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1月 4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第十一届中

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

会，介绍第十一届中原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媒体

关注的问题。

第十一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鹤

壁市人民政府承办，将于11月14日

至17日在鹤壁市举办，深挖中原优

秀文化资源，推介文化产业发展成

果，促进交易及产业落地，助推中原

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

前，本次大会确定参会企业1208家，

其中参展商941家、采购商267家。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新建介

绍，本届主会场设在鹤壁市朝歌文

化园，共分为文化产业综合展区、

文创产品交易区和文创互动体验

区3个区域，同时还设有浚县古城、

淇县朝歌老街、鹤壁书城、四季青

文博园等七个分会场。

除文博会开幕式、文化创意新

品首发、参展评选活动等常规活动

外，文博会还运用了AI导览、沉浸

式体验、元宇宙等数字技术，让文

化“动起来”、文物“活起来”，为观

众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此外，

通过开设“云上文博”，实现了线下

到线上的延伸，打破了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扩大了展会影响力，提高

了全民参与度。

本报讯（记者赵博）“一粒种子

促振兴，中原农谷起高峰”，由中原

农谷管委会、省农业农村厅、省农

业科学院、河南农业大学主办的

2024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定于

11月6日至8日在郑州举办。本次

大会将汇聚国际、国内种业领域数

百位顶级专家学者，围绕粮食、畜

禽、蔬菜、瓜果、苗木等领域，以及

基因编辑育种、分子育种等种业前

沿科技，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本次大会将采取“1+1+4+4”的

模式进行，即：1场开幕式；1场主旨

报告会：中原农谷国际种业交流会；

4场平行研讨会：农作物育种及产业

链发展研讨会、畜禽种业创新及产

业链发展研讨会、经济作物（果蔬、

中药材）种业创新及产业链发展研

讨会、种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研讨

会；4场主题活动：种业创新引领成

果展、中原农谷种业“芯”动能创新

专场、雁阵企业之夜、实地考察。

本次大会将通过打造集视觉、听

觉与味觉享受于一体的活动场景，让

参会嘉宾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围绕

行业趋势、技术创新、市场变化等多

个层面进行有效交流、深入交流。同

时，在保持主旨报告、研讨会等传统

形式下，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打造大

会小程序，同时通过短视频、直播等

形式，全面提升大会宣传覆盖面和影

响力。

来鹤壁体验一场有趣的文化产业盛会
第十一届中原文博会下周开幕

一粒种子促振兴 中原农谷起高峰
2024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6～8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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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郭文华）2500多

亩小麦种上后，该施肥时，宝丰县商酒务镇赵官营

一村种粮大户赵振强却并不着急。“现在种地都现

代化了，施肥讲究‘少量多餐’，俺在手机App上点

一下，就能定期自动精准施肥。”11月 2日，正在田

间查看小麦出苗情况的赵振强拿出手机介绍起自

己的“新农具”。

“我镇2万亩高标准农田采用智慧农业管理系

统、气象遥感监测云服务平台等，在手机上实时监控

各类指标，对灌溉、施肥等设施进行远程操控，实现智

能化决策、可视化管理和精细化种植，确保高标准农

田粮食作物丰产稳产。”商酒务镇副镇长王录军介绍。

通过互联网水肥一体机，该镇核心区5000亩土

地实现喷灌全覆盖、水肥精准化，预计每年可节水

40%以上，提升化肥利用率30%以上，增产15%至

20%；依托宝丰县万家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粮食种植、

良种选育先进技术，采取“企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科

研与技术推广+农户”模式，统一供种、统一技术服务、

统一组织收购，进一步彰显高标准农田经济效益。

在该镇智慧数据中心，高标准农田内的农作物

长势情况电脑显示屏一屏展示，可为广大农户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管理服务。

“我镇每年组织人员对2万亩高标准农田进行无

人机飞防作业，实现统防统治，不仅降低了成本、提高

了效率，还减少了病虫害对农作物的影响，为粮食安

全生产保驾护航。”商酒务镇党委书记崔俊豪说。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
羽 通讯员闫鹏亮 宁津瑜）“作为河南

省‘最美家庭’荣誉获得者，有幸成为

民权县‘最美家庭’志愿服务队的成

员，我一定会珍惜荣誉，发挥自身的力

量，带动更多的人去传承优良家风，共

创和谐社会！”10月30日，刚刚参加完

民权县“最美家庭”志愿服务队成立仪

式的韩传峰激动地说。

记者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的重要论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更好地发挥“最美家庭”的示

