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2月 日

星期四 甲辰年正月二十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第4890 今日4版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29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李桂云 值班主任 杨利伟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代珍珍 版式 张峰 校对 陈群锋

赵昭 奏响乡村振兴新“牧歌”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人勤勤不负好春光 春春耕春春管正当时

□本报记者 焦莫寒 实习生 赵杰

在牛舍的监控中心，赵昭不时

查看牛群的活动情况，时刻关注牛

的生长状态。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

“三农”工作者，南阳市雅民农牧有

限公司总经理赵昭先后当选为第

十三届、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

以来，她一直围绕“三农”问题建言

献策。

2月 25日，刚刚过完元宵节，

赵昭忙着完善准备向十四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提交的相关建议。

赵昭是南召县太山庙乡冯庄村人，

2008年返乡创业。“回村创业时我

还是个小姑娘，那时我想回来为父

老乡亲做点事情，如今作为一名全

国人大代表，我的心愿更大，我要

继续尽好职，履好责，把百姓的‘急

难愁盼’、农户的心声呼声，带到全

国两会上，积极发展壮大现代农

业，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

富。”

因为常跟牛打交道，赵昭身上

也有着一股钻劲和韧劲，多年如一

日，她坚持走访群众，反映基层群众

呼声，解决农村发展难题。谈及履

职心得，赵昭说：“这对我来说，是压

力更是动力，把基层的声音和心声

带到北京，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赵昭表

示，她将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要

求，坚持产业技术创新，坚持走绿

色生态循环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继续为农业产业振兴贡献力量，同

时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推动

传统养牛事业由单一养殖向种养

结合的现代畜牧业转型。

“我希望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带

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带领乡亲们朝

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坚定地走下去。”

赵昭说。

□本报记者 曹国宏

2月26日，元宵节刚过，南阳白河岸

边一抹鲜红格外耀眼：一支高举党旗、胸

佩党徽、臂戴“党员巡河”袖章的队伍正

在巡河。

“垃圾不落地，白河入画来。”醒目的

横幅仿佛是一个誓言。南阳市白河治理

联合党总支的党员们一边捡垃圾，一边

向游玩的市民宣传河道环保知识，号召

大家一起爱水、护河。

“白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要像爱

护眼睛一样爱护它。”党员李起深情地

说。

这是南阳市将河长制工作与全域党

建深度融合，形成组织引领、党员带动、

群众参与的护河合力，共绘绿水青山新

蓝图的一个缩影。

求新思变 党员是护水“主心骨”

南阳地跨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

域，境内有白河、唐河、淮河、丹江四大水

系，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上河道266

条、水库561座，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

首所在地、京津冀豫地区后方“大水缸”，

也是千里淮河发源地。河湖治理和保护

任务艰巨繁重。

“但群众环保意识较为淡薄，乱堆、

乱占、乱建、乱采等河湖‘四乱’问题频

发，同时由于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支

部长期划区而治、各自为战，缺乏部门联

动和齐抓共管的治理合力，导致河湖治

理工作存在推进治理的整体性不够、协

同性不高、互动性不强等问题，河湖突出

问题难以得到及时有效推动。”南阳市河

湖事务中心副主任裴春峰如是说。

如何让党员在河湖保护工作中真正

“动”起来，效果“行”起来？

2020 年 5月，南阳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湍河市级河长李永率先提出并

牵头成立了湍河治理联合党委，沿河 3

个县级河长牵头成立了党总支，乡村建

立了党支部，形成了上下贯通、严密高

效的组织体系，通过发挥联合党组织优

势，凝聚各方力量，握指成拳，利用“全

域党建”新理念助推河长制工作从“有

名有实”到“有力有为”转变，系统推进

治理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性和互动性。

湍河流域“四乱”问题全面清零，河道面

貌大幅改善，初步打造了幸福河湖样

板。

星火燎原 铺开全民护水“一张网”

