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尹小剑 通讯员 翁应峰 吴德春

“大爷大妈，你们身体咋样，孩子打工

每月挣多少钱？”

11月 16日，信阳市平桥区胡店乡魏

庄村，暖阳下，几个村民正坐在墙根晒太

阳。正在村里进行防返贫监测集中排查

的平桥区委常委、胡店乡党委书记冯看卡

和乡长王超看到后，热心地上前询问。

“今年以来，信阳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推

进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牢牢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脱贫攻坚成果持续

巩固拓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

础。”信阳市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涂卫

民说，根据国家统计局信阳调查队数据，今

年前三季度信阳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2295.8元，增长8.1%，增速全省第二。

抓牢防返贫动态监测
坚定不移守住底线

“大妈，我送你坐车去医院透析！”11

月16日天不亮，浉河区委巡察办驻浉河区

董家河镇楼房村第一书记周兰一就来到尿

毒症患者王大妈家，帮她收拾东西，然后骑

电动车将她送上开往信阳的中巴车。

“王大妈是监测户，情况特殊，对她要

格外关注。”周兰一说。

董家河镇党委书记李俊说，按照“早

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求，充分发挥驻

村工作队、村“两委”、包村干部、村民代表

特别是乡村网格员的作用，坚持实事求

是、应纳尽纳原则，对农村人口全面排查，

在坚持常态化排查的基础上，市级组织上

半年和下半年集中排查两次，严格监测对

象认定程序、标准，做到应纳尽纳。

农户纳入监测后，当地会明确一名公职

人员为其帮扶责任人，按照“缺什么补什么”

