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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联办

本报讯 7月 6日，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巍峰主持

召开加快建设农业强省重点工作专题会

议，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关键环节、实

现路径，抓紧构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四梁八柱”，推动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

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孙巍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

书记楼阳生在省政协农业强省建设专题

协商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实省长王

凯在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三农”重点工

作推进措施时提出的要求，持续深化构

建现代农业创新体系、完善农业生产力

布局规划、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一二

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拓展资金供给渠道、深化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十

个方面的创新举措，找准突破点、关键点、

结合点，抓纲举目、细化实化、重点推进，

努力在农业农村大省“高原”上起“高峰”。

孙巍峰强调，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

加快完善提升重点工作推进措施，多到

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找办法、谋思路，提

出更多创新性、突破性的解决方案。要

以“中原农谷”为牵引，以加快种业振兴

为主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农业创新体系，

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农技、

农机、农经“三支队伍”改革，把合成生物

等新技术、5G+新能源农机等新装备、工

农业联动等新模式向农谷聚集，持续做

大做强创新主体，加快打造国家农业创

新高地。要以“一区、两带、三山”为重

点，完善优化全省农业生产力布局，为建

设黄淮海平原和南阳盆地现代化粮食生

产功能区、沿黄和南水北调干渠沿线农

业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带和大别

山伏牛山太行山特色产业优势区提供更

多政策支撑。要以“强化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保障”为前提，持续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高效

种养业、绿色种养循环农业，提升大宗农

产品精深加工能力，着力发展农业跨界、

“数字+农业”、农文旅融合等新业态，在

糕饼加工、道地药材、农机装备、预制菜

升级、奶业振兴、秸秆综合利用等方面重

点发力，提高农业专业化集约化链条化

水平，加快培育一批新的百亿级、千亿级

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

以“设计河南、美丽乡村”为引领，以示范

创建为突破口，以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主

抓手，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做法，持

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让农

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要用好深化

改革这个法宝，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农村

土地和产权制度改革，因村施策创新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杠杆作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

农业农村，打造多主体互联互通互动、共

建共享共赢的“大三农”生态圈，为加快

建设农业强省凝聚起磅礴的推进合力。

省委农办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马万里；省委农办副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谢长伟，以

及省农业农村厅各专班推进办主任、厅直

属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马鹏亮）“咱这种的豆角不打农药

不上化肥，虽然比市场价贵一点，

但仍供不应求！”7月5日一大早，

汝州市蟒川镇核桃园村村民李文

现就来到村里的华予生态园，在

有机蔬菜种植区忙碌起来。

华予生态园是核桃园村的集

体经济产业项目，也是蟒川镇农

旅融合型“五星工坊”。2022年

以来，该镇结合“五星”支部创建

和“五星工坊”建设，因地制宜，谋

划了工业经济、商贸服务、农旅融

合、特色种养、高效农业等重点产

业板块，并有针对性地选树典型，

在核桃园村打造了这一示范点。

“50多亩有机蔬菜种植只是华

予生态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

们还种植了大红袍花椒、软籽石榴

等特色农产品，散养了鸡、鸭、兔等

畜禽。同时，还开发了极速滑草、

空中漂流、越野卡丁车等多个游乐

项目，年吸引游客80余万人。”核桃

园村党支部书记李志刚说。

依托“水清、岸绿、景美”的

生态优势，核桃园村积极探索农

旅融合发展，使文化旅游和特色

农业有机融合、互助共生。蟒川

镇组织委员刘利娜说：“更重要

的是，核桃园村采取党建联建、

村企合作和‘1+N’责任分工体

系等机制，以‘组织链’建设带动

‘产业链’发展，推动三产融合，

形成产业链条，打造了多元化的

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据了解，目前，该村通过“五

星工坊”建设已带动160人就业，

实现农特产品销售收入 50余万

元，农户人均增收2000余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15万元。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