一时间“湍河经验”奏响了生态文明

建设新乐章，为探索全域党建及优化河

湖治理提供了南阳方案。

“河长+全域党建”模式迅速在全市

建立。

南阳市白河、唐河、淮河、丹江四

大水系总河长牵头成立 4 个市级河流

管护联合党委、8 个县区河流管护联

合党总支，5000 多名党员成为巡河护

河的坚强堡垒，以党员的先进性带动

广大群众护河的积极性，形成了全域

治水、全民护水、上下联动、左右互

动、齐抓共管、同频共振的河湖管护新

格局。

南阳市全域党建组织体系中既有

党委、党总支、党支部，还有各个党小

组，做到了全覆盖、无盲区。南阳市水

利局引导各采砂点建立联合党支部，吸

收四个责任人、属地乡镇村组干部、农

民党员加入，宣传采砂管理政策、化解

群众矛盾纠纷、监督实施生态修复，取

得了干部支持、群众满意的良好效果。

在联合党委的统一领导和指导调动下，

各县（市、区）围绕本地实际，厘清工作

思路，创新管理机制，制定出切实有效

的河湖治理与发展规划，实现了河湖治

理党建全方位引领、全领域统筹、全链

条覆盖新局面。

与此同时，通过明确定期巡河任务、

建立衔接配合机制、述职考核机制、投入

保障机制，确保“河长+全域党建”模式

得以规范高效运行。通过开展巡河督

导、专项督导、观摩督导等督导指导，及

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提升。

遍地开花 绘出美丽河湖“水墨画”

“通过打好全域党建‘组合拳’，一批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

解决，取得了河湖治理的显著成效。”南

阳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新春中

肯地说。

凝聚合力初显成效。在联合党组织

框架下，实现了横向的有效“扩链”，各级河

长单位、水利、林业、国土、公安、检察院等

相关部门共同参与，通力合作，变“单兵作

战”为“统一领导”，共同破解联审联批、协

同打击等难题，实现了交叉交接交汇处的

“补链”，解决了一些上下游、左右岸扯皮等

长期遗留问题。

“四乱”问题有效治理。在联合党组

织的引领下，各成员单位联合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联防联治，全面排查，建立台账，

切实做到“有一销一”。截至目前，通过明

察暗访、舆情反映、群众举报等途径获取

的案件线索，均通过省、市平台进行交办，

并已全部整改落实销号。

群防群治日渐升温。通过全域党建，

实现了纵向的有效“延链”，市县乡村四级

联动，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做深入细

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组织群众、

发动群众，真正把爱河、护河，变成沿河群

众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实现河湖治理

工作共管共治、共建共享。

南阳 支部建河上水清河又畅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崇
顺 李中贺）随着天气转晴，连日来，邓州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的四个技术

服务小组，奔赴全市26个乡镇，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苗情调查，结合当地气候、

土壤条件以及小麦品种特性，给群众讲

解春季小麦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

管理要点。

“天气回暖，小麦起身，麦田墒情、

苗情和病虫害情况一定要及时掌握。”2

月28日，邓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冀洪策介绍说，全市一、二类麦田面积

占比90%左右，比去年增加3%；平均亩

群体82.3万头，主茎叶龄6.5片，单株分

蘖 5.7个，单株次生根 9.3条，总体长势

好于去年同期。

“农技专家不但给我们带来了技术

指导，还带来了农业知识，接下来，我就

按照专家讲的，科学浇水施肥，争取今

年小麦有个好收成。”腰店镇种粮大户

王海波感激地说。

邓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还通过举办

培训班、发放技术资料等形式，积极服

务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种植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科学制定春管

技术措施，提供预防“倒春寒”等技术指

导。

冀洪策提醒农民朋友，春季气温回

升快、波动大，易发生春季冻害，要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做好防范措施。

本报讯（记者李燕 实习生陈炫羽
通讯员马学贤）2月 28日，在柘城县双

河街道农资经营市场，杀虫剂、除草剂

等农药商品琳琅满目，肥料、地膜备货

充足。小麦种植大户韩光说：“店里面

各种农资比较齐全，开春了趁着雪后墒

情好，专门来这里购买肥料给小麦追

肥，趁墒再喷洒上除草剂，争取今年小

麦大丰收。”

