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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滑县小麦的“丰收密码”
（上接第一版）

高标准农田究竟高在哪里？刘

飞超笑着说，一是节省了人力，大面

积连片高标准农田科技化、机械化作

业程度高，方便农民耕种收；二是田

更好种，经过改造的高标准农田节肥

省药、保肥保水，1亩地至少可增收

200斤粮食；三是路好走，大型农用

机械进出方便，运农资、拉粮食可以

直接将车开到田间地头。

“你看地里那些‘白格子’‘黄扣

子’，是供电室、机井、出水口。实践

证明，旱能浇、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

可以有效减少气象灾害给农业生产

带来的不利影响；再加上良种良法，

确保了我们旱涝保收，年年高产。”滑

县白道口镇党委书记常啸指着前方

自豪地告诉记者。

数据显示，目前滑县已建成高标

准农田160万亩，打造了河南省最大

的 5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

预计到2025年，全县高标准农田达

到166.7356万亩。

“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促

进了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和现代化，

助推了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创

新，‘互联网+农机作业’‘全程机械

化+综合农事’等服务新模式纷纷涌

现，有力推动了粮食增产量、增效益、

降成本、补短板生产格局的形成，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使‘饭

碗’端得更牢。”付海涛说。

农技服务解难题

“前一段时间我们这儿刮大风，

部分地块存在少量点、片倒伏现象。”

在滑县万古镇杜庄村，禾生金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杜酝周指着眼前的一片

片即将收获的麦田说，“强对流天气

发生后，农技专家来我这里现场指

导，怎么打药、打什么药……我们根

据专家建议，加强了管理，现在麦穗

饱满喜人，丰收在望。”

