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是国之大者、省之要
者。”

济源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持续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围绕“两确
保、三提升、两强化”乡村振兴重点任
务，奏响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
理三部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奋力
谱写建设创新型高品质现代化示范
区。

龙腾九霄，乘势而上。今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乡村全
面振兴“路线图”已经明确。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
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民增收促进
行动。济源将通过产业拉动经营性
收入提升、就业带动工资性收入增
长、强农惠农政策提高转移性收入
等，多维度拓宽增收渠道，“让农民
群众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
好。”

“雨水”已至，农事渐忙。
春风拂面、山峦嫩绿、生机萌动、

处处和美，济源欢迎你！

【实践者说】

济源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市委书记庄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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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近日，我
省迎来持续低温雨雪天气，土壤湿度
大，今年小麦用不用春灌？应如何科
学浇水？2月21日，省土肥站发布河
南省2024年小麦春季测墒灌溉技术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导农
民因墒、因苗、因水、因时科学灌溉。

《意见》指出，结合各地苗情和不
同土壤墒情状况，三类苗麦田返青期
0~20 厘米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
65%，一、二类苗麦田拔节孕穗期0~
40厘米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70%应
及时适量补灌，确保小麦正常生长对
水分的需求。

按区域来划分，《意见》提出，豫
北区为小麦高产区，处于华北平原地

下水漏斗区，春灌应充分利用地表
水，以“节”为主，因苗因墒节水灌溉，
减少地下水抽取量，着力提高地表水
利用率。返青期三类苗麦田每亩次
灌水30立方米~35立方米，拔节至
孕穗期一、二类苗麦田每亩次灌水
30立方米~35立方米。

豫西区为小麦中低产区，山地丘
陵旱作区面积大，水资源较匮乏，春
灌应充分利用有限地表水、集雨窖
（池）储藏水，以“省”为主，着力提高
自然降水利用率。有灌溉条件的地
区，返青期三类苗麦田每亩次灌水
25立方米~30立方米，拔节至孕穗期
一、二类苗麦田每亩次灌水25立方
米~30立方米。

豫中、豫东区为小麦中高产区，
部分麦田灌溉基础设施条件一般，春
灌应广辟水源，以“调”为主，因苗因
墒节水灌溉，着力提高灌溉水利用
率。返青期三类苗麦田每亩次灌水
25立方米~35立方米，拔节至孕穗期
一、二类苗麦田每亩次灌水25立方
米~35立方米。

豫南区为小麦中低产区，降水较
充沛，春灌应充分利用地表水，以

“减”为主，因苗因墒适当减少灌溉次
数、单次灌水量，着力提高水资源综
合利用率。返青期三类苗麦田每亩
次灌水20立方米~25立方米，拔节
至孕穗期一、二类苗麦田每亩次灌水
20立方米~25立方米。

□本报记者董豪杰魏静敏

记者：当前虽不是甘薯生长
期，但温度骤降易对甘薯贮藏和暖
棚越冬育苗产生不利影响，如何科
学防范应对？

省甘薯杂粮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
王自力：目前，贮藏中的甘薯呼吸
减弱，产生热量少，低温条件下，易
受冷（冻）害。甘薯贮藏适宜温度
为 10℃~15℃，空气相对湿度为
80%~90%。因此，要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及时掌握降温幅度、可能
影响的范围、持续时间等，加强防
寒保温工作。

一旦窖内温度低于10℃要及
时进行增温，可采用电暖器、炉灶、
火道、空调等方式增温。同时，可
在薯堆上覆盖秸秆、草毡、棉被
等。如果窖内湿度小，可通过在窖
内薯堆旁的地沟内放水等办法调
节湿度。

面对寒风，薯农可采用封闭窖
门、气窗和通气孔等方式防止寒风
冷气侵入，但同时注意适当通风透
气，避免薯块因缺氧发生腐烂。

除了大棚等设施设备检查维护
之外，要及时采取棚内补光措施。

可在温室后墙张挂反光幕，在不降
低棚室温度前提下，尽量早揭晚盖
覆盖物，增加植株接受散射光时
间，有条件的用补光灯补充光照。

对于暖棚越冬育苗，叶面喷施
硫酸钾或磷酸二氢钾溶液，并结合
氨基酸叶面肥等可以有效提高薯
苗的抗低温能力；若薯苗受冷（冻）
害，可喷施磷酸二氢钾复配螯合氨
基酸或芸苔素内酯等，减轻和缓解
冷（冻）害带来的损伤，促进受害植
株尽快恢复正常生长。同时甘薯
受冷（冻）害后，更容易感染病虫
害，需及时进行病虫害防治。

