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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上接第一版）上连养殖主体，下接种植主

体，签订三方服务合同，建立全程可追溯机

制，实现县域内粪肥还田全追溯，全县畜禽

粪污资源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

同时，该县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服务

机制，对畜禽粪污全部收集、规范处理、科

学喷施等实行有偿服务，逐步形成养殖企

业粪污处理付费、社会化服务组织专业化

服务奖补、应用主体（农户）成本分摊的利

益联结机制，努力实现财政资金退出后，

服务组织仍然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确保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等多赢目标，让高质量畜牧业“点亮”

美丽乡村。

粪肥就近还田 经济环保双赢

（上接第一版）

种地、搞农业服务十几年，王二虎的农

机设备不断更新、种植技术越来越高，无论

是整地、播种，还是打药、收割，周边农户大

多会请他和他的机械来作业。

“我们这儿小麦播种一般都在20号左

右，但这样的黏土地，怕中间下雨不好整

地，一般都在玉米收获后就开始了。”王二

虎说，今年的墒情不错，只要整好地，麦播

有保障。

不远处，王二虎合作社的仓库里，收获

烘干的玉米已经入库，麦种、肥料以备妥

当。无论是种子、农药、化肥、农机，还是粮

食的收割、储存，粮食种植的全过程，王二

虎都能给农户安排好。

“种子肥料，一般都不往家拉了，等播

种的时候，我们直接带着过去就行了。”王

二虎说。

本身就是当地种植能手的王二虎，在

给农户服务的时候，就变成了技术员，精细

整地、适期适量播种，就连啥节点打啥药都

讲得明明白白。

对于麦播来说，整好地之外，选好种也

是关键。经营种子的王二虎也有自己的想

法：“无论啥种子，我自己先种，试试不错的

话，适合我们当地，我再推广给农户。”

小麦丰收第一仗，王二虎和农户都心

中有数。

精细整地 打好丰收基础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10月9日上午，鹤壁市

淇滨区刘寨百亩核心展示田内，来自全国各地的

玉米种业从业人员、河南各地市种业发展中心负

责人及省内外的专家正在对现代464玉米新品种

进行现场观摩、机收测产。

被叫作“玉米坦克”的现代464玉米新品种正

如它的绰号一样，耐旱耐涝、抗倒伏抗高温，十分

稳产。

“你看这个玉米籽粒有多长，它的长度比普通

玉米多出将近三分之一。”观摩现场，长垣市景振

农资公司总经理姜国锋从一个玉米棒上掰下两三

个玉米粒摊在手心向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展示，

“同样的一个玉米棒，籽粒越长它就越重，产量自

然也就高了。”

“现代464玉米新品种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

是穗子位置比较低，不会头重脚轻，这样能够有效

地抗倒伏。”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根据现场实收测产，现代 464 的亩产为

1174.8公斤。”中国农业大学陈绍江教授代表专家

组现场宣布了测产结果后，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今年，河南玉米的播种期和苗期遭遇严重干

旱，然后又是旱涝急转，之后在吐丝授粉阶段先是高

温，又是阴雨寡照，后期又遇到大风，可以说是经历

了各种恶劣天气。”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研究员赵久然告诉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

464还能有这么高的产量，非常难得，它耐旱耐涝、

抗高温抗倒伏，可见这是一个十分稳产的品种。”

