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曹怡然 通讯

员王松林）9月 29日至 10月 2日，2023

中原迷笛音乐节将在南阳市卧龙区绿

野独白举办。9月25日，在南阳城区独

山脚下、白河之滨，占地 27万平方米、

相当于近40个足球场大小的音乐节举

办地——绿野独白，满目碧绿，场地平

整和基础围挡建设已完成，内外场搭建

正有条不紊进行。

卧龙区是中国月季之乡、中国曲艺

之乡。近年来，卧龙区大力实施商贸文

旅“引流工程”，努力打造品牌特色鲜

明、服务功能完善、产品业态丰富的文

化旅游产业高地，助力南阳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为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建

设赋能。今年前7个月，全区旅游人数

达 728.39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1.43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05.19%、102.24%。

8月 16日，卧龙区与迷笛音乐学

校签订全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将以

2023中原迷笛音乐节举办为起点，开

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国内著名的摇滚

主题音乐节——迷笛音乐节首次来到

河南就直奔南阳，迷笛音乐节创办人

之一张帆的解释充满诗意和浪漫：“南

阳是一片充满想象力的热土，迷笛将

在这里奉献一场有关青春的音乐盛

宴。”

卧龙区举办此次迷笛音乐节，将

激活南阳“音乐节+旅游”城市文旅发

展新赛道，充分展现南阳活力时尚的

城市文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青年友好

环境，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南阳、感受南

阳、爱上南阳，为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

市建设注入更多年轻力量。

2023 中原迷笛音乐节带给卧龙

区的是重大机遇，也是巨大挑战。全

区上下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做好

各项筹备工作，努力以优质服务、舒

适环境、浓厚氛围，办成一次热情、安

全、出彩的视听盛宴，多维度呈现文

化底蕴、自然风光和发展成效，全方

位展现热情厚道、文明好客、开放包

容的城市风貌，为迷笛音乐节举办营

造浓厚氛围。

厚重的文化、优良的生态和先进

的发展理念是迷笛音乐节青睐卧龙的

重要基础。卧龙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

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要求，凝心聚

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一页页饱

含“拼发展”的靓丽答卷，以一场场汇

聚“视听味”的文旅盛宴，展现现代化

省域副中心城市核心区的独特魅力，

不断打响“诸葛躬耕地 如花似玉城”文

化旅游品牌，奋力建设宜业宜居宜学

宜游宜创宜养的现代化城区。

卧龙区委书记吕志刚表示：“卧龙

区因地制宜，构建全域旅游蓝图。立足

卧龙山脉奇特灵秀、水脉纵横阡陌、文

脉底蕴厚重优势，突出顶层设计，对接

国家、省、市政策和项目导向，邀请国内

知名专家团队，高标准编制《卧龙区全

域旅游发展规划》；大力实施商贸文旅

‘引流工程’，持续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

地建设，根据产业特色和区位条件板块

化打造，奋力构建‘1+2+4+N’文旅融

合项目格局，即以争取1个大型主题游

乐项目签约落地为目标，以三国文化

城、张衡科技文化园（国防教育基地）2

个重大项目引擎带动，以独山风景区、

月季博览园、麒麟湖旅游度假区、黄山

考古遗址公园4个重点项目引领发展，

做优一批（N）特色近郊休闲游项目，推

动文旅向‘全域、全季、全民、全业态、全

要素’迈进。”

本报讯 （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

杨童）“太谢谢志愿者了，山坡上零

星的小地块不舍得扔，要是没有志

愿者帮忙，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弄完

呢。”9月23日，赶在下雨前，鹤壁市

淇滨区金山街道刘庄村村民刘良明

的玉米全部运回了家。

当下正值丰收季，为解决群众需

求，金山街道组织党员志愿者、基干民

兵配合村“两委”干部帮助困难家庭收

割玉米,不仅帮助困难群众解决了实

际问题，也进一步增强了干群关系。

目前,金山街道秋收志愿队伍共

计帮助群众100余人次，帮助12户困

难农户及6处收割机无法作业的地方

进行人工收割，助力农户颗粒归仓。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
明华）“田间积水一排出，大豆后天

