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 日

星期一 甲辰年五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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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1期 今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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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马育军 值班主任 成睿智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李鹏 版式 李哲 校对 黎川红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 曹书媛

秸秆综合利用，是把昔日的“生态包

袱”，变成了农民眼中的“黄金财富”，成

为农业生产中的关键一环。

新乡市采用新模式、新技术、新工

艺，大力发展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原料

化、基料化、能源化等“五料化”利用，提

升秸秆科学还田水平，健全秸秆收储运

体系，培育秸秆利用经营主体，加强秸秆

利用科技支撑，不断拓展秸秆综合利用

途径。

如今，新乡市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

体达273个，拥有收储网点达850个，构

建秸秆综合利用全产业链，实现村级秸

秆综合利用全覆盖。据统计，2023年，新

乡市共收集秸秆资源 539万吨，综合利

用509万吨，综合利用率达94.5%。

——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秸秆还

田是新乡市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途径，

2023年秸秆肥料化利用达409.88万吨，

占“五料化”利用的83.46%。

在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现场推进会的

原阳县太平镇旺盛种植专业合作社观摩

点，指轮式搂草机、秸秆粉碎还田机、驱

动耙等 10多台农业机械现场演示秸秆

还田。

合作社负责人吴振邦说：“我们合作

社有3000多亩小麦秸秆全部还田，秸秆

还田改善耕地质量，让作物的产量有了

保障。”

新乡市自 2000年开始实施秸秆禁

烧并逐步提升秸秆还田比例以后，2001

年 至 2023 年 ，耕 地 土 壤 有 机 质 从

12.92g/kg增加到20.71g/kg，年增长幅

度为0.34g/kg。

——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新乡市

的秸秆饲料化主要以玉米青储和秸秆黄

储为主，除了满足本地养殖场牲畜食用

外，还远销到内蒙古等地。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坐落在延津县胙城乡，是一个存栏

5000头奶牛的现代化规模牧场。公司负

责人说，企业现有青贮池4个，容积 5万

多立方米，年利用青贮玉米 2.3万吨，小

麦秸秆2300吨。

2021年以来，新乡市小麦秸秆收储

利用已在所辖的延津县、原阳县、封丘

县、获嘉县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发

展节粮型畜牧业。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杨青 通讯员沈春梅）

“中原农险送来的水泵真及时！”6月 15

日，驻马店市驿城区香山街道杨楼村种

粮大户杨新国收到中原农险送来的抗旱

设备，立即装水泵、接水带，灌溉刚刚播

种的土地。

当天，57台水泵、4万米水带被送到

驻马店市驿城区、正阳县等七个县区的

农田。这是中原农险紧急采购的首批抗

旱物资中的一部分。

近日，中原农险积极投入人力物力，

全力以赴做好抗旱工作。中原农险多方

协调资源，紧急采购近500万元的抗旱物

资，将分批运往我省的64个县区，并通过

加强抗旱知识宣传、气象预警、农技指导

等方式，助力落实造墒播种等抗旱措施。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 余晓建

“浇水前土壤湿度不足30%，

现在是 54%，适宜玉米生长的湿

度在55%左右，目前墒情合适。”6

月 14日下午，新乡县高标准农田

数智中心内，负责人吴中文盯着电

脑屏报出一组数据。

持续高温、干旱少雨的天气，

让土壤失墒加快，6月 12日，新乡

市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组织各

地抓好抗旱抢种保苗。除了动态

掌握播种进度，加强与气象、水利

等部门沟通，身处中原农谷西区的

新乡县，还用起数智中心这个“智

慧大脑”，数据赋能让抗旱保秋更

精准。

吴中文报的土壤墒情，是七里

营镇中曹村一片玉米地里的，数据

显示墒情适宜时，种粮大户李兴涌

正在地头，田间的自动伸缩式喷灌

设备旋转不停。

用脚踩一踩，很松软，再弯腰

向下挖“四指宽”的深度抓出一把

土，握紧成团了，李兴涌兴奋地喊：

“浇透啦！”种地“老把式”的他习惯

这样判断土壤墒情。

“俺这是‘土办法’，机器更准

确！”起身关掉浇灌设备，打开手

机，李兴涌展示一款名为“AI农”

