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 / 姜永栋 版式 / 李英 校对 / 陈群锋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本报讯 （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杨
宽）“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杰美斯网球
场，与杰美斯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签订
了租赁合同，每年村集体经济可以增
收20余万元，解决了400多人的就业
问题。”6月27日，32岁的浚县伾山街
道后毛村青年党支部书记毛明斌信心
十足地介绍。

浚县王庄镇军寨村村民刘波，33
岁，依托电商创业培训就业，成立了鑫
梦舞蹈鞋加工基地，带动周边6个村从
事舞蹈鞋生产，间接带动周边劳动力、
脱贫群众和监测对象230余人就业。

伾山街道西杨玘屯村青年技能人
才李卫雪，32岁，通过泥塑技能培训，
掌握了泥塑制作技术，年收入达到20

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 ……
如今，像支部“头雁”毛明斌、电商

“头雁”刘波、技能“头雁”李卫雪等这
样助力乡村振兴的青年“头雁”，只是
浚县创新实施“百村万才促振兴”工程
中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浚县把青年人才作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源头活水，创新实施“百
村万才促振兴”工程，完善乡村人才引
进、培育、使用机制，激发乡村青年人
才干事创业的活力，打造了一批深耕
农村、建设农村的青年“头雁”，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育强乡村支部“头雁”。浚县实施
“农村头雁培育”“乡土拔尖人才培养”

等行动，开展“互联网+农业技能”、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培训，切实
提升农村青年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富能
力，使农村青年党支部书记都掌握1~2
项致富技能，有1~2项带富项目，成为
乡村振兴模范带头人。目前，浚县青
年农村党支部书记中掌握致富技能和
致富项目的占比达到93%。

育强乡村电商“头雁”。筛选有能
力、有意愿从事电商工作的村干部、返
乡创业青年等人员，建立电商人才培
养队伍；依托浚县农村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运用理论学习、操作演示和
现场教学等方式进行培训。目前，浚
县共建成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1个、
村级电商快递便民服务站372个；累计

培训学员7286人次，990人创办了电
商项目。

育强乡村技能“头雁”。浚县高质
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
作，以提升培训率、持证率为抓手，以
社会化培训机构为平台，一体化推进
培训、就业。去年以来，通过采取举办
培训班、开设专题讲座、实践指导等形
式，培训各类青年技能人才2.5 万人
次，青年高技能人才达到7286名。

下一步，浚县将为乡村青年人才
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引领更
多的青年人才深耕广袤乡村，着力打
造一支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青年

“头雁”队伍，为乡村振兴不断注入新
的活力源泉。

浚县创新实施“百村万才促振兴”工程

打造一批深耕农村的青年“头雁”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粮安天
下，种筑基石。7月3日~4日，河南省
种子协会和郑州万泽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举办的“2024河南省夏季
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2024
黄淮海种业+肥药机一体化解决方
案展览会”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

本次展会以“推动种业振兴，建
设种业强省”为主题，按照“开幕式+
展览展示+信息发布+论坛交流+线
上示范观摩”的模式举行，将全方位
展示河南省在种业领域所取得的卓

越成果、前沿技术以及创新产品，强
化种业企业间的深度交流与紧密合
作，促进种业的科技创新与产业迭代
升级。

据了解，本次展会的展览面积达
20000平方米，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多家种子、农药、肥料企业参会，
集中展示企业形象，推广小麦新品
种、农药及肥料新产品、新技术，还有
来自省内外的种子、农药、肥料企业
公司，农技站负责人、代理商、经销
商、零售商以及农民合作社、种植大
户预计20000人次参观洽谈。

本报讯 6月25日，夜幕降临，华
灯初上，汝阳县王坪乡大庄村的游园
成了欢乐的海洋。群众纷纷走出家
门，或健身，或跳广场舞，纳凉闲谈，
怡然自得。

该游园是汝阳县争取移民资金
80余万元，于今年3月建成投用的。
配套四角亭、景观廊架、健身器材、给
水和照明系统等，改善了村庄环境，
提高了村民生活质量。

大庄村全村600多人，其中超过
半数是1984年修建当地“虎盘水库”
的移民。原来村内环境杂乱，村民出
行困难。随着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
开展，汝阳县移民服务中心先后为该
村争取资金820余万元，实施了道路、
防洪堤、篮球场、游园、路灯等13个基
础设施项目；为增加移民收入，还建
设了太阳能发电项目。后期，还实施
了“避险解困移民整体搬迁”项目，将

