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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点 狠抓关键
高质高效推动全省土壤三普工作开展

关注关注关注关注““““三秋三秋三秋三秋””””生产生产生产生产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10

月 15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截至10月15日 17时，全

省秋作物已收获 11238 万亩

（占94.4%），秋收接近尾声，全

省各地麦播陆续展开。

据了解，全省粮食作物已

收获 7299 万亩（占 95.4%），

玉米、水稻、花生收获面积均

超过 90%。其中玉米 5677 万

亩（占 98.7%）、水稻 798 万亩

（占 90.7%），日进度 65 万亩；

花 生 已 收 获 1900 万 亩（占

97.9%）。

商丘、南阳、开封、周口、驻

马店、三门峡、漯河、信阳、平顶

山、郑州等十地秋收基本结束，

许昌、濮阳、新乡过九成，安阳、

鹤壁、洛阳、济源过八成，焦作

过七成。

秋播方面，全省已腾茬面

积 8467 万 亩 ，整 地 3463 万

亩。小麦已播种 334 万亩，占

预计面积的 3.8%，主要在濮

阳、安阳、商丘、新乡、郑州、平

顶山、开封等地。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张中坡）

10月 13日，在方城县二郎庙镇官湾村惠

沟组一处农家院内，装卸工人正迅速从配

送车上把化肥搬到院内的指定位置。这

是方城县供销社农资配送服务队按照与

农户约定的配送时间和地点，准时将农资

配送到位。

“以前都是自己上门市部拉化肥，费

时费力。今年，我儿女都在外打工回不

来，昨天给供销社打了个电话，今天可就

把化肥送到了俺家。”58岁的黄纪琴一边

清点着化肥数量，一边说。

立足“三早”，做好农资储备。方城

县供销社一方面早调查、早组织、早供

应，主动与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等用肥

主体对接沟通，了解用肥需求种类、数

量，建立台账，列出清单，以销定储，另一

方面密切联系化肥生产厂家，储备入库

安徽辉隆、山东联盟、湖北新洋丰等知名

农资品牌优质化肥5000余吨，为全县麦

播的农资供应和市场保供稳价做好前期

准备。

强化服务，确保不误农时。方城县供

销社为确保不误农时，指导为农服务中

心、专业合作社、销售门店优化服务，抽调

精干人员，组成5支农资配送志愿者服务

队，组织12辆配送车，按照约定将化肥配

送到农户家中、田间地头，对于外出务工、

家庭困难及孤寡老人，适当减免配送费

用，真正做到助农惠农，让利于民。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

讯员范楠）10月 15日，在延津

县石婆固镇王庄村，曹国舰正

在流转的花生地里收获花生，

伴随着花生收获机的轰鸣声，

一串串饱满的花生从地里脱

土而出，掰开花生壳，饱满的

花生果惹人喜爱。

“花生收获机、摘果机、旋

耕机、播种机，有了这些农机设

备，300亩地3个人足够了。”曹

国舰说，“花生收完以后就开始

整地种小麦，现在种植都是机

械化，生产速度比较快，这些地

一个星期种完。”