的软件，不久前推送的土壤干旱预

警暂时解除，他还能随时通过手机

关注着土壤墒情。

软件连接的正是吴中文所在

的高标准农田数智中心，这一“智

慧大脑”整合了卫星遥感和地面监

测站的数据，墒情、虫情、苗情、灾

害预警等一目了然。

监测站内，集中了物联网虫情

信息采集设备、植物病菌孢子捕捉

仪、土壤墒情监测设备以及气象设

备，时刻向数智中心传递数据。

经过大数据分析和专家研判

后，各种信息和预警会传到“AI

农”软件中，同时传给各村庄，没有

或不会使用“AI农”软件的农民可

以在村里的微信群里获取信息。

“如果这几天再有干旱预警，

打开地头的喷灌设备就行了！”李

兴涌说，自打承包的 200 多亩地

“升级”为高标准农田，先进的灌溉

设备不仅省劲，浇完一遍水的时长

从 10天缩短到了 5天，并且比大

水漫灌能节水50%以上。

目前，新乡县已播种秋作物

26.76万亩，占秋作物总面积29.56

万亩的90.5%。其中玉米23.76万

亩，已基本播种完毕；花生3万亩，

已全部播种完毕。

本报讯 （记者田明）6 月 16

日，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

南京警察学院、西藏警官高等专科

学校（定向招收汉族考生，在西藏就

业并在入学后与西藏自治区公安厅

签订招录就业协议）和河南警察学

院（限公安专业本科，不含非公安专

业本科）等7所公安院校公安专业

在我省招生1804人。

据悉，6月25日高考成绩公布

后，考生在网上填报公安院校公安

专业志愿的同时，务必按照报考公

安院校政治考察的有关规定，及时

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

理政治考察。报考公安院校公安

专业考生政治考察工作于6月 25

日至 29日进行，原则上于 6月 29

日 18：00前结束。省教育考试院

于6月 29日将公安院校公安专业

考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分数线，

通过河南省教育考试院（http：//

www.haeea.cn）和河南招生考试

信息网（http：//www.heao.com.

cn）向社会公布，上线考生需携带

准考证、身份证按规定的时间和地

点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

本报讯 （记者 杨远高）6 月

14日，由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主

办的河南省2024年农机安全生产

月——“农机安全宣传咨询日”现

场活动在沈丘县白集镇刘楼村文

化广场隆重举行。此次活动的主

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畅通生命通道”，目的是增强

安全意识、提升应急能力，促进全

省农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主任张

金龙在讲话中说，各地农机部门

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大检

查、农机事故处置应急演练、农机

安全警示教育等活动，强化源头

治理和监督检查；要深入推进农

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全力保护农民机手生命和财产安

全；努力做好《安全生产法》主题

宣传和安全生产“公开课”等活

动，倡导农机合作组织、农民机手

等自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各地

要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

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

教活动，持续推进农机安全宣传

“五进”，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宣

传格局；特别是加大对农机手的

宣传、教育培训力度，提升农机手

遵章守法意识，杜绝无牌无证上

路、作业等违法行为，切实担起安

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在全

社会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6月16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截至 6 月 16 日，全省夏播面积