140人搬迁到王坪镇区和县城居住，
实现了“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距离该村不远的聂坪村，也有33
户100余名“玉马水库”移民。近年
来，汝阳为该村先后争取 9个项目
229万余元的支持，建设了漫水桥、新
铺沥青路2100米、安装100余盏太阳
能路灯，村庄面貌显著改善；在另一
个移民村——响地村，先后实施移民
后期扶持项目8个，涉及资金134万
元，修建了鱼塘、广场、村内道路等。

据悉，国务院实施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惠民政策以来，汝阳县坚持因村
施策推进移民村建设，累计投入资金
9100余万元，实施各类项目357个，
惠及11个乡镇55个移民村。移民村
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移居”变“宜居”，迸发出美丽幸福新
活力。

（许金安王晓飞元瑞楠）

6月27日，孟州市会昌街道办事处在中曹村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活
动，对2023年度五好党支部、先进党务工作者等进行表彰，并给6名50年党龄的老党员
颁发纪念章。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成梦真摄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远王雪凌谷帅博

“这些在古代只有天子诸侯、达官
显贵才能享用，现在这里仿古而不泥
古，做成能实用的酒器，惠及普通大
众，很有意义！”6月26日，伊川县葛
寨镇烟涧村“铜钰缘展厅”，来自浙江
宁波的朱先生对“青铜小镇”开发的

“爵杯”和“小何尊”很感兴趣。
烟涧村有“青铜小镇”“中国仿古

青铜器第一村”的美称。2011年，该
村“烟云涧青铜器制作技艺”入选我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村1/3的家
庭从事仿古青铜器生产销售，是国内
最大的青铜器生产加工基地和集散
地，形成了成熟的原料供应、模具制
作、青铜铸造、销售产业链条，拥有仿

古青铜器公司26家，专业加工户180
余家，年产值1.6亿元。

走进“青铜小镇”，街道两侧随处
可见各种造型的青铜器实物；随意走
进一家青铜展示馆，不管是耄耋老翁，
还是垂髫儿童，都能把青铜器的故事
一一道来。

周长海是“周鼎仿”创始人，在长
期的青铜器加工实践中，他把古老传
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使产
品的仿真度、精细度不断提升，同时提
升了产品的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我们制作的青铜器除销往全国
和东南亚地区外，还被河南博物院、秦
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100余家博物馆
收藏。”周长海说。

近年来，青铜研学也给“青铜小
镇”带来了不少流量，特别是每到暑

假，研学团一拨接着一拨。
游客来了，必须有好“排面”。去

年以来，葛寨镇通过发动群众和运用
市场机制，多方投资2000万元，按照

“规划先行、先地下后地上、先拆后建
及建管并重”的原则，对烟涧村及镇区
4.8公里内600多户的地下管网、道
路、水系、文化广场、街心公园、景观文
化艺术墙、沿街青铜雕塑等进行了全
方位提升。

葛寨镇党委书记庄坤杰介绍说，
力争通过两年努力，把烟涧村建设成
国内独一无二的青铜特色小镇，带动
村民就业创业，推动产业转型和乡村
旅游资源整合发展；通过引才、育才，
引领产业走品牌化、科技化、专业化、
规模化发展之路，让仿古青铜更古朴，
村民的日子更幸福。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李善喜李征

“张骞‘老家’来人了。”6月 25
日，方城县博望镇迎来了张骞“老家”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望办事处的
又一批客人。他们探访同族“家人”，
视察张骞封侯地名胜古迹，体现了

“豫陕两地俩‘博望’，张骞精神一脉
连”的千载血缘，充满亲情、友情的场
面令人动容。

张骞因两度出使西域，功高盖
世，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封侯地
即今河南省方城县博望镇。随着丝
绸之路连通国际友好往来的速度日
渐加快，也加快了河南、陕西两地政
府和民间交流的步伐，两地张姓族人
对先祖张骞的怀念也不断加深。

2007年以来，方城、博望两级政
府派出专人，带领张骞后裔，两度赴
城固县进行友好交流。随行的博望
张骞后人拜祭先祖张骞，会见“老家”
族人；两地领导围绕张骞精神的传

承、旅游业的开发及经济的发展交流
经验，并就张骞文化遗产的保护、张
骞古文化的进一步开发等交换了意
见。

2023年，汉中市政协、新闻媒体、
张骞族人等也曾光临博望现场考
察。此次陕西省汉中广播电视台精
品节目创作总监徐艳、创作室主人马
旭东一行莅临方城县博望镇，其主要
任务是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张
骞》。摄制组冒着酷暑炎热，先后到
张骞祠、张骞桥、白马寺、古柘树、博
望坡等古景区采访和拍摄。随后，摄
制组和汉中市城固县张骞66代裔孙
张东亮又驱车来到博望张骞后裔的
聚集地——博望镇董庄村伊庄自然
村，与张骞后裔亲切交谈，畅叙祖先
丰功伟绩。

