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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号返回器安全着陆
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
祝贺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本报讯 （记者杨青）6月 25日是

第 34个全国土地日。河南省自然资

源系统以“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

线”为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积极

营造浓厚的耕地保护氛围。

6月 25日一大早，在河南省自然

资源厅门前，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

放“全国土地宣传日”宣传页，介绍有

关土地的知识。通过宣传活动，群众

增强了关注土地资源、严格保护耕地、

节约集约用地的自觉性。

当天下午，郑州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组成“送法下乡宣传队”，来到新郑

市公主湖社区张垌村，向群众发放耕

地保护宣传品、宣传资料，宣传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普

及土地资源的基本知识，解读相关土

地的法律法规，营造浓厚的耕地保护

氛围。

连日来，在河南各地，自然资源系

统围绕全国土地日主题开展宣传活

动，倡导大家以实际行动守护每一寸

土地，做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支

持者和捍卫者，让保耕地、守红线、促

集约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

来，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持续强化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将

保护好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作为必须

扛稳的重大政治责任，严格实行党政

同责、第一时间追责问责，使耕地红线

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将耕地保有

量稳定在1.12亿亩以上，为稳定粮食

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我省开展第34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
沛洁）6月 25日中午 12时，家住叶县

盐都街道东卫庄社区的 70多岁居民

张玉梅来到昆阳府小区附近的助餐

点，吃到了热腾腾的两素一荤的饭

菜。“吃着舒服，以后俺不想做饭的时

候就来这里吃。”她高兴地说。

该助餐点有300平方米，当天，有

上百位老人在这里就餐。

这里也是老人助餐点的中央厨房之

一，明厨亮灶，做好的饭菜被统一派送

到城区其他4个助餐点，供老人们食用。

叶县是人口大县、劳务输出大县，

有近15万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产生相

当部分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他们

因年纪大身体差，干家务有一定的困

难，做一顿饭往往吃一天，热一顿凉一

顿，不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

面对老龄化这一现状，叶县大力

发展助老事业。他们在城区设立了日

间照料中心，在乡村成立了幸福院，既

为老人提供娱乐聊天场所，又经常组

织志愿者定期或不定期为老人表演节

目、包饺子等。

为让老人们吃上实惠、可口的热

饭菜，叶县当天同时开业了50个老人

助餐点，其中城区20个、15个乡镇共

有30个老人助餐点。

叶县民政局局长王要杰介绍，助

餐点工作得到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

财政投资 30多万元装修了中央厨房

及配套了助餐点的桌椅，免费提供给

入驻中央厨房的餐饮公司，让老人们

就餐享受八折（最低五折）优惠。社会

爱心饭店也积极响应，承诺为老人提

供优惠的饭菜服务。

叶县50个老人助餐点同时开业
其中城区20个、乡镇30个

本报讯 （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王
金玲）“原来手机微信工作群有16个，

每天光‘爬楼’看消息都得半天，通过

专项整治，现在手机里只剩 4个工作

群了，感觉可清爽了！”淇县朝歌街道

南门里村干部王琳说。

“以前墙上挂了 11块牌子，看着

满满当当的，精简后只剩下了3块，心

理压力减轻了许多，给力！”淇县卫都

街道太和社区党支部书记董会飞说。

…… ……

截至目前，淇县对职能相近群进

行整合，已清理微信工作群738个，整

理合并402个。

减负效果好不好，基层干部最有

发言权。据了解，近年来，淇县县委组

织部大力推进基层减负工作，出台一

系列措施方案，实行一整套可行办法，

真正做到为基层干部减负“瘦身”、为

基层治理增效“赋能”、为真抓实干鼓

劲“撑腰”，让广大干部能腾出手来解

民忧、敢甩开膀子办实事。

淇县建立健全权责清单体系，为

基层干部减负“瘦身”。制定印发

《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权责清单

事项目录》，明确 9个乡镇（街道）权

责事项共 538项，明晰乡镇（街道）和

部门间的权责边界，捋顺基层事项

条块关系。赋予乡镇（街道）对不符

合实际权责事项申请撤销的权利，

明确各部门不得硬性指派基层工作

职责要求。

推动“多网合一”优化资源配置，

为基层治理增效“赋能”。大力推进

“就近办”，151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在乡镇（街道）办理、80项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在村（社区）办理；利用河南政

务服务网服务平台，持续推进“一网通

办”便民服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积极推动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建

