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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雅琳 马丙宇 刘亚鑫

黄河北岸的新乡县，土壤肥沃、气候适

宜，是小麦良种繁育的“风水宝地”，也是中

原农谷西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县每年麦播面积30.5万亩，其中有20

万亩都是在繁种，年生产小麦种子约2.2亿

斤，为全国近千万亩耕地播撒丰收的希望。

让这片沃土更为自豪的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70多年里，史来贺与刘庄村、刘志华

与京华村、梁修昌与龙泉村、张泽桥与张青

村、陈来胜与东大阳堤村、姜磊与大召营村、

曹殿印与曹庄村……一个看一个，一个比一

个，一个学一个，先进辈出、代代传续。

麦收时节，记者走进新乡县，走近可学

习的“名书记”、可触摸的“名村庄”、可感知

的“名企业”，寻找一个答案。

全县全县178178个村个村 选中选中55个个““领头羊领头羊””

“这关键、那关键，建强班子最关键；这

道理、那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问题、那

问题，群众至上没问题……”

“做群众工作，用好用活‘访、定、选、联、

帮、建’六字法就能事半功倍。”

5月 16日，在新乡县翟坡镇东大阳堤

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来胜的“小

院课堂”开讲啦！记者听得仔细、记得认真。

生于1956年的陈来胜原在新乡县粮食

系统工作，单位改制后，他2005年下海创办

了新乡县第一家快递公司，年收入20万元。

而此时的东大阳堤村，宅基地纠纷、邻

里矛盾突出，村民们唉声叹气，产业不明，饮

用水不安全，村子贫穷落后。

2008年5月，陈来胜作出了一个重大抉

择：放弃自己蒸蒸日上的生意，回村担任党

支部书记。父母、妻子都不理解，劝他改变

主意，他说：“看看咱县的刘庄、京华、龙泉，

学学史来贺老书记，我也要把咱村变个样！”

“当时也是快要收麦了，群众急得到处拦

过路的收割机，我就想，回村要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由村里组织统一收麦。可村账上没有一

分钱！”陈来胜说。2008年5月31日，开镰收

麦，每亩机收费40元，陈来胜拿出自己的几

万元积蓄，补贴给种地的乡里乡亲。

从那一年开始，村里每年的夏收、秋收都

由村集体统一组织免费收割。陈来胜又多方

筹资100多万元，打了一口180多米深的水

井，让全村400多户群众吃上了干净水。

东大阳堤村的集体经济一直很薄弱。

陈来胜从解决村里砖瓦窑厂的承包问题入

手。经过民主协商小组多次反复交涉，承包

人终于交出了土地。仅此一项，每年可为村

集体增加收入20多万元。

之后，他又分“三步走”迅速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一是对外承包闲置企业，先后将腾

飞公司、面粉厂、胶丸厂、食用油厂、化工厂、

窑坑荒地等进行重新组合，使之正常运转，

发挥效益，年增加收入80余万元；二是做好

招商引资工作，先后引进13家企业；三是和

周边企业合作，优先招用本村劳动力，促进

了村民就近就业。

16年来，陈来胜带领村“两委”班子，把

一个“软弱涣散”的“后进村”建设成村集体

年收入 300万元、人均年收入超过 3.3万元

的“先进村”、乡村振兴的“标杆村”。

“我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还能当干部，而

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说到自己的“从政”

经历，曾是瓦工的黑脸壮汉——七里营镇曹

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殿印，发出

爽朗的笑声。

“一年换一个书记，村集体欠债90多万

元，村民经常丢失财物，从1967年到我当选

的 2002年，村里一共才发展了 3名党员。”

面对这样一个落后的烂摊子，曹殿印“磨蹭”

了两三个月才上任，“当时就想着先把混乱

局面治理了再说发展经济的事儿，所以就抓

治安，抓稳定，抓人心。”

