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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国网上蔡县供电公司青年职工陈亚南（中）等对避雷器、警示灯等电
力设备工作原理、使用方法进行交流探讨，培养创新能力，提升技能水平。张海登 摄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高
震昊 娄晓榕）10月16日，记者从漯河

市西城区获悉，该区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统筹兼顾企业经济发展和

安全生产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打造最

优营商环境。

为确保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西城

区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线

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向企业

和居民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把国内的

各类事故警示教育短片发至西城区

应急工作群，要求各单位人员、企业

吸取教训，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同时

要求各企业内部充分利用宣传栏、公

告栏等做好企业安全生产宣传，担起

企业安全责任。

10月 7日，市应急局联合西城区

应急处置中心对富元食品有限公司开

展“双随机”执法检查。检查组主要对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建

立和落实情况，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计划制定和实施情况等进行检

查，同时还向相关负责人宣传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并要求企业负责人提高

思想认识，将安全生产要求贯彻始

终。通过“双随机、一公开”规范执法

检查，有效提升了安全生产监管力度，

增强了企业安全生产意识，进一步促

进了该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不仅如此，西城区还以纾困解

难为根本方向，对摸排的问题建立

台账、严格分包，帮助漯河市宁太橡

胶工贸有限公司、漯河市元吉橡胶

制品有限公司开展地下水安全专项

整治、电气焊改造整治，助力企业安

全生产。

下一步，西城区将继续推进企业

安全生产培训、宣传和检查工作，让

安全成为最优质的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10月15日，在鲁山县辛集乡贯刘

村村民张银生的葡萄园里，二三十名

村民忙着采摘阳光玫瑰葡萄，不到半

天工夫，10余亩的葡萄就“罢园”了。

“我的阳光玫瑰葡萄2个月前就

被江西南昌的一个大客户看中，提前

给了 10万元的定金，并交代等过了

寒露，糖分达 16个点以上再采摘。”

张银生说。

张银生从2018年开始引种阳光

玫瑰葡萄。“我以前种的是传统品种，

一直卖不上高价，就想引进新品种。”

张银生说，“这几年摸索出了经验，葡

萄品质越来越高。”

