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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长
坡 焦萌 姬冠鹏）“原来交通不便，农场

生产的羊肉、土鸡、土鸡蛋等农产品只

能在网上销售。自从 1 号公路 2021

年开通后，来农场游玩、购买产品的

游客激增，去年销售额已突破1200万

元，今年保守估计可做到1500万元。”

4月 16日，清华硕士毕业返乡创业的

叶县夏李乡稻谷泉生态农场场主景奇

说。

“这条位于叶县南部4个山区乡镇

的94.151公里三色‘彩虹’旅游路如银

线一样，串起了沿途的生态旅游观光、

林果休闲采摘的珍珠，成为山区群众

的增收致富路。”景奇说。

当日，叶县首届乡村电商节暨体

育文化节在夏李乡彦岭村开幕，这也

是该县“醉美南山 踏青赏春——‘游1

号公路 赏万亩花海’叶县南部山区踏

青寻春”系列活动中的第三场活动。

自今年3月份以来，叶县充分发挥

1号公路交通网优势，“嫁接”南部山区

“农文体旅”资源，相继举办“醉美南山

踏青赏春——游 1号公路 赏万亩花

海”系列活动，把桃花节、油菜花节、乡

村电商节、体育文化节等转变为促进

村民与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流量入

口”，走出了一条“生态生产生活”相

融、“全景全时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

发展路，推动“农路变景点、农区变景

区、老乡变老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水。

叶县南部有辛店、保安、夏李和常

村4个山区乡镇，面积占全县的近三分

之一，风光优美、人文底蕴丰厚、农产

品丰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4个乡镇

没有直接贯通的公路。为彻底改善南

部山区发展环境、完善区域综合交通

体系，带动扶贫开发、实现自我“造

血”，2019年在脱贫攻坚最“吃劲”的时

候，叶县下定决心修建“叶县辛常线扶

贫道路”。该公路采用 PPP模式开发

建设，全长 94.151 公里，投资 11.1 亿

元，是该县有史以来投资最大、建设里

程最长的地方公路，于2021年秋建成

通车。

本着“近村不入村、近景不入景”

的原则，扶贫道路在没有路的山间沟

壑穿梭，如“银线串珠”般把深藏山中

的景点、水库有机串联起来，辐射带动

周边118个建制村14.3万余人发展林

果种植业等特色产业。同时，该公路

几乎与蜿蜒的楚长城平行、与红二十

五军当年的长征路线重合，可带动当

地旅游业快速入轨发展。

2022年年初，为进一步加快“交、

文、旅”融合发展，完善“快进慢游”旅

游交通网络，经县委、县政府提名，“叶

县辛常线扶贫道路”正式更名为现在

的“叶县1号公路”。

在1号公路的“加持”下，辛店镇桐

树庄村、常派庄村和保安镇杨令庄村

相继被省文化和旅游厅评定为“乡村

旅游特色村”；马头山景区成功创建为

国家3A级旅游景区；保安镇豫晨庄园

被评定为省级休闲观光园区，目前正

申创国家4A级旅游景区；桐树庄民宿

群、牛角沟农家乐、听禅谷民宿等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依托1号公路观光

风景道，特色乡村游正在叶县南部山

区升温“变现”、前景美好。

据叶县有关部门统计，1号公路通

车后，已带动沿线4万多人增收致富，

围绕1号公路的文旅产业正成为叶县

新的经济增长极。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1号公路，充

分发掘区域生态、文化、林果产业等优

势，努力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价值转化通道，更好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叶县县委书记徐延杰

说。

□本报记者 杨利伟 段宝生

4月 17日，走进联富种植合作社

的种植基地，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座

座整齐划一的温室大棚。大棚内绿意

盎然，西红柿长势喜人，红绿交相辉

映。“像这样的日光温室大棚，整个基

地现有800余座，占地2000余亩。我

们的西红柿叫响了南乐县‘淼富’品

牌，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还鼓

了村民的‘钱袋子’。”南乐县张果屯镇

烟之东村党支部书记赵战秒告诉记

者。

“建设和美乡村，我们的劲头儿更

足了。”赵战秒说，村里总投资 600多

万元，硬化街道胡同、铺设马路砖、修

建保温墙并建设培训室、图书室等基

础设施，完善公共事业和社保体系，使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近年来，南乐县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探索乡村建设新路径，聚焦推