就能收割了，感谢党员帮扶队的及

时相助。”9月 27日，看着丰收在望

的10亩大豆，汝南县常兴镇西王庄

村村民王新钱感激地说。

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该镇及

时采取得力措施，全力以赴排涝，为

秋粮丰收保驾护航。崔屯村是该镇

地势低洼村，田间积水较多，村“两

委”动员全村 60多名党员、300多

名村民，出动6辆挖掘机、10台潜水

泵，全力开展田间积水排除工作；该

镇南部大王庄、李楼、代塔等 10个

村洼地积水有 1米多深，各村党支

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组帮组、

户帮户，党员干部坚守排涝一线，日

夜奋战，带动村民全力排涝。

截至目前，该镇日出动劳动力

1万多人、机械300余辆（台），开挖

排水沟渠130条，修复桥涵4个，已

排除田间积水10万余亩。

本报讯 “家里种了几亩花生，

看天气预报这两天有雨，家里劳动

力又不足，多亏了村里的志愿者早

早过来帮忙，不到两天就收完了。”9

月26日，滑县半坡店镇前营村闫大

娘感激地说。

为切实解决群众“三秋”生产中

遇到的困难，连日来，半坡店镇发动

党员、干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

者成立“三秋”志愿服务队，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帮助困难群众抢收秋

粮、慰问“三秋”生产农机手等志愿

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助力全镇“三

秋”生产工作。

在该镇黄塔村秋收现场，志愿

者们为农机手送去矿泉水、毛巾等

物品，同时还进行了安全生产和秸

秆禁烧宣传工作，提醒农机手规范

操作，确保人身安全，杜绝安全事故

发生。在北街村，志愿者们到村民

家中剥玉米、晾晒玉米，分工协作，

干劲十足。

目前半坡店镇8支党员志愿服

务队、100余名志愿者，已累计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75场次，帮助困难群

众43人次。（王都君 张旭涛）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9月 27

日，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9月中

旬以来，我省出现持续阴雨天气，预

计 10月 10日前，我省阴雨寡照天

气仍将持续，据分析这将是近15年

以来同期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

最长的一次阴雨寡照天气过程，对

我省秋作物成熟、收获造成一定不

利影响。

具体来看，阴雨过程中部分县

市有降水间歇，9月29日白天豫北、

9月 30日白天淮河以北、10月 1日

白天北中部和东部、10月 6日北部

和东部阴天或多云；其他时段，全省

以小雨为主，9月 29日南部有中到

大雨，10月 2日黄淮之间有中到大

雨。9月27日20时至10月7日8时

期间，沿黄及其以南累计降水量将

达30到50毫米，中西部、西南部60

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

据全省多源遥感卫星监测，当

前 72%的监测站点耕作层土壤相

对湿度大于90%，专家建议各地关

注土壤持续偏湿对秋作物成熟收获

的影响，抓住降水间歇排涝除渍，为

机械下地收获创造有利条件；已收

获地区，根据天气变化加强科学存

储管理；已成熟地块，根据属地精细

化天气预报及时组织抢收，尽量减

少灾害损失。

本报讯 （记者田明 通讯员黄
璞）9月26日，河南农业大学玉米新

品种豫单 9966现场测产观摩会在

商水县召开。河南农大有关领导及

专家，河南、山东等省的种子企业代

表、经销商、种粮大户和农户代表

200余人参加观摩会。

与 会 人 员 现 场 观 摩 了 豫 单

9966的田间实际表现，并开展了豫

单9966测产试验。经实地测产，测

产专家组组长、中国作物学会玉米

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国

家玉米改良中心李建生教授宣布：

在 30亩示范方中随机抽取 4个样

点，每点面积15平方米，豫单9966

平均每亩穗数 4813.9 穗，穗粒数

586.4，千粒重按照该品种往年参加

河南省玉米区域试验平均值342.0

克计算，平均每亩理论产量 965.4

公斤，折产后30亩示范方平均亩产

868.86公斤。

近年来，河南农大选育出一大

批优秀的小麦、玉米、水稻等作物新

品种，陈彦惠、库丽霞育种团队已累

计育成 15个国家和省级审定玉米

新品种。其中，豫单 9966 于 2020

年已通过河南审定，2022年又通过

了山东、安徽、河北、陕西等省黄淮

海夏玉米产区引种和新疆、宁夏、陕

西等省区西北春玉米产区的引种。

自审定以来在两大玉米种植区域推

广面积达300多万亩，其高产稳产、

抗病性突出、抗高温高湿、株型紧

凑、矮秆抗倒、出籽率高的特点受到

广泛认可，为河南乃至全国的玉米

增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一穗金灿灿的玉米，在中原农谷的

加持下，衍生出一棵巨大的“产业树”，

9月 26日，在新乡县小冀镇，记者领略

了玉米在这里的魅力。

“熟了直接地头拉走。”站在自家流

转的玉米地里，鑫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马光星充满期待，眼前的100多亩

鲜食玉米即将收获，因为镇里建设特色

玉米产业小镇，他流转了1000多亩土

地种植玉米，订单销售，玉米从论斤卖

变成了论穗卖，一亩地比普通玉米增收

至少500元。

小冀镇有工业企业200多家、综合

商超近50家，农业相对较弱，但在新乡

县被定为中原农谷“一核三区”西区后，

这里的玉米产业发展加速。

1957年，中国农科院成立，当年，

该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团队就来到新乡

县，66年来，院县合作越来越深。2021

年，中国农科院与新乡县正式签署共建

乡村振兴示范县战略合作协议，小冀镇

就是在此时与专家“搭上了线”，谋划

“玉米大计”。

毕同召敏锐地嗅到了这次的“玉米

香”，2021年他成立了笑哈哈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中原农谷再次增加了小冀

玉米的知名度。”喝了一口玉米须茶，毕

同召深有感触地说，企业打响新品牌不

容易，但中原农谷和中国农科院让这条

路顺畅不少，再加上县、镇的大力支持，

公司迅速走上正轨，高叶酸玉米冲剂、

玉米须茶等产品在线上卖得红火，每天

销售额近3万元。

数据显示，小冀镇现有耕地 2.45

万亩，其中1.9万亩是玉米高标准农田，

特色玉米品种 50 多个，种植面积达

9000亩，镇里从事玉米相关产业的企

业有6家、示范社合作社有34个、家庭

农场有26个、种粮大户有48户。在小

冀镇，玉米成了受追捧的“明星”。

小冀镇越来越爱玉米，镇政府食堂

的碗就能体现。“有字写在碗底。”午饭

时间，小冀镇党委副书记王亚林向记者

展示，装饭的瓷碗底部印有“多彩小冀”