近年来，延津规模化种植

水平不断提升，大型农机已经

成为秋收工作中的绝对主力。

种植户们在农业农村部门的

指导下，根据天气变化，分类、

分品种适时收获，确保颗粒归

仓。

目前，延津全县35万亩玉

米已全部收获完毕，60万亩花

生正在抓紧收获，收获面积占

70%左右，该县农业农村局组

织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实

地查看农作物的收获和土壤墒

情，指导种植户开展秋耕播种，

助力秋收秋种。

□本报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王世磊 李文博

“南瓜蒸蛋、南瓜饼、南瓜馒头、南

瓜汤……”10月 15日，鹤壁市山城区

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桂芳在网上宣传了一波村内的南瓜，

目的是让村里的农产品多触网，拓展更

多销售渠道。

近几年，三家村的变化很大，这些

变化村民不仅看在眼里，更美在心里。

“村庄越来越漂亮，产业越来越兴

旺，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三家村村

民马有生说。

山城区各村（社区）的美丽蝶变，始

于“五星”支部创建，丰富于“五星”支部

创建。

2022年，全省“五星”支部创建号

角吹响，山城区以人居环境整治和老旧

小区改造为突破口，以提升群众生活品

质为核心，农村创建支部过硬星、产业

兴旺星、生态宜居星、平安法治星、文明

幸福星，城市社区创建支部过硬星、共

建共享星、平安法治星、幸福和谐星、宜

业兴业星，积极探索“党建聚力、先锋带

动、邻里互助、群众自治、奖惩并重”五

种创建模式，着力构建宜居宜业宜养宜

游宜学的富美山城新画卷。

把人组织起来
让各级党组织书记当明白人

农村、社区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

织，更是党执政的基石和堡垒。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五星”支部

创建伊始，山城区组织对辖区内的100

个农村、社区党支部开展暗访，发现个

别村（社区）“两委”干部说起“五星”支

部创建吞吞吐吐，困惑不已。

山城区的方法是：让各级党组织书

记当好明白人。

向上连“天线”，重点学、学重点，深

学细研省市“五星”支部创建文件要求

和领导会议讲话；向外借“外脑”，请专

家、找办法，邀请市委组织部领导为镇

（街道）党（工）委书记、副书记、组织委

员和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开展专题指

导；向下接“地气”，看基层，求答案，汲

取基层智慧。

山城区鹿楼街道火电厂社区，昔日

“脏乱差”，而今“绿富美”。

从鲜有人问津到取经不断，火电厂

社区党支部书记唐风花抓住老旧小区

改造机遇，将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居民幸

福生活的新起点。

1220 户、3600 余人的火电厂社

区，老旧小区改造“众口难调”，唐风花

张贴告示、入户宣传、召开居民代表座

谈会，汇总吸纳群众70余条改造建议，

改造明明白白，达到户户满意。

一个个优秀党员不断涌现，一个个

明事理的群众不断加入。

急难愁盼中，火电厂社区建立了由

42名楼栋长、9名楼栋责任党员、35名

“红色管家”、1名社区民警、8支星火先

锋团组成的“五位一体”管理体系，大事

共商、要事共决、难事共办的“红色网

格”落地成势，探索出了“社区党组织+

业主委员会+红色管家+星火先锋”的

社区共建共享模式。

人性化、无障碍化、适老化社区服

务培育出“中国好人”唐风花，“鹤壁好

人”牛文玉，每月 1号免费给老人理发

的“1号理发师”于瑞霞等身边好人榜

样。

“群众认可的是社区把民生实事办

到了他们心坎上。”唐风花说。

山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志明

的总结是：“组织起来，了不得。”

各级党组织书记的目的是：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讲究因“星”施策
仔细为群众算好民生账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集智于民。

“2019年和今年，市委书记马富国

两次到故县社区调研，鼓舞我们大力发

展村集体经济。”宝山街道故县社区党

委书记唐巨林记忆犹新。

故县社区是村改居社区。自2019

年，故县社区产业发展开启新纪元，形

成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人人得

其事、事事得其人的干事创业生动局

面。

（下转第二版）

“星”光闪闪 幸福满满
看“五星”支部创建赋能基层治理的“山城路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姚嘉
慧 张俊望）道路两侧有没有废弃物，路

边沟渠排水是否通畅，垃圾分类做得怎

么样……10月9日上午9时，洛阳市洛

龙区佃庄镇西大郊社区委员王愿朝开

始了一天的社区内巡检工作，作为社区

副网格长和三条主要道路的街长，这样

的巡检工作是王愿朝的日常。

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大郊人，58岁

的王愿朝见证着西大郊社区数年来的

提升与变化。

“这里曾是一片荒宅废墟，旱厕异

味很大，许多进社区的人都绕着走。”王

愿朝说，“响应全区‘一宅变四园’工作

安排，这里的荒宅、旱厕、杂草杂物被统

一清理，根据居民的意愿，建设了现在

的社区小游园。”

沿小游园外村道行进几百米，前进

路的标识牌映入眼帘，两侧的月季随风

摇动，宽阔整洁的路面与周边绿植相

映。“这条道路，是进出村路之一，曾经

路面凹凸不平、排水不畅导致雨污混

流，居民们生活极为不便。”王愿朝介

绍，在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的统

一组织下，社区对进出社区三条主要道

路和内部多条道路进行重新铺整拓宽，

科学设置排水沟渠，并设置专人专岗对

道路环境卫生进行维护，“道路干净通

畅了，大家出行方便了，心路同样被打

通了。”王愿朝感慨。

记者从洛龙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为确保提升工作稳步推进，洛龙区将

11个涉农镇（街道）86个涉农社区，划

分为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网格，

形成规划清晰、职责明晰的“网格化管

理”新模式，做到“网”有覆盖，“格”有职

责，“点”有措施。

洛龙区以整村推进为抓手，结合农

村供排水一体化建设，多措并举在辖区

推动“厕所革命”，目前已提前完成

2023年 1600户改厕任务，全区无害化

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92%以上。将“治

理‘六乱’、开展‘六清’、实施‘六提升’”