记者：猕猴桃属于不耐冻藤本
果树，低温雨雪寒潮可能会造成树
体冻害、枝条折断、架面倒塌等，如
何做好防护措施？

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陈锦永：积雪容易压弯或压
断树枝，加重猕猴桃冻害，加大病虫
害危害机会，要及时摇掉枝条上的
积雪，把树干根颈部位积雪清除掉，
用稻草、麦秸等将猕猴桃树干包裹
好，特别要将树的根颈部包严。

同时还要做好以下工作。
喷防冻剂。为提高植株抗冻

能力，可给整个树体喷布 0.3%~
0.5%的蔗糖水溶液或者10%~15%

盐水，既可以增加树体细胞液浓
度，降低冰点，又能增加空气湿度，
水遇冷凝结后释放潜热，使树体温
度不致骤然下降，可以减轻树体冻
害。

果园熏烟。烟雾可以减缓辐
射降温，提高果园温度。若温度降
至0℃以下时，可用湿柴熏烟，使烟
雾弥漫全园。要求见烟不见明
火。有条件园子，可用移动风扇破
坏静风条件，促进空气流动。

修剪枝蔓。树体受冻后，及时
剪去冻伤、冻死枝蔓，配合喷施杀
菌剂，减轻病虫危害。

保护伤口。剧烈降温容易使
猕猴桃树体发生冻害而造成大量
伤口，容易感染细菌性溃疡病，引
发病害流行，被雪压坏的枝条修剪
后及时用封剪油或其他伤口保护
剂涂抹封口，促进伤口愈合，防止
病菌侵入。

加强管理。若猕猴桃果树受
冻，应以促进树势恢复为主，加强
土肥水管理；喷施速效营养液，增
施有机、无机速效肥，及时灌水，恢
复树势，促使猕猴桃果树在春季早
发新枝。受冻严重的猕猴桃实生
苗和幼树，尽快平茬、重新嫁接或
者补苗。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2月 22
日，农历正月十三，白雪皑皑，寒风凛
冽，一年一度的马街书会正会在宝丰
县杨庄镇马街村东的一块麦田里如
期开幕，上千名艺人弹弦抚琴，引吭
高歌。

马街书会已有700余年历史，是
中国民间规模最大、形式独特、内涵
丰富的说书（表演）大会。

来自鲁山县辛集乡徐营村78岁
的王玉平和其66岁的搭档黄国霞一
曲坠子书终了后，指着身上披的绶带
说：“今年来赶会，我获得了‘艺人赶
会五十年’绶带，她获得了‘艺人赶会
三十年’绶带。”

来自襄城县十里铺乡81岁的老
艺人冯国祥靠一把二胡及脚板深情
说唱着，陶醉其中，引得众多人拍照、
摄像。“我们俩老伙计一个村的，赶马
街书会20多年了。正月十一开始到
书会现场说唱。这两天下大雪，在雪
天里说唱，一点也不冷。”冯国祥的搭
档、73岁的冯军说。

“现在通了高铁，一两个小时就
到了。”来自濮阳的民间艺人、63岁

的郭树清说，马街书会是一个艺人同
台竞技、同台亮技、同台切磋的舞台
和机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和伙
伴的拿手曲目是长篇大书《包公案》
《响马传》。

书会现场，8岁的黄钰淼和7岁的
白筠博表演的《小猫钓鱼》引起众人关
注，他们均来自马街书会曲艺培训学
校。“随着这些年马街书会影响力越来
越大，不少孩子有学曲艺的愿望，我们
就顺势而为，办了培训学校，学员大部

分是五六岁的孩子和学生。”马街书会
曲艺培训学校的一名带队老师说。

2024年马街书会从正月十一开
始，主题是“守望说唱 情系万家”，参
会艺人1056人，332摊，最大年龄艺
人86岁，最小艺人年龄6岁。全国优
秀曲艺节目展演共报送223个节目，
曲种数量达59个。报送节目范围涉
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今年
还有300余名“小艺人”首次在马街
书会登台亮相。

济源乡村振兴的璀璨数据 今年小麦用不用春灌？
河南技术指导意见来了

保障农业生产应对低温天气

甘薯、猕猴桃防寒要注意什么？
近日，我省大部出现雨雪大风降温天气，低温寒潮对甘薯、猕猴桃生产等有何

影响？2月22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指导农户科学施策，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马街书会鸣锣亮嗓

□本报记者黄红立

白雪却嫌春色晚，济源遍开冰凌
花。

2月21日，春雪飘落在济源的山川
田畴，如诗如画，泥土芳香。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建设
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济源走在河南农
业强省建设的前列。

1月8日，河南省社科院发布《河南
农业农村发展报告（2024）》，济源农业
农村现代化水平全省第一，农业现代
化、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三个维度综
合得分为58.34，是全省农业农村现代
化平均水平（46.04）的126.72%。

