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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一号文件解读 ⑤

□本报记者 王侠

如何进一步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何将美丽

环境变现，走出乡村建设的“河南路

径”？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列出“任务

清单”，指明发展方向。

近年来，我省学好用活“千万工

程”这一生动教材，大力推进乡村建设

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目前河南省农村垃圾基本实

现日产日清，已建设“美丽小镇”500

多个、“四美乡村”1万多个。同时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和

美乡村建设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在

“美丽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美丽经

济”，“美丽环境+乡村旅游”“美丽环

境+特色产业”……依托优良环境，让

“千万工程”的河南样本不断涌现，开

新花结新果。

美丽风景+乡村旅游
将高颜值转为高产值

青山环抱、风车转动，粉色的观光

小火车奔驶在田间，游人乘坐热气球腾

空游玩……5月5日，汝阳县“三屯稻田

小镇”成了大人、小孩流连忘返的乐园。

“在抖音搜‘三屯稻田小镇’，仅需

1.1元就可入园游玩。”汝阳县三屯镇党

委副书记汪岩峰说，“今年我们在1200

亩油菜花盛开之际，举办了首届‘花海

盛宴共享春光’乐享东保首届油菜花

节。花节期间，汉服走秀、马戏团表演、

观光小火车、升空热气球等众多项目，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赏花。”

近年来，汝阳县在持续巩固“治

理六乱、开展六清”集中整治成果的

基础上，种花植树，大力推进“龙乡花

海”项目建设，围绕县域主要旅游线

路，打造“花墙”“花路”“花海”，实现

了四季有景，景色各异的“花海”景观

效果，除村庄田园的景区化提升外，

还围绕研学文旅做文章，成功举办了

稻田音乐节、油菜花节，让“龙乡花

海”成为吸引游客纷至沓来的网红新

名片。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进生

活污水垃圾治理和农村改厕，完善农

民参与和长效管护机制，探索可实

施、可推广、可持续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新模式。那么如何拓展农业多

种功能，探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模

式呢？

围绕农田做文章，“种粮食”也可

以“卖体验”，把田园风景转化为“美丽

经济”。春天油菜花开、夏天风吹麦

浪、秋天柿子火红、冬天麦苗青青……

一年四季的田园风景吸引了大量城里

人来游玩体验。洛阳牡丹、南阳月季、

宁陵梨花……今年 4月，百花竞放引

来人潮涌动，各地民宿、酒店入住爆

满，农产品热销，中原大地以花为媒，

带火乡村游，唱响“花经济”。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麦穗，很震

撼！”5月 8日，在信阳市平桥区肖王镇

梁湾村中国信阳超级小麦育种试验中

心，看到麦田里培育的超级小麦新品

种，几位参观者说。

当日，中国信阳超级小麦新品种新

闻发布会在该试验中心举行，来自平桥

区委、区政府的相关领导，农业科研人

员，各育种基地负责人和种粮大户等相

关人员参观研讨。

试验中心200亩麦田里，硕大饱满

的麦穗随风摇曳，长势喜人。“从目前的

小麦长势看，丰收已成定局。”中国超级

小麦研发人程魁说。

平桥区委副书记耿传清说：“去年，

平桥区和程魁超级小麦研发机构合作，

引进了超级小麦，因为信阳雨量充沛、土

壤肥沃、昼夜温差不大，适合小麦种植。”

据程魁介绍，目前，该试验中心引进

的有小麦 670 号、小麦 669 号、小麦

919、杂青麦33号、小麦28号、北麦939

号、小麦高麦96号等17个新品种。小

麦亩产可达700公斤~1000公斤，穗长

达12~30厘米、较普通小麦长2倍，穗

粒85~260粒、较普通小麦多3倍，千粒

重50~100克。超级小麦系列品种属半

冬性中筋小麦，生育期225~230天，矮

秆大穗，抗倒伏，抗病虫害能力强。

“平桥区牢固树立粮食安全理念，

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给予超级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繁育工作