8222.7 万 亩 ，占 预 计 面 积 的

91.4%。粮食作物已播种6297万

亩，占预计面积的 92.6%，其中玉

米5300万亩、水稻519万亩、大豆

333万亩；花生已播种1233万亩；

瓜菜已播种532万亩。

鹤壁夏播基本结束，濮阳夏播

进度97%、郑州夏播进度97%、开

封夏播进度 96%、新乡夏播进度

96%、周口夏播进度95%、焦作夏播

进度 94%、信阳夏播进度 93%、商

丘夏播进度93%、驻马店夏播进度

92%、平顶山夏播进度91%、漯河夏

播进度 91%、南阳夏播进度 89%、

许昌夏播进度88%、安阳夏播进度

85%、济源夏播进度82%、三门峡夏

播进度77%、洛阳夏播进度66%。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今天的雨

来得太及时了，中午下了 2个小时，有

个两个指头深的墒，解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6月16日，驻马店西平县焦庄乡毛

寨村种粮大户韩献红满脸笑容，今年种

了500多亩花生和玉米，现在基本上都

出苗了，庄稼“解了渴”。

6月16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

解到，我省近期遭遇旱情，近两日的降

雨，对缓解农作物旱情作用明显。据统

计，因周口、平顶山、郑州、开封、洛阳等

地降雨，全省秋作物受旱面积比前一天

减少348.7万亩。

省气象台监测显示，6月15日夜至

16日早晨，在人工增雨和自然降水的

共同作用下，郑州中东部、开封、商丘、

周口、驻马店东部等地出现阵雨、雷阵

雨，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对于此前持续少雨的河南来说，

这无疑是场解渴的喜雨。过去的一段

时间里，我省经历了长期的少雨状态，

4月份以来全省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

少五成以上，中东部大部连续无有效

降水日数达30天以上，全省78%站点

存在中旱及以上等级气象干旱，约七

成农田土壤表层不同程度缺墒。

人努力，天帮忙。在人工增雨和自

然降水的共同作用下，雨又来了。6月16

日8时至17时，淮河以北出现阵雨、雷阵

雨，郑州、洛阳、平顶山北部和南部、周口

南部、南阳、驻马店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

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

气。省气象台监测显示，全省平均降水量

12.1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为洛阳市辛店

63.8毫米（6月16日12时至13时）。

同时，连日来，省农业农村厅加密旱

情会商，加强督促指导，安排 11个指导

组分赴各地开展抗旱抢种工作督促指

导，深入一线指导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

难和问题，截至 6月 16日 17时，全省组

织抗旱浇水面积达9262万亩次。

中原农险急购500万元
物资服务抗旱保秋

农谷咋抗旱？数据保精准

新乡秸秆的“七十二变”

本报讯 （记者杨青 通讯员呼
连焦）6月 16日，记者从河南农业

大学了解到，该校乡村治理本科专

业已通过教育部评审，2024年首

次文理兼招60人，和海南大学、福

建农林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甘肃

农业大学一起成为该专业首招的

五家高校。

据介绍，河南农业大学设立乡

村治理专业，以培养较高国际视野、

政策水平、数字治理素养和基层实

践能力的乡村治理人才为目标，重

点培养扎实掌握现代农林技术、集

体经营管理、产业发展、乡村规划、

乡村建设、乡村组织、基层治理等基

本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复合型高级专

门人才。通过四年的学习，将使毕

业生熟悉乡村振兴方针政策、涉农

法律法规和乡土文化，具备良好的

政治能力、发展能力、经营服务能

力、技术服务能力、行政管理能力和

群众工作能力，能够成为乡村治理

和乡村振兴发展的参与者、引领者。

河南农业大学开设乡村治理

专业，为全省乃至全国大专院校开

设乡村治理专业积累经验、提供样

板，为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支持。

想当警察的考生看过来
7所公安院校在我省计划招生1804人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农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沈丘举行

全省夏播超九成
播种面积8222.7万亩

“人工”“天公”合力降喜雨
全省348.7万亩农田“解渴”

河南农大乡村治理专业今年首招

电力护航 种粮不慌

··日志日志

6月16日，滑县小铺乡富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在抢墒播种玉米和大豆。王子瑞 摄

坚决打赢 生产攻坚战三夏三夏三夏三夏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陶松

当前正值夏播、夏管的关键时期，国

网南阳供电公司多措并举，主动投入抗旱

保电、服务“三农”的具体工作之中，全力

保障秋粮生产可靠用电。

“及时电”为农田“解渴”

“这么短时间就让我用上了电、浇上

了水，我的玉米有救了。”6月13日，新野

县施庵镇种植户王庆来看着汩汩提灌的

清水流向刚播种的玉米地，对忙前忙后为

他送上“及时电”的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人

员说道。

持续的高温干旱给夏播和农作物生

长发育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热浪

翻腾的田间地头，供电员工奔波不停，收

集村民灌溉用电需求、开通报装绿色通

道、仔细检查抽水设备用电安全……只为

农户送上“及时雨”。

“像玉米、花生等秋作物正处于关键

播种期，如果灌溉不及时，这些作物发芽

出苗所需的水分难以得到保证，就会影响

今年产量。”王庆来说，他承包了 150余

亩地种玉米，受旱情影响，一台抽水泵已

不能满足灌溉需求，他通过“网上国网”