进县域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文明乡风，提高乡

村治理水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成效显著。今年3月，南乐县入选河南

省第一批乡村建设示范县，成为濮阳

市唯一成功入选的县。

“我们基地就位于南乐县‘四好农

村路’库涨路段，距离南林高速只有9

公里，对外运输很方便。”距离烟之东

村3公里的南乐县西红柿小镇负责人

谢春立告诉记者，在北京，精品礼盒西

红柿一斤都卖到了10到15元。

西红柿小镇的西红柿能卖上高

价，得益于南乐县便利的交通。借助

于乡村建设行动，南乐县加快构建便

捷高效的农村公路骨干网络，促进农

村公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目

前，南乐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255

公里，村村通公路率 100%、村村通客

运车率100%。

“乡村建设行动，不能光说不干。”

南乐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魏自强介

绍说，南乐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第

一组长、县长任组长的乡村建设领导

小组，设立由副县长任组长的 13 个

工作专班，将乡村建设工作作为县委

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常设议题，建

立了县乡村三级书记抓乡村建设的

工作推进机制，先后出台《南乐县乡

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南乐县乡村

建设十三个专项行动专班工作要点》

等系列文件，高标准高站位推进工作

开展。

具体实施中，南乐县坚持规划先

行，按照“城郊融合、集聚提升、乡村振

兴、规划先行”分类原则，科学划定城

郊融合类村庄72个、集聚提升类村庄

76个、整治改善类村庄131个、特色保

护类村庄 26 个、搬迁撤并类村庄 17

个。同时，南乐县按照“城乡设施”“城

乡服务”一体化的思路，统筹布局城乡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去年以来，新建

改造农村公路 390公里、乡镇运输服

务站15个；实现城乡供水建设与管理

全覆盖，自来水入户率、地表水源覆盖

农村人口比例均达到100%；开展城乡

教育服务均等化行动，农村教育基础

得到巩固，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

到 92%，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4%；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行动，