据了解，河南省农业良种联合攻关项目实施

周期为2022年1月至2025年12月。“高产多抗宜

机收玉米种质资源创制和新品种选育与应用”项目

作为河南省农业良种联合攻关项目之一，由河南省

现代种业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河南农业大学、鹤壁市农科院、河南

永优种业有限公司和河南省民兴种业有限公司等

单位共同实施。现代464玉米新品种就是农业良

种联合攻关中选育的优良品种之一。

截至目前，河南省农业良种联合攻关项目已

经开展两年多。据河南省现代种业有限公司科研

生产部总经理王栋介绍，项目的各项指标已经完

成近九成，先后培育出了现代 959、现玉 534、现

代464等多个优质玉米品种。

河南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处调

研员张金然表示，此次联合攻关项目建立了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玉米种业

创新链条，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高了

玉米种业的核心竞争力。

“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率先开展玉米良种联合

攻关，已经成功培育了一些高产、稳产、耐密、高抗

的新品种，为玉米的大面积单产提升，新一轮千亿

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奠定了基础。”河南省种业发

展中心主任张道明表示。

“希望良种攻关联合体继续协力在种质资源

创制上实现新突破，全力在新品种的培育上实现

新突破，聚力在新品种推广上实现新突破，合力在

提高综合效益上实现新突破，高校、科研院所与企

业在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建立起兼岗兼薪项

目合作多种方式，加强种业实用型优秀人才培养

和高层次人才引育。争取早出品种，出大品种，为

保障粮食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省农业农村厅种

业管理处处长王萌说。

河南农业良种联合攻关再结硕果

“玉米坦克”田间表现出色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丽丽）

10月11日，记者在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举

办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系

列主题漯河专场发布会上获悉，漯河市充

分发挥农产品加工优势，扎实推进“三链同

构”“农食融合”，粮食单产稳居全省前列，

总产稳定在 180万吨以上，加工转化率全

国领先。其中，以双汇、正大全产业链项目

为龙头，大力发展集约、规模养殖，猪牛羊

禽肉类产量的增速连年居全省前列。

随着粮食加工转化率的连年增长，漯

河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全食品领

域、全食品产业、全食品链条向新而行，加

快完善以新质生产力为先导、以食品产业

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食品工业

企业做大做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文创+

食品”“韵味+风味”“场景+美食”“故事+非

遗”融合推动食品文化传承创新。

由此而来的是，漯河市以中国（漯河）

食品博览会、食品国际合作产业园、中国食

品名城品牌馆为牵引推动食品知名品牌汇

聚，精心推出“漯河宴”、提炼升华“漯河味

道”，叫响“食全食美漯在其中”城市品牌，

加快向美食名城转变。

在工业方面，漯河加快推动现代食品、

新材料、先进制造三大产业集群，“11+8”

产业链聚链成群，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全省第一方阵，2023

年增长7%、居全省第4，今年前8个月达到

11.4%、居全省第 2。占据全市工业“半壁

江山”的食品产业不断延链补链扩链、做大

做强，现代食品产业集群获评省先进制造

业集群。

在服务业方面，漯河全面落实惠企帮

扶政策，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市场主体不

断壮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增长，今

年上半年增长 6.2%、居全省第 6位。客货

运周转量增速保持全省领先，5家企业入选

全国冷链物流百强，获批建设国家骨干冷

链物流基地。

“三产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漯

河市围绕三大主导产业、“11+8”产业链绘

制人才图谱，聚焦目标人才，提升产才供需

精准度所做的不懈努力。锚定建设全国食

品创新高地和全国食品创新人才高地战略

目标，全市坚持人才项目与产业项目一同

谋划、高层次人才与高能级平台一同引育、

人才发展大生态与用人单位小气候一同营

造。目前，已形成23名院士为引领、147个

科学家团队为骨干、30余万名各领域人才

为支撑的大人才格局。

在文旅产业方面，漯河市以贾湖文化、

许慎文化、食品文化、商埠文化“四大文化”

为核心，持续提升“七大文旅”项目，创新开

展“十大精品”活动，文旅产业正逐渐成为

漯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今年前三季

度，全市共接待游客 3017.8 万人次、增长

18%，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09.9亿元、增长

22.5%。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唐进京）

“在内分泌原料药的合成过程中，我发现通

过优化催化体系，可以显著提高纯度和产

率……”10月 10日，走进舞阳县奥凯工程

技术应用中心，一场关于最新研发项目的

讨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该中心成立有博

士后流动站，是一个集医药技术研究、新品

研发、中试小试于一体的综合性科研单位，

也是舞阳县引进高端人才、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的标志性平台。

据了解，舞阳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对标漯河市“三

城”建设，结合县域优势资源，锚定“三区”

联动发展定位，通过产业、平台、项目三条

渠道持续发力，不断探索科创寻才、产业引

才、精准用才路径。

围绕金海千亿级氟硅新材料项目等一

批重大项目的发展需求，舞阳县与卿凤翎

院士深度合作，促成了氟硅新材料研究院

的落地。同时，瞄准氟硅新材料行业，成功

招引博士后2名、博士2名、氟硅新材料顶

尖人才1名、硕士研究生6名。

聚焦漯河市建设全国食品创新人才高

地，舞阳县委人才办牵头成立了产业、“倍

增企业”“百千万”、海外、平台项目五大专

项引才专班，已引进专家人才20余名。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该县已先后引进

各类人才1258人，柔性引进院士7人、博士

28人、相关领域专家教授30余人。

在凝聚科创型人才的同时，舞阳县依

托“两院六中心”创新矩阵，实施了平台项

目引才和发展计划。其中，贾湖酒业与中

原食品实验室成立的协同创新中心，成功

申请2个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5个

产学研基地，为科研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

展平台。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更是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我们将持续创新举

