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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范亚康 陈思远 刘剑飞

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邮政局近日公布的

第四批“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名单上，西峡县位列其

中，这是该县“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西峡县坚持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繁荣县域经济、

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来抓，围绕“建设好、管理好、养

护好、运营好”总体目标，强规划、抓建设，强管理、重养护，

强服务、重运营，基本形成以县道为骨架、乡道为支线、村

道为脉络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实现与国省干线公路及城

市道路有效对接互通的良好格局，为西峡县加快推进乡村

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四通八达 助力百亿产业

双龙镇是西峡县香菇主产区，在该镇松林菇业公司内，

两辆叉车正将一箱箱刚刚封盖装箱的香菇罐头往货车上装

运。4月8日，松林菇业公司负责人朱峰向记者介绍道：“这

批香菇罐头用货车直接从车间拉走，沿着村村通和乡道直

达双龙高速口，半天就可以抵达郑州海关进行出口检验。”

双龙镇地处西峡北部山区，曾因交通不便，道路崎岖，

成了制约香菇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7年以来，随着县

镇村三级公路的快速发展，全镇村村通公路工程全面覆

盖，不仅打通了乡镇交通的“任督二脉”，还为当地经济腾

飞插上了翅膀。2023年，双龙镇得益于香菇产业的发展，

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十亿元镇。

“以前我们收香菇骑着摩托车或者自行车，一天下来，

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回想起当年的路况，作为双龙镇香

菇产业带头人，王庆来不仅见证了山区道路的变迁，还创

办了河南伏牛山百菌园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壮大产

业。“路好了，交通发达了，创业发展就有动力，我在老家创

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区道路的改善。”

产业沿着公路走，公路带动产业兴。西峡县农村公路

总里程达 2881公里，全县 16个乡镇均通三级以上公路，

2190个 20户以上自然村通上了硬化路，在公路全覆盖的

基础上，该县还积极探索“四好农村路”+农村产业+乡村旅

游+电商物流等新业态，拓展农村公路服务附加值，四通八

达的交通路网格局已成为“菌果药”三大特色产业发展的

有力支撑，三大特色产业年综合产值超过300亿元，贡献

农民收入超过80%。

阡陌交通 引领千村美丽

从西峡县城出发，沿着一条洁净平坦的乡村公路一路

向西，不到二十分钟就来到了五里桥镇黄狮村，这里绿树

掩映，花团锦簇，有干净气派的农家小院，还有一望无际的

猕猴桃园，构成了一幅“人在景中、如在画中”的乡村画卷。

西峡县将乡村公路纳入乡村建设规划，坚持建管并

重，大力落实路长制，将公路维护与人居环境整治同要求、同部署、同检

查，明确专人负责，一条条乡村公路成为贯通城乡的亮丽风景线。“路好

了，来玩的人很多，我们这里一天到晚和赶集一样，非常热闹。”黄狮村党

支部书记张青云说。

便捷的交通拉近了乡村和县城的距离，五里桥镇前营村、丁河镇木寨

村，回车镇陡沟村等一批特色村，成了群众傍晚游、近郊游、周末游的首

选，观光游、采摘游、骑行游应运而生。“我很喜欢这里，路好，交通也方便，

每天下班来这里转一圈，看看风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感觉神清气爽。”

在县城上班的徐小娟说。

西峡县精心打造美丽农村路95公里，乡村示范路400余公里，县道

优良路率达95%，乡道优良路率达80%以上，村道优良路率70%以上，行

政村全部通班车（公交），同时完善标志标牌及安全防护设施1136公里，

使农村公路建设与优化城镇布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农民安全便

捷出行相适应。

在“四好农村路”的带动下，西峡县的乡村建设如火如荼。村民们积

极参与，通过整治环境、美化家园，每个村庄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成

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目的地。

曲径通幽 造就万户富足

“过去路难走，山货卖不出去，现在路通了，客商跑上门。”家住桑坪镇

横岭村鲁家墁组的鲁永伟说。鲁永伟所在的横岭村是一个躲藏在伏牛山

深处、离县城100多公里的小山村，因一道横着的山岭隔断了与外界的联

系而得名。过去通往村组的路全是土路，别说通车，就是挑货步行也很艰

难。这样的情形下，横岭村几乎与世隔绝。

怎么办？修好道路，才能找到出路。2015年，在政策的支持下，横岭

村党支部书记赵书华带领全村村民，修通了3公里村道、10余公里入组道

路，在便利交通的加持下，村里的农产品走了出去，外地产业也引了进

来。2023年，靠着山茱萸、连翘等中药材种植，鲁永伟收入近20万元，横

岭村山茱萸收入400余万元，连翘收入15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50万元，驶上了增收致富的“快车道”。

