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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胡少
佳 李平会）鸿雁归来建家乡，丹心一片报

桑梓。4月1日~5日，镇平县“迎老乡、回

故乡、建家乡”活动暨第一届创新创业大

会成功举办，近400位镇平籍在外老乡和

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荣归故里，共话桑梓

之情，共谋发展大计。

这是镇平近年来首次以县委、县政

府名义举办的高规格乡情引才聚才活

动，活动期间，一场场凝聚智慧的高端论

坛，一次次务实高效的项目观摩，一份份

前景可期的合作协议，犹如一个个强大

引擎，为镇平加速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

道”注入新的活力动能。

为贯彻实施“镇平人建设新镇平”战

略，3月份以来，镇平县正式启动“迎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活动暨第一届创新创业

大会筹备工作，常委会专题谋划部署、推进

会明确路线图、专班联席会共破难题……

“镇平人，走四方，树高千尺，根在家

乡……八方英才共建新镇平，回家乡，建

家乡……”镇平县委书记艾进德作词，把

殷切的期望写进《镇平人建设新镇平》这

首歌中，在口口传唱中传递“畅叙乡情、携

手奋进”的磅礴力量。

最美是乡音，最浓是乡情。4月2日，

镇平县“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暨

第一届创新创业大会开幕，现场发布了镇

平县公共品牌和地理标志，向 10位创新

创业领军人物颁奖，向 10名镇平新市民

颁发了城市钥匙，举行了镇平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顾问受聘仪式和镇平县创新创

业导师受聘仪式。

活动期间，该县十大产业发展论坛同

期举行。与会专家、嘉宾围绕镇平产业发

展进行深入研讨，为镇平特色产业壮大，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此次活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目标

明确，硕果累累。经过前期深入对接协

商，共达成合作项目56个、总投资277亿

元，涉及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新型建材等

多个领域。

走一走来时路，叙一叙家乡情。镇平

县将进一步系牢乡情纽带，强化乡情感

召，大力实施“双招双引”，奋力建设全市

先进制造业隆起区、全省数字经济先行

区、全国三产融合示范区和全球玉文化消

费中心。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关晓萌
朱晓玲）近日，中国小浪底轮滑文化节在洛

阳市孟津区小浪底镇激情上演。这项全国

性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大大提升了孟津

的知名度，“小浪底”这块金字招牌也越擦

越亮。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以举办

赛事助推“小浪底”品牌产业化发展，孟津

正在以创新实践探索一条乡村运营新路。

近年来，孟津区坚持以乡村运营为抓

手推进乡村建设，前置运营思维，盘活乡村

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建设提质增

效，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了村集体和

群众增收。

节会添彩乡村运营。春暖花开，孟津

大地上演着一场场浪漫花事。

3月 19日，第七届孟津区送庄镇桃花

节开幕式暨孟津区乡村运营招募大会在送

庄镇白鹿村举行。

3月 21日，2023年孟津区会盟镇第十

届梨花节开幕式暨乡村运营项目推介会在

孟津梨主题公园拉开帷幕。

3月24日，“中华源 黄河魂 白鹤情”第

二届花海音乐节在孟津区白鹤镇开幕，连

片盛开的金灿灿的油菜花，点亮了黄河岸

边的乡间田野。

通过举办节会持续开展运营商招募活

动，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展销、村容村貌等

各个环节的提升，在运营理念的指引下，热闹

的赏花节会带来了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

项目带动乡村运营。3月 22日，在朝

阳镇南石山村，一场“乡村招商会”在充满

三彩文化氛围的三彩协会大厅举行，河南

逸家繁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以

发展民宿、开拓三彩研学游等为内容与南

石山村签署了合作协议，多种业态的运营

项目进一步拉动了村庄经济的发展。

盘活乡村好资源，撬动振兴好前景。

当前，孟津区各项运营项目有序推进，点燃

了乡村发展激情：常袋镇马岭村与洛阳森

德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村企联动，建成投用

德马篮球馆综合项目，并于近期成功举办

了洛阳市第21届老年人篮球赛；城关镇将

引入滑雪场、精品民宿项目，“九泉·润心”

民宿一期已经完成装修对外营业；朝阳镇

石沟村牡丹芍药鲜切花基地，牡丹及芍药

鲜切花产量、销量连年持续攀升，将配套新

建餐饮民宿……

□本报记者 董豪杰

胡萝卜啥时候种？

在开封市祥符区这样一个胡萝

卜传统产区，绝大多数种植户会告诉

你：秋季种。

祥符区万隆乡成恩合作社负责

人杨卫川则会告诉你：春季种！

秋也好，春也罢，关键看收益。

杨卫川说：“夏季，新鲜胡萝卜的需求

相对紧缺，价格自然高不少。”