加快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步伐，改

革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推进“健康

南乐”建设，公有产权村卫生室比例达

到80%。

“建设和美乡村，就要稳扎稳打，

要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主人翁和受益

者，这样才能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县

域乡村建设样本。”魏自强说。

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加快绿色

食品业做强做大。推广“原料基地+中

央厨房+物流配送”等产业模式，打造

全国重要的预制菜生产基地。

——摘自省委一号文件

□本报记者 王侠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河南加

快发展乡村产业，纵向拓展新产业，贯

通产加销，将生产向加工、品牌、销售

拓展；横向拓展新功能，融合农文旅，

将农业向休闲、旅游、文化拓展。“纵

横”之间，扎根“土”、体现“特”、联结

“农”，做好“土特产”大文章，打开农业

大省跃升农业强省“总开关”。

扎根“土”，特色产业百花齐放

河南名优特新农产品数量全国第

一，河南国家级农业品牌总数量全国

第一。

得益于充足的光、热、水和肥沃的

土地，河南蕴藏着数不尽的“农家宝”。

灵宝苹果、西峡香菇、信阳毛尖……

1037个农业品牌灿若繁星，延津优质

小麦农业全产业链、豫西南肉牛全国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闪耀全国。

在河南各地，特色产业已成为农

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围绕五大产业，

开展五大行动，食品加工业成为万亿

级产业。以十大优势产业为重点，创

建3个全产业链典型县，构建10个国

家级、100个省级、274个市级、278个

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创建 6个

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

的前提。我省立足农业农村特色资源，

做好‘土特产’文章，优势特色农业产值

占比达57.8%。”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巍峰说。

突出“特”，新兴产业换道领跑

近年来，河南特色产业发展取得

较大成就，但还面临布局散、同质化、

链条短等问题。

特色产业发展应树立市场导向，

在彰显“特色”上下功夫，打造具备独

特竞争优势的产业。

一头连田间，一头连餐桌，预制菜

是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典型特色

产业。我省把预制菜产业作为绿色食

品业优势再造和换道领跑的重要抓手。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提出，高质量

发展乡村产业。加快绿色食品业做强

做大。推广“原料基地+中央厨房+物

流配送”等产业模式，打造全国重要的

预制菜生产基地。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当前，

我省小麦正处于抽穗扬花期。4月

18日，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专

家制定并发布小麦后期管理技术

建议，指导全省农民做好田间管

理。

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省农科院小麦所所长雷振生研

究员介绍说，距离麦收还有 1个多

月时间，小麦生产还面临赤霉病、

倒伏、干热风、烂场雨等多重风险，

要立足抗灾夺丰收，以“防病治虫、

养根护叶、‘一喷三防’、防灾减损、

及时收获”为重点，坚持不懈抓好

后期管理，做到小麦一天不收获，

管理一天不放松，奋力夺取夏粮丰

产丰收。

做好病虫害防治。据省气象

部门预报，4月20日~24日，我省将

出现大范围降雨降温大风天气过

程，与部分地区小麦抽穗扬花期高

度吻合，对黄河以南赤霉病流行非

常有利，是夺取今年夏粮丰收的重

大隐患。专家建议，要切实做好病

虫害防治，豫南高风险区要进行雨

前雨后两次防治，其他地区要抓住

抽穗扬花关键期，应防尽防，努力

降低赤霉病流行风险。

实施“一喷三防”措施在小麦

防病治虫、抗干热风、延长灌浆时

间、提高灌浆强度等方面有明显效

果，对增加粒重、提高单产、提升品

质具有重要作用。小麦灌浆期要根

据病虫害发生情况，将杀菌剂、杀虫

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及叶面肥等，科

学配伍、混合喷施，防病虫、防早衰、

防干热风，实现“一喷三防”。

因墒浇水。小麦开花至成熟

期适宜的水分供应，不仅能够防止

叶片早衰、保持根系活力，促进籽

粒灌浆，而且能够平抑地温，预防

干热风和高温热害影响。对土壤

墒情不足、有水浇条件的麦田应在

扬花后 7~10 天，酌情浇好灌浆

水。浇水时要密切注意天气变化，

选择无风天气，无风快浇、有风停

浇，切忌大水漫灌，浇后不使地面

积水。

防灾减损。今年我省部分麦

田群体偏大，后期存在潜在倒伏危

险，要避免在灌浆中后期或有大风

的天气前浇水，防止倒伏发生。一

旦发生倒伏，不能盲目进地采取绑

扶措施，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和不必

要的人工投入。发生倒伏的麦田

要加强病虫害防治，同时视情况开

展叶面喷肥，促进籽粒灌浆。

及时收获。小麦成熟收获时

间短，极易发生不可预测的灾害性

天气，必须抢抓时机，科学收获。

要在叶片枯黄、籽粒变成蜡质状、

籽粒干重达到最大值的蜡熟末期

及时收获。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谢辛凌）4月 16日，在沈丘县周营

镇孟寨村的高标准农田里，植保技

术员在手机App上设置好路线，操

纵巴掌大小的黑色遥控器，一架植

保无人机盘旋数圈后，腾空而起，

沿着麦田低空飞行，旋翼下巨大的

气流推动农药雾流均匀散开，喷洒

在小麦叶片上。

据“飞手”王市委介绍，一架植

保无人机一小时能作业200多亩，

孟寨村有 2400 多亩小麦，用一架

植保无人机一天多就能全部完成

作业。

孟寨村村民孟庆连站在自家

麦田地头，乐呵呵地告诉记者：“无

人机连片防治病虫害效率很高，既

省时省力，还减少了农药消耗，大

大降低了种植成本。”