行动常态化，建档立卡推进“一宅变多

园”，在全区新打造“小菜园”“小游园”

“小花园”100余处。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如何激活村民们

的内生动力，让其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洛龙区紧扣全民行动宗旨，充分调

动老党员、返乡青年、志愿者力量，开展

“五美庭院”“星级文明户”等评比，在村

民群体中选树文明榜样，以“五星”支部

创建为抓手，建立党员模范带头、榜样率

先行动、村民全员参与的“党建+”农村治

理新模式，通过清洁家园、积分兑换、先

进评比等形式，引导形成家家户户参与

环境提升的新模式，多渠道普及垃圾分

类、节约资源等科普知识，带动居民自

觉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让农村环境得到

改善的同时，提升内在精神气质。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10 月 14

日，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会议暨全省土壤普查推进视频会议在

郑州召开。

省土壤三普领导小组组长、副省

长李酌出席会议并讲话。李酌指出，

开展土壤三普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的一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对农

用地土壤的一次全面“体检”，是必须

高质量完成的政治任务。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

定不移地把土壤普查各项工作推进

好、落实好。

李酌强调，要突出重点、狠抓关

键，坚决完成好土壤三普各项工作任

务。今年是全面实施土壤三普的关键

之年，各地要抓住秋收后、冬种前的关

键“窗口期”，全力加快调查采样进度，

严格控制普查质量，切实加强人员培

训，着力强化成果运用，坚决树牢安全

意识。土壤三普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严、标准高，要健全机制、强化保

障，努力形成做好土壤三普工作的强

大合力，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土壤普

查各项任务。

本报讯（记者李丽 李燕 通讯员

张增峰 宁津瑜）10月13日，全国首届

油莎豆科研成果转化暨产业发展会议

在民权县举行。

来自全国的油莎豆产业链相关科

研院所、企业、政府等机构300多人齐

聚一堂，现场观摩油莎豆产品，围绕油

莎豆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等作专

题报告、深入探讨、签署合作协议，共

同为油莎豆产业健康发展把脉问诊、

献智献策。

13日上午，全国首届油莎豆科研

成果转化暨院县共建现代农业科技综

合示范县签约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河南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表示，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

以大食物观为统领，在充分挖掘花生、

大豆增产潜力的同时，积极挖掘国土资

源潜力，努力拓展植物油来源渠道，构

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既为农业科

技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植物油

料产业发展尤其是新油源的挖掘提供

了历史机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豆

及其替代作物产业链科技创新”与河南

省重大科技专项“高产优质油莎豆新品

种选育与产业化示范”等项目在民权县

落地实施，已经构建了从种到收、从生

产到加工、从农田到工厂再到餐桌的油

莎豆全产业链开发模式。

据了解，油莎豆作为一种集粮、

油、牧、饲、药、绿化观赏于一体的高经

济价值作物，具有耐涝、耐旱、耐盐碱、

土壤适应性强、含油量高、营养丰富的

诸多优点。

为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今年省农科

院与民权县人民政府签订了院县共建

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县合作协议。

从去年开始，民权县就出台了一

系列的关于支持油莎豆产业发展的政

策、规划打造全省油莎豆良种繁育基

地、规模化生产基地，创建国家级油莎

豆现代农业产业园。“相信在省农科院

的支持下、指导下，我们一定能把油莎

豆产业做大做强做精。”民权县委书记

王静娴表示。

“现在油莎豆可以说是还处于初

级发展阶段，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规

划引领，联合企业、产业的上游中游下

游有机整合，共同去攻克油莎豆发展

的一些难题。我们就是为搭建一个平

台，把这些油莎豆行业的精英人士聚

到一块儿，共谋油莎豆的发展。”河南

省农业科学院经作所油莎豆研究室主

任、研究员王会伟博士表示。

洛龙区 环境整治不旁观村民都是参与者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赵含
香 韩万魁）10月14日，在获嘉县大新