4 月 15 日，杨卫川的胡萝卜地

里，随着气温升高，揭掉小拱棚棚膜

后，露出了改茬后的胡萝卜“真容”：

地上部分叶片长势良好，拔掉一棵测

量，根长超过20厘米。现在，杨卫川

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水肥管理，促进

地下根快速膨大生长。

今年，杨卫川一口气种了100多

亩早春茬胡萝卜。这几年反季节胡

萝卜价格不错，他对高收益有信心。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

中心任务。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

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巍峰说，我省

将积极发展高质高效农业，打造“一

县一业”“一乡（镇）一特”“一村一

品”，将地方特色小品种发展成带动

农民增收的大产业，培育一批“大而

优”的大宗农产品品牌，创建一批“小

而美”的特色农产品品牌，着力打造

“豫农优品”整体品牌，提高农业经营

综合效益，促进农民经营增收。

市场这个指挥棒，既决定产业结

构调整的方向，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

法宝。

从豫东平原向西200公里，伊川

县鸦岭镇，曾经果腹的红薯如今成了

餐桌上的健康产品。浅山丘陵独特

的气候条件造就了鸦岭镇“豫西红薯

第一乡”的美誉，“横亘”此地的富硒

土壤，让岭上硒薯名声大噪。

返乡创业的俞永生并不满足于

此，他引进薯25、普薯32、商薯19等

优质新品种，在标准化种植基础上增

加了小拱棚，种植时间由4月提前到

3月，收获时间提前到7月。多重加

持下，伊川县岭上硒薯品牌迅速打

响，红薯装箱卖到全国各地，价格噌

噌上涨。

抓住品牌这个“放大器”，就牵住

了农民增收的牛鼻子。纵观全省，一

大批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培育，正持续

带动农民增收。

每到春季，泌阳县马谷田镇河南

村就变成了花海，游客纷至沓来。

几年前，河南村还是空有瓢梨

之乡美誉，种植难、销售难的落后

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优势难以发

挥。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向平）残

羹剩菜、厨余垃圾摇身一变成了有机肥料滋

养蔬果，蔬果成熟了再回到餐桌……这样的

循环利用，如今每天都发生在位于平顶山市

湛河区姚孟街道姚孟村的湛河区厨余垃圾处

理站。

厨余垃圾处理站到底什么样？4月 19

日，记者来到姚孟村，探访平顶山首家公共机

构厨余垃圾处理站。

该厨余垃圾处理站建筑面积 100 平方

米。在这里，机器每天最多可以“吃进”三吨

厨余垃圾，经过处理后“吐出”约十分之一的

腐殖质，垃圾减量率可达九成以上。

走进厨余垃圾处理站，一台小型的处理

装置映入眼帘，上面有一个像电脑显示屏一

样的触控屏，“主界面”“进料模式”“发酵模

式”“出料模式”等指示灯和操作按钮一应俱

全，完全智能化操作。

“设备的原理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操作流

程其实很简单。”负责这台设备操作的刘世民

说。

当日下午4时，餐余垃圾运到，刘世民麻

利地启动设备，工人将收运来的一桶餐厨垃

圾放在升降机踏板上，按下按钮，垃圾箱缓缓

抬升，自动将垃圾倒入料斗，进入程序化运

作。

“试点小区的厨余垃圾分拣进站后，经过

沥水、破碎、压榨、脱水等一系列程序，进入到

发酵罐中，好氧发酵5~7天后，可制成有机肥

料，整个过程全部由机械自动化完成。”刘世

民说，这套设备叫厨余垃圾处理机，“吃进”剩

饭菜，“吐出”有机肥，废气由除臭系统处理后

达标排放，也没有臭味。

在靠门桌子上，摆放着已经装袋的腐殖

质。“这些有机肥料没啥怪味，一点儿也不沾

手，而且也不会变质，相比原来极易腐烂的厨

余垃圾，这样储存可方便太多了。”湛河区垃

圾分类项目部经理张东涛打开小袋，腐殖质仿佛松松的泥土，

没有异味。

“菜叶、果皮、蛋壳、茶叶渣、腐肉、碎骨头……这些厨余垃

圾易腐烂、味难闻、易传细菌和病毒，如何正确处理厨余垃圾一

直是备受居民关注的焦点。”湛河区环卫中心主任刘金鹏介绍，

湛河区在打造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过程中，借鉴外地经验，

在平顶山率先尝试，试点推进“垃圾分类+厨余垃圾闭环处理”

模式，探索厨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新路径。

去年夏天，该区确定姚孟街道、九里山街道和南环路街道

的7个小区10036户居民为垃圾分类试点，逐一安装智能化垃

圾分类厢房，配备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四类自动垃圾桶，承接生活垃圾的投放收集、称重计量和信息