张银生种出高品质阳光玫瑰葡

萄的诀窍在于多施农家肥。“一亩地

施用牛羊粪 40多方、芝麻饼 200多

斤，这样结出的葡萄才口感好、甜度

高，受市场欢迎。”张银生说。

张银生还说，在他的葡萄园里，

每串葡萄都经过精心的修剪，果形十

分漂亮，每颗葡萄都在10克以上，甜

度在16个点以上，亩产控制在 5000

斤左右，基本上每串都是精品果。“我

的阳光玫瑰葡萄采摘期延后了20多

天，这些天来昼夜温差大，葡萄糖分

积累快。只要葡萄品质好，就不愁卖

不出去，自会有懂行的客户花大价钱

买走。”张银生说。

“我们辛集乡是全国闻名的‘葡

萄之乡’，乡政府会鼓励更多葡萄种

植户通过精心管理产出优质葡萄，吸

引更多‘包圆儿’订单。”辛集乡党委

书记范景可说。

□本报记者 赵博
通讯员 朱晓杰 尤鹏飞

一个个不锈钢架子整齐排列，一

层层黑色匣子里金色小虫子翻爬不

停，10月16日，在栾川县陶湾镇张盘

村祥荣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

正在观察黄粉虫状况，调节温度、湿

度条件，喂食麦麸、萝卜和菜叶……

“这些小虫子名叫黄粉虫，俗称

‘面包虫’，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17

种氨基酸，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祥

荣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明

明说。

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外

做建筑机械的马明明听说了养殖黄

粉虫这一行业，了解养殖市场和发

展前景后，他决定回乡发展黄粉虫

养殖。

马明明说，在第一年的养殖过

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存在很多的困

难，但是摸着门道后，黄粉虫养殖就

比较简单了，从卵长到幼虫，只要每

天喷水就行，长到开口虫以后开始

喂蔬菜，长到成虫就喂麦麸和蔬菜，

从卵到成虫大概时间是 90天就可

以出栏卖钱了。经过长时间的摸

索，现在改善了很多，产量和存活率

基本不成问题。

经过6年的建设，马明明的养殖

规模已扩展到5亩左右，有生产车间

3个，内设养虫区域、筛虫区域和烘

干区域。目前养虫在 15000 盒左

右，在车间养满虫的情况下，一个月

可产虫15吨，将养成的虫烘干后可

达6吨左右。

黄粉虫不仅可以食用，活的成

虫还可以销往鱼市、鸟市，黄粉虫的

皮和粪还是极佳的鸡饲料和有机肥

料。下一步，马明明打算办理食品

经营许可证，做黄粉虫深加工。

小小的黄粉虫，不仅给马明明

带来了经济收益，还带动了附近村

民就业。“我们在家也没事做，在这

里干点活，活不重，一天喂点儿虫

子，上个月还挣了3900多元工资。”