据了解，强对流天气发生后，滑

县农业农村局迅速摸排统计小麦倒

伏情况，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根据小麦的生长状况及倒伏程

度，制定倒伏小麦防范应对措施，指

导群众适时喷施杀菌剂、叶面肥和植

物生长调节剂等，保证营养供应，增

加千粒重，降低灾害损失。同时，印

发倒伏小麦管理技术要点，告知群众

不要盲目人工扶麦，避免操作不当引

起小麦二次伤害，最大限度减轻极端

天气对小麦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

近年来，滑县持续推行“专家

组+试验示范基地+农技人员+科技

示范户+辐射带动户”模式，成立院

士专家工作站、组建专家服务团及县

级专家技术组，培育提升526名农技

推广联络员及1000名农业科技示范

户业务素质，形成县、乡、村三级农技

推广服务网络，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

强大的技术保障。

“下一步，我们要加强农业科技

创新和推广，着力发展高附加值、高

品质农产品，提高农业综合素质效益

竞争力，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

任，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真正

实现粮食高产稳产。”安阳市政协副

主席、滑县县委书记陈忠说。

秸秆回收成“财”
（上接第一版）

“县城里专业的秸草生产加工企

业，适应了秸草短时、集中、大规模收

贮的需要，对于我们饲料化利用提供

了巨大的帮助。”剧东超说。

有了在秸秆收、储、运、加工方面

形成的经验，严军杰计划新建一处秸

秆制作燃烧颗粒场，并在全县各村布

设秸秆清运收储加工点，利用“人

工+机械”将田间地头、沟渠路边等

位置散落丢弃的秸秆全部清运收储

再加工利用。

2023年，唐河县各类农作物秸

秆总产量达194.5万吨，肥料化利用

93.8 万吨，饲料化利用 41.03 万吨，

燃料化利用11.73万吨，基料化利用

0.5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3.7%。

“通过不断完善秸秆综合利用服

务体系，扶壮龙头企业，唐河县形成

了以秸秆肥料化（含秸秆粉碎还田）

为基础，饲料化利用为主，燃料化和

基料化为辅的秸秆综合利用发展模

式。”唐河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赵
明奇 陈帅鹏）6月 4日，2024年中国

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舞阳县马

村乡举行，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

站站长、研究员刘恒新，农业农村部

农业机械化总站副站长、研究员徐振

兴等出席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农

业机械化工程专家罗锡文宣布活动

开始。

活动现场，无人自动驾驶联合收

割机、播种机、移动式烘干机、大豆玉

米复合种植收获机等一大批国内高

端智能农机集中亮相，为来自全国各

地的农机技术推广工作者、科研院

校、农机企业和种植大户等400余人

上了一堂生动的田间公开课。

“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旨在搭

建一个体验式、互动式、参与式农机

田间作业现场演示、鉴定检测技术交

流平台，推动增产减损农业机械化新

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刘恒新介绍

说。

据统计，2023年，我省农机总动

力达1.1亿千瓦，居全国第二，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8.1%，高出

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作为全

国农机作业指挥调度平台试点县，舞

阳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4694台、大

型谷物联合收获机1310台，主要粮

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8%

以上，玉米籽粒机收、粮食烘干、设施

农业和农机智能化信息化建设等工

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据悉，全国玉米籽粒低破碎机械

化收获现场观摩会已连续 3年在舞

阳县举办，探索形成了黄淮海夏玉米

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玉米单产达

2184 斤，“舞阳模式”在全国推广。

舞阳县建成投用了我省首家县级农

机云指挥调度平台，为农业机械科学

调度、保障关键农时提供了有力支

撑，先后获得“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

“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等荣誉。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范
燕彬 王超）没有长长的车队，没有繁

琐的流程，没有大摆酒席，6月3日，

修武县西村乡洞湾村村民都艳丽和

七贤镇方庄村村民王帅举办了简约

而温馨的婚礼。

婚礼当天，两人用婚礼省下的

钱，盘下镇上的烩面馆，简单装修后

就开张了，生意还相当火爆，小两口

心里美滋滋的。

修武县聚焦高价彩礼、大操大办、

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群众反映强烈

的陈规陋习，进行专项治理。县纪委

监委联合县妇联、县总工会、县民政

局等单位，通过树立典型、引导劝阻

等方式，积极引导群众转变婚育观念。

婚礼俭办，幸福加倍。在破除

陈规陋习专项治理中，修武县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像都艳丽和王帅一

样，自觉摒弃铺张浪费的陋习，选择

俭朴而富有意义的婚礼方式，用真

爱和幸福来诠释婚姻的真谛。

□黄红立 许金安 张昕瑶

你知道“物理农业”吗？你知道“物理

农业”是怎么实现粮食增产的吗？让我们

到宜阳县物理农业示范区一探究竟。

“与平行地块普通麦田相比，平均

增产15%，说明这款‘粮多多’确实效果

明显！”

6月1日上午，宜阳县韩城镇桃村，

河南鼎德智慧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小麦

良种繁育基地（以下简称“鼎德智慧种

业”），当宜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

长李长伟宣布测产结果后，现场响起了

热烈掌声。

最高兴的莫过于基地负责人麦海伟

和从郑州赶来的“粮多多”研发单位——

大豫物理农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

“大豫物理农业”）乔子君博士一行。

“鼎德智慧种业”是一家集科研、繁

育、生产、推广、销售于一体的新型高新

技术智慧种子企业，有 3000亩连片小

麦良种繁育基地。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

今年年初，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农

业科学院和“大豫物理农业”，选取鹿邑、

漯河郾城区、宜阳、滑县、“中原农谷”，分

别安装了“大豫物理农业”研发的“粮多

多—波频能量增产仪”，进行示范推广。

在此之前，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

源环境研究所已连续进行了4年跟踪试

验，小麦都有不同幅度的增产。

“物理农业”是利用物理学原理和

技术，通过特定的物理方法处理农作

物，以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防控，减少

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从而达到增产、优

质、抗病和高效的目的。

“大豫物理农业”研发团队以文学军

院士和乔子君博士为核心成员，两人都

是郑州市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团队自主

研发了物理农业波频能量增产系统。

“大豫物理农业”致力于农业科技

领域的创新发展，深度融合物理、生物、

人工智能及 5G技术，系列产品有粮多

多、菜多多、果多多、鱼多多等，能满足

不同领域农业生产多样化需求。

“粮多多”近年来不断迭代升级，性

能趋于稳定，主要是利用光波、声波、电

磁波组合的复合波频与不同生长阶段、

不同种类植物的生物波产生谐振，加快

植物细胞代谢速率和活跃度，促进植物

根系发育，提高根系吸收能力，加快植

物光合速率。

小麦收获干度水分标准应在13%以

下。“干度绝对在10%以下，咬都咬不动！”