员刘禾李 洁丁鼎）“针对以往科

技特派员驻村时间较短、项目有

限、形式单一等问题，我们在落

实科技特派员服务制度的基础

上，在村里建设‘科技小院’，配

备宿舍、厨房、办公室以及必需

的办公生活用品，作为科技人员

食宿和工作的落脚点，推动科技

服务由阶段性向全过程转变。”7

月7日，说起“科技小院”，西峡县

丹水镇党委书记李显格外开心。

西峡县科技特派员服务，是

我省“我为群众办实事100个群

众满意度高的实事项目”之一。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攻坚行动，

加大科技助农力度，西峡县依托

南阳理工学院和县域科技特派

员资源，在丹水镇袁庄村探索建

立了南阳市首个菌类全产业链

“科技小院”试点，扎根乡村生产

一线，推动菌类产业转型。

该县一方面建立市县联动

机制，动员南阳理工学院菌类产

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每周派出

科技人员在“科技小院”轮流值

班，“面对面”传授、“手把手”指

导，培养储备一批乡土技术人

才。另一方面，助力乡村做好产

业规划。围绕香菇、羊肚菌等菌

类产业，从种质培育、生产管理、

市场销售等各个环节，对菌类产

业全过程开展技能培训，提高群

众产业技术水平。截至目前，

“科技小院”各专家服务团累计

开 展 培 训 32 场 次 ，指 导 人 员

5000余人次，推广新品种 3个，

受益群众达2万余人。

“‘科技小院’的专家帮助农户

选取优良的9608二次脱毒新品

种，该品种接种期可跨越春夏秋三

季，较耐高温，越夏染菌少，易形成

花菇，营养价值和市场价值极高。”

袁庄村支书李健波告诉记者。

目前，新品种香菇在试点的

袁庄村及周边推广种植 2万袋，

亩增效益30%以上；羊肚菌大棚

产量提升 10%左右，亩产值达

3.2万元。同时，借助“科技小院”

平台，袁庄村引进蔬菜种植大

户，发展生菜、莜麦菜、辣椒等精

品蔬菜，户均增收2000元左右，

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种植业发展

和闲置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

白贺阳）7月 6日上午，上蔡县小

王营村的村史馆迎来一批“宝

贝”，这些“宝贝”包括报纸杂志、

宣传画、剪纸、烟标、烟盒、邮票、

信札以及各种票据、各类证书等

400 多件，时间跨度长达近百

年。

“这些藏品穿越了历史的时

空，充满了时代的记忆，记载了

浓厚的乡愁，对现代人来说，弥

足珍贵。”著名红色收藏家、中国

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副主

任杨翔飞告诉记者，此次捐赠的

是自己精心挑选见证时代变迁、

反映农场生活的藏品。

“这是我以前抽过的烟，1毛

5一盒；连环画册，我上小学时候

也买过；还有这报纸上的过往报

道，看着就让人亲切……”听说

村史馆来了一批“宝贝”，大家慕

名前来参观。当看到许久未见

的老物件后，村民们尘封的记忆

瞬间被打开，异常兴奋地分享自

己和这些老物件之间的故事。

“这批‘宝贝’的到来丰富了

咱的村史馆，它们让乡愁变得

‘有滋有味、有地方落脚’！”小王

营驻村第一书记张国芝告诉记

者，村史馆虽然记录了小王营村

的历史，但是缺少可以寄托感

情、缓解乡愁的近代物件，这批

“宝贝”再次赋予村史馆新的生

命，让村史馆成为联络感情的汇

集地，成为凝聚人心、记录历史、

创造历史的地方。

□本报记者 张莹 赵家卉

6月，淅川县老城镇冢子坪村满树

杏李沉甸甸的，压弯了枝头。

满山的果子，让省委老干部局驻村第

一书记张亚又喜又忧：“杏李已经七成熟

了，今年产量大增，得赶紧帮大家伙儿卖

出去！”6月29日，在冢子坪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产业办公室，来了一拨又一拨看果

子的客商，浙江的、东北的、省内的……大

家忙着洽谈线下线上杏李销售。

“大家伙儿辛苦劳作一年，要帮社员

卖个好价钱！”冢子坪村党支部书记、村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罗振强说。

冢子坪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

“山村合作社”，它所在的冢子坪村是个

小山村，全村 340 户 1460 人，耕地有

1235亩、林地 9248亩；X011公路穿村

而过，两边散居着13个村民小组，坡道

山沟之间满是杏李树。

“我们村合作社最大的不同，是由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了160亩的杏

李园，引领带动全村发展杏李产业！”站

在村委会旁的果园里，年近六旬的罗振

强显得很自信很淡定，“我们采取‘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依托村

集体杏李园强集体促带动，使全村种植

杏李1000余亩。”