目前，西峡县20户以上的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所有行政村有了直

通班车，镇村“一元票价”小公交车惠及111个行政村约15万山区群众，

“快递进村”覆盖率100%。“四好农村路”的发展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创业，开农家乐、种植特色农产品、从事农旅融合……2023年，

西峡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4067元，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2376元、

4014元，“四好农村路”铺就了群众的致富路。

下一步，西峡县将继续在抓巩固、促提升、创特色上狠下功夫，全面优

化路网结构，提高建设质量，完善管养机制，提升服务能力，把“四好农村

路”创建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以交通力量助力民富县强

幸福西峡建设。

□本报记者 董豪杰

4月9日，唐河县张店镇轩航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的仓库里，几十架农业植保

无人机已经整备完毕，墙上大大的标语

写着：农闲时节农机不闲，检修保养枕戈

待旦。

公司相关负责人刘党说：“即将进入

小麦病虫害防治关键期，我们已经做好

农机具等各项准备。”

位于豫南的唐河县，小麦已陆续进

入抽穗期。纵观全省，8500 多万亩小

麦已陆续进入生产管理中后期，也是病

虫害防控、防灾减灾的关键时期，能否

实现夏粮丰产丰收，这一时期至关重

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是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做好‘三农’工作、夺取粮食和农业丰产

丰收意义重大。”4月9日，在全省小麦重

大病虫统防统治暨防灾减灾救灾现场会

上，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

记、厅长孙巍峰说，要切实抓好以赤霉病

为主的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坚决

打好这场突击战，努力实现“虫口夺粮”，

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守好“南大门”阻击“两病”北移

唐河县地处河南防控条锈病的“南

大门”，也是全国阻击小麦条锈病的主战

场。

今年 3月初，淅川县首次发现条锈

病，目前已在多地见病，豫南偏重流行风

险增加。据气象部门预测，4月中下旬，

我省有多次降雨过程，与小麦抽穗扬花

期吻合度高，赤霉病在信阳、南阳、驻马

店、周口、漯河等地重发流行风险高，其

他麦区也呈偏重流行态势。

在唐河县桐寨铺农技推广区域站

里，通过大屏幕，可以实时监测当地麦田

的病虫害信息。利用田间的虫情测报系

统、孢子捕捉仪等病害测报系统，只需动

动鼠标，就可以查看任意麦田的病虫害

种类、数量，气传病害孢子等情况，给科

学分析研判病虫害提供便利。

“通过专业化统防统治监管平台，可

以实现田间农机具的实时监测，能够清

晰地看到机具作业时的行进速度、高度，

喷洒浓度、喷幅等信息，确保作业科学有

效。”唐河县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人员胡小

丽说。

抓关键点，打主动仗，全力狙击“两

病”北移。目前，唐河县抽调农技人员

280名，组成25个技术指导组，包乡到村

开展技术服务。全县400余家植保服务

组织可随时调集 1000架以上植保无人

机开展飞防，10天左右即可对全县210

万亩小麦防治一遍，病虫害统防统治能

力大幅提升。

坚决打赢病虫害防控突击战

距麦收只有不到50天时间，全省小

麦生产面临病虫害、干热风、干旱、连阴

雨天等多个关口，从现在到5月初，是小

麦条锈病、赤霉病防控的关键时期，窗口

期短、防治任务重。

有效防治病虫害，监测预警是基础，

全省8500多万亩小麦，各地情况千差万

别。省农业农村厅将启动病虫害防治日

报制度，动员各方力量，发挥187个病虫

害智能化田间监测点作用，及时发布短

期预报和防治警报。

据了解，今年3.89亿元“一喷三防”

资金、预拨的8000万元病虫害防控资金

已经下达到县，全省18个小麦生产专家

指导组将继续分包 17个省辖市和济源

示范区，会同当地技术人员开展指导服

务，确保关键措施落实到位。

针对气象灾害多发频发的严峻形

势，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全省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必须牢固树立“防灾就是增产、减