统计。屏幕上可以选择对应的分类，然后把相应的回收物投递

进回收箱，系统称重后将积分导入对应个人账户中，积分可以

兑换日用品，激发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每天回收的厨余

垃圾分拣后，则有专业车辆密闭转运至厨余垃圾处理站。

“以前的剩菜剩饭吃不完就丢掉很浪费，现在可以变废为

宝，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刘金鹏告诉记者，“接下来，我们将总

结经验，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4月 19日，全

省农业机械化工作座谈会在郑州召开，总

结去年农业机械化工作，安排部署今年重

点工作。

2022年，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87%以上，全省机耕作业实现应

耕尽耕。小麦、玉米、水稻机播率分别达

到98.6%、97.7%、62.9%，小麦、玉米、水稻

机收率分别达到99.5%、88.2%、94.5%，畜

牧养殖、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设施农

业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35%、24%、43%、

42%。商水、平舆、西峡、潢川、濮阳、尉

氏、渑池、鲁山、浚县、漯河市源汇区等10

个县（区）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第七

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

械化示范县（区），全省总量已达80个，居

全国第2位。

展望2023年，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

中心主任张金龙说，全省农机化工作将锚

定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对强化农业科技和

装备支撑的要求，围绕提高主要粮油作物

单产水平、扩种大豆油料等重要任务，大

力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加快推广增产增

效、减灾减损、绿色智能机械化技术装备，

着力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供和农民

增收致富的装备保障能力，推动农业机械

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力争全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8%以上。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曹宝
琼）4月 15日，丘陵地区薯类全程无人化

作业试验启动仪式在汝阳县城关镇杨

庄村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薯）标准化

生产基地举行，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

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汝阳县红薯

种植合作社、种植户代表等 100 余人现

场观摩。

在现场演示过程中，来自中国一拖集

团有限公司、洛阳中科慧耕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上海联适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井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等农机制造

企业的演示机具，从智能化、无人化驾驶

旋耕、起垄覆膜、移栽、翻耕除草、声光电

除虫等薯类种植生产过程中的各环节进

行了充分演示、展示。

本次活动聚焦红薯耕、种、管、收全流

程中对智能农机的需求，通过现场演示和

专题培训，为丘陵地区薯类全程无人化作

业提供参考方案。

4月19日，沁阳市紫陵镇窑头村村民驾驶自走式喷雾机为麦田喷洒防治病虫害的药物。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李亚锋 李治齐 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

讯员陈鹏旭 李红超）4月 17

日，记者从鲁山县农业农村局

获悉，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

公告，鲁山“尧山白山羊保护

区”入列河南省第三批省级畜

禽遗传资源保种区名单，保护

区范围为尧山镇、赵村镇、四

棵树乡、团城乡，划定范围近

350平方公里。

“尧山白山羊”是我国地方

优良山羊品种之一，是目前国内

为数不多的本土品种和纯正的

民族品牌。近年来，鲁山县依

托县域资源优势，多措并举促

进“尧山白山羊”产业健康发展。

目前，鲁山县“尧山白山

羊”纯种存栏3万余只、改良存

栏15万余只，发展养殖专业户

285户、散养户600余户。

本报讯 （记者王侠）为

展现劳模新风采，4月 14日，

由河南省总工会主办的“‘十

大战略’看中原 凝心聚力新

征程”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在郑

州启动，正式拉开了“劳模匠

星耀中原”品牌宣传的序幕。

据了解，由河南省总工会

打造的“劳模匠星耀中原”主

题宣传品牌，将聚焦深入实施

“十大战略”、加快建设“十个

河南”、持续深化“万人助万

企”和“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

动中的一线劳动者，特别是对

其中出现的劳模工匠、最美职

工、职业道德标兵等先进典型

进行集中展示和宣传，持续做

大宣传工作品牌，唱响“工人

伟大，劳动光荣”的主旋律，丰

富和提升劳模工匠典型事迹

宣传的工会特色品牌，持续营

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浓

厚氛围。

讲好劳模故事 展现工匠风采
“劳模匠星耀中原”品牌宣传启幕

孟津区 乡村运营“钱景”宽
镇平县 鸿雁归来建家乡

致
富
路
上
有
奔
头

让农民种地更轻松
今年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达88%以上

红薯种管收 全程无人化
丘陵地区薯类全程无人化作业试验在汝阳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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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山白山羊保护区”出圈
通过畜禽遗传资源省级认定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以市场为导向，加快调整农业结构，积极发展高质高效农

业，提高农业经营综合效益；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

机制，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制度，提高资产利用收益。

——摘自省委一号文件

4月19日，光山县凉亭乡新天地合作社茶农正在采摘信阳毛尖茶。连日来，光山县各地茶农
抢抓时间采摘谷雨前信阳毛尖茶供应市场。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