2023年，济源粮食播种面积66.6万
亩，夏粮遭灾、以秋补夏，济源粮食产量
达5.04亿斤。

2023年，济源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达
23591元，增长13%：一户不返贫，无人
新致贫。

2023年，济源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26719.4元，全省排名第二，增长7.1%。

数据为证，“稳”的定力和“进”的底
气，彰显济源已经走上了高品质发展之
路。

2024，济源，飞龙在天，乡村振兴更
“有力量”！

蔬菜制种：
4.9万亩，惠及1.2万农户

充足的日照，屏障般的太行山，独
特的小气候，加上丰沛的虫媒资源，让
济源成了十字花科蔬菜合适的制种基
地。

这个基地，大，是地球上的最大。
2月20日一大早，紧临黄河的济源

坡头镇毛岭村，37岁的种植大户张英杰
来到自家田里，仔细查看越冬十字花科
蔬菜种苗长势。

张英杰是《济源蔬菜种业振兴行动
方案》的受益者，从24亩发展到如今的
100亩，年收入达50万元。

2022年，《济源蔬菜种业振兴行动
方案》出台，提出以“十字花科、百合科、
葫芦科”蔬菜制种为主，每年新发展1万
亩以上，规划2025年达到6万亩、2028
年达到10万亩。

在济源农业发展历史上，蔬菜种业
振兴行动的支持力度和规模都是最大
的，对新流转土地发展蔬菜制种的种植
户、新型经营主体等，给予每年每亩200
元的奖补，从2022年秋季开始连补3年。

2023年，济源规划建设了八大蔬
菜制种片区、三大良种繁育体系，成功
引进国家洋葱杂交育种联合攻关计划
首席专家——吴雄研究员，“洋葱分子
育种实验室”、蔬菜种子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相继建成，累计投资8000余万
元，解决了2万余亩蔬菜种子生产基地
的育苗和灌溉难题，新发展蔬菜制种基
地面积1.3万亩，总面积达4.9万亩，惠
及1.2万农户。

【亲历者说】全国劳模、河南绿茵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三元

我今年69岁，19岁加入了本地的
农业科研组；2000年，转型做蔬菜制种。

《济源蔬菜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正
当其时，“洋葱分子育种实验室”已筛选
出60余个洋葱杂交组合，预计今年可选
育出5个具有“济源芯”的洋葱杂交新品
种，突破国家长日照洋葱杂交育种“卡
脖子”工程。

绿茵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未来要做
到“小户变大户，大户成农场”，大力发
展以30亩、50亩、100亩为规模的家庭
农场，通过改变产业发展的方式，让下
一代人当上高素质的现代农民，让家庭
农场主成为民族种业振兴和济源乡村
振兴的中坚力量，为济源蔬菜种业发展
探索新模式。

冬凌草：
5万余吨，产值超6亿元

济源有仙草，名曰冬凌草。
2月19日，济源下冶镇韩旺村天坛

山冬凌草茶基地，漫山遍野的冬凌草地
上部分结出神奇的冰凌花：薄如蝉翼，
晶莹剔透，形如飞蝶，似花絮，形态万
千，美轮美奂。

济源冬凌草是太行山的独特给予。
济源冬凌草历史悠久、资源丰富、

种群独特、品质地道，有效成分甲素含
量较其他区域冬凌草高50%以上。

济源拥有中国最大的冬凌草种植
基地，区域内保护区面积5800公顷，年
产冬凌草全草5万余吨，实现总产值超
过6亿元。

2023年12月，济源正式获批“冬凌
草河南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在济源，“草木一秋”嬗变为“点草
成金”。

如今，济源拥有济世药业、天坛山
冬凌茶专业合作社等一批向产业链中
高端发展的现代中药制药企业、茶叶加
工企业，初步形成集科研、生产、加工、
商贸、旅游、文化于一体的冬凌草产业
发展格局，冬凌草产业已成为济源乡村
振兴领域的优势产业。

【亲历者说】河南济世药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康

河南济世药业有限公司是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深耕冬凌草产
业，建立了冬凌草产品研发院士工作
站、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院学者工
作站等多个省级研发平台，经营模式是

“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带动
了7个镇4000余户农户种植冬凌草。

农林牧渔业：
增长2.7%，增速全省第一

“济源熟核桃，皮薄肉厚，果仁饱
满，奶香味十足！”2月20日，济源坡头
镇核桃基地直播间，新农人网红冯艳青
正在直播。

她说：“济源特产品质好，成交率很
高。我最高的纪录是一场直播‘带货’
2000斤核桃。”

