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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 余晓建

12 月 26日，冬至过后，新乡县翟

坡镇常兴铺村，河南联邦种业有限公

司的麦种繁育田里，绿油油的麦苗在

寒风中挺直腰杆贮藏能量，静待明年

结出黄灿灿的麦穗。

公司总经理牛新印查看小麦长势

后，露出了笑容。牛新印是一名“高

产”的农民育种家，三十多年的努力耕

耘让他对麦田了如指掌。他先后选育

出2个国审小麦品种、6个省审小麦品

种，推广种植面积达2000万亩。

在新乡县，种企“核心人物”几乎

都像牛新印一样既经商又育种，县域

内有种子企业22家、“农民育种家”10

多名，已培育小麦品种70多个。

新乡县位于北纬 35度左右，地处

黄淮海片区南片，有着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并且建设种业强县的决心由

来已久，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上，用种子“闯”出了一片天。

“种业一直是主业。”新乡县委书

记祝显成说，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南省农业科

学院、河南省科学院、河南科技学院、

新乡市农科院等培育的小麦品种常年

在此繁育，新乡县多年承担着河南省

农作物新品种生产试验、区域试验。

去年省委、省政府印发“中原农

谷”建设方案，谋划“一核三区”，新乡

县成为“西区”中的重要区域，承担小

麦、大豆繁育任务。

底气十足的新乡县立下“国内全

域制种第一县”的目标，整合种业资

源，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创新

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在资金、政策、组

织等方面加强服务。

目标化作具体的“努力”。新乡县

以良种繁育为核心，打造高新技术转

化集成区，全力抓好20万亩种子田建

设，推动科研院所与本土种业企业协

同发力，实现种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打造“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强县。

足不出户，对田间的墒情、温度、

苗情了如指掌；动动手指，就能实现田

间管理；手持遥控器，就能完成几百

亩、上千亩的“飞防”……按照“投融建

运管”一体化建设模式，新乡县目前已

完成15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

一季季丰收，一程程奋斗。前不

久，新乡县被省农业农村厅拟认定为

2023年省级制种大县，为进一步提升

该县农作物制种、繁种能力再注“强心

剂”。

新乡县 一粒种子做成一个产业

12月25日，柘城县七里桥水库库区，一群群蹁跹飞翔的水鸟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生态画卷。入冬以来，数百只白鹭、仓鹭、斑嘴鸭等水鸟在此觅食、栖息，生态环
境优美的库区成了水禽活动的天堂。 张子斌 摄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
溪倩 刘冲）12月24日，在医圣张仲景

故里——邓州市穰东镇，镇区街道上

一幅幅蕴含医圣文化元素的文化墙

映入眼帘，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欣赏、

拍照打卡，为小城镇带来了新景象。

据了解，自“镇级小城市”创建以

来，穰东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高标准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点亮“生态宜

居星”，奋力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穰东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坚持“抓重点、攻难点”，将“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纳入年底考核，常

态化开展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大扫

除、大清洁、大整治行动，形成“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共建共治共享”的良

好氛围；通过硬化道路、铺设透水砖、

建设雨水收集井、集镇整治等手段，

有效打通集镇道路排水堵点。

该镇在实现集镇“颜值美”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历史文化特色，广泛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仲景文

化，邀请专人在集镇房屋、墙壁绘制

文化墙，实现“一墙一风景，一画一故

事”，擦亮穰东“特色小城镇”名片。

本报讯“我和企业家朋友们看到关

于自己企业的报道后，有一种自豪感和

使命感，让我们对桐柏的未来充满期

待。”12月23日，桐柏县进定香菇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郭进定高兴地说。

近日，桐柏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在

桐柏电视台推出民营企业家系列访谈节

目，以视频、音频、文字、海报等全媒体形

态进行全方位报道，并在《云上桐柏》《桐

柏统战》、桐柏视频号、抖音等平台同步

推送，进一步展现了桐柏县民营企业家

和企业品牌群像，呈现了桐柏县民营经

济蓬勃发展、持续优化的创新创业发展

环境，目前已播放 10期，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 （李湘圆）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
浩 马玉娟）12月 11日，长葛市建设