范作用，民权县成立了“最美家庭”志

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分为家风家

教宣讲团、“爱心妈妈”服务分队、爱

心帮扶服务分队、心理健康教育分队

和儿童安全分队五个分队。志愿服务

队要深入家庭、社区、乡村、机关、企

业、学校等，大力开展家风家教宣讲活

动、“爱心妈妈”帮扶慰问活动、儿童

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生动活

泼、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带动

全县家庭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

传播好家风，为现代化民权建设贡献

“家”力量。

近年来，民权县妇联组织以寻找

“最美家庭”活动为抓手，通过寻找身

边动人的家风故事、讲述百姓生活的

感人事迹等形式，弘扬新时代家庭文

明新风，传播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有很多家庭获

得了全国、省、市“最美家庭”和“五好

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11月 1日

起，河南进入森林防火紧要期，为了加

强森林防火法规宣传，严格林区火源

管理，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近日发

布《河南省森林防火通告》（以下简称

《通告》），要求进入林区严格遵守森林

防火“十不准”和相关法律法规。

《通告》提出，全省森林防火紧要期

为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4月30

日。森林防火紧要期内，林区及其边缘

一百米范围内要做到“十不准”：不准携

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

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

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

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

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

在林区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

不准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

幼、弱、病、残、孕参加扑火抢险。

另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野外

违规用火等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制

止，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林业主管部

门报告。发现火情，及时拨打 12119

或当地政府公布的报警电话。

我省森林防火进入紧要期
进入林区要做到“十不准”

民权成立“最美家庭”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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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婷婷）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

松。霜降后河南各地抢抓有利天气时机，积极进行

秋播，11月4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当

日 17时，全省小麦已播种 8472万亩，占预计播种

面积的99.4%。小麦已出苗面积6795万亩，出苗率

80.2%，除信阳因腾茬收获较晚麦播仍在进行外，其

他地市麦播基本结束。

今年麦播有五大特点

麦播面积持续稳定。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今

年“三秋”工作，提前召开全省“三秋”生产暨秸秆禁

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分析麦播形势，安排部

署“三秋”生产各项工作。省农业农村厅将今年麦

播面积任务分解到市，经报请省政府同意，提前下

达到各地，压实地方党政责任，严格落实各项惠农

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麦播面积稳

定在8500万亩以上。

基本实现适期播种。受 10月上中旬气温偏

高影响，麦播较常年推迟3~5天，从 10月 11日开

始大面积展开，10月 17至 20日，全省出现大范围

明显降雨过程，随着气温下降，墒情得到明显改

善，各地抢抓机遇，加快麦播进度，10月 20至 25

日连续 6天麦播日进度超过 500万亩，其中 10月

24日麦播日进度超过800万亩。加上各地积极抗

旱播种浇水面积达900万亩，较常年增加一倍，保

证小麦足墒出苗，目前整体出苗较好。

农资供应保障到位。省政府专题研究农资市

场净化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印发文件，启动种子

等农资市场“秋风行动”，派出4个工作组，分片包

市开展工作督导，持续净化农资市场。全省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1.2万人次，检查农资经营门店3000余

家，倒查假劣农资违法线索600余条，严肃整治虚

假宣传、违法广告等问题，严防种子跨区推广种

植。“三秋”期间，农资供应充足，小麦种子价格同比

下降0.3~0.5元，尿素、复合肥价格同比整体下降。

关键技术落实有效。省农业农村厅提早制订

印发麦播技术、病虫防治、施肥技术、品种布局利用

等意见，指导各地抓好麦播关键技术落实，全面提

高整地播种质量；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技术宣

传、专家讲座、现场和网络培训，讲解麦播关键技

术。派出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分片包市、深入一

线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尤其是对缺墒地块，指导造

墒播种；对个别湿度较大地块，落实晚播小麦“四补

一促”技术。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积极推

广麦播关键技术，种子包衣、药剂拌种基本实现全

覆盖，深耕整地3800万亩，配方施肥7600万亩、播

后镇压3500万亩，应用面积均有提高。

单产提升有力推动。全省持续开展小麦大面

积单产提升行动，统筹利用粮油生产保障资金、农

业生产发展资金等，在高标准农田建成区、示范区

集中打造1500万亩小麦高产示范区，将高产示范

区任务细化到县、到乡、到主体、到高标准农田地

块，按照一县一方案、一县一团队、一县一张图的

要求，率先落实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和防灾

减损，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示范引领作用，打

造高产示范样板，示范带动小麦大面积单产提

升。

小麦苗情要盯紧

俗话说，种子落地，“管”字上马，小麦播种后如

何管理？11月4日，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

员、省优特产业优质小麦专项专家方保停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今年9月30日和 10月17日全省两