冢子坪村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

源保护区，山村资源禀赋不足，村集体经

济相对薄弱。2014年，省委老干部局开

始驻村帮扶，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

子认为，生态林果发展是解决贫困、增加

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确立了建成千亩

百果园示范基地的目标。

“2016年，在河南扶持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试点项目基础上，我们先后引入

上级财政资金项目和驻村第一书记专项

资金项目共160万元，正式成立冢子坪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着力发展林果产

业。”张亚说，合作社大胆决策，在村委会

旁流转土地43亩，并对荒废的邓家岭、

水库周围的50余亩林场开荒，买来水蜜

桃、黑总统等苗木，雇人上山栽种。合作

社实行施肥、打药、修剪等统一技术管理

模式，定期进行培训和讲座。这一年，全

村发展种植黑总统、前卫红李、黑宝石、

杏等品种500余亩。

但水蜜桃不耐储运，黑总统杏李口

感不佳，难以适应市场需求。2018年，

罗振强引进大红袍、五月脆等品种在自

家果园试种，嫁接杏李两年就挂了果，完

全适合村子大规模种植！2020年，合作

社着手提质增效，采用嫁接和扦插新苗

的方法，将村委会附近的桃树全部嫁接

成大红袍、五月脆等，并扩大种植杏李新

品种60余亩。在合作社的示范带动下，

果农也将低质低效的黑总统、黑布林等

改良升级。冢子坪村实现了大红袍、蜂

糖李两个主导品种位居全镇第一，村集

体的果园种植面积达160亩，全村种植

面积达983亩。村里注册了“丹江春”绿

色水果商标，通过了绿色食品 A 级认

证，并建立了水果分拣中心和500吨量

的水果保鲜库。

在新装修的林果产业办的墙上，详

细写着淅川杏李生产技术规程。“合作社

将粗放型种植管理改为精细型种植管理

模式，成立合作社技术服务队，在除草、

拉枝、施肥、打药等方面严格采用林果业

管理标准，以品质求效益。”张亚说。合

作社健全了组织框架，成立了理事会、监

事会，由村干部担任理事长、监事长等，

建立健全社员盈余分配制度、生产与销

售制度等。

冢子坪村的种植大户越来越多，全

村 39户种植大户全部加入合作社成为

社员。“山村合作社”发展成为“生产规

范、管理有效、渠道健全、供应链稳定、品

牌及社区公信力坚实”的乡村合作组织。

紧接着，张亚开始合作社的升级建

设：新建了综合服务站，用10余万元购

买了农业机械，供社员免费使用；买来滴

灌管、围网、电力配套设施等，对村集体

和部分农户果园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冢子坪村，从脱贫攻

坚阶段的做起来，一步步转向乡村振兴

阶段的强起来，种植户经济收入和村集

体经济收入逐年增加。

村二组的留守老人王国民，2019年

开荒种杏李，嫁接 2200棵约 40亩五月

脆、蜂糖李品种。“合作社请专家教技术，

种植杏李不发愁，去年我的杏李卖了2万

元！今年杏李管理好，产量将达 4000

斤，预计能收入4万元。”王国民说。

王国民空闲时在集体果园打工，干

一天70元工资！冢子坪村每年以工代

赈的费用达7万元，合作社流转土地43

亩，每年为罗家湾村民增收4.3万元。

冢子坪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2019

年，集体实现经济收入15万余元；2022

年，嫁接杏李进入产果期，村集体经济收

入16万元。“今年，果农年收入预计增加

5000元，村集体收入将突破 25万元。”

张亚说。

“开园了！”7月 1日，冢子坪村的杏

李开始采摘，经过和许昌大型商超对接

洽谈，首批村集体果园的2.1万斤杏李直

供许昌商超。同时，通过中国乡村振兴

基金会“尚品公社”电商销售平台开启线

上销售，卖价翻番，异常火爆。

盛夏的冢子坪村草木葱茏，山沟里

的小山村十分静美：村委会大院的党建

广场正在建设，新建成的莲花池花开正

盛，山坡洼地是千余亩杏李园……

冢子坪村的杏李产业将会越来越旺！

7月7日，清丰县瓦屋头镇东梁村的农田里，该县农技人员正在指导村民做好玉米田间管理。随着气温升高，夏管已进入关
键时期，为确保秋作物苗齐苗壮、增产增收，清丰县组织100余名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一线，对秋作物开展分类指导，最大限
度减轻病虫为害。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世冰 王一鸣 摄