大力支持。”程魁说，在该项目的引进和

实施过程中，平桥区委领导担任项目建

设首席服务官，区农业农村局、肖王镇

主要负责人担任联络员，区发改、气象、

水利、财政、乡村振兴等多部门密切配

合，在项目立项审批、政策支持、气象服

务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同时，在强化技术指导服务上，

市、区两级农技、植保、农机、气象专家等

组成联合专家组，配合超级小麦育种专

家及基地负责人高级农艺师钱峻峰，对

育种中的播种、施肥、浇水、防寒、除草、

防病虫害等方面给予技术指导服务，全

力保障超级小麦品种茁壮生长。

在优惠的政策支持和高效的服务保

障下，试验中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新品种培育从有到优，目前该试验中心

可繁育超级小麦优良种子180吨以上。

据了解，中国信阳超级小麦育种试

验中心计划总投资5000万元，建成区域

性超级小麦育种试验中心。2024年实施

一期工程，计划总投资2000万元，建成种

子研发中心、育种试验室、种子加工厂、种

子仓储房等4000平方米，建成超级小麦

育种试验基地200亩。

据了解，2024年年底，试验基地计划

扩大到3000亩，争取三年内将平桥区打

造成全国最大的超级小麦育种基地。

让“千万工程”的河南样本不断涌现

平桥区打造区域超级小麦育种基地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 张萍萍

5 月 6 日，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祝

楼乡新阳村，河南省甘薯杂粮产业技

术体系示范基地里，育苗大棚内一株

株嫩绿的红薯苗长势良好，绿意盎

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薯类研究

室科研助理乔守晨正在查看红薯苗

长势。

“红薯苗刚剪过一茬，发往了开封

和甘肃。”乔守晨告诉记者，与传统薯

苗相比，薯苗脱毒后生产的种薯、种苗

几乎不带病毒，种植到大田后，植株长

势旺，田间发病率显著降低，产量和品

质显著提升，销路很可观。

新阳村是小浪底水利工程洛阳

市新安县移民安置新村，因毗邻河南

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

地，又位于中原农谷核心区，地理位

置优势突出。乘着中原农谷建设东

风，新阳村也不断触及新领域，迈上

新台阶。

“我们村在 2023年，成功引进了

河南育薯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个

公司专业从事红薯苗的繁育工作，不

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专业知

识，还为我们村的红薯产业注入了新

的活力。”新阳村党支部书记刘新克

说。

截至目前，新阳村建设了22亩育

苗基地，包含3栋温棚和6栋冷棚，这

些设施为红薯苗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

环境。

坐拥中原农谷种业“高地”和省农

科院的科研、人才优势，新阳村的红薯

产业蓄势待发。

“我们的种苗都是农科院提供的，

离这不远就是他们的实验室，专家几

乎每天都会来基地查看薯苗长势，随

时提供技术上的帮扶指导。”刘新克表

示，今年村里将再建设 2栋温棚和一

座可以储存50万公斤的红薯窖，提高

红薯储存能力，确保红薯的新鲜度和

品质。

种子创新，本质上是种业科技的

创新。近年来，新乡市聚焦中原农谷

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神

农种业实验室、河南现代农业研究开

发基地等一批项目落地，牢牢扛稳粮

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科技创新发

展。

“希望以后提起中原农谷，大家都

能知道新阳村的脱毒红薯苗。”刘新克

表示，新阳村后续计划引进红薯深加

工企业，形成完整的红薯产业链。同

时，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提供

技术支持和培训，带领大家做好红薯

育苗和种植工作，提高红薯的产量和

质量。

··日志日志

农谷育苗忙 焕发新“薯”光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实习生 朱欣童

5月 5日，记者前往太行山南段的

辉县市南村镇南村北村，山峦间满目的

绿，令人陶醉。

走进南村北村的新乡市草木堂中

药材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已经和连翘

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总经理孙海全，现在

他儿子也接手了中药材生意，父子合唱

“连翘经”。

“我最近忙着去跟周边的农户做宣

传，带动老百姓一起种植中药材，打造

连翘品牌，带动大家致富增收。”提起连

翘，孙海全有说不完的话。

南村镇的连翘缘何可以打造品牌，

做成产业？

“南村镇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

非常适合中药材种植，连翘等药材种植

面积达 5000多亩，山上野生的连翘更

是数不胜数，一年单连翘这一项的销量

便可达1500吨。”孙海全介绍道。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优

势，辉县市境内孕育着 1017种品质上

乘的道地药材，野生面积达 100 余万

亩，年产量10万吨以上。其中山楂、连

翘、柴胡（北）等中药材种植面积和产量

及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形成了连翘、

山楂等道地药材市场，素有“天然药库”

之称。

如何让“天然药库”焕发新的生

机？辉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

展，以科研优势赋能产业发展，实现产

业向高端迈进。

“我们有片剂、丸剂、颗粒剂等 11

个剂型 142个批准文号。”河南省百泉

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琴说，“公司正

在与浙江大学、郑州大学进行合作，共

同对经典名方当归补血汤和芍药甘草

汤进行研究开发。”

（下转第二版）

据新华社银川 5月 8日电 8日，记者

从水利部在宁夏固原市召开的农村供水高

质量发展现场会上获悉，水利部将以县域

为单元，全面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

设和管护模式，即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

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建设，因地制宜实施小

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改造，并实施县域

统管、专业化管理全覆盖的管护模式，加快

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现场会上表示，

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要优先推进城乡

供水一体化建设，在大型引调水工程沿线

和大中型水库周边地区尤其是城市近郊地

区，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能联网尽联

网、能扩网尽扩网、能并网尽并网，最大程

度实现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监管、

同服务。

对城市供水管网短期难以延伸覆盖的

地区，要发展集中供水规模化。在人口集

聚的乡镇，尽可能规划建设“千吨万人”供

水工程，以此为中心辐射分散用水户，最大

限度扩大规模化供水范围。

他同时要求，对确实无法纳入城乡供

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的地区，因地制

宜推进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不落一

户一人，确保农村供水工程全覆盖。

加快推进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
让城乡共饮“放心水”