设，2024年争取7个公益事业重点村

资金2100万元、公益事业普惠村资金

1705万元，重点村数量、公益事业普

惠资金全市第一。

清理微信工作群738个
淇县为基层减负“瘦身”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李学军 李新涛 康飞

仲夏时节，沙澧大地，从田头到麦

仓，从“丰收在望”到“丰收到手”，一粒

粒金黄的麦子透着“三夏”好丰景。

6月21日，在位于漯河市郾城区新

店镇新店村漯河绿参面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绿参面业）的夏粮收购点，一车

车新收购的小麦质检、过磅、入库。绿

参面业总经理柴顺贵颇为感慨：“今年

的夏粮能够顺利收购，多亏了农信联社

送来的‘及时雨’。”

绿参面业是一家以小麦加工为主

的现代化粮食加工企业，产品远销湖

北、湖南等地，凭着过硬的“绿参”拳头

产品，企业在面粉生产行业的影响力越

来越大。

“我们和农信联社很有缘分。”柴顺

贵说，企业与郾城区农信联社新店信用

社仅有一墙之隔，近水楼台先得“款”，

这几年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农信联

社的倾力帮扶。

每年“三夏”，都是柴顺贵最忙的时

候。今年麦收前，新店信用社为绿参面

业申请了最优贷款利率，由之前的年化

利率4.56%，降低到年化利率3.85%。

“利率一降，我们企业申请的 900

万元贷款，每个月能少还5000多元，一

年下来能节省6万多元。”柴顺贵说。

事实上，在新店镇的主街道上，紧

邻绿参面业的还有几家银行的分支机

构，而柴顺贵唯独对农信联社“情有独

钟”，这并非偶然。在他看来，农信联社

主动担当、靠前半步，提前与客户沟通

夏粮收购资金缺口，专人服务、绿色畅

行、全流程保障信贷需求。

“各项服务让咱企业倍感温暖。”柴

顺贵说。

在企业大门口，一条由农信联社制

作的红色条幅格外显眼，白色楷体大字

书写着“夏粮收购不用愁，农信社助力

资金解您忧！”“三夏”期间，漯河市农信

社系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成

为夏粮丰产、农民增收的坚强后盾。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今年“三

夏”期间，像绿参面业这样的涉农企

业，以及农户、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

有很多都受惠于漯河市农信社系统的

帮助。

截至今年5月底，漯河市农信社系

统各项贷款余额 252.42 亿元，其中涉

农贷款 202.02 亿元，占比 80.03%；存

款市场份额 22.70%、贷款市场份额

17.15%，稳居全市金融机构第一名。

“入夏以来，漯河市农信社系统抢

抓农时，始终把保障‘三夏’生产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深入乡村走访调研，积极

对接农户资金需求，优化信贷资源配

置，保障信贷资金‘及时雨’播撒在‘三

夏’生产的关键节点，倾情服务农业丰

收、农民增收。”漯河市农信办党组书记

孔少飞说。

备足“金融粮”
送来“及时雨”

张海林，临颍县窝城镇的粮食收购

大户，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

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张海林看到了

更大的希望，铆足了发展劲头。近年

来，随着粮食收购规模不断扩大，张海

林的投入也逐渐增加，尤其是今年还新

建了厂房和仓库。

6月初的颍川大地上，麦浪翻滚、

满目金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映入眼

帘。看着长势喜人的麦子，张海林却高

兴不起来。“发展提速了，但后续资金没

跟上，兜里没钱，心里发慌。”张海林说，

粮食收购需要大量现金，必须提前备

齐。

正在张海林为缺乏资金发愁之际，

临颍农商银行窝城支行客户经理晁佳

威不请自来。这是他们每年“三夏”前

的必修课——入户走访。了解到张海

林诚实守信、经营效益好，在确定他的

贷款资金需求后，晁佳威向张海林详细

介绍了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低的“丰收

贷”。

听着晁佳威的介绍，张海林皱着的

眉头舒展开来。仅用一天时间，20万

元的贷款就及时到位，切实解了张海林

的燃眉之急。为方便张海林收款，晁佳

威还为张海林办理了手机银行，方便他

收粮资金结算。

（下转第二版）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金融力量金融力量

金融“及时雨”浇灌丰收田

从刘震云推荐从刘震云推荐““延津火烧延津火烧””看河南小麦生产看河南小麦生产

中原大地麦香浓中原大地麦香浓““豫豫””