损就是增粮”的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

抗救相结合，确保夏粮生产安全。

“病虫害防治、防灾减灾贵在迅速、

要在组织、成在精准，全省上下要迅速行

动起来，坚决打赢这场硬仗，确保夏粮丰

产丰收，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5

周年。”孙巍峰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贾晗）装

满药箱、定好路线、遥控指挥……4月 8日，在淮滨

县王店乡沙坝村的一处高标准农田内，飞手轻点手

机，植保无人机一起一降，一个小时内就完成了

400多亩麦田的农药喷洒任务。

“我今年种了460亩小麦，现在正值春管关键

期，自己没有这么多机械，河南昌佳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植保无人机多，人也

多，服务也到位，极大

地降低了我们

的 机 械 使

用成本。”当地种粮大户吴松江说。

在淮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建立，不断改

变着农业经营方式，托管服务也由“耕、种、管、收”等

“产中”环节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拓展出农资

直购、提供配方肥和订单加价回收、代烘代储等一系

列服务。

“老张，我今年这700多亩地的秧苗和测土配

方肥都给我备好！”“老规矩，在我这订的秧苗我给

你免费机插，免费提供后期管理服务。”在台头乡何

庄村，种粮大户谢实营急匆匆来到淮滨锦绣江淮现

代农业有限公司，三五句话间，双方就签订了764

亩机插秧水稻秧苗订单协议。

淮滨锦绣江淮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是该县最早

建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具备良种供应、代耕

代种、统防统治、粮食收购、仓储加工、农技培训等

综合性服务功能，辐射周边6个乡镇，土地托管服

务能力半径达10公里以上。

“我们公司拥有大中型农业机械260台套，托

管了全县各乡镇土地近30万亩，通过全程土地托

管的模式，每亩种子、肥料、农药能节省成本16%左

右。”该公司负责人张锋介绍道。

作为全国弱筋小麦第一县的产粮大县，近年

来，淮滨县因地制宜开展托管服务，引导小农户广

泛接受社会化服务，有效解决了“无人种地、耕地撂

荒、农户种植效益低”等问题。目前，淮滨县共创建

农业社会化服务市级示范组织6家，为上万农户提

供小麦生产管理服务，全县84万亩冬小麦农业社

会化服务面积达95%以上。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李岩）“今年雨水

充足，底墒好，小麦长势好，孕穗

足，预计亩穗数比往年要高一些，

差不多每亩能达40多万穗。”4月

8日，商丘市梁园区农业农村局

农技专家张新芝和植保专家陈杰

到李庄镇商丘市志诚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麦田查看小麦苗情墒

情，并对麦田水、肥、病、虫等有关

情况进行技术指导。

在绿油油的麦田里，张新芝

和陈杰蹲下身，掐几棵麦苗，一层

层剥开薄薄的叶片，只见嫩绿的

麦穗已经成形。该合作社负责人

闫照峰期待地说：“今年的收成咋

样，就看麦田管理了！”

沿着垄间的小路，张新芝一

边认真查看小麦的情况，一边开

出小麦春管良方。她说：“拔节孕

穗期是需肥的高峰期，也是保分

蘖、增粒数的关键期，要施好拔节

孕穗肥、浇好拔节孕穗水，预防倒

春寒，做好‘三病两虫’的防治。”

小麦要增产，三分靠种，七分

靠管。闫照峰说：“啥时候施肥、

浇水，农技人员都会及时指导，让

我们底气很足。”