张盘村村民郭素琴说。

马明明说，除了深加工，还要扩

大养殖规模，建设高标准养殖车间，

吸纳更多村民加入黄粉虫养殖业

中，带动周边村民致富。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杨明华

“俺能有现在的养殖规模，得感

谢吕改名，他把150亩梨园给俺养鹅

用，帮俺走上致富路。”10月16日，看

着300多只肥嘟嘟的大鹅，汝南县常

兴镇王集村村民吕大国乐呵呵地说。

吕改名的150亩黄金梨园离吕大

国家不远，去年已进入盛果期。以往，

吕改名实行“梨+中药材”套种模式，每

年每亩增加收入1000多元。去年，吕

改名在该县老君庙镇承包了300多亩

地，梨园管理就托付给吕大国。

为增加吕大国的收入，今年春，吕

改名找到吕大国说：“大国啊，咱家的

梨园面积大，发展林下养殖产业肯定

不错。”“那不中，你让给俺一年少说也

有10多万元的损失啊！”吕大国说。

“平时您老两口没少给梨园出

力，我的确过意不去，你就答应了

吧。”吕改名说。

“实行林下养鹅，鹅能给梨园除

草，鹅粪还能肥田，梨树落下的果子

还是鹅的‘口粮’，这种生态立体种

养模式，中！”吕大国答应下来。

吕大国从外地买来 300多只鹅

苗，放养在梨园里，除每天给鹅投放

一些草料外，大部分时间都是鹅自

己觅食。时间长了，吕大国发现，梨

园里的草，不用自己和老伴儿动手

清理，鹅就能吃个精光。

梨园南部是薄山湖南灌渠，渠

水清澈，吕大国每天定时将鹅赶去

“沐浴”。“这里养的鹅体质健壮，肉

质紧实，生长很快。”吕大国高兴地

说，按照现在市场价计算，300只鹅

有 2万多元的收入，如果养到年前，

收入更可观。

“老头子，人家把梨园给咱养鹅

用，增加咱的收入，年底说啥也不能

亏了改名，得好好谢谢他。”吕大国

的爱人陈爱枝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焦
永生 刘楠楠）“上面的顶灯可以呈现

出6种不同的亮度，满足学生投影、考

试等各种场景需要，为我们学校提供

高质量的教学环境。”10月 16日，长

葛市古桥镇中心小学校长仝长建看

着教室内的LED顶灯满意地说。

10 月 12 日是世界视力日。当

天，全省首个“电力爱心教室”揭牌仪

式在长葛市古桥镇中心小学举行。

许昌供电公司联合长葛供电公司通

过对该校教室进行光源智能改造，为

学生们“点亮梦想”。

“电力爱心教室”是国家电网公司

公益品牌项目，以改善中小学生和困

境儿童的教育环境、补充教育资源为

目的，重点对符合受益条件的学校实

施照明改造，目前共落地实施2个“电

力爱心教室”项目，长葛市古桥镇中心

小学是其中之一。

古桥镇中心小学地理位置偏僻，

学校照明设施使用的是老式灯棒，部

分灯具老化、光线较弱，不符合学生

照明要求，影响教学质量。今年 5月

份，在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的支持

下，省、市、县供电公司三级联动，对

古桥镇中心小学的18间教室、162个

教室灯、54个黑板灯进行了学习空间

光源环境及照明线路改造，将老旧照

明设备更换为亮度适宜、频闪合格的

护眼灯源，满足学生不同学习场景光

源需求，受益学生达300余人。

□本报记者 田明 通讯员 吴静

10 月 16日，在河南牧业经济学

院，刚刚荣获第二届河南省大学生

“创新之星”的孙孟豪，步履匆匆地从

图书馆走出来。

孙孟豪是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动

物科技学院动物科技专业2020级本

科生。刚入校门，他就为自己明确规

划了学习方向和目标。凭借着对科

研的向往，他大一下学期就步入了现

代养殖设备领域的学习与研究，先后

参与完成屋顶自动通风窗、羊用智能

产床等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大二下学期，他参与“返家乡”实

践活动，在家乡镇政府扶贫办公室做

志愿服务工作，服务期间的创意设计

成果被沈丘县洪山镇政府采纳。

大三上学期，通过学校创新实验

室考核，他加入了河南省非常规饲料

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在此期间，他

发表论文 1篇，主持开展了《智力佳

——婴幼儿蛋品引领者》的项目，主

要研究功能性蛋品的开发，该项目获

得了2022年“挑战杯”河南省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银奖。

2022 年 5 月，孙孟豪作为负责

人，主持 1 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省级重点项目，2023 年 6 月以优秀

成果结项。平时，他发挥专业特长，

积极参与各类比赛，并荣获“新瑞鹏

杯”动物医学类专业技能大赛中的

“硫酸镁导泻机理项目”三等奖等多

项荣誉。

“难走的路，从不拥挤！”这是孙

孟豪最喜欢的一句话。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张
志超 罗菲）“以前一下大雨，这片农田

就会积水，每次抽水清淤都很麻烦，

庄稼受损严重，现在修了排水沟，再

也不担心了。”10月 15日，封丘县留

光镇北侯村的吴大爷称赞道。

近日，封丘县副县长、留光镇党

委书记黄书林在田间地头查看秋收

进展时，了解到北侯村的农田一到雨

季，因排水不畅，给村民造成困扰。

黄书林立刻启动“马上办理、马路办

公”机制，开展农田沟渠疏浚改造工

程，为乡村建设和粮食生产安全提供

保障。

在确定施工方案后，村“两委”积极

组织人员、机械抓紧作业。施工现场，

党员干部每天坚持到施工现场靠前指

挥，紧盯进度，严格把关，对施工全过程

进行监督，确保施工顺利进行。同时，

村“两委”积极宣传动员广大群众主动

维护农田排水体系，禁止占用排水沟渠

种植、乱扔农膜农药包装等，确保沟渠

内及地块周边整洁通畅，全面保障农田

防洪排涝工程长期高效运行。

漯河市西城区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封丘县留光镇

村民疑难马上办

大学生“创新之星”孙孟豪

难走的路 从不拥挤

国家电网“电力爱心教室”
落户长葛乡村小学

带富鹅管家鹅管家梨老板梨老板

黄粉虫成了 黄金虫黄金虫

张银生的葡萄
被提前“包圆儿”

□本报记者 李丽

近日，省农科院新一轮院县共建工

作启动，15个示范县的主要负责人纷

纷到场，与对应的省农科院牵头主体责

任单位，召开综合示范县建设工作座谈

会，对共建工作再部署、再动员，开展深

度座谈。

“到底抓哪些产业？”“有没有优

势？”“干县里想干却干不了的！”……座

谈会上，15个示范县和省农科院3个主

体责任单位分别进行发言交流，气氛热

烈，交流真挚。

打造15个强县样板

今年，省农科院面向全省启动了新

一轮院县共建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

县遴选工作，最终确定了兰考县、杞县

等 15个县为新一轮共建综合示范县。

省农科院15个主体责任单位分别牵头

对口负责一个示范县建设。

“共建综合示范县就是通过搭建稳

定合作平台，建立协同共赢机制，解决

主导产业链条上的关键技术需求，打造

一批引领农业强省建设的农业现代化

样板县。这次是前所未有的激烈角逐，

有10个县的书记或县长亲自答辩，积

极争取合作共建。”发言时，省农科院副

院长卫文星如是说。

自 2012年以来，为解决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省财

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等有关

部门的支持下，省农科院启动实施了

“521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工程”，构建了

一条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快速通道，

加速了新成果、新技术在综合示范县的

集成、转化和应用。

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探索和迭代发

展，省农科院先后同全省 28个县市开

展了院县共建工作，在推动新技术、新

成果落地转化、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推动“三链同构”和品牌建设，进而

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形成了以正阳花生、延津小麦、西

峡香菇、兰考蜜瓜等为代表的一批农产

品区域公共品牌，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样板，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为县域经济提质添智