6月25日，在光山县新宝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生产各种汽车线束。
近年来，光山县多措并举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助力群众稳定就业增收。 谢万柏 摄

□本报记者 刘婷婷 马丙宇

“延津小麦是‘中国第一麦’，中国

所有的好酒酿酒用的小麦大部分都来

自我们延津。”6月 23日晚，在郑州举

行的微博之夜活动现场，著名作家刘

震云分享了老家河南的延津火烧美

食，直言河南人厚道，延津火烧麦好、

馅好才好吃，迅速登上热点。不少外

地网友纷纷直呼“被馋哭了”，离乡的

河南游子们更是思乡情切、激动不已。

延津火烧走红，是全省“优质小

麦”生动实践的一个缩影。

新麦进仓，务实勤劳的河南人已

渐渐退去丰收喜悦，一茬接着一茬干，

夏管正火热进行中。眼下，从大别山

下到太行山区，从豫东平原到豫西丘

陵，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劳作在希望的

田野上，为新一轮秋收打好基础。

河南，用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

全国1/10的粮食、1/4的小麦。如今，

河南小麦早已华丽变身为面包、饼干、

油条、烧饼……融入你我生活的一日

三餐，永久留香。

中原大地上的一抹中原大地上的一抹““麦香麦香””

6月 25日凌晨4时，天还未亮，延

津县城文化路的“胜利火烧”店铺灯火

通明。

“帅杰，先把面准备一下！”一声清

脆的呼唤声划破宁静，50多岁的裴胜

利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大声朝儿子喊

话。

“我是闻着火烧味儿出生的，自懂

事起就跟着父亲学打火烧，现在每天

要打 300个火烧，希望能将这门手艺

传承下去。”20多岁的年轻小伙裴帅

杰脸上挂着笑，“做这个俺们有优势，

用延津小麦制作出的面粉，细腻、筋

道，富有弹性，是制作火烧的最佳选

择。”

除了选用优质面粉外，延津火烧

的制作工艺也十分讲究。制作火烧的

油料、作料等也都必须用上等品，肉料

选用猪后腿精肉，调料用传统十三香，

从和面、揉面、醒面到擀面、包馅、卷

形、成型、烘烤等每一道工序都需要严

格把控。

门店位置虽不起眼，但上午8时，

火烧摊前早已客流不断，裴胜利父子

在烧炉前忙得不亦乐乎。炉膛内的烈

焰高温将火烧馅芯全部烘熟，肉馅膨

胀，火烧鼓起，颜色由黄白色变为火红

色，随后，香气袭人的延津火烧便源源

不断地呈现在食客面前。

“放假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去街

上买火烧吃，回学校时候还会给舍友

带。”“每天早上必吃的。”“在外上班好

多年了，逢年过节回来必吃咱延津火

烧。”……提起延津，火烧早已成了代

名词。

而今，“胜利火烧”也从最初的煤

炉推车，发展至或大或小的门店，招收

的学徒有上千人，近至街坊邻里，远至

新疆、韩国等地。“把味道经营好，才是

谋生之道。”裴帅杰心生感慨。

延津县，小麦最出名。延津麦、强

筋面，创下了“六个全国第一”“三个全

国唯一”。

延津县作为河南省强筋小麦主产

区，100万亩麦播面积中，优质强筋小

麦占一半，并且形成“从种子到种植、

收储、加工、餐桌”的完整产业体系，小

麦年加工能力达70万吨。

根据专业机构评定，“延津小麦”

品牌价值达97亿元，“延津小麦”先后

取得“国家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和“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河南优质麦成粮仓河南优质麦成粮仓““尖兵尖兵””