李长伟搓开一穗麦子，放进嘴里。

“粮多多”通过特定的电磁波促进

作物生长，有效覆盖半径150米。李长

伟用的是“小麦一米双行测产”法，以

“粮多多”安装点为中心，分别在半径范

围内的 40米、60米、80米和半径之外

的 200米处取样，亩产分别为 480.3公

斤、465.8 公斤、428.3 公斤和 398.4 公

斤，取40米至 80米处的平均亩产减去

200米处的亩产。

“鼎德智慧种业”的3台“粮多多”集

中安装在一个区域，有效覆盖面积300亩。

“麦熟得晚，颗粒就饱满。”麦海伟

说，用上仪器后，小麦在出苗、分蘖、拔

节、抽穗、灌浆、成熟等各个生长期都有

上佳表现，而且局部生态有所改善，病

虫害明显减少。

据了解，此前“粮多多”在全国 16

个省和“北大荒”，针对小麦、玉米、大

豆、水稻等农作物进行了上千次实验，

平均增产5%以上，牧草增产高达40%

以上，有的地区大豆增产超过50%。

乔子君介绍说，“粮多多”的作用像

奶牛听音乐能增加产奶量一样，小麦

“听”着“电磁波”增产的同时，还能提升

抗逆性、增加有机质、提升口感。

增产15%!物理农业作用大

本报讯 （记者郭明瑞 见习记者

韩雪研）“俺这一片种植的都是苦参，

山坡那边种的是丹参和决明子，想听

听专家有啥好的建议。”看到专家过

来，汝州市庙湾村种植户王光伟赶紧

小跑过来。

5月 30 日，应河南日报农村版

邀请，河南大学国家食用菌加工技

术研发专业中心教授李昌琴来到庙

湾村，为种植药材的村民进行现场

指导。

“丹参是长周期药材，一般需要生

长两年以上，但是一些村子为了效益，

才一年就挖出来卖了。”李昌琴说，“其

实，质量更重要，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

位。”一旁的王光伟认真听着。

近年来，庙湾村在河南日报社的

定点帮扶下，开始尝试种植特色经济

作物、发展特色经济。2020年3月以

来，河南日报社派驻两任驻村第一书

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发展规划，经常邀请专家为村里

发展“把脉”，为庙湾村带去新的管理

模式和技术支持，庙湾村的集体经济

得到发展壮大，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集体经济的发展带动村民收入

增加。“党支部将持续关注药材产业

发展，进一步盘活集体经济，让村民

的钱袋子更鼓。”庙湾村党支部书记

邢彦飞说。

河大教授送“技”到庙湾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 余晓建

麦收大忙时节，新乡县翟坡镇杨

任旺村，连片麦田已泛金黄，大规模

机收即将开始。

6月 3日一大早，河南丰源种子

有限公司小麦研究中心主任张秋梅，

在晨露将起时，就提起水杯、拿上木

尺、揣着笔本、头顶迷彩遮阳帽，奔向

田间。她要在种有近万份小麦品系

的试验田里，“掐尖”选拔出优秀单

株，作为育种材料。

试验田呈规则的长方形，被有序

地分割成 N个小区。每一个长方形

的小块前都竖着一个带有不同标号

的红色小牌，用以区分不同品系。

蹚进麦田，张秋梅一干就是一整

天。

“这个单株表现不错，拔下来，单

独考种！”下午4时，埋头认真看麦的

张秋梅被这句响亮的话吓了一跳，一

抬头，看到了自己的婆婆王桂凤。

“妈，大热天的，你咋又来了！”张

秋梅“责怪”说。

“闲不住，来帮你瞧瞧！”王桂凤

“耍赖”。

王桂凤今年75岁，是张秋梅所在

公司的董事长，一辈子在稻田、麦地

里摸爬滚打，培育出水稻新品种9个、

小麦新品种8个，是有名的“农民育种

家”。

下田两代人、育种“婆媳”兵。尽

管习惯亲力亲为，“服老”的王桂凤还

是把育种沉甸甸的担子交到了两个

儿媳手中，一个干水稻，一个攻小麦。

“苑丰 307”“苑丰 11”“苑丰 12”