的标志，灵感来源就是籽粒颜色丰富的

特色玉米。

玉米产业崛起，小冀镇的产业发展

越来越多彩。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席旭红）9

月 22日，巩义市夹津口镇社区（老年）学校

十分热闹，豫剧演唱有板有眼，英雄事迹讲

座扣人心弦，棋牌室里不断传出欢声笑语。

当天，巩义市4所农村社区（老年）学校

挂牌成立，分别是涉村镇社区（老年）学校、涉

村镇北庄村社区（老年）教学点、夹津口镇社

区（老年）学校、夹津口镇申沟村社区（老年）

教学点。

为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

体系，去年以来，巩义市大力发展社区教

育、老年教育。4所农村社区（老年）学校

将根据群众所需所好，开讲娱乐文体、健

康养生等方面知识，定期组织开展读书分

享、家庭教育知识讲座等教育培训，积极

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推进巩义市

全民学习型社会建设。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3年中秋节国庆节放假安排
的通知精神，本报9月29日起停报，10月9日恢复出版。祝读者
朋友中秋节国庆节快乐！ 本报编辑部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

原志强）“美丽眼睛燃梦想，那双眼睛最漂

亮，花儿一样怒放……”9月27日，悠扬清脆

的歌声在辉县市张村乡裴寨希望小学操场

上空回响。

当天，裴寨希望小学长江楼奠基仪式

举行，长江楼正式落地。长江楼共有三层，

一楼为食堂，二三楼为学生宿舍。

长江楼项目由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

记裴春亮发起，长江商学院河南校友会参

与，累计捐款数额200万元，通过团省委希

望工程进行捐赠。

“把楼取名为‘长江’，寓意长江后浪推

前浪，希望大家好好学习。”长江商学院河南

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宗峰鼓励孩子们。

近年来，裴春亮主持建起裴寨小学和幼

儿园，与多所高校开展“村校共建”，把裴寨

村作为社会实践点，每年暑期来村里实践锻

炼的大学生一拨接着一拨，虽然地处太行

山，但村里的孩子们能接受全方位的熏陶。

奠基仪式前，长江商学院河南校友会

还向孩子们捐赠了学习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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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区 牵手“迷笛”激发文旅活力

玉米成了小镇“明星”

辉县市张村乡

长江楼落地裴寨希望小学

巩义市

4所农村社区（老年）学校挂牌

关注秋粮生产关注秋粮生产关注秋粮生产关注秋粮生产

··日志日志

淇滨区金山街道 田间闪耀“志愿红”

汝南县常兴镇 及时排涝护丰收

滑县半坡店镇 进村入户解民忧

“双节”期间我省大部将持续阴雨天气
需防范对秋收影响

高产稳产 抗病抗倒
河南农大玉米新品种豫单9966现场测产创佳绩

9月27日，淇县云梦山景区内游客正在拍照打卡。中
秋国庆将至，为营造喜庆、欢乐、祥和的浓厚节日氛围，淇县
充分挖掘鬼谷文化、殷商文化，为广大游客精心准备了一系
列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文旅活动。 张胜旗 摄

9月27日，汝阳县伏牛山第
四届高山菊花节开幕，众多游客
慕名前来赏花拍照，欢度“双节”。

康红军 摄

9月27日，开封市清明上河园广场大型花卉造型景观引人注目。中秋国庆将至，开封市各公园景点花团锦簇，营造
了浓郁的节日喜庆气氛，迎接八方宾朋。 李俊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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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在登封启动
嵩阳书院二将军柏与中岳庙古侧柏群被授予全国“双百”古树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赵晓聃
吴帅军）9月26日，以“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

中华文脉”为主题的2023年全国古树名木

保护科普宣传周河南分会场（郑州）活动在

登封启动。启动仪式上，嵩阳书院二将军

柏与中岳庙古侧柏群一起被授予全国“双

百”古树。

据悉，嵩阳书院内的二将军柏，树高

18.2 米，胸围 13米，冠幅东西 15米、南北

13 米，树龄至少有 4500 年，现仍枝叶繁

盛、生机盎然，经当代植物学界测定为原始

森林的遗物。中岳庙始建于秦，拥有远至周

秦、近至明清的古树名木330余株，国家一

级保护古树242株，是嵩山地区现存古柏最

多的地方，其中，10余株树龄在3500年至

4000年，47株树龄在1300年至29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