除了延津火烧，一说起方城烩面、

开封灌汤包、安阳捋面等河南面食，筋

道的口感仿佛在舌尖浮现。

而提及中国的面食，人们也总会

想到千变万化、滋味无穷的各式面条、

馒头、花卷……

在这些面食背后，离不开河南优

质小麦生产的强大支撑。

河南是农业大省，8500多万亩小

麦连绵成海，北边强筋小麦茁壮成长，

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而南边弱筋小

麦也遍地开花，各具特色。

“我种的是弱筋小麦扬麦 15，产

量高、品质好、抗病性强，每斤售价比

别的品种多两三毛。”淮滨县王家岗乡

吴岗村村民万全凤难掩喜悦。

作为全国第一弱筋小麦产业大县

的淮滨，目前常年种植弱筋小麦80万

亩，建立基地30个，年产弱筋小麦32

万吨，产值达7.68亿元，全产业链产值

31.8亿元。

淮滨曾荣获“国家优质弱筋小麦

示范县”称号，被纳入河南省优质小麦

发展“三县一城两基地”战略，成为“三

县”之一的“中国弱筋小麦第一县”和

“两基地”之一的“五粮液原料供应基

地”。

记者在今年的“三夏”生产中采访

发现，省内的“明星”小麦品种日益强

盛，河南良种增产的潜力和空间再次

显现：

“实打平均亩产875.2公斤！”位于

延津县的郑麦 136单产提升示范田，

测产结果再次惊艳众人。

“亩产761.1公斤！”河南永优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组织省市县农技专家对

小麦新品种“百农 8399”进行现场实

打验收，验收组专家现场宣布验收结

果。

“百农 8399”是河南科技学院教

授茹振钢团队最新育成的小麦品种，

具有良好的早熟和抗倒伏性，且产量

高稳定性好。

“种是金，地是银”这句农谚说的

就是粮食要高产，种子是第一关。

河南种子有多强？实实在在的数

据为证：

2023 年河南种子一如既往表现

亮眼，有12个品种成功荣登全国主导

品种榜单，成为全国范围内入选品种

最多的省份。全省主要农作物的良种

覆盖率高达97%以上，良种对粮食增

产贡献率超过45%。河南年产小麦种

子高达 36 亿斤，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38%，玉米、花生、芝麻等作物的育种

水平也稳居全国前列。

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河南在农业

科技创新和品种改良方面的卓越成

就。

让让““中国碗中国碗””盛满盛满““河南粮河南粮””

河南，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省，始

终将粮食生产和供给，置于首要地

位。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

饭碗的征程中，“河南粮”的分量有多

重？

自2017年以来，全省粮食产量连

续 7 年持续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

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可

以说，河南“小小的身体蕴含大大的能

量”。

在满足本省粮食需求的同时，河

南还积极履行国家粮食安全责任，每

年向外调运粮食及其制成品高达600

亿斤，成为全国第一小麦调出大省。

响当当的数字背后，是河南上下一心

的勠力拼搏和不懈努力，也是河南粮

食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有力证明。

河南粮食的丰富和多样性也体现

在其食品加工领域。全国七成的水

饺、半数的火腿肠、三分之一的方便

面，以及四分之一的馒头，都源自这片

肥沃的土地。这些食品不仅丰富了全

国人民的餐桌，也展现了河南粮食加

工业的雄厚实力。

粮食安全牵动人心，是什么让河

南“1300亿斤粮食重任”越扛越稳？

地生五谷，没有足量的土地，粮食

生产只能是空中楼阁。

6月25日，阳光明媚，正阳县熊寨

镇王大塘村的田间地头，乡亲们忙着

在田间除草，一派繁忙景象。

在田间机耕道上，村党支部书记

骆松山正在认真巡查每一块田地。作

为村级“田长”，他深知土地对于粮食

生产的重要性，因此定期巡田已成为

他的“规定动作”。

“每周我都要把全村一万多亩地

巡查一遍，确保每一寸土地都能得到

充分利用和保护。我的职责就是在第

一时间发现、制止辖区内违法占用耕

地、破坏耕地的行为。”望着长长的地

垄，骆松山语气坚定。

为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我省多措

并举推进耕地保护。实行耕地保护

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按照“数、线、

图”一致要求，将10964.5万亩耕地和

9838.05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带位置、

带坐标下达至各市县，逐级签订耕地

保护目标责任书，对耕地保护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定期考核、终身追责。永

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

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确

保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亿亩

以上。

今年我省提出“实施粮食大面积

单产提升行动”，印发《河南省主要粮

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方案》，提

出高标准农田建成区、示范区内，集中

打造小麦、玉米、大豆、水稻、花生高产

示范区，坚持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

融合共促，强化示范引领带动，探索形

成粮油作物大面积均衡增产的河南模

式，力争到2025年我省粮食产能提升

到1400亿斤，在保障国家粮油安全上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河南，这片拥有 16.7万平方公里

的沃土，深深烙印着上千年的农耕智

慧与文化。秉承先人智慧，铭记领袖

嘱托，借助政策精准引导和现代科技

强大支持，河南有担当、有决心、有实

力。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

河南一直都是坚实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