“现阶段要注意小麦扬花期

赤霉病的防控，见花打药，一定要

做好病虫害的预防。”陈杰给闫照

峰特别交代道。

目前，梁园区 45.2万亩小麦

正处于拔节孕穗期。为确保小麦

春管工作科学有序进行，梁园区

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分组深

入田间地头，因地制宜指导农户

科学种植，讲解小麦春管和减肥

减药技术要点，助力农业生产降

本增效。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周战民）4月 9

日，在长葛市南席镇西街村，一辆满载化肥的货车

正停在路边卸货。据了解，这是长葛市供销社为

农服务中心为当地种植大户整车配送的化肥，将

农用物资直接送到田间地头，降低了周转运输费

用，让农户享受到更方便快捷的服务。

该中心业务经理刘西焕告诉记者，他们每天

出货量100吨左右，当天为农户提供了80多吨的

货源。

据了解，长葛市为农服务中心由长葛市供销

社联合河南中州大化肥业有限公司、长葛市学槐

植保合作社共同组建，重点专注农业社会化服务，

在农资保供、测土配方、配方施肥、科技保障、农机

保障、粮食贸易等农业生产方面，为农民群众提供

“耕种管收”技术指导和大田托管服务。

2023 年以来，长葛市供销社在该市各乡镇

（街道）设立29家省级政府化肥储备供应点，开展

土地托管面积8.2万亩，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14.4

万亩；同时结合农田土质，因地配方，为56家个体

及种植大户制订科学配方施肥方案，定期指导农

户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今年春耕生产期间，长葛市供销社持续发挥

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共设立化肥储备配送中心

6个、村级储存点近200个，完善化肥稳价保供协

调机制，全力开展春耕农资采购、调运、储备和供

应，为春耕生产备足“粮草”。目前总储备量约

5000吨，年供应量可达16000吨以上，满足全市

春耕农资需求。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孙亚旭）4月 9日，记者从襄城县教

育体育局获悉，在近日教育部公布

的2023年“基础教育精品课”名单

中，襄城高中王葵歌执教的《氨》、襄

城县茨沟街道常庄中心小学代延平

执教的《走进春天》两节课例入选

“基础教育精品课”（学科课程类）

“部级精品课”。

“基础教育精品课”是目前全国

教师赛课的最高奖项之一。襄城县

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党

召告诉记者，2023年“基础教育精

品课”评选，全国共计6万多所中小

学校22万余名教师课例参赛，河南

省共计入选 127节，襄城县有 2节

课例成功入选。

近年来，襄城县着眼未来数字

教育发展新趋势，科学评估教育信

息化项目，启动“智慧校园建设工

程”，全力推进智慧黑板、录播教室、

云机房建设。截至目前，该县已有

6所学校被河南省教育厅命名为数

字校园标杆校。

襄城县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井卫东表示，襄城县将聚焦襄

城教育发展新形势，持续探索塑造

教育新优势的数字化路径，纵深推

进数字化课堂教学改革，以智助学，

以智助教，以智助研，以智助管，努

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满足人民

群众对教育的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张坤）4月 10日，记者从心连心化

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心连心公司）获悉，近日，全国总

工会、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通

知，确定100家单位为2023年全国

“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新乡县心连

心公司榜上有名。

近年来，心连心公司认真贯彻

落实《推进用人单位提供托育服务

工作方案（试行）》，积极完善各项管

理制度，坚持将开展托育服务作为

减轻职工负担、吸引企业人才的重

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心连心幼儿园建于

2013 年。2020 年年底，心连心公

司工会依托心连心幼儿园将 3~6

岁学前教育延伸至 0~3 岁托育服

务，增设1~3岁婴幼儿托育照护服

务，累计招收 3岁以下婴幼儿 300

余名，公司职工子女占69.4%，为的

是从根本上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实现工作、带娃“两不误”。

心连心公司工会将继续发挥组

织职能，不断提高托育托管服务水

平，推动国家生育政策扎实落地，为

构建生育友好型、家庭友好型单位

和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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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在沁阳市柏香镇南王村，沁阳市农机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将联
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发放到农机手手中。目前，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2024年
农机跨区作业证发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讯 春满神州百花艳，香飘河洛牡

丹香。4月 9日晚，作为第 41届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主体活动之一，2024年“神州

春色”全国春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隋唐

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举行。

河南有啥吸引人的地方？到洛阳能玩

啥？

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文旅文创融合

战略，塑造了“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新品

牌，持续推动休闲游、演艺游、美食游、研学

游等新型业态快速发展，为广大游客带来

老家不“老”、文化常“新”的全新体验。

洛阳是牡丹花都、北国花城，山川锦

绣、美景如画，五千年文明璀璨，十三朝帝

都定鼎，“古都夜八点”激活新消费，沉浸式

文旅带来新热点。

走进诗画洛阳，便回归到了自然田园，

可享受春和景明的山水之旅；可探源最早

中国，穿越盛世隋唐，体验春雨润心的文化

之旅；能感受潮流时尚，放飞青春梦想，畅

游春光灿烂的时尚之旅。

活动现场，著名文化学者蒙曼进行视

频推介；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春季优质旅游

产品和特色旅游线路，为大家赏春景、品春

味、享春趣提供更多选择；河南、甘肃、新

疆、天津等 12个省（区、市）进行文化旅游

推介，向大家发出春天的邀约。

（许金安 王井田）

趁此春光游山水逛田园

全国春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