据介绍，近期，沈丘县整合涉

农资金 1350 万元，严格落实各级

党政同责机制，对全县 87 万亩小

麦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目前，该

县正科学有序积极推进小麦绿色

防控和专业化统防统治融合技术，

组织 400 余架植保无人机日“飞

防”作业面积20万亩以上，其中连

片统防统治“飞防”作业率达83%，

为确保全县小麦丰产丰收打下了

坚实基础。

本报讯 （记者李梦露）受较强冷空

气影响，省气象台预计，4月 20日至24

日，我省将相继出现大风、降水、强降温

天气。此次降水过程将对小麦灌浆及

后期产量形成非常有利，但需防范大风

强降温降水对小麦扬花授粉、高海拔山

区果树坐果等的不利影响。

根据预报，此次天气过程持续时间

长且相互叠加，过程复杂。全省偏北风5

级左右，阵风7级到9级，西部、西南部过

程累计降水量为25毫米到 35毫米，其

他县市10毫米到20毫米。气温较前期

将明显下降，降幅达14℃到16℃，其中4

月22日至24日早晨，最低气温西部山区

零下1℃到3℃，其他县市5℃到9℃。

目前，鹤壁、周口、驻马店等地市土

壤表墒不足，预计未来 10天我省大部

地区小麦处于抽穗扬花期，此次降水过

程将有效改善表墒、增加底墒，对小麦

灌浆及后期产量形成非常有利，但4月

21日至 23日连续 3天的降水天气，容

易增大小麦赤霉病气象风险。

□牛菀清

从一名农学院毕业生到鹤壁市山

城区石林镇三家村村支书，95后大学

生张桂芳用了两年的时间，不仅通过土

地流转、技术引进等手段盘活了村集体

经济，也让原本单调乏味的村庄变成了

远近闻名的“彩虹村”。

在河南，年轻的村支书还有很多，

信阳市平桥区彭家湾乡朱岗村党支部

书记陈勇、南乐县福堪镇马村党支部书

记王光辉、汝南县金铺镇姚寨村党支部

书记焦海洋……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

了乡村振兴的希望和未来。

当前，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信息化

技术的应用，农村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活力和发展潜力，但同时面临着一系列的

挑战和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着专业

能力、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年轻人，有责

任引领乡村治理实践的变革和升级。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村青年的培养

和支持，通过人才政策、科技支持等多

种手段，激发年轻人的发展热情和创造

力，推动乡村社会和经济生态的协调和

优化，促进乡村社会的繁荣稳定。同

时，也需要深入挖掘乡村的发展潜力和

资源优势，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有活力

的乡村环境，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归乡

村发展，让青春在乡村振兴中绽放。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打造乡村建设示范县的“南乐样本”

今日距癸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还有 天33

“彩虹路”串起山区“致富珍珠”

新时代新时代 新征程新征程 新伟业新伟业··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 振兴有力量振兴有力量

让青春在乡村振兴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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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绽芳华

@农民朋友小麦后期管理技术建议来了

管
好
麦
田
保
丰
收

大风降水强降温天气来袭
谨防小麦赤霉病

沈丘县“飞防”作业忙 丰收有保障

4月17日，在内乡县灌涨镇的“牧原农业”万亩高效示范方，植保无人
机在对小麦实施“一喷三防”。 张中立 摄

乡村 语新新

■提醒

叶县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8日电 国家统计

局18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今年一季度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84997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比上年四季度

环比增长2.2%。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

值11575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

加值 107947亿元，增长 3.3%；第三产业增

加值165475亿元，增长5.4%。

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工业生产逐步恢

复。一季度，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6%，冬小麦长势总体正常，春耕备耕有序

推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

服务业明显回升，接触型服务业增长较

快。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比上年四季度加快3.1个百分点。3月份，全

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2%，比1至 2

月份加快3.7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107282亿元，同比增长5.1%，与上年全年持

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4922亿元，同比

增长5.8%，上年四季度为下降2.7%；货物进

出口总额98877亿元，同比增长4.8%……固

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市场销售较快恢复，

货物进出口保持增长。

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