济源是“中国核桃之乡”，核桃种植
面积15万亩，年产12万吨。

论总产，济源核桃不及新疆，但济
源核桃销售的优势在“鲜食”，找到并利
用这个优势，济源核桃的价值就得以充
分体现。

兔子尾巴长不了，但济源的小兔子
有足够长的尾巴。

位于承留镇的济源市阳光兔业科
技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被誉为“肉兔大王”，全产业链
产值30亿元，带动济源30个村集体年
均增收300万元以上；累计在济源及周
边辐射发展兔业合作社、家庭农场20余
家，带动种养户4000余户。

济源强调“稳猪禽、壮牛羊、兴奶
业”，于是有了：竹园沟牛业大好万头奶
牛智慧牧场；大峪智慧牧业产业园万头
奶牛场；河南凯恩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奶
山羊养殖；济源市那牧和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羊全产业链；江苏禾佑集团生猪产
业链；王屋镇桃花洞村10万只优质蛋鸡
养殖场……一个个生态畜牧项目稳步
开展建设。

数据为证：2023年，济源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40.15亿元，增长2.7%，增速
全省第一位；第一产业总产值23.03亿
元，增长2.6%，增速全省第一位。

【亲历者说】济源示范区农业农村
局党组书记、局长安东利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也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
荣的基础支撑。

济源山地丘陵面积占到80%以上，

发展传统作物后续条件不足，产量效益
低。要在打造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
深挖“土特产”潜力，做足、做活、做精彩

“土特产”文章，为“乡土气”的资源赋予
新内涵、新名片。经过近几年的培育，
济源初步形成了以蔬菜种业、道地药
材、核桃产业、生态畜牧业等为主的优
势特色产业，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现代农业风生水起，沃土生金，农民收
入持续增长。

春节假期：
31个乡村休闲旅游村
接待游客43.5万人次

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
农民而建。

济源是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市，以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乡村建
设为农民而建，452个村庄全部完成村
庄分类布局，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生活垃圾清理、生活污水排放、“厕
所革命”到美丽河湖建设，为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乡村建设行动
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乡村休闲旅游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和15个乡村建设专项
行动方案相继出台。

济源打造了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
路23条、乡村休闲旅游村庄31个，建设
了承留花石、大沟河、王屋原庄、愚公等
一批精品村，成功举办2023中国美丽乡
村休闲旅游行（夏季）推介活动。

2023年 10月 25日，省委副书记、
省长王凯到济源花石村调研时指出：

“进一步提升完善花石村乡村建设，总
结形成可在全省推广复制的乡村建设
模式。”

2023年12月12日，在河南省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工作推进会上，济源作了典型发言。

如何检验乡村建设成果，春节就是
最好的时候。

龙年春节，济源答卷优异。
济源共接待游客248.16万人次，同

期增长59.8%；实现旅游收入5.73亿元，
同期增长225.3%。仅31个乡村休闲旅
游村就接待游客43.5万人次，消费总额
达638万元。

【亲历者说】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委
员、统战部部长、副市长侯波

目前，济源拥有2个全国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示范点、5个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8个省级生态旅游示范镇、11个省
级休闲观光示范园区、20个省级乡村旅
游特色村、3家3A级乡村旅游景区、99
家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00家“济源人
家”区域公用品牌民宿农家乐经营主
体，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幅10%以上。

乡村建设，激活了乡村新业态、新场
景、新体验，营造出了富有济源乡村文化
底蕴的“沉浸式”新消费场景，带火了乡
村休闲旅游，锻造出乡村振兴新引擎。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济源将
坚持以思想之变引领发展之变，找准定
位、明确目标、理清思路，将“千万工程”
的好经验灵活运用到工作实践中，转化
为打造乡村振兴济源样板的思路方法
和生动实践，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强化
保障，全力推动济源乡村建设持续走在
全省前列！

八旬老艺人现身马街书会。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在守住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底线和历史文化保护线
基础上，我国明确村庄规划实施的“农民主
导”特征并坚持“多规合一”改革方向。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兵
22日在媒体座谈会上说，为贯彻落实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自然资源部、中央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
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强调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强化县域层面统筹、提升编制成
果质量、加强土地政策融合，引导农民广泛
参与，解决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存在的片面

追求“全覆盖”、成果质量不高、实用性不强
等问题，更好地支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

按照“发动农民参与+专业技术人员赋
能+在地规划人才培养”思路，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办要求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讲清“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与乡村产业规
划、旅游规划、乡村振兴规划、文创产品规
划等的区别；发挥村级组织作用，动员村民
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引导农村致富带头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
献计献策；建立乡村责任规划师制度，积极
培养在地规划人才。

我国明确“农民主导”实施村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