夏天面对的是酷暑蚊虫，冬天面对的是

严寒冰雪，村干部接连在晚上值班蹲守，终

于将猖狂的盗贼抓获，让全体村民吃下了

“定心丸”，也让乡亲们对新班子有了信心和

期盼。

“南有南新庄、北有刘庄村，我们村在中

间也要崛起。”曹殿印说。

曹庄村2004年建起了净水剂厂，2008

年建起了九口腐竹厂。这两个村办企业，村

集体股份占比均不低于50%。98%的村民

入股企业，享受分红。

“村集体收入再多只是数字，只有把村

子规划好，才能让子孙后代受益。”曹殿印和

副书记曹守岗，一个瓦工，一个木工，自己动

手盖起了村小学。

“家里条件不好，我上完小学就辍学回

家了。我们村已经坚持二十多年，年年奖励

村里考上大学的学生。每人 1000 元至

2000元不等。”曹殿印说，“目的只有一个，

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将来为村里发展做出

贡献。”

返乡乡贤曹殿政，2023年6月退休后回

村居住。看着如今村子成了河南省乡村建

设示范村、村党支部荣获“五星”党支部，他

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

“曹殿印书记总是说，当年史来贺老书

记带领刘庄创业的拼搏精神就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人家能干好，我们为啥不能？干好

