观光

旅游产业，吃上了“旅游饭”。

围绕农旅融合，丰富乡村旅游产

品，光山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打造了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年

接待游客306.3万人次，其中油茶园、

茶乡旅游占70%以上，相关综合收入

达12.36亿元。 （李振阳 向宣垣）

优质小麦—玉米周年丰产增效与
产业化技术研发及集成示范项目启动

科技助农 为产业保驾护航
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到主产县开展技术指导

李连成成“三农”金融服务顾问

光山县“油”旅融合路更宽

西峡县回车镇

村级电商撬动产业转型

台前县 文化赋能促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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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

张红卫）“原来这里是一处闲置

的宅基地，残垣断壁、荒草丛生，

经过清理改造，现在成了小游

园，你们看漂亮吗？”4月 15日，

汝南县板店乡板店村党支部书

记田东升把1张新建成的小游园

照片发到微信工作群里，引起

乡、村干部纷纷点赞。

为扎实做好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该乡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乡、村、

组、户四级联动，实现了由政府

推动落实向群众主动参与转变、

由突击式整治向常态化保洁转

变，形成了“全民参与、闭环管

理、全域推进”的人居环境整治

新格局。各村党支部书记为了

展示工作成效，竞相把环境整治

工作亮点拍照发到微信工作群。

“看，俺村这个小组以前污

水横流，柴草、秸秆、垃圾等乱堆

乱放，去年在全县人居环境观摩

检查时拖了全乡的后腿，现在得

到彻底整治，环境面貌焕然一

新。”柴庄村党支部书记周合明

也在微信群里“晒”出几张照片，

要与其他村比一比，赛一赛。

“现场直播”的工作微信，给

各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各

村党支部书记每天都密切关注工

作微信，关注周边村的工作进展

情况，为了打造更多的亮点，都

暗暗较劲发力，形成了你追我

赶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局面。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黄琨）4月14日，记者在许昌市建

安区小召乡河沿张村看到，苗圃

基地千亩紫荆竞相绽放，紫红色

的花儿朵朵展颜、簇簇相拥、枝枝

妖娆，与周围的农房相互映衬，微

风袭来，朵朵紫荆花枝摇曳，将乡

村小道点缀得生机勃勃。

“3 月 27 日村里举办了首届

紫荆花节，平均每天的游客量可

达1万多人次。”据河沿张村党支

部书记张华永介绍，紫荆花苗圃基

地所属河南四季春园林艺术工程

有限公司，建于2015年，流转河沿

张村、代庄村土地共1300亩，种植

品种为巨紫荆，花期从3月中旬至

4月中旬，开花稠密，花色艳丽，树

形美观，达到了“林在村中建、人在

花中游”的整体效果。

苗圃基地从建设到运营，为村

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近年

来，河沿张村坚持以“党建+产业+

生态文明”的发展思路，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产业发展由弱转强，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与日俱增。

“下一步，我们将在打造一村

一品的同时，以苗圃基地和一顺农

业生产基地为依托，积极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村集体收

入，实现乡村振兴。”张华永表示。

本报讯 旖旎的青山绿水、生

动的农耕文化……4月 13日，走

进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原武镇东

合角村，村民房屋的墙体上一幅

幅以“五星”支部创建为主题的

精美艺术手绘墙画，让一面面白

墙“活”了起来，使村庄环境更显

生动活泼。

近年来，原武镇指导各村利

用老旧房屋墙体，创作出多姿多

彩、富有乡土气息的墙绘，并将

文明礼仪、传统民俗、群众生活

等内容融入其中，不仅提升了路

域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让群众

对“五星”支部创建有了更深的

了解。

据介绍，下一步，原武镇将

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践行“三七二马一争先”

机制，深入开展路域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不断挖掘原武特色资

源，坚持把乡村文化阵地建设与

提升群众的文明素养、路域环境

整治等工作相结合，让墙壁成为

传递文明新风尚的宣传阵地，实

现乡村振兴“颜值”“内涵”的双

提升。 （马晓宇 薛依）

◀4月16日，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
卫家庄后山漫山遍野的黄蔷薇，黄灿灿一
片像给山坡披上了一层黄色的地毯，吸引
着游客前来赏花踏春。 孙猛 摄

本报讯 4月12日，笔者来到淮

滨县栏杆街道王湾村，临河而建的

二层民宿，前有庭院后有河道，一楼

可以唱歌品茶吃饭、二楼设有家庭

大床景观房、阳光情侣房、亲子休闲

房，明亮柔和的灯光融入民宿的建

筑空间，营造了温馨而浪漫的气氛。

“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在

大自然的怀抱，放空自己，感觉幸

福也变得简单了。”从县城过来垂

钓的游客开心地描述内心感受。

近年来，王湾村以“诗与远

方·梦里水乡”为主题发展乡村旅

游，对村内闲置民宅进行改造提

升，建成王湾民宿，围绕洪河故道

修建了亭台廊道3000米、亲水平

台6个、垂钓平台24个、观光亭10

个，建设观光码头 1000 米，购置

娱乐观光游船4辆，内设画舫、酒

坊、标间、淮滨非遗文化展厅等，

让游客尽享水上乐趣。

“民宿周边有停车场、水景、采

摘园、农家乐，随着民宿的改造和

开发，这里已经逐渐升级成了乡村

休闲度假、健康颐养和深度体验为

主要内容的田园民宿综合体。接

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整合旅游资

源，带动村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王湾村党支部书

记王中树对王湾村的未来充满了

信心。 （李振阳 李汶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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