博望之行的任务结束后，摄制组
又来到方城县博物馆、张骞广场等地
采访。随着一处处珍贵历史遗迹、一
个个遗物被录入镜头，更充实了大型
电视纪录片《张骞》的内涵。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谭亚
廷 邹志远）“战鼓擂响，你争我抢。我
们凉水泉村的任务是守正创新争第一，
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我们的目标是精
雕细琢谋振兴……”这是镇平县老庄镇
凉水泉村党支部书记周颜华的“施政”
理念。第一次登台的周颜华刚开始有
些“怵场”，可说起村里的发展和成绩立
马变得信心满满。

6月20日下午，一场“五星”支部创
建的擂台“大比武”在镇平县举行，来自
全县20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走上擂
台，拿出“看家本领”同台比武竞赛。这
是镇平从全县433名村（社区）“领头
雁”队伍中“优中选优、强中选强”的结
果。

据了解，镇平县自2019年启动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大比武”活动以来，
已连续举办了5年，先后评选表彰了50
余名优秀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借助

“大比武”这个舞台，各村（社区）的党支
部书记通过谈感受、晒成绩、找差距、定
承诺、立标杆，充分展示了镇平全县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队伍的风采，创树了
“群雁高飞头雁领，排比亮学论英雄”的
新面貌新风尚，为全县乡村振兴提质增
效起到强大的促进作用。

汇聚行业龙头 洞见种业风向
2024河南夏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大幕将启

因村施策让“移居”变“宜居”

“五星”创建“大比武”
擂台赛上显“真功”

“青铜小镇”振兴有方

方城与城固的“博望”情缘

如何当好“名书记”？
（上接第一版）作为访谈观众，翟坡镇任
小营村党支部书记任家荣收获颇多。

“新乡县实施‘三名工程’，树立了
典型，弘扬了正气，激发了干部群众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干事创业的浓
厚氛围，‘名书记’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的担当。”中央党
校教授刘忱在访谈点评时说。

新乡县委书记祝显成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新乡县的发展进程中，许
多优秀担当的村支书挺身而出，带领村
民们踏上了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新
乡县将继续深入实施“三名工程”，不断
推动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续写新的辉
煌。

本场访谈还将联合新乡市远程夜
校，通过远程教育平台向全市18万名
农村党员播出。

为麦铸“芯”

今年以来，漯河市召陵区坚持将
信息化建设贯穿巡察整改全过程，着
力提升干部分析问题、精准监督和数
据管理能力，逐步构建便捷高效的信
息化工作体系，结合召陵实际，自主
研发“反馈问题管理系统”“四方会审
智慧审核系统”等单机系统，以信息
化建设助推巡察工作规范化、高效
化。

“反馈问题管理系统”运用信息
化方式规范被巡察单位巡察整改工
作，整改每项问题都有单独编号，只
要被巡察单位传入印证资料，系统自
动生成并排版整改方案和台账，点击
任意问题即可查看印证材料，自动对
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等，实现精准
监督。

“四方会审”时运用“四方会审智

慧审核系统”，自主查看被巡察单位
的整改情况及印证资料，提出意见建
议，系统会根据智慧算法，对该单位
整改情况进行评分，并向审核人生成
审核报告和评分明细表，实现智慧监
督的精准高效。

目前，“反馈问题管理系统”“四
方会审智慧审核系统”得到被巡察单
位、监督主体一致好评，借助系统平
台实现资源管理、信息交流、统计分
析、数据报送，建立完善数据动态更
新和维护管理机制，推动巡察工作规
范有序运行。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巡察
信息化建设，着力构建数据共享的大
监督格局，为巡察工作插上科技翅
膀。”召陵区委巡察办相关负责人
说。 （付亚平魏星）

召陵区信息化建设推动巡察工作规范高效

6月25日，在温县第三实验小学，蓝天救援队队员指导学生掌握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当日，温县第三实验小学组织师生开
展安全急救演练活动，邀请温县蓝天救援队队员为学生进行防溺水和急救知识培训，增强学生安全防护意识和救护技能。