庄乡帅庄村的大豆田里，收割机往来

穿梭，有序作业。

当天，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

心邀请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相关专

家，全国农技中心、省农业农村厅粮作

处、省种业发展中心及我省各地种子

站负责人、专家，对位于帅庄村获嘉县

清亮种植服务合作社的大豆百亩高产

示范田实收测产，测出平均亩产达

321.82公斤，再次刷新了全国大豆百

亩以上实收测产单产纪录。

大豆要丰产，品种是关键。2018年

以来，获嘉县依托“国家大豆科技自强示

范县”技术创新资源，联合河南省农科

院、河南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不断加

大郑1307、郑1311等优质大豆品种大

面积种植和机械化收获的示范推动力

度，为全县大豆丰收夯实基础。

“我们通过这几年对种植大户的

调查发现，郑1307平均单产比其他品

种高40到 50公斤。按照大豆价格每

公斤 6元算，一亩地就能增加二三百

元收入。”获嘉县种子服务站站长张国

际介绍。

作为“国家大豆科技自强示范

县”，从2019年起，获嘉县就组织技术

人员成立专班，积极与专家联合开展

技术攻关，探索出一套“良种+良法”

相配套、“农机+农艺”相结合的高产

优质栽培管理技术，为大豆高产夯实

了技术保障。

“获嘉县大豆面积不大，但单产水

平较高，原因就在于打出了一套‘品

种+技术’的组合拳。”河南省作物分

子育种研究院副院长、郑1307育种人

卢为国研究员表示，推广好这套高产

攻关组合拳，将能大面积提升黄淮地

区的大豆产量。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孙姝
钰 康帆）10月15日上午，淅川县范蠡

公园商圣广场鼓声阵阵，舞姿曼妙，

“中国·淅川第一届商圣范蠡文化节”

拉开帷幕。本届文化节将持续至 10

月20日。

本届节会活动精彩纷呈，其间将

举办 2023全国范蠡文化论坛、“纪念

范蠡诞辰弘扬商圣思想”经贸洽谈会、

全国范蠡文化城市联盟联谊会等。文

化节期间，在淅川县中心文化广场、体

育公园、楚都公园、寺湾三户城、丹江

大观苑等地还将开展非遗节目展演、

地方民俗活动展演、“范蠡文化润淅

川”美术书法作品展和“范蠡故里大美

淅川”摄影作品展等范蠡文化周系列

活动。

淅川是楚文化发源地，商圣范蠡

故里。春秋末期，范氏迁入楚国三户，

也就是今天淅川县寺湾镇高湾村附

近，诞生了商圣范蠡，繁衍了淅川顺阳

范氏。两千多年来，范蠡后裔在淅川

繁衍生息，人才辈出，范蠡思想和范蠡

文化在淅川民间源远流长，经久不

息。在淅川，众多以范蠡和“商圣”命

名的城市地标、街道、社区等，是范蠡

文化在淅川广为传播的最好证明。

“本次‘节会’的举办，必将成为商

圣范蠡思想文化的大舞台，我们将以

此次节会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商圣范

蠡文化资源，提升淅川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

台阶。”南阳市委常委、淅川县委书记

周大鹏说。

把脉油莎豆产业发展
全国首届油莎豆科研成果转化暨产业发展会议举行

平均亩产321.82公斤
获嘉刷新全国大豆百亩以上实收测产纪录

中国·淅川第一届商圣范蠡文化节举办

全省秋收接近尾声

3个人搞定300亩地 农资也能“宅急送”

10月15日，在武陟县龙源街道东仲许村，农民正在晾晒玉米。连日来，当地农民利用晴好
天气晾晒玉米，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王琳锋 摄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3 日电 记者 13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出台《关于

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指导意见明确，力争通过3至 5年时

间，初步形成体系布局完善、设施集约安

全、管护规范专业、服务优质高效的农村供

水高质量发展格局。到2035年，农村供水

工程体系、良性运行的管护机制进一步完

善，基本实现农村供水现代化。

指导意见同时明确了五项重点任务：

一是科学编制省级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

划，科学规划建设水源、水厂、管网工程，合

理确定目标任务和年度实施计划；二是大

力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优先推进城乡

供水一体化；三是深入实施农村供水水质

提升专项行动；四是健全优化农村供水工

程长效运行管理体制机制；五是强化应急

供水保障，建立健全平急两用的应急供水

保障体系，做好应对洪旱灾害、突发水污染

事件应急保供水工作，确保农村群众饮水

安全。

指导意见强调，以县为单元，区分东

部、中部、西北、西南、东北地区差异，统筹

考虑各地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

抓紧补齐农村饮水安全短板，由点带面，全

面推动农村供水工作质效提升。

水利部 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村供水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