干不好，关键在领导，当干部，不能有私心杂

念，不能贪、不能占，心歪了，路就偏了。你

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你放在台

上。”曹殿政说。

支部书记是乡村发展的“领头羊”。今

年 2月，经过基层党组织自评、基层党委审

核推荐，县委综合评估，新乡县从全县 178

个村党支部书记中，选出陈来胜、姜磊、郭德

永、曹殿印、史孟起等5名首批“名书记”。

““名村庄名村庄””接力跑接力跑““名企业名企业””树标杆树标杆

七里营镇有个“豫北民居博物馆”，今年

“五一”期间成了网红打卡地，它就是杨堤

村。

杨堤村里保留有多处二十世纪以来不

同年代的豫北民居。为保住特色，杨堤村坚

持“一修复三实现”（修复乡村生态，实现公

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优

秀传统文化回归）的设计理念，对村庄进行

修复与保护，“不砍一棵树，不扒一间房，不

填一口塘”，利用废砖废料和闲置的砖瓦、木

材、磨盘等物品，将旧物再利用，让老屋换新

颜，并利用闲置宅基地，建设了豫北特色民

居、产业小院、“堤上人家”等，带动了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

杨堤村党支部书记杨纪春说，正是因为

坚持“微改造、精提升”“小投入、大民生”理

念，注重还原乡村原始面貌，注重村里内涵

式提升，现在的杨堤村，不仅有从郑州远道

而来租房休闲的“新居民”，还有退休返乡重

建家园的村民。

因为村庄建在汉代黄河故道大堤上而

得名的东大阳堤村，过去地势低洼，一下雨

就被淹，各家的宅基地一层层加高，也因此

造成了很多邻里矛盾。

2010年，陈来胜萌生了拆旧村建新村

的想法，几经周折给村里争取了一个新农村

示范创建名额。陈来胜提出要高起点规划，

要让村民享受园林般的生活。他多次跑到

杭州，与设计方不断协商，最终谈出了最低

的价格和最高的性价比。

2014年5月，120户独院住宅、6幢11层

小高层住宅竣工，基础设施完备，村里随处可

见喷泉、景观石、花园、文化广场，绿化面积达

50%以上，东大阳堤村真的变了个样！

与翟坡镇焦田庄村、东大阳堤村，七里

营镇杨堤村，大召营镇大召营村一起入选新

乡县首批“名村庄”的小冀镇张青村，是“村

民代表提案工作法”的发源地。

张青村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兴建新

村，目前，村里正在建设标准化宜居示范

园。“这是我村第三代别墅庭院，村里提供了

新中式、简欧两种设计图纸，可供村民自由

选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先吉介

绍说。

30多年前，在村原党支部书记张泽桥

的带领下，张青村抓住改革开放机遇，集资

开办集体企业，后来又实行全民入股。目

前，该村主要产业有医药研产、编织厂、纸箱

厂、塑料厂、机械加工、餐饮服务等，村集体

年经济收入 258万元，真正做到了“家家有

活干、人人有收入”。

从蜚声国内外的共同富裕村刘庄，到全

国文明村张青，从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东大

阳堤，到全省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大召营，

再到杨堤、焦田庄等“名村庄”不断涌现，在

一个个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一茬接

着一茬干，发展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也为

“名企业”奠定了扎实的工业基础，创造了更

好的营商环境，成就了新乡县中国封头之

都、振动之都的美誉。

首批“名企业”中，不仅有全国单体规模

最大的尿素生产企业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连续12年被评为“合

成氨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从一个小化肥

厂成长为年营收突破200亿元的龙头型、基

地型企业，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31亿元，

利税25.7亿元。

也有全国最大的润滑油添加剂生产企

业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11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2022年营业

收入突破30亿元，税收超过3亿元。

还有拥有全国振动筛唯一的单项冠军

企业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更有乐普恒久远药业有限公司、新乡市

高服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高新技术上

市企业。

张青社区党委书记张泽桥，现在也是乐

普恒久远药业有限公司董事，他主导并见证

了公司从濒临破产到国有企业改制、再到被

上市企业重组，成为研发生产各类心血管疾

病用药的高新技术企业；从负债一亿元到

2023年实现税收7500万元、零负债的现代

化企业的全过程。

新乡市高服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贺占胥有多重身份：全国振动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会长、河南省装备制造业协会振动机

械设备专业分会会长，此外，他也曾经是老

家贺堤村的村干部。

乡村振兴，离不开好的“领头羊”和产业

支撑，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好的营商环境和

优秀的带头人，“名书记”“名村庄”“名企业”

拥有共同的底层逻辑，相辅相成、相互成就。

““新乡县现象新乡县现象””的新时代解读的新时代解读

新乡县“名书记”“名村庄”“名企业”不

仅数量多、叫得响，而且生命力旺盛，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到跨越不同历史时期；不仅只在

农业战线，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与时俱进，进

军高精特新行业。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典型是鲜活的价

值引领。

刘志华曾回忆说，她刚当上村委会主任

没几天，便拜访了史来贺书记，学经验，取真

经、受熏陶，在村庄发展过程中，多次得到史

来贺书记的指导和帮助。

陈来胜当上人大代表后，主动登门向刘

志华拜师求教，刘志华热情接待，讲述了自

己多年来的履职经历，把宝贵经验倾囊相

授，还劝陈来胜放宽心、别紧张：“只要心里

装着群众，愿为群众发声代言，你就至少能

得‘及格分’！”

姜磊从担任大召营村党支部书记之始，

就把学习先进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他结合村

庄实际，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大召营村产业

发展的突破口，创新探索艺术赋能乡村振兴

的新路径，村集体收入由2014年的不足30

万元增长到了 2023年的 230万元，今年将

突破300万元。

来自身边的榜样，更能激发起而行之的

力量。

正是这样老典型帮带新典型，新典型学

习老典型，“名书记”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

响，“名村庄”之间相互帮助、相互超越，“名

企业”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合作，新乡县才呈

现出了老典型经久不衰、新典型层出不穷的

“新乡县现象”，纵观全市、全省乃至全国，这

样的县（市）屈指可数。

为什么新乡县的“名书记”“名村庄”“名

企业”并不是孤立个体地出现，而是成规模

连续性地持续涌现？

答案就是：“你有经验，我向你学习；你

来取经，我就诚恳传授给你”。

学先进更应争当先进，赶先进才能先进

辈出。

有专家提出，在一个乡镇范围内，若先

进村党组织达 70%以上，一般村不超过

30%，后进村为“零”，即形成“730”状态。一

旦形成这种状态，村与村之间、干部与干部

之间就会形成相互学习、相互竞赛、相互超

越的态势，争当先进就会成为主旋律，村干

部担当、敢为的积极性就会被激发出来。

新乡县实施的“三名工程”，就是要充分

发挥先进典型的“传帮带”作用，让先进精神

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让新乡县先进群体在

一代代新老接力中绽放风华，涌现更多“名

书记”，让更多的党支部书记像史来贺老书

记那样，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涌现更多“名企

业”，让广大群众好就业、收入高；涌现更多

“名村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更多群众

享受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树立新乡县实践样板！

坚决打赢坚决打赢 生产攻坚战生产攻坚战三夏三夏三夏三夏薪火传无尽
——新乡县“三名工程”探析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5月