原则，开展“一对一”帮扶，提升帮扶成效。

抓实产业就业帮扶
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11月 17日，在淮滨县张里乡苏美达

服装分厂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对服装进

行裁剪、缝纫、熨烫，一派繁忙。

“在这里上班，每月可以挣近 4000

块钱！”员工付萌萌说，她以前在无锡上

班，虽然工资高一点，但不能照顾孩子，

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既挣了钱，又照顾了

家。

张里乡党委书记周涛介绍，张里乡

创新探索“服装总厂+加工车间”的“1+

N”产业帮扶模式，即依托淮滨苏美达服

装加工总厂这一个中心，在乡镇或村建

立N个帮扶车间，由总厂实行统一管理，

将技术、裁剪、后整、仓储环节统一设在

总厂，将用工最多的生产环节放在乡镇

帮扶车间，吸纳当地群众就近就业。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只是打开了

脱贫致富的一扇窗，而让有能力的人走

出去学技能、挣大钱，然后回来反哺家

乡，激活脱贫“造血”功能，就是铺开了致

富的另一条坦途。

10月 11日至 12日，新县就业创业

和涉外劳务服务中心连续组织37名劳务

人员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出发，前往韩

国务工。

今年以来，新县涉外劳务共计培训

1512人，已有 210人顺利出境务工。同

时，该县积极引导归国劳务人员返乡创

业、助力老区乡村振兴，今年国外务工人

员返乡106人，创办实体11家，带动就业

58人。

推动衔接政策落实
兜牢兜实民生保障

11月 18日，星期六。在固始县草庙

集乡王岗村一农户家中，该村小学沈娟老

师正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为一名无法正常

入学的四年级学生开展送教上门活动。

“我们每年两次对全乡所有适龄儿童

进行排查，核实学生失学状况。”该乡党委

书记李鋆说，对排查到的失学儿童进行分

类处理，确保失学儿童全部返回校园。

信阳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信阳按照政策全覆盖要求，推进以

“两不愁三保障”为主的各项政策落实。

在巩固提升教育保障成果上，完善

县、乡、村控辍责任机制，落实好脱贫户和

监测对象家庭子女教育补助政策。在巩

固提升医疗保障成果上，严格落实资助参

保，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脱贫户和监

测对象，家庭医生应签尽签。在巩固提升

住房安全保障成果上，坚持开展农户住房

安全动态监测，对新出现的危房及时实施

改造，确保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在

巩固提升饮水安全保障成果上，进一步提

升全市农村供水保障水平，2023年争取

农村供水维修养护资金2611万元……

实施“十百千万”工程
示范引领乡村振兴

熏黑的煤油灯、农家牛犁耙、样式精

美的淮绣……走进商城县河凤桥乡田湾

村村情文化园农耕博物馆，一件件承载着

农耕文化的老物件，勾起人们记忆中的乡

愁。

田湾村党支部书记张太新说：“ 我们

以‘十百千万’工程为抓手，率先在田湾村

建成集红色文化、农耕文明和传统美德于

一体的村情文化园，持续打通从绿水青山

到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据了解，2021 年年底，信阳市围绕

“1335”工作布局，提出大力实施“十百千

万”（十区百村千组万庄）工程，示范引领

全市乡村振兴。

“信阳实施‘十百千万’工程的目的，

就是让乡村振兴示范区实现一、二、三产

融合、城乡融合和‘五大振兴’协同发展、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示范载体和乡

村美好生活综合体，探索可复制、可推广

的乡村振兴有效路径，引领全市乡村全面

振兴。”信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鹏说。

“下一步，信阳将继续保持主要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政策力度不减，深化定点

帮扶、驻村帮扶、‘万企兴万村’等帮扶机

制，形成防止返贫工作合力，发挥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考核评估‘指挥棒’作用，推动信阳市巩固

拓展脱贫成果各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涂卫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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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伟：每年都会有“激素葡萄”“避孕药葡萄”“催熟葡萄”等一些不着边际的谣言

不绝于耳，不仅给公众造成心理恐慌，也给果农和市场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同时也给葡

萄产业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冲击。葡萄生产已离不开植物生长调节剂，甚至整个农业

生产也不能没有植物生长调节剂。所以，请大家充分认识植调剂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

地位作用，不能一味否定农业技术的进步，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另外，农业

生产者要科学合理地使用植调剂，才能提高品质和种植收益。

本报讯“滑县作为定点帮扶

受益者，下一步将承接好、落实好

上级单位帮扶资源，抢抓机遇，借

势发展、借智作为、借力推进，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11月 15日，滑县县委

副书记、县长陆志杰在中央单位在

豫定点帮扶工作座谈会上表示。

2021年以来，滑县先后与1家

中派单位、6家省派单位、95家县

派单位结缘，共同聚焦产业振兴。

“这几年，我们村变化很大，生

活环境改善了，村民精神面貌更好

了，村里还建起了民宿，吸引了很

多游客慕名而来，不仅聚集了人气

儿，还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收入，

这都得益于中国民生银行的鼎力

帮扶。”提起村里的变化和定点帮

扶带来的实惠，枣村乡堤上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闫素玲说。

同样，在王庄镇大柳树村，定

点帮扶单位省农业科学院早已经

和这里的村民们成为一家人。省

农业科学院积极发挥农业科技和

人才优势，带领村民们发展特色

种植，帮助该村新建农产品加工

厂，开展技术推广和培训，打造农

产品特色和品牌，积极牵线搭桥，

促进对外交流合作，有力地推进

了大柳树村农业产业发展和美丽

乡村建设。

在省农业科学院的带动下，大

柳树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19年的

10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21.65万

元，该村先后获省级党建示范村、

市级文明村、滑县先进基层党组织

等荣誉。

截至目前，中派单位中国民

生银行累计投入滑县帮扶资金达

1.1亿余元；6家省派单位引进资

金 1862.71 万元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资金374.948万元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帮助帮扶村促进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增长 349.71 万