路街道办事处新华社区热闹非凡。

“今天课程刚好是我最喜欢的太

极拳和非洲鼓，来这里跳跳舞、健健

身，感觉身心愉悦，幸福指数也非常

高。”正在上社区老年大学的居民王

冰凝说。

与此同时，在社区门口，免费理

发、修眉、血压检测、口腔健康检查，

磨剪子磨刀、现场手工制作等活动也

在有序进行中。

而这只是长葛市以服务群众为

目标，以优化便民服务、细化温馨服

务、深化志愿服务的主题教育实践为

抓手，促使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

见效，全力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的一个缩影。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长葛

市以“实”字为要，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深化调查研究，以服务群众

“小切口”着力提升五社（社区、社会

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

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联动质效，切

实解决好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用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

主题教育成效。

该市还实施了“一线支部”工作

法，市级建立临时党组织37个，带动

全市1400多个党组织和3万多名党

员干部奋战一线；深入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精美长葛我出彩”实践活

动，引导全市党员干部每月至少认领

一个“微心愿”、领办一项民生实事；

建设一批24小时“不打烊”的党群服

务站点，累计办成民生实事 1800多

项；充分发挥五社联动作用，聚焦特

困人员、低保对象、孤困儿童、残疾人

等重点人群，先后引导社会组织开展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40余次，动员志

愿者 350多人，服务群众 6000余人

次。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甘
春丽）12月24日，在叶县任店镇西环

路郭营段，干部群众三五人一组挥锹

挖土、扶直树苗、填土压实、提水浇

灌，合力栽种每一株小树苗。一番劳

动后，一棵棵小树苗傲然挺立，蓄积

来年勃发的绿色能量。

近年来，叶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提高林

木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为基础，深入

开展国土绿化提速增量行动，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绿色

家底”越来越厚实。仅2023年以来，

叶县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 8859亩，

完成市定目标任务的1136%，创建率

居全市前列。

聚焦“增绿”，提升绿色总量。该

县以省级森林城市创建为抓手，以国

家储备林建设和1号公路沿线绿化、

山区生态林营造等为重点，开展全民

绿化行动；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契

机，结合绿美乡村和乡村振兴示范带

建设，把绿化、美化与基础设施同时

规划、同步实施，做到乡村庭院、边角

地带“见缝插绿”，广种树木花草，美

化居住环境，全民义务植树183万株，

建设义务植树基地1处。

聚焦“护绿”，减少绿色缩量。坚

持造管并重，积极开展联防联治，组建

各类防灭火队伍5支305人，按照网格

划分常态化开展巡山护林。同时，推

广利用“防火码”和“互联网+”的形式

加大防火宣传，落实古树名木保护措

施，对全县102株名木古树按照“一树

一档”进行登记造册、挂牌保护；开展

林业植物检疫执法专项行动和森林草

原督查图斑现地核查，严防松材线虫

病、美国白蛾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入

侵；定期对各类自然保护地内野生动

植物、水质等进行动态监测记录，杜绝

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的发生。

聚焦“管绿”，压实管护责任。按

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划分各

级林长责任区域，压实管护责任。设立

基层监管员、护林员，构建以村级林长、

基层监管员、护林员为主体的“一长两

员”森林资源源头管护机制，实现“山有

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2023年以

来，各级林长共开展巡林2300余次。

漫步叶县，“渺渺翠毯齐”的高标

准农田铺就绿毯，“水清出石鱼可数”