30日晚，副省长李酌主持召开全

省“三夏”生产工作调度会议，传

达学习李强总理在河南调研时讲

话精神，安排部署全省夏粮生产

工作集中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

度“三夏”生产工作。

李酌指出，当前我省麦收进

度过半，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

巩固好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坚

决打好今年粮食生产的关键一

仗，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颗粒

归仓。

李酌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

夏收，适时组织收获，科学调度

农机，做好机收减损和烘干晾

晒，确保小麦颗粒归仓丰收到

手。要切实抓好夏粮收购，适时

启动政府储备，强化市场化收

购，做好收购服务保障，最大程

度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要

稳定秋粮面积，做好抗旱播种准

备，科学防范多花黑麦草，确保

种足种好秋粮，为全年丰收打下

坚实基础。要抓牢“三夏”安全

生产工作，防范化解农机作业安

全风险和麦田火灾风险，确保夏

收工作平稳有序开展。要坚决

做好全省夏粮生产工作集中督

查发现问题整改，提高思想认

识，举一反三排查梳理问题，逐

步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整改到

位、整改彻底。

全力抓好“三夏”生产各项工作
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 范楠 赵国栋

一进入中原大地河南，一望

无际的麦田便涌入视线。豫北地

区即将收获的麦子或黄或绿，如

同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毛毯，蔚为

壮观，生机勃勃。

延津县延寿为农服务中心托

管的良种小麦率先开镰，在该中

心托管的塔铺街道大柳树村的麦

田里，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来

回穿梭，随着收割机粮口开关打

开的一瞬间，饱满的麦粒倾泻而

出，承载着丰收的喜悦。

地处黄河要津的延津县，四

季分明，加之独特的“蒙金土壤”，

孕育了“中国第一麦”。目前，全

县优质小麦种植面积 100万亩，

小麦产业产值占全县种植业总产

值的比重超过66%。延津也因此

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和优质小麦标准化生产基地，以

及全国唯一的“中国优质小麦产

业化示范县”。

如何在“种得优”上
实现新突破？

强“芯片”建良田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延津

县如何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他们

的回答是：强“芯”。

2022年 4月，河南举全省之

力建设种业创新高地，一座立足

河南、服务全国的“中原农谷”在

新乡悄然矗立。

5月 28日，延津县延寿为农

服务中心的小麦开镰，收获时间

早了全县其他地方将近一周的时

间。“今年选的小麦品种早熟、低

筋。”中心负责人李元智说，济糯

2 号小麦是他为供应酒厂原料

“淘”来的新品种。

百 农 407、新 麦 45、轮 选

49……这些年，根据市场需求，

李元智尝试了不少“王牌”品种，

收获颇丰，用他的话说：“因为处

在延津这个风水宝地。”

近年来，延津县大力推广适

应性强、稳产高产的优良品种，引

导农民正确选种，发挥小麦优良

品种在粮食增产、农业增效中的

核心作用，切实提高小麦产量和

品质，为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提

供坚强保证。

如今，中原农谷“四梁八柱”

在新乡初步构建。目前，新乡市

种业研发平台达70个，种业企业

达 74家。地处中原农谷东区的

延津县也趁势而上，全面打造小

麦良种繁育示范基地。

但还不够，良种更需配良田。

在延津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6米宽的柏油路直通麦田深处，一

条条水渠将田野分割成泾渭分明

的沙盘，彰显着这片土地的新气象。

延津县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80 万亩。自 2022 年 8 月开始，

延津县抢抓中原农谷重大机遇，

统筹资金，建设集粮食高产、智

慧农业、休闲观光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的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打造高标准农田“升级版”。