措，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科研人才引进和

发展体系，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舞阳县委书记王彦民说。

凝聚科创型人才 力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张阳峰 郭
冬青）10月 11日，辉县市吴村镇第四届中医

药文化节开幕，活动以“重阳佳节，登高望远；

岐黄传承，杏林茶香”为主题，通过形式多样

的活动，宣扬传统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推

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进步。

活动现场，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郑州

中医骨伤病医院、新乡市传染病医院等医院

的 10余位中医专家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健

康咨询和诊疗服务。

在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通过针灸、推

拿、拔罐等项目，群众亲身体验到了中医的治

疗效果，增加了大家对中医养生的兴趣。

小镇办起中医药节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凌）“今

天的饺子皮薄馅大肉多，吃着可香了。蛋糕口

味也不错，俺们心里甜滋滋的。”“你瞧，村里面

貌改善了，环境变美了，建设发展好了，咱老年

人的生活也更幸福了”……九九重阳节，沈丘

县周营镇谢营村举办“重阳饺子宴，温暖老人

心”主题活动。谢营村53名 80岁以上的老人

欢聚在村两堂三中心，品味香喷喷的饺子，拉

着家常，其乐融融。

10月11日一大早，谢营村村委会大院里，

欢声笑语，热闹起来了。村“两委”干部和身穿

红马甲的志愿者来到两堂三中心，紧锣密鼓地

忙碌起来。一部分人和面包饺子、定制大蛋

糕、摆桌子放凳子，另一部分人上门接行动不

便的老人。到场的老人们也高兴地参与其中，

大家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忙得不亦乐乎。

村卫生室的村医王东民身穿白大褂，背着

药箱，到场给老人们义务测量血压，讲解普及

医疗常识，叮嘱在家老人们不可乱吃药，有病

打电话或捎个口信，就能上门服务及时医治。

“我们通过这次活动，搭建一个互动、和

谐、凝聚人心的平台，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弘扬时代新风。”该村党支部书

记武勤丽说。

“近年来，周营镇聚焦老年人需求，常态化

开展‘关爱老人’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真正让老

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得。”周营镇

党委书记程健说。

本报讯 10月 10日，汤阴县城关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举办我们的节日·重阳“孝暖城

关 爱在重阳”敬老爱老主题活动，为辖区老人

送上节日的祝福。

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处处欢声笑语，

热闹非凡，来自全镇各社区 100余位老人齐

聚一堂。城关镇党政领导和志愿者一齐动手

包水饺、端水饺，和老人们拉家常、谈村史、说

知心话。志愿者们现场为群众开展义诊、义

务理发服务；戏曲爱好者们身着华丽的戏服

纷纷登台献艺，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

演技，为老人们带来《全家福》《娘子军来自工

农》《三娘教子》等多个剧种的经典唱段。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不仅看了精彩的戏

曲表演，还吃了美味的饺子，检查了身体，理

了发，真是过了一个难忘的重阳节。”段庄村

的段现梅老人说。 （王都君）

《全家福》祝老来福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张旭 王哲）

10月 11日，重阳节，唐河县组织开展了多种

多样的活动，为社区老年居民送去了实实在

在的关怀。

当日一大早，张店镇组织委员刘杰就和

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同乐村幸福大院，

为这里的老人送上党委、政府的祝福。

“咱们今天露一手，表达一下爱心。”食堂

操作室内，收拾停当的刘杰挽起衣袖便和工

作人员忙碌起来，煮鸡蛋、温牛奶、炸油条、炒

上几个家乡特色小菜，表一表敬老爱老之心。

短短几十分钟，一桌诱人的美食端了上

来，刘杰和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搀扶老人们

次第落座，开始进餐。

聊聊家常，用公筷为老人夹菜，根据老人

的生活习惯，贴心地为他们添粥，一切都显得

非常自然、随和。

做顿早餐给老人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陈笑
闻 徐铭 李一凡）“老李，你这手劲儿不错啊，看