徐宏星摄

（上接第一版）
为了实现优质品种的高效准确选

择，雷振生团队不断开发和优化小麦
品质性状主效基因分子标记检测技
术，在国际上首次开发出对面筋强度
具有重要作用的Glu-B1位点5个Y
类型高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分子标
记，品质优异基因的聚合更加准确高
效；建立了高通量荧光分型的标记检
测体系，实现了标记检测技术的迭代，
由过去的日标记检测不足千份，到现
在万份以上的突破；创建了基于面筋
峰值仪的面筋品质早代快速检测技
术，实现了蒸煮和烘焙品质的早代检
测，提高了优质品种选择效率。

一系列育种技术的创新，让品种
选育的效率和准确性大大提高。雷振
生团队先后培育出郑麦 379、郑麦
119、郑麦158、郑麦005等一系列优质
品种。

品种创新品种创新
找寻丰优平衡点找寻丰优平衡点

优质强筋小麦郑麦379的选育，是
雷振生团队开展小麦品种创新的一个
代表。

这个品种不简单：连续4年成为全
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优质小麦品种，是
小麦第一省的“当家”品种，每年推广

面积接近千万亩。
2016年，郑麦379通过国审，当年

河南夏粮总产量达 693.2 亿斤，逼近
700亿斤“关口”。此后，河南夏粮总产
量均稳定在700亿斤以上。

产量攀升的背后，却有着尴尬的
一面：2016年上半年，我国累计进口小
麦177.535万吨，同比增长27.3%，其
中河南上半年进口小麦近4万吨。

“守着粮仓买洋粮”，凸显出小麦
产业在供需方面的结构性失衡，这也
对我省小麦生产提出了新要求。

雷振生说，早些年，加工企业喜欢
购买加麦、澳麦等，除了看重其优良稳
定的品质外，价格优势也是关键。品
质不过关，企业不愿意收购；优质不高
产，农民种植意愿不足。这给中国优
质专用小麦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挑
战。

小麦生产陷入“优质不高产、高产
不优质”的“魔咒”，急需从优良品种入
手，改变现状。

雷振生说：“实际上，从育种角度
来看，品质和产量，其本身就是负相关
关系。”

高产和优质的矛盾，本身就存
在。这也是不少优质品种难以大面积
推广、产业化发展慢的原因所在。

“并不是要打破高产和优质的矛盾，
而是要在品种选育时找到平衡点，将高

产和优质性状做到协调。”雷振生说。
事实上，不仅是雷振生团队，省内

外众多小麦育种专家在品种选育时，
优先考虑的是高产性、稳产性，这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更是育种者
的最重要考量。

“毕竟我们跟国外尤其是欧美国
家的小麦生产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
是要在高产稳产的基础和前提下，实
现优质的目标。”雷振生说。

发展创新发展创新
加快优质小麦产业化进程加快优质小麦产业化进程

选育高产稳产优质小麦品种，只
是优质小麦产业发展的第一步。优质
专用小麦品种产业化进程缓慢的难
点，恰恰就在生产阶段。虽然小麦产
量和品质的稳定主要受品种的遗传特
性影响，但生产阶段依然不能忽视。

雷振生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小麦
品种，在生产阶段，就是要通过管理水
平、栽培技术的不断精进，充分发挥品
种的优势，尽最大可能规避劣势。”

最了解品种特性和优缺点的，就
是育种单位、育种专家。因此，每一个
品种选育后，雷振生团队就会在生产
阶段做大量的工作：制订配套栽培技
术，指导种植户怎么种、如何管等。

雷振生分析说，优质强筋小麦要

发挥其强筋优势，生产后期要适当补
充氮肥就很有必要，而对于分蘖力强、
成穗多的品种，则要控制播量和播期
等，预防后期倒伏。

在小麦生产模式上，多年来，雷振
生团队提出和建立了“科研+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推广模式。这套被称为

“双引擎驱动，四方联动”的推广模式，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生产前端提供高产优质品种；
在生产过程中提供全程化技术服务，
并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将技术要点传
递至所有种植户；在加工环节，根据
企业需求，制订配比方案等……科研
单位、专家团队的全程参与和技术支
撑，能大大加快优质小麦的产业化进
程。

去年，郑麦136单品种销量达1.4
亿斤；郑麦918生产经营权以1918万
元的价格成功转让，刷新了我国小麦
单品种转让价格纪录……科技创新路
上，雷振生带领团队坚持科技创新，取
得一项又一项新成绩。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农业生
产中起着基础性和核心的作用，作为
农业科技工作者，就是要努力开展技
术创新，培育出更多的好品种、大品
种，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小麦产
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雷振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