的河畔绿波随风涟漪，“留连戏蝶时

时舞”的桥边湿地四季常青。一色的

山水、青翠的屏障、湛蓝的天空，构成

了叶县的生态美景图。

“我们将持续把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作为叶县发展的关键，在生态治

理过程中，既打造生态空间，又营造

发展空间，着力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和生态环境高颜值协同并进，强力厚

植绿色生态‘家底’，让绿色发展更具

质感、更有温度，让天蓝地绿、水清景

美赋能叶县群众美好生活。”叶县县

委书记徐延杰说。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
艳红）“沿湖步道铺得真是好，软软有

弹性，护膝不伤身。”

“就是，现在我早起晨练跑一圈，

晚上吃罢饭，几个人再来散散步。”

…… ……

12月 25日，在禹州市方岗镇禹

山湖（俗称东炉水库），几名附近的群

众一边散步一边由衷地称赞湖边环

境的变化。

据了解，这些变化也是河湖长制

度带来的变化。作为有着兰河、东炉

水库和大禹山、角子山山水资源的方

岗镇，如何守护一河清水、一山绿色，

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

造福沿河人民的重要实践。该镇通过

建立“河湖长负责制”，保护先行，打造

了兰河水、东炉水库辐射全镇的生态

家园。

一河一湖保护为先。该镇建立了

严格的镇、村两级河湖长制，镇党委书

记为第一总河湖长，镇长为总河湖长，

每条河流由一名副科级以上领导担任

副总河湖长，沿线的西炉、东炉、帖沟、

杨庄、石灰赵等河流流经地和水库属

地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村级河湖长。

河湖长制明确了兰河和东炉水库

的保护责任及任务。全镇建立了水利

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了对群众的

宣传教育。两级“河湖长”经常带领人

员巡河、巡湖，加大对污水排放的监管

力度，制定节约用水的措施，经常对水

源地和水库水质进行监测，加强水生

态保护区的管理。全镇还建设了污水

处理设施，并清理“四乱”6处、“垃圾围

河”2处、渠道垃圾 3处，杜绝了污染

源，守护了一河一湖清水。

围绕一河一湖，做好生态文章。

在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方岗镇

充分利用兰河、大禹山和东炉水库的

历史文化资源，动员群众开办山村农

家院，打造了包括东炉、西炉、石坑等

村的大禹山风景区。依托丰富的水

资源，为杨庄、石灰赵、韩岗、刘岗等

村的国储林工程提供了浇灌条件。

今年9月，该镇还在东炉水库河岸处

打造了禹州市首个乡级河长制主题

公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卢
晋荥 李宇）12月25日清晨，淅川县滔

河乡蔡家村村民蔡燕芬早早出门，和

丹参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老乡们一起

到村里的中药材基地采挖丹参。

“丹参亩产量在6000斤以上，当

前市场价2块一斤，自己育苗自己种，

除了化肥等开销，一亩地纯收入在 1

万元左右。”蔡燕芬告诉记者。

行走在滔河乡间，丹参、板蓝根、

迷迭香、杜仲等中药材随处可见。近

年来，随着中医药的大发展，滔河乡

以“星旗同创”为抓手，坚持“布局区

域化、基地规模化、种植规范化、品种

良种化”的原则，发展丹参、杜仲、迷

迭香、板蓝根等各类中药材30余种，

面积约1.3万亩，培育种植企业、合作

社、种植大户等经营实体20余家，走

出一条规模化种植的新路子。

滔河乡是淅川县发展中药材产

业的一个缩影。位于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核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地的淅

川县，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优势，不

断优化中药材品种布局，初步形成科

学化育苗、标准化种植、订单化收购、

规模化仓储、多元化加工、电商化销

售的全链条产业发展格局，为群众开

出增收致富“良方”。目前，全县中药

材种植面积16万亩，原生态中药材面

积 58万余亩，品种达 800余个，培育

中药材龙头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

等80余家，年产值超过5亿元。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

讯员魏震）智能连栋温室大棚、智能

化物联网管理系统……12月 22日，

记者走进信阳市浉河区十三里桥乡

学堂岗村的草莓种植大棚，发现这

里的温室大棚与平日所见不同，大

棚里“科技范儿”满满、“智能化”多

多。

在这里，草莓不是长在地面上，

而是长在悬空的架子上，架子呈“品”