准了再扔。”“中了，中了，我套中了！”“奶奶，兑

奖券您拿好，奖品在这边领取。”10月 10日上

午，信阳市浉河区老城街道东方红社区举办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趣味活动，特邀老

年居民朋友们欢聚一堂，以趣味运动会的方式

庆祝重阳佳节。

根据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及兴趣特长

等，社区工作人员精心设置了套圈、公鸡下蛋、

吹气球、传纸杯等低强度轻运动。活动现场，

200余名老人和居民踊跃参加。

“今天的活动举办得很好，

参与感很强，给我们带来了无

比的快乐！”饶维华阿姨竖起

大拇指连连称赞。此次活动，

既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也为老年朋友们传递健

康向上的运动精神，让他们

真切感受到社区生活的温馨

与快乐，真正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李中贺 赵
光选）“企业现在生产咋样？产品销路如

何？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有哪些需要解决的

问题？……”10月11日，邓州市裴营乡企业

包联干部在位于该乡的邓州市鑫昊塑料编

织袋厂走访时，详细地询问该企业负责人。

近年来，裴营乡持续深化开展“万人助

万企”活动，要求乡党政班子成员深入企

业，变身惠企政策的“宣传员”、企业项目的

“代办员”、困难问题的“协调员”，全面推动

裴营乡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干部对照包联清单，深入企业一

线，主动与企业对接，与企业老板沟通交

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摸清企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全面收集

企业诉求，严格落实‘万人助万企’问题收

集办理机制和‘企业问题研讨解决日’制

度。”裴营乡党委副书记刘建秀介绍。通过

实地参观、一对一询问、座谈等方式，了解

企业建设和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使裴营乡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同时，对排查出的问题，建台账、拿措

施、持续跟踪、明确整改时限、逐一对账销

号，对共性问题及时梳理，部门协同解决，

对于企业遇到的疑难问题，及时向上级有

关部门反映，跟踪协调解决。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企业服务

工作，增强服务意识，着力破解瓶颈制约，

激活存量经济潜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

措、更优服务将‘万人助万企’活动向纵深

推进，切实提高问题解决率和企业满意

率。”裴营乡党委书记余德远表示。

乡干部变身助企“三大员”

浓浓敬老情浓浓敬老情浓浓敬老情浓浓敬老情 久久常相伴久久常相伴久久常相伴久久常相伴

10月11日，尉氏县门楼任乡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来到该乡敬老院，为老人
们表演文艺节目、包饺子，喜迎重阳节的到来。 李新义 摄

10月10日，夏邑县韩道口镇韩西村组织村民表演节目、参与趣味游戏，与老人一
起欢度重阳节。 苗育才 摄

精彩“大聚会”连年办

重阳饺子宴 温暖老人心

套圈吹气球 老少一起乐

本报讯“走，爸，咱今天去村委会玩儿。”

10月10日，一早吃过饭，儿媳在李有汉耳边大

声说。

李有汉是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桥北乡刘庵

村百岁老人，虽然年龄大了听力有些障碍，但

这次没等儿媳说完，他就知道去村委会干啥事

儿——“吃喝玩乐”看表演！

重阳节前一天，刘庵村开展第三届“尊贤

敬老传美德，颂党爱国暖重阳”文明实践主题

文化活动，该村连续三年组织全村老人“大聚

会”，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尊

老、爱老、敬老文化。

义诊、理发、投壶、套圈……刘庵村村委会

大院门前，志愿者梳梳剪剪，老人们换了个新

发型；医护人员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耐心叮

嘱健康知识；还有不少老人早已被游戏吸引，

跃跃欲试。而这，也只是“前奏”。

走进村委会大院，活动“主场”上，歌曲、戏

曲、古筝、舞蹈、快板等节目精彩纷呈。听到戏

曲，有“好唱”之评的戏迷李有汉也坐不住了，

随性唱起《樊梨花西征》，已经 100岁的他，一

板一眼，精神饱满。旁边的老人们为李有汉鼓

掌，老人们说说笑笑好生热闹。

临近中午，“十大碗”“压轴”登场，文明大

礼包人手一份。生活在刘庵村怎么样？“好，可

好。”李有汉和一群老人笑着说。

据了解，为保障老年人美好生活，刘庵村

将尊贤敬老做在平常，发布倡议书、制定村规

民约，依托刘庵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从文化

娱乐、生活保障、精神建设等方面开展多种活

动，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刘亚鑫 王思琪 张萍萍 张甲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