次大范围降雨，大部分地区麦播底墒充足，播种质

量高。方保停提醒全省农技人员、种植户，要密切

关注小麦苗情、确保苗齐苗匀苗壮。受机具作业的

影响、地头缺苗断垄多于中间，小麦出苗后，要及时

检查出苗情况、及早查苗补种；因墒情不足造成缺

苗的，及早喷灌促出苗并补充土壤水分；因板结、漏

种、地下害虫等原因导致10厘米以上缺苗断垄的，

要及时进行补种；要注意补种原品种种子，防止品

种混杂。因不同原因造成较大面积缺苗的个别地

块，建议尽快重新播种。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环环

相扣，压茬推进，切实抓好冬前管理，积极培育冬前

壮苗，保苗稳健生长、安全越冬，夯实明年夏粮生产

基础。

河南麦播基本结束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杨
振辉 黎伟）11月1日，淅川县盛湾镇

蚂蚁沟村红薯种植基地内，随着挖

薯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个个形态

饱满、颜色红润的红薯破土而出，现

场的工人们对红薯表面土渣进行清

理后，按照红薯品相、大小，进行分

拣、装车。

蚂蚁沟村红薯种植大户王石巧

高兴地说：“今年我种植黄心粉薯 8

亩，每亩产量达 6000斤左右，按照

目前的红薯保底收购价 1斤 5毛钱

左右计算，一亩地收入 3000 元左

右。特别是今年红薯长得特别好，

天气也很给力，有利于机械作业，便

于在田间进行分拣，分拣的红薯直

接卖到盛客薯业有限公司，省时、省

心、省力，非常方便。”

今年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引导

下，盛客薯业有限公司带头示范种

植，并鼓励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种

植大户、零散户种植黄心粉薯、西瓜

红蜜薯、冰糖心蜜薯。目前，盛客薯

业有限公司培育种植的西瓜红蜜薯

和冰糖心蜜薯，可通过线上和线下

两个渠道进行销售。此外，该公司

还上马了红薯淀粉、红薯粉条、酸辣

粉、即食红薯干等生产线，对收购的黄心粉薯

可进一步深加工处理，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近年来，盛湾镇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群众参与”的红薯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盛客

薯业有限公司投资建厂、示范带头、技术帮扶、

规模种植、逐步推广，坚持走“公司+基地+合

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今年，盛湾镇共种植

发展黄心粉薯 2000亩、西瓜红蜜薯 1000亩、

冰糖心蜜薯200亩。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向宣垣 李
金珠）10月 27日，光山县泼陂河镇万亩大豆基地

里，一串串绿油油、沉甸甸且粒大饱满的大豆挂满

豆秆，村民们正趁着晴朗天气进行采摘、装袋、搬

运、称重、装车……

“这边土壤资源和水资源条件都非常好，这是

一季大豆采摘之后种的第二季，7、8月份采摘完一

季大豆后，接着播种二季，70多天就能采收。今年

大豆收购价每斤在4元左右，按照每亩 1300斤计

算，可收入5000多元。一季大豆采摘时我们每天

用人工200余人，现在每天有100多人摘豆子，人

均每天工资 150元，可能还需 10天左右才能采收

完毕。收完后我们会种甘蓝等蔬菜，一地多收，最

大限度发挥土地效益，增加村民收入。”大豆基地负

责人代正应说。

泼陂河镇万亩大豆基地2022年3月建成，通过

合并田块、平整土地、挖设沟渠、铺设管网、安装水肥

一体化系统，建成高标准农田，共有雀村、杨榜、蔡围

孜三个种植片区。基地通过“良种良法”发展优质高

效农业，推广“一地多收”模式，在三大种植片区推进

大豆示范种植，带动传统种植业转型升级。

取得收益后，泼陂河镇万亩大豆基地采取“党

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广种植

技术，带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

等90余户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代耕代种

等方式整区域推进大豆种植，采收后，基地采取订

单式销售模式，直接收购，简单高效。该大豆基地

年产大豆2700余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每年带

动300余人就近就业，辐射带动周边村民、种植户

务工、种植收入200余万元。

1111月月33日日，，南阳市正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南阳市正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2..11万亩有机水稻喜获丰收万亩有机水稻喜获丰收，，工人们正在趁天晴抢收水稻工人们正在趁天晴抢收水稻。。 陈光陈光 摄摄

习近平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汇”
全体同志回信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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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