元。 （王都君 席瑞娜）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

员李天）“看到家乡变化喜人，我

们放弃在市区的事业，回家改造

民宿并直播引流，目前第一批民

宿效果良好，准备改造第二批民

宿呢！”11月 13日，在博爱县许

良镇于庄村“记忆老屋”民宿，村

民潘伟高兴地说。

为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思路，许良镇组织大新庄村、

小东庄村、下伏头村等 7 个村

庄，联合打造丹河峡谷国际旅游

度假产业片区（以下简称丹河片

区），让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

村，实现抱团式发展谋共富。

许良镇依托丹河片区隋唐

摩崖造像石刻、红色许湾革命纪

念馆、三渡湾景区等优势资源，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投资建设乡

村振兴研学教育基地，吸引人才

回乡创业，并通过改造民宿、建

造水上乐园等，设计游学、农家

休闲游等山居旅游经典线路，让

丹河片区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景区。

“抱团发展，让丹河峡谷国

际旅游度假产业片区实现了区

域联动、组织联动，通过党群共

建推动信息互通、人才共用，下

一步，许良镇将继续通过片区党

委，助力各村集体经济发展，达

到共建共享共富的目标。”许良

镇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魏静敏）11月 19

日，河南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草

莓岗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

树研究所研究员周厚成一行，走进洛

阳市偃师区莓开眼笑草莓农场、荥阳

海洋草莓园区等地调研草莓生产，并

在田间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

自秋季草莓种植之后，特别是

10月份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草莓

遇见高温苗子容易旺长，花芽分化推

迟，在生产中，农户为了控旺，促花芽

分化，就使用控水来防治旺长。

“在高温天气控水就会出现很多

问题，苗子由于缺水一直没有长起

来，植株矮小，叶面积小，花枝短，花

萼和新叶焦灼，影响最大的就是幼果

在没有充分膨大就红了，影响产量，

品质也下降。”周厚成在仔细察看了

草莓生长情况后，立即指出了问题。

如何提高草莓产量和质量？周

厚成现场为种植户提供了技术指导

建议：“这个时候是青果期，水肥管理

要跟上。首先是浇水，青果期对水分

要求比较大，建议给足水分，每天早

晨看新叶吐水情况来定。其次是施

肥，青果期是膨果的关键时期，对综

合养分需求比较大，建议高氮低磷高

钾水溶肥配合中微量元素水溶肥一

起使用，同时，加入腐殖酸或黄腐酸

等有机液肥。最后是浇肥水方法，先

浇3~5分钟清水带路，再冲施稀释后

的肥水，肥水结束后再浇几分钟清

水。草莓日常生产管理不能教条，根

据植株生长情况灵活调整。”

同行的河南省草莓协会理事刘

海瑞在 7号棚发现红蜘蛛大面积发

生，红蜘蛛危害植株后整个草莓都处

于停止生长，造成减产。同时还有蓟

马危害，花不能坐果，幼果变成褐色

僵果而影响膨大，失去商品价值。

刘海瑞特别提醒种植户悉心喂

养蜜蜂，要让蜜蜂尽快出蜂箱采粉，

减少畸形果，提高坐果率，并注意温

湿度控制，观察红蜘蛛、蚜虫等发生

情况，尽量减少打药次数。

当天下午，周厚成一行又来到了

位于荥阳市高铁路南的海洋草莓园，

走进草莓温室大棚，详细调查了试验

田中莓香玉、中莓华俊、中莓华悦等

草莓的长势和开花结果特性。

据了解，“中莓”系列草莓新品种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

育的第三代草莓品种，既克服了日本

品种抗病性差、丰产性差、不耐储运的

缺点，又解决了欧美品种硬度大、酸味

重的问题，在生产试验中综合性状超过

目前生产中主栽草莓品种。“中莓”系列

草莓品种的推广，将进一步加速草莓品

种国产化进程，让中国人的果盘中更多

地装上中国自主培育的草莓。

滑县 定点帮扶兴乡村

11月14日，宁陵县柳河镇赵尔庄村“同心圆”养鹅场内，成群的鹅在活动觅食。近年来，该镇以赵尔庄村养殖为中
心，通过“党支部+乡贤+农户”的模式，带动6个村庄400余户家禽养殖户，家禽养殖规模达1000万只。 吕忠箱 摄

信阳市 聚力补短强弱 推进乡村振兴

博爱县许良镇

村村联合抱团发展

找到问题 给出建议
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草莓专家指导草莓生产

程大伟，硕士，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

果树栽培生理与生长发育调控研

究。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

项、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奖1

项，被评为2019年度和2022年度河

南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参与制定河

南省地方标准2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3项、实用新型专利10余项，发

表核心论文10余篇，研发果树生长

调控技术产品10余个。

本报记者 张莹 通讯员 马凌珂 文/图

嘉宾嘉宾 程大伟程大伟

主持人主持人

今年的葡萄生产结束，阳光玫瑰葡萄整个大环境继续低
迷，除了有种植面积增加的原因，还有网传阳光玫瑰葡萄在
种植过程中打药较多的因素。这些所谓的打药，其中就包括
膨大剂在内的各种植物生长调控剂。什么是植物生长调节
剂？果树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到底有害吗？用了植物生长
调节剂的阳光玫瑰葡萄能放心食用吗？针对这些读者关心
的问题，本期三农会客厅邀请河南省科技特派员、中国农业
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青年专家程大伟，揭秘植物生长调节
剂在葡萄生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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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阳光玫瑰葡萄绿色剔透、颗粒硕大、味道香甜，这
是因为在种植中使用了膨大剂吗？