15个示范县产业基础不同，资源

禀赋各异，各个示范县都有不同的优势

产业。有些县域优势产业比较多，到底

选择哪处突破？共建综合示范县具体

如何做？

“科技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县

域经济发展提质添智，尽快探索一条科

技助力农业强省建设的特色实践路径，

这是本轮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示范县

共建工作的总要求，也是院县双方‘十

四五’期间的重要使命。”卫文星表示，

一是产业科技化，二是人才专业化，三

是生产绿色化，四是产品品牌化，五是

发展可持续化。

“要充分发挥省农科院成果、技术、

人才的优势，精准对接县域农业农村发

展需求，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从

生产、加工到品牌创建，系统谋划，由点

到线及面，推动科技、人才、资本、数据

等各类创新要素在县域集聚，加快科技

与产业、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共

建工作系统梳理产业发展重大科技需

求，倒逼农业科技创新工作进一步聚焦

产业，确保‘最前一公里’不走偏，从源

头上解决科技与产业结合不紧密是我

们的基本考虑。”卫文星说。

从“最后一公里”的科研成果转化，

到“最前一公里”不走偏，省农科院对项

目任务提出了更高更严苛的要求。

15个县逐一表态

座谈会前期，各个主体责任单位深

入示范县分析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初步

梳理了共建方案。潢川是首次入选的

院县共建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县之

一，由省农科院水产院牵头，粮作所和省

林科院一同参与共建。潢川县副县级干

部李运宝在会上表示：“县里拟定稻米、

水产、花木主导产业发展规划，需省农科

院专家帮助我县对相关产业发展方案进

行优化，保障产业发展做到精准发力、靶

向明确、措施有效、成效明显。”

以大蒜产业为例，杞县副县长郭芳

表示，杞县已经是河南省大蒜产业的核

心，但龙头企业少、经营规模小、精加工

大蒜不多，“希望用活杞县大蒜的突出

优势，通过拓展、补充、建强的方式推进

农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座谈会上，15个县纷纷表态发言。

西峡的“菌、果、药”、正阳的“花生、

小麦、生猪”、延津的“小麦、花生”……要

打造成有特色、有认可度、有竞争力的优

势产业，培育出一批区域农业品牌，提高

产业发展效益。通过院县共建现代农业

科技综合示范县建设，补齐示范县农业

发展的短板和弱项，加快推进主导产业

转型升级，助力农业强县建设。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

讯员陈海 刘创）10月15日，院县共建

暨大别山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新县大别山露营公园召开，国内中

药材专家、中药材企业代表们齐聚一

堂，为老区中医药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共谋中药材发展和技术革新的前进之

路。

新县县长李晓亮表示，此次论坛

既是推进院县共建的具体举措，也是

加快全国中医药振兴、加速老区崛起

的实际行动，新县会抓住机遇，努力绘

就中药助振兴的产业图景。

论坛开幕式上，省农科院中药材

研究所分别与新县昱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和信阳羚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进

行签约，确立了中药材产业交流合作、

发展共赢的目标。

签约仪式后，与会专家与参会企

业代表深入新县金兰山街道李榜中药

材种苗繁育基地、新县吴陈河镇阳土

墩羚锐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新县金

兰山街道办巴棚中药材饮片加工厂以

及羚锐制药百亿贴膏剂生产基地进行

实地走访，细致了解老区中药材发展

现状，并为老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

展把脉问诊、献计献策。

当天下午，全国中药材生产与产

业化关键技术高研班在新县大别山露

营公园召开，多名专家轮番登台为参

与大别山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的企业代表们传经送宝。

新一轮院县共建怎么干？

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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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

▲10月15日，清丰县马村乡刘町村
苹果种植基地，果农在采摘苹果。本报记

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世冰 纪全举 摄

振兴路上百花开

▶10月16日，汝阳县蔡店乡蔡店村
农民在菊花田收获七月菊。康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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