辉县中草药 长成大产业

从一号文件看河南“优特”农业新路径 ⑤

本报讯 （记者刘景
华 通讯员张海军 李若
飞）5月 7日一大早，卢

氏县东明镇东明村残疾

人陈红娜家里来了几位

“亲人”，他们是县残联

的工作人员和家政服务

人员。一到陈红娜家，

他们就开始为陈红娜洗

头、洗衣，打扫室内卫

生，清理院内垃圾，一个

多小时后，陈红娜家里

里外外焕然一新。

39岁的陈红娜，四

年前因一场大病导致智

力障碍和瘫痪，丧失了

生活自理能力，成为二

级重度智力残疾人，日

常生活依靠 60 多岁的

老母亲照料。今年以

来，卢氏县残联开展残

疾人“阳光家园计划”居

家托养服务，陈红娜成

为受益者。

卢氏县残联对县域

内精神、智力和重度肢

体残疾人户，采取“一摸

底、二定项、三服务、四评价、五回

访”的工作方式，深入乡村残疾人

家中调研摸排，确定“阳光家园计

划”服务对象64人，委托家政服务

机构人员每月两次、定期到残疾

人家中开展居家托养服务。“阳光

家园计划”根据每个残疾人家庭

的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服务项

目，主要是室内外及衣服被褥家

居清洁服务，修剪指甲、理发等个

人清洁服务和心理慰藉等居家托

养服务。

卢氏县“阳光家园计划”居家

托养服务抚慰了每一个重度残疾

人家庭，温暖了每一个残疾人的

心，形成了“托养一人，幸福一家、

影响一片”的良好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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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王金
玲）“我把俺的名儿也写上，俺也能为

村里出一点力。”5月 7日，淇县桥盟街

道余庄村王树青老人，在村规民约倡

议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因建立村规民约，需要召开全体

村民大会，全村男女老少600余人齐聚

村党群服务中心，大家热烈交谈着，其

乐融融。

这是淇县开展组织动员力提升行

动具体实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淇

县在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

行动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

这一关键性因素，实践证明，只要把广

大党员群众有效组织起来、动员起

来，必会将涓滴之力聚合成强大动

能。

2024年 4月，淇县县委组织部制

定了《关于在全县村级党组织中开展

组织动员力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

在全县推行通过“吃一顿大锅菜”“听

一场大戏”“赶一场大集”“包一次饺

子”等接地气的形式，充分利用节假

日如春节、清明、国庆等节假日，邀请

长年在外工作生活的游子回到家乡，

组织召开全体村民大会，由党支部书

记带头讲方向、谈规划，邀请全体党

员群众共商发展大计，让每个人切实

感受到村（社区）的发展与自身利益是

息息相关的，激发大家主动参与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三十多年了，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了，今年暑假我准备带着全家人回来住

几天，让我孙子看看家乡的模样，看看

我们老贾家的根！”在黄洞乡鲍庄村“吃

一顿大锅菜”村民大会上，长年在外地

生活的贾金保激动地说。

截至目前，全县已经有18个村召开

了村民大会，并借此机会大张旗鼓地表

彰“乡村突出贡献奖”“最美团队”“五美

庭院”“村级功臣”“拾金不昧好人”等村

级先进群体和个人，让群众对身边的好

人好事“看得着、摸得着、够得着”，倡

导睦邻友好、乐于奉献、尊老爱幼的文

明新风；同时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公布，

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

监督权，推动村级事务在“阳光”下运

行，树立“村兴我荣、村衰我耻”的集体

荣誉感。

“下一步，淇县各村级党组织将进

一步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

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群众凝聚在

党的周围，为高水平‘品质淇县’建设

汇聚磅礴力量。”淇县县委书记杨建强

表示。

5月8日，宜阳县盐镇乡克村村，村民正在麦田里套种辣椒。近年来，该县不断探索麦椒套种模式，发展数字化、规模化、集约化麦椒套种10万亩。田义伟 摄

把村民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
淇县积极提升村级党组织组织动员力

5月8日，商丘市梁园区刘口镇西刘村，果农在采摘樱桃。近年来，刘口镇大力发展
以大樱桃、水蜜桃为主的特色产业，其中西刘村大樱桃种植面积3000余亩，吸引周边群
众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本报记者 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 邢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