程大伟：一提到膨大剂，估计不少消费者就会抱有抵触情绪，担

心不安全，所谓的膨大剂实则就是一类植物生长调节剂产品，是一种

重要的现代农业生产资料。阳光玫瑰葡萄的生产是离不开植物生长

调节剂的，阳光玫瑰葡萄只有经过合理地使用果树生长调节剂无核

化处理、保花保果、果实膨大等调控以后，才能种出市场上既有靓丽

的外观，又有浓香脆甜的口感，而且能长期储运的商品果。否则，自

然生长的阳光玫瑰葡萄会出现落花落果严重、串形松散、果实有种

子、颗粒不均匀、品质参差不齐等情况，根本达不到使用花果调控处

理后的阳光玫瑰葡萄产品的标准，估计也不会被消费者所喜爱。

主持人：什么是植物生长调节剂？为何在葡萄生产过程
中使用？

程大伟：植物生长调节剂（简称植调剂）是根据植物激素的结构、

功能和作用原理，利用化学合成或经微生物发酵产生的，通过改变植

物体内源激素的含量与分配来干扰植物内部有关基因组的表达和表达产物的运输与分

配，进而调节植物的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化学物质。

合理使用植调剂对提高葡萄品质、降低生产成本、促进葡萄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植调剂在葡萄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有应用：打破休眠，促进萌芽整齐，使用

单氰胺；促进生根和根系生长，使用吲哚丁酸、萘乙酸等；促进茎叶生长，平衡树势，使用

赤霉酸、苄氨基嘌呤等；控制旺长，防止枝条徒长，使用矮壮素、甲哌鎓等；拉长花穗，使

用赤霉酸、碧护等；诱导无核、保果膨大，使用赤霉酸、氯吡脲等；促进果实着色，改善果

品外观，使用乙烯利、诱抗素等；提高抗逆性能，使用芸苔素内酯、S-诱抗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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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经过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的葡萄安全吗？对健康有害吗？

程大伟：是绝对安全的，大家不必担心。国家对植调剂制定有严格的标准和管理措

施。只有经科学评价证明具有好的功效、对人畜安全、环境友好的产品，才被登记。国家

也制定有相关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确保残留量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植物生长调

节剂和动物激素截然不同，植物激素无法在动物体内发挥作用，动物激素也无法在植物体

内发挥作用，这就好比花粉不能使人怀孕一样。另外，植调剂的毒性低。当前我国获准登

记的植调剂绝大部分属于低毒，没有高毒种类，也就是说常用的植调剂毒性比食盐还低。

植调剂在葡萄上的使用剂量很低，降解很快，葡萄上使用植调剂的浓度、次数是有严格要

求的，用量大了并不能起到相应的调节作用，反而会出现药害，所以不会超量使用。

主持人：在葡萄生产中，怎样合理安全使用植调剂？

程大伟：虽然植调剂是安全的，但随意加大用量，盲目混用，不看时机，随时喷施，以

“剂”代“肥”等不规范、不合理使用植调剂的行为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也会引发药害后果。

因此，只有科学合理使用，植调剂才能在葡萄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要正确看待植

物生长调节剂。其次，使用前应确定品种的适配性，谨慎选择，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先试验，

以免产生副作用。再有，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使用时期、浓度和次数，以及安全间隔期，按

要求操作，不可滥用乱用，以免给葡萄的质量安全构成威胁。最后，植调剂的应用要和配

套栽培管理相结合，必须加强综合栽培技术措施，才能充分发挥增产增效的作用。

主持人：作为河南省科技特派员，您是如何帮扶果农进行葡萄调控技术应用的？

程大伟：首先是研发提升葡萄果品质量的植物生长调节调理产品。如我们根据产

业需求研发了阳光玫瑰葡萄提质增产的调控产品、夏黑葡萄调控产品以及促进葡萄果

实转色增糖的产品，通过产品应用，解决葡萄存在的落花落果、穗形不美、颗粒不大、着

色差糖度低等技术问题。其次是开展葡萄花果调控技术推广。我们采用田间指导、现

场示范、集中培训等形式进行葡萄调控技术推广，让果农有效掌握相关管理技术，切实

提升葡萄种植技术水平。最后是免费赠送葡萄调控技术产品和技术管理手册。我们每

年赠送给定点帮扶县果农们需要的葡萄保花保果、果实膨大、生根促长、品质提升等调

控相关产品，并进行技术指导，让果农用出效果。通过科技服务，帮扶对象的葡萄园应

用我们推广的相关调控技术以后，稳定了产量、提升了果品质量，平均每亩净收入增加

2000元以上，也辐射带动了周边区域葡萄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果农的经济收入。

主持人：关于植调剂您最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研发的果树生长调控技术产品有阳光玫瑰调控产品“DBY”和“碧博士”、

夏黑调控产品“葡果豐”、果实转色增糖产品“升彩”、抗逆克服黄化产品“果不

胜收”、生根改土产品“速沃丰”、增硬补钙产品“复合氨基酸钙”、增香提质产

品“福丝沃”、果梗软化产品“葡罗塞汀”等果树生长调控技术产品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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