“苑丰 519”……在婆婆的耳濡目染

下，并非农学科班出身的张秋梅，主

导研究的多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眼

下还有多个品种待审。

“儿媳比儿子心细能沉住气！”王

桂凤很骄傲。

一项项稳粮、支农举措，也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陆续出台。河

南倾力建设中原农谷，人才聚集、资

金聚合，更为企业迅速带来“东风”。

两代人，守一方、择一事，终一

生、成一业。薪火相续做强“种子芯

片”，“端牢饭碗”种粮育种，王桂凤一

家越来越有底气。

□本报记者 刘亚鑫
通讯员 张志超 杨恒战

6月 5日上午，封丘县冯村乡，收

割过后的麦田里，一台台秸秆打捆机

正来回穿梭，“风卷残云”般把零散秸

秆“吞”进肚子里，一阵“腹内消化”

后，一个个打包成捆的金灿灿“麦秸

卷”被徐徐“吐出”。

“麦秸也能当钱使了！”看着圆滚

滚的“麦秸卷”，该乡东王村种植大户

郭风轩扬起笑脸告诉记者，流转了

400多亩地的他和县里的一家农业服

务公司合作开展订单式小麦机收，秸

秆归服务公司，收麦每亩成本从80元

降至45元，“省钱、省时、省心！”

被企业拉走的秸秆又去了哪里？

满载秸秆的货车，从地头直接前

往位于封丘县城的天壕新能源热电

有限公司（下称天壕公司），经过磅称

重、质量检测后，秸秆被“投喂”到粉

碎机，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秸秆“变

废为宝”，成为生物质发电的重要燃

料。

为从源头上减少秸秆焚烧、乱堆

乱放，封丘县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

用，引进天壕公司，通过回收农作物

秸秆进行生物质发电、碳化肥料等措

施，不仅有效破解了秸秆禁烧难题，

更降低了农户机收成本。

投运5年来，天壕公司累计发电

10.13 亿千瓦时，回收消纳秸秆等各

类农林废弃物200万吨，节约标准煤

65万吨。围绕电力运行、秸秆收储等

解决就业 1000余人，带来社会经济

效益 6000余万元，收储规模和社会

效益均稳居全省前茅。

郭风轩的“省钱、省时、省心”，更

少不了政府“奔走”的功劳。以冯村

乡为例，今年“三夏”期间，乡党委政

府出面协调，为农业服务公司补贴油

料、成立乡联合收割队伍，择村平行

推进开展机收，确保麦熟有机收、机

到有活干、人机无缝衔接。

目前封丘县秸秆收储运体系基

本形成。“预计今年秸秆离田面积将

达15万余亩，我们将继续发挥社会化

服务组织作用，提高秸秆离田综合利

用率，实现企业、农户、政府多方共

赢。”封丘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讯 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

机在金色的麦田里来回穿梭，三轮

车、四轮车满载收获的新小麦，奔

驰在田间道路上。6月 4日，在汤

阴县韩庄镇广袤的田野上，干部群

众齐心协力抢时收割，确保夏粮颗

粒归仓。

“我今年种了 12亩半小麦，从

播种、施肥、灌溉到喷药各个方面，

镇村干部都能及时上门进行科学

指导，解决了我的许多后顾之忧。”

正在抢运小麦的小光村村民宋平

军开心地说。

“我是农机手。各村的党员干

部、经纪人对我都照顾得不错，想

方设法帮我联系收割地块及农户，

现在我差不多收割1500多亩小麦

了！”康洼村村民石玉军说。

“近期，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合理调配农机具，指导农民群

众抢收抢种，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韩庄镇农业办公室主任牛小亮说

在做好小麦抢收的同时，韩庄

镇还不断加大“三夏”秸秆禁烧工

作力度，织密安全防火网，在辖区

内设置了 40余个“禁烧”执勤点，

建立健全了上下联动、快速反应、

多方协作、严密配合的夏收禁烧应

急处置工作机制，全面助力农民群

众抢收小麦，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王都君 张百瑞）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张星 张琳峥 徐思祺）5月31日，在