据悉，柘城县各农资公司提前备足

了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满足今年春

耕农业生产的需求。双河街道农资经

销商王会娟说，今年的化肥、农药、种子

等农资价格稳定，储备量比往年更加充

足，品类也比较丰富。

该县农业农村局还组织执法人员

对全县农资市场进行排查，积极宣传农

资打假知识，严厉打击各类售假制假、

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行为。

柘城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

中队中队长李国华说：“我们要求农资

经销商严把进货关、储存关、销售关，杜

绝假冒伪劣农资进入市场，确保农业生

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

员王世冰）“对于弱苗管理，应尽

早喷施地帮手加胺鲜酯，10天后

结合中耕划锄亩追施尿素10公

斤左右，并配施适量磷酸二铵，

以促进次生根生长，使苗情转化

升级。”2月28日，河南省科技特

派员晁豪在清丰县六塔乡前党

头村村民贾国泼的麦田里说。

受去年秋季持续强降雨影

响，清丰县小麦播期普遍推迟、

播期拉长。眼下正是小麦春季

管理的关键时期，晁豪提醒农

户，要以“增温促根促早发、防旱

防冻控病虫”为重点，狠抓促早

发、促升级、促转化，为夺取今年

夏粮丰收奠定基础。

晁豪介绍说，对生长基本正

常、群体适宜的二类麦田，可在

起身期结合浇水亩追施尿素 15

公斤左右，以促进穗花发育，培

育壮秆大穗；对一类麦田，肥水

管理应推迟至拔节期进行。同

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在寒流

来临前，及时进行灌水，以改善

土壤墒情，调节小气候，减小地

面温度变幅，预防冻害发生。一

旦发生冻害，要及时采取追肥浇

水、喷施地帮手等补救措施，促

进受冻麦苗尽快恢复生长。

本报讯（记者杨青）2月28日，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做

好春耕备耕、春季田管、“三夏”、秋

冬种重点农时期间肥料、农膜等农

资质量执法工作，从即日起至11月

底，我省部署开展 2024 年市场监

管领域农资打假专项执法行动，严

厉打击侵权假冒、质量违法、虚假

宣传等坑农害农违法行为，净化农

资市场秩序，切实保障我省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质量安全，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

行动要求，我省各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要强化对化肥产品生产

销售企业的监督管理，持续开展复

合肥料、磷肥、农用地膜等监督抽

查。做好抽检与执法的协调配合，

特别是对以往发现问题较多的企

业和产品，加大抽查频次，及时发

现查处违法行为。开展线上农资

违法行为专项监测，重点监测虚假

宣传、无照经营、商标侵权等违法

行为。压实网络交易平台相关主

体责任，督促落实资质审查、信息

公示等要求，进一步净化网络交易

市场环境。同时，加大违法线索摸

排，依托 12315 投诉举报热线、舆

情监测等渠道，特别是以往发现问

题多、群众投诉举报多的企业和产

品，加强数据分析，深挖案源线索，

迅速组织核查。

针对监管执法中发现的违法

违规行为，将依据有关领域法律法

规，迅速查处、严厉打击、及时曝

光，绝不姑息手软。对监督抽查、

巡查检查、媒体曝光、群众投诉等

发现的问题产品，上挖生产厂家、

下追销售流向，追根溯源，一查到

底。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2月 28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麦田管理暨病