App申请了用电需求，供电员工很快就

到现场进行勘查，制订接电方案、架设线

路、装表接电、安装水泵、铺设水管，一系

列操作，使他的玉米地及时得到了灌溉。

面对旱情，为及时满足农业生产灌

溉用电需求，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充分发

挥电力便民服务协同工作机制，组织各

基层供电所人员，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

头，收集村民灌溉用电需求，打通用电报

装、施工、验收、送电“一条龙”服务，确保

抗旱“灌溉到哪里，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电卡一刷”就把地浇了

6月 12日，在邓州市裴营乡青冢坡

村，群众抢抓农时抗旱浇地，裴营供电所

抗旱保电党员服务队队员深入田间地

头，对农灌线路、变压器等电力设施进行

排查和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抗

旱用电安全可靠。

“电卡一刷，不慌不忙就把地浇了，

这还是沾了机井通电的光。”面对前来走

访的电力工作人员，青冢坡村村民李可

银说。在抗旱保电党员服务队的帮助

下，许多像李可银这样的农户通过主动

抗旱浇地，完成秋作物的播种。

为不误农时，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在

各供电所成立抗旱保电党员服务队，采

取“分片包干”的形式，深入到各个村庄，

对农灌供电线路及设施进行“地毯式”排

查，重点对农村灌溉用的机井、泵站及漏

电保护器开展拉网式巡查，对不能满足

灌溉需求的线路及时进行更换。

党员驻点缩短响应时间

“用电浇水很方便，整个农场48小时

就能浇灌一遍，不仅省时省力，还能节约

三分之一的用水量。”6月 13日，在镇平

县侯集镇袁营村瑞鑫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农田里，正在进行喷灌浇水作业的种粮

大户梁猛接通电源，打开“水炮”，碗口粗

的水管在水压的作用下自动前行，清凉

的水柱喷涌而出。

“瑞鑫合作社今年秋粮种植面积1200

多亩，这几天抗旱浇灌用电集中，加上高温

天气，用电负荷攀升，用电隐患风险比较

大。为了能及时响应抗旱用电需求，我提

前驻村，与村民们同吃同住，虽然条件艰苦

点，但能大大节省往返的时间，随时解决用

电问题，这样我才安心。”侯集供电所党员

侯喜顺介绍道。像他这样驻点服务抗旱保

电的党员在镇平县有120余名。

针对辖区智慧农业普及程度高、用

电需求大的特点，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开

展“驻点服务”，每名党员、供电服务员工

驻点服务一个大型农场、一个粮食种植

重点村，随时提供装表接电、设备消缺、

上门检修、用电指导服务。党员们活跃

在田间地头，着力缩短供用电设备运维、

抢修等服务响应时间，提高抗旱用电可

靠性和用电满意度。

“截至目前，我们已累计组织共产党

员服务队主动服务306次，走访村委和农

户1.2万次，巡视线路400余条，排查重点

机井台区1000余个，确保抗旱报装用电

‘当天通’、电力设施‘运行稳’、故障抢修

‘复电快’，做好抗旱保秋用电保障工作。”

国网南阳供电公司营销部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自
行）6月13日下午，郏县薛店镇李庄村的

农田里，几条输水管道吐着汩汩清水，滋

润着干旱的土地。

正在为自家责任田浇水的村民谷太

原说：“因为有了广阔渠，过去的岗坡地

现在能打千把斤小麦。”

“这里的水源来自北汝河，河水注入

广阔渠后，通过多个提水泵站提至沿线

的蓄水池里，用水时从蓄水池放水引入

农田。广阔渠将郏县北部的丘陵山岗地

变成了水浇田。”薛店镇副镇长刘培超

说。

广阔渠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

年代过久，时有干涸现象发生。近年来，

该县实施了广阔渠水系连通、提质增效

等工程，北汝河水位因此抬高，河水自西

向东沿渠自流，使两岸旱涝保收田达到

15万亩，沿线20多万群众受益。

重塑广阔渠 滋润万亩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