（下转第二版）

延津 向“新”崛起 粮安人安

□本报记者 董豪杰 孙好闯

5月 31日，临近中午，洛阳

市偃师区山化镇的王建峰正在

家门口翻麦子。

“趁日头中，赶紧晒晒。”王

建峰说，村民家里大多不存小

麦，而是收获处理后就送到磨坊

或面粉厂存起来，直接换面吃。

王建峰家的几亩地是丘陵

地，成熟早、收获也早，“底下滩

地里，都还没开始大收呢。”

一路向下，过了铁路，一直

到伊洛河边的大片平整农田，

就是王建峰说的滩地。这里土

地平整、灌溉条件也相对较好，

是当地少有的好地。

滩地小麦还没大收，但也

有特例。种植户武占汉的 70

亩麦田里，两台收割机正在作

业，放眼整片麦田，显得有点

突兀。

“你看这麦，稀稀拉拉的，

穗子还可小。”武占汉拔掉一穗

小麦说，“这是生地，加上去年

播种太晚了，产量不高。”

在武占汉眼里，粮食没种

好，是件有点丢脸的事儿。

操着一口外地口音的武占

汉其实是孟州人。在当地，农

民精耕细作，小麦产量一般都

在1300斤左右。

路边停着的卷盘式灌溉机

械，就是武占汉刚刚购置的，他

介绍说，地多的话，浇水就得上

机械，人工既贵又慢，遇到天旱

根本来不及浇。

一个小麦季，武占汉就发

现了问题：“这边农户种地不重

视浇水。马上种玉米，只有水

肥跟上，产量才能上来。”

外出承包土地种粮食，武

占汉自信满满：“等明年或者再

种几年，我这产量肯定就上来

了。”

6月2日，在孟州市化工镇段庄村高标准农田现场，一辆大型旋耕机
在犁地翻土，确保农户夏种顺利进行。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任熠 摄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 魏静敏）“粮食

安全保障法出台后，给我们行业带来更多

规范和保障，更有底气了，信心倍增。”6

月1日，中牟县白沙镇杨乔村粮食经纪人

李继周笑容满面地说，将继续发挥好种粮

农民与用粮企业的桥梁作用，诚信经营，

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

全保障法》正式实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再添重器。

为全面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确

保法律落地见效，6月 1日上午，以“全面

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链条保障粮

食安全”为主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

安全保障法》实施日集中宣传活动在郑州

举行。此次活动由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河南局、中

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共同主办。

（下转第二版）

你我饭碗更稳了！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正式实施

“三夏”探新

麦收进度

我省麦收超七成我省麦收超七成
夏播面积逾三成夏播面积逾三成

这里的丰收不同时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6

月 2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截至当日17时，我省已

收获小麦 63316331万万亩，约占全

省种植面积的 74%。当日共

投入联合收割机99..33万万台，日

收获小麦771771万万亩，驻马店麦

收基本结束，周口、漯河麦收

大头落地。

目前，商丘已收获小麦

425425..11 万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45.4%；平顶山已收获小麦

324324..44万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92.9% ；许 昌 已 收 获 小 麦

314314..11 万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90.3% ；开 封 已 收 获 小 麦

303303..88万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69%；洛阳已收获小麦237237..99
万万亩，占播种面积的67.7%；新

乡已收获小麦207207..33万万亩，占

播种面积的33.4%；郑州已收

获小麦 191191..77万万亩，占播种面

积的 84.1%；焦作已收获小麦

6060..44万万亩，占播种面积24.1%。

在小麦收割的同时，全省

夏播工作同步展开，截至6月

2 日 ，全 省 夏 播 面 积 已 达

33053305 万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36.7%。粮食作物已播25852585
万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38%，其

中玉米21602160万万亩，水稻380380
万万亩、大豆3232万万亩；花生已播

495495万万亩；瓜菜已播 129129万万
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