虫害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分析

当前小麦生长形势，全面部署春季

麦田管理、病虫害防治、春耕备播

等重点工作。

副省长李酌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指出，夏粮生产是全年粮食

生产的第一仗，要充分认识抓好春

管春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把

握夏粮生产形势，结合苗情实际做

好麦田分类管理，强化气象灾害防

范，大面积开展单产提升，坚决防

止发生“割青毁麦”，打牢夏粮丰产

丰收基础。

李酌强调，今年我省病虫害形

势相对复杂，要突出防控重点，抓

住关键环节，坚持统防统治和群防

群治相结合，落实防治资金，严防

重大病虫害暴发流行，千方百计减

轻病虫害损失。要统筹抓好春耕

备播，稳定春播面积，抓好蔬菜生

产，保障农资供应，确保农业生产

大局稳定。要加强组织领导，跟紧

技术服务，及时宣传引导，形成狠

抓工作落实的强大合力，全力以赴

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扛稳扛牢粮食

安全重任。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 实习生

赵杰）2月 28日，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实事惠民生 聚力谋出彩”系列

主题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取证”这项

民生实事的落实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

我省深化农业领域“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探索构建农业职业

技能培训、评价、持证体系，全年完

成培训 58.3 万人，新增技能人才

32.4万人。

2023年我省积极拓展农民技

能培训内容，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

人社厅、省住建厅、省商务厅等部

门印发实施方案，分别围绕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供

给，开展农业从业者技能培训；围

绕转移就业需求，开展乡村劳务输

出重点人群技能培训；围绕乡村建

设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

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围绕农产品销

售，开展农村电商培训；围绕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开展脱贫劳动力技能培

训。其中，农业农村部门依托高素

质农民培育计划，培训新型农业经

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种养加销能

手、农村创业创新者、乡村治理及

社会事业发展带头人等 10.17 万

人，为乡村振兴培养了一支“生力

军”。

我省还积极创新机制，提高农

民技能就业水平，18.2万人获得了

农业职业技能证书；同时优化环

境，增强农民技能增收动力。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为促进

农资顺畅稳定流通，全力保障春耕

备耕生产，2月 28日，由省肥料协

会、省植物保护新技术推广协会主

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原农资双交会在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双交会参展商数量和展

会面积再创历史新高，展览面积超

3万平方米，涵盖肥料、植保、农药、

种子等农资上下游全产业链，汇聚

了安阳万庄、心连心、中农控股等

500余家优秀农资企业参会参展，

搭建一个深度链接农资上下游的

信息交流、产品交易、技术研讨的

平台。

本届双交会以“绿色、创新、合

作、共赢”为主题，立足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聚焦农

资行业新技术、新模式、新领域，多

层次、多角度展示农资行业的最新

发展成果，加强行业交流与合作，充

分发挥行业发展“风向标”、产品创

新“指南针”、供需对接“大平台”作

用，推动中原地区农资行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现代农业绿色生产和可

持续发展。

抓好春季田管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2023年河南农业领域
新增技能人才32.4万人

我省启动农资打假专项执法行动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一部以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平顶山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将

于3月 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记者

2月27日在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消

息。

《平顶山市传统村落保护条

例》共二十七条，突出地方特色，体

现小切口特点，正确处理政府主导

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当前与

长远的辩证关系。

目前，平顶山市共有 37 个村

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175个

村落入选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数

量均居全省第一。其中郏县还入

选了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县。临沣寨、马街村、鹁

鸽吴村等一大批特色传统村落备

受关注。

《平顶山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

的颁布实施，对加大该市传统村落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合理利用传统

村落资源价值，以保护促发展，以发

展强保护，实现传统村落活态传承

具有重要意义。

平顶山市传统村落
有了保护条例

第二十一届
中原农资双交会开幕

专家进田授技术

农资市场储备足

引导农户科学春管

柘城县

邓州市 清丰县

2月28日，在武陟县三阳乡付村麦田，农民驾驶农机为小麦追肥。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王琳锋 摄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记者28日

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人

居环境持续改善，2023年全国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超过7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

控）率达到 40%以上，生活垃圾得到收运

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90%以上。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

2023年我国总结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力有效。各地深入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补上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全国开展清洁行动的村庄超过95%，

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方案（2021-2025 年）》，到 2025 年，农村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

设取得新进步。其中，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稳步提高，厕所粪污基本得到有效处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断提升，乱倒乱排

得到管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

明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现生活垃圾分

类、源头减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显著

提升，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

2024年有关部门将务实推进乡村建

设行动，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取得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