字形和“1”字形，每一排立架之间留

出了足够的通行空间。棚内搭建水

肥一体化设施，采用智能物联网技

术，可在任何有网络信号区域用手机

操控草莓施肥和灌溉。同时，在棚内

安装了温湿度、pH值、磷钾含量传感

器，与显示屏连接实时监测草莓生长

因子变化情况，为草莓生长干预提供

参考。

“我村党支部领办了‘振华农民

专业合作社’和‘学堂岗农业发展公

司’，多次联系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专家到村指导，确定发展优质

蟠桃、猕猴桃、草莓作为主导产业，打

造一村一品美丽格局。”学堂岗村支

书叶调成告诉记者。 2019 年、2021

年，学堂岗村先后争取上级项目资金

共80万余元，流转土地70余亩，建设

蟠桃、猕猴桃种植基地，不断扩大种

植规模，增加优质品种。2023年，又

流转了 50 亩土地，新建了智能连栋

温室大棚 8000 平方米，发展草莓精

品品种育苗产业。

据悉，在今年“第五届河南省草莓

大会”上，十三里桥乡被授予“中国草

莓之乡”称号，该乡草莓现代农业产业

园被授予“河南省百县草莓标准示范

园”，乡里 26户种植户选送的草莓荣

获“第五届河南省草莓大会”擂台赛金

奖、银奖。

增绿护绿管绿

叶县“绿色家底”越来越厚实

禹州市方岗镇 守护一河清水做活生态文章

桐柏县

民营企业家访谈获关注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12月 26

日，在位于鲁山县瓦屋镇附近的金汤

山滑雪场，众多游客身着滑雪服、脚

蹬雪橇，或熟练地在雪地上滑翔飘

飞，或在教练的指导下蹒跚学步，或

慢慢摸索着前行并不时摔倒……当

日，平顶山市滑雪+温泉产品发布会

暨冬季游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发布了汝州市和鲁山县冬季游优惠

政策及冬季游线路。

鲁山县、汝州市旅游资源丰富，

其中鲁山县现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

家，3A 级及以上景区 13 家，漂流 6

家，滑雪场4家和百里温泉带，目前正

在申报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汝州

市有 11家A级景区和 1家温泉康养

旅游示范区，滑雪场1家，五星级和四

星级民宿各1家等，被评为河南省首

批全域旅游示范市。

当前正值隆冬时节，为促进冬季

游再升温，启动仪式上，鲁山县推出

购买滑雪票、泡温泉免景区门票，现

场非周末和非法定节假日购滑雪票

游客升级为不限时滑雪等优惠。该

县利用河南金汤山温泉滑雪旅游度

假景区等4家滑雪场，推出各类滑雪

体验、温泉康养、冰雪娱乐、冰雪嘉年

华等特色冰雪活动。

汝州市推出特惠一日游精品线

路，整合冰挂、滑雪、温泉、汝瓷、美

食、名胜古迹等，组合成体验度好、互

动性高的冬季精品线路，出台了多项

优惠政策，以低价位、高服务、大流量

刺激旅游消费市场，带动广大游客通

过赏冰挂、玩滑雪、泡温泉等形式，深

度体验汝州市冰雪文化。

长葛市切实解决好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党员干部每月至少领办一项民生实事

滑雪赏景泡温泉

平顶山市冬季游启动

淅川县

中药材年产值超5亿元

邓州市穰东镇

党建引领点亮“生态宜居星”

草莓不长地上挂空中
浉河区十三里桥乡草莓种植大棚里“科技范儿”满满

12月25日，汝阳县柏树乡家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村民在给外销红薯装箱，供
应城乡市场。为做好严寒低温天气城乡市场农特产品的供应，柏树乡50余家种植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及时包装萝卜、粉条、红薯等农特产品，全力保障城乡居民
“菜篮子”“米袋子”。 康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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