漯河市郾城区龙城镇十五里店村

的田地里，农机手王小虎正利用搂

草机、打捆机等机械进行秸秆离田

作业。搂草机将原本凌乱的秸秆

集中到一排，然后打捆机将秸秆瞬

间吸入，在内部旋转、压缩、捆绑，

“吐出”一捆捆弧度均匀的圆柱形

草捆。

“我们共有 21台打捆机，一台

打包机一天能打 700 个左右的草

包。我们上午八九点钟开始工作，

一直到晚上 12 点结束。”王小虎

说。

据了解，小麦收割开始后，郾

城区变“堵”为“疏”，拓展秸秆综合

利用渠道，通过秸秆打捆离田技

术，让秸秆变废为宝，从源头上助

推禁烧工作，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解决了

群众犯愁的秸秆处理难题。

“麦收开始后，我们就到附近村庄进行

秸秆打捆，买秸秆的人很多，随打包随被拉

走了。”郾城区兴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科伟说。

据王科伟介绍，回收后的秸秆可用于

生物质发电、生物制气和奶牛场、肉牛、肉

羊养殖饲料等。合作社与大户签订购销合

同，采用订单生产、以销定产的模式，不仅

帮助农户处理了没有利用价值的秸秆，还

提高了还田率，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收

的双赢。

“我们在积极做好秸秆禁烧工作的同

时，不断提高秸秆收储服务能力，探索秸秆

综合利用途径，做到收割一块，打捆一块，清

运一块，从源头上排除秸秆焚烧隐患，提高

秸秆的利用率。”郾城区委副书记陈向凡说。

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舞阳举办

修武县 婚礼俭办使幸福加倍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

吕炜）5月31日，在沁阳市西万镇和

庄家具店，两场由“毛妈”主持的公

益直播交友见面会吸引上千群众观

看。

“毛妈”名叫李曙光，是西万镇

邘邰村人，今年57岁。2022年，她

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免费为未婚青年

说媒。今年“五一”假期，她利用直

播平台举行公益直播见面会，受到

了群众欢迎，于是在“5·20”她又开

了两场直播见面会，倡导婚育新风，

抵制高价彩礼，为 300多名男女青

年牵线搭桥。

和“毛妈”一样，在西万镇还活

跃着很多热心公益的“红娘”。“红

娘”由各村的妇女主任和热衷于公

益事业的“媒婆”组成，她们不图钱

不图利，利用业余时间走街串巷，积

极宣传倡导移风易俗。目前，该队

伍也不断壮大，由最初的 6人发展

到现在的13人。

本报讯 6月6日，由洛阳市委宣

传部主办的“乡约河洛粽享山水”

2024第五届乡村文化旅游季启动。

本届文化旅游季为期 5天。活

动围绕“颠覆式创意、沉浸式体验、年

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理念，充分挖

掘河洛农耕文化、乡土文化、乡村特

色、民风民俗、红色资源和秀美风光，

展示乡村文化旅游特色镇（村）、美食

美景和美好生活，打造洛阳乡村文化

旅游特色品牌。将举办青年音乐节，

组织围炉煮茶、棋艺比赛，开展槲包、

竹筒粽、香囊、烫面角等特色小吃制

作体验活动。

洛阳已成功举办 4届乡村文化

旅游季活动。洛阳乡村文化旅游季

已成为集中展示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助推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文

化旅游提质增效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许金安 张昕瑶）

洛阳乡村文化旅游季启动

沁阳市西万镇 公益“红娘”倡婚育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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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秸秆离田变“电”

婆媳两代人育种一条“芯”

◀6月3日, 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沈老汉（左）高兴地与帮助他收麦
的农机合作社志愿者交流今年小麦收成。 李新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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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在方城县杨楼镇的麦田里，一台台秸秆打捆机
把满地的秸秆迅速变成一个个金黄色的“鸡蛋卷”。截至目前，该
镇30余台秸秆打捆机已完成3万亩秸秆打捆。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贾新园 韦宗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