本报讯 7月 1日到4日，由农业农

村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

农民技能大赛总决赛在山东聊城举

行。省农村社会事业中心受托带队参

赛。经过激烈角逐，我省登封市杨伟

强获剪纸最佳创意奖，浚县朱付军获

泥塑最佳创意奖，郑州市王艳芬获手

工刺绣二等奖，内黄县马萧获泥塑三

等奖。

首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以“塑匠

心育人才，强产业促振兴”为主题，贴

近农业农村农民，体现农耕农趣农味，

共设手工刺绣、手工编织、手工剪纸、

泥塑、面花制作、农民画等6个比赛项

目。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300名农民选手同台

切磋技艺，现场展开角逐。

举办全国农民技能大赛，旨在弘

扬农耕文化、传承乡村技艺，让农民唱

主角、以大赛强技能，通过比赛推出一

批状元，选树一批能匠，带动构建一支

规模宏大、结构合理、技能精湛、素质

优良的乡村能工巧匠队伍，推动乡村

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释放新活力、形

成新产业，带富一方百姓。

（本报记者）

本报讯“自从有了‘农家书

屋’，看书方便多了。”7月 8日，

说起村里的“农家书屋”，内黄县

中召乡碾子头村的果蔬种植户

赵振民开心不已。他说，平时只

要闲着，他就会来这里看看种植

书籍，积累一些种植方面的知识。

走进碾子头村的“农家书

屋”，书架上的图书分门别类，摆

放得整整齐齐，有党建类、文史

类、农业类等多个类别。三三两

两的村民围着书桌而坐，阅读着

自己喜爱的书籍。

这只是中召乡“农家书屋”

的一隅。据了解，中召乡每个行

政村都建有自己的“农家书屋”，

每遇闲暇时间，村民们就到这里

“充电”，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的

文化水平和科学技能。农家书

屋已成为他们学习知识的“打卡

地”。

为精心打造好村民家门口

的“农家书屋”，近年来，中召乡

把“农家书屋”建设作为加强基

层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的重

要一环来抓，“农家书屋”的免费

开放，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群众

“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

题，起到了很好的智民、富民、悦

民作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所，“农家书屋”还开展系列主

题阅读活动，引导培养广大村民

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丰

富群众的精神食粮，打造文明实

践活动品牌，为乡村文化振兴增

添了缕缕书香。（王都君 曹红磊）

上蔡县小王营村

“老宝贝”落户村史馆

内黄县中召乡

“农家书屋”溢书香

汝州市核桃园村

“五星工坊”拓富路

西峡县

“科技小院”扎根乡村

为乡村振兴赋能添翼

“山村合作社”有个杏李园
——淅川县老城镇冢子坪村集体合作社发展杏李产业的强村实践

孙巍峰主持召开加快建设农业强省重点工作专题会议强调

抓紧构建“四梁八柱”
努力在农业农村大省“高原”上起“高峰”

“大国农匠”绽放指尖魅力
我省在首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上斩获佳绩

□尹小剑 李振阳 丁昌铭

7月6日一大早，固始县徐集镇赵岗

村文化广场上，村民们有的在跳广场舞，

有的在利用器材健身，一派热闹景象。

这个由“空心庄”转换而成的村文化广

场，如今成了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据了解，徐集镇15个行政村、3个社

区中，农宅空置数达 160余个，这些“空

心庄”大多村庄面貌差、人气不足，如同

一块块疤痕散落在田野间。

开展“空心庄”治理势在必行。该镇结

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制订了拆迁工作方

案，对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薄弱等“空心

庄”，全部实施易地新建，原村庄拆除复垦。

“我们把尊重群众意愿放在首位，搬

不搬、怎么搬、往哪儿搬，都由群众决

定。”徐集镇镇长夏志冉说，农宅空置多

的村，全村 90%的群众同意后才纳入治

理计划，让群众决定搬不搬；分散安置和

集中安置两种方式，让群众确定怎么搬；

规划在八庙、文塔、马寨3个村（社区）集

中安置区和部分联庄并建安置点，让群

众选择往哪儿搬。

沈岗村和文塔村采取村庄联庄并建

模式，对居住在偏远的“空心庄”，就近依

托产业基础好、人口吸纳能力强的村庄，

联合建设了文塔村农村新型社区，村民交

少量的钱住漂亮的楼房。

白羊村、八庙村、吴庙村等村针对区

位优势明显的特点，通过拆旧建新、农宅

置换等方式，拆除“空心庄”残垣断壁，建

设小广场、小游园、小农家乐等，发展休

闲垂钓、乡村旅舍等新业态，带动群众脱

贫致富。

截至目前，徐集镇上百个“空心庄”

全面完成治理任务，建成集中安置区 3

个，安置群众63户 190人。建设小广场

6处、小游园3处、小农家乐6个，复耕土

地976亩，实现了“一举多赢”的目标。

固始县徐集镇

“空心庄”整出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