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检察院召开
增补听证员聘任仪式暨检察听证培训
会。 方涛 李晓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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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按照规定价格公开挂牌组织收
购最低收购价稻谷，现将收储库点名单公告如下：

河南省2024年稻谷最低收购价
第三批收储库点名单

收储库点名称

桐柏县太白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吴城库点

桐柏县太白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果园库点

邓州市杨营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杨营购销站

收储库点地址

桐柏县吴城镇朝城村朝城组18号

桐柏县产业集聚区货站路西段2号

邓州市小杨营镇杨城路19号

联系电话

13569281199

13569281199

17320141631

近日，洛阳市偃师区融媒体中心与偃
师区检察院共同开展933电台小主持人
探秘检察院公益实践活动。 王靖雯 摄

近日，洛宁县检察院干警走进大元发
电有限公司，上门问需，面对面服务企业
高质量发展。 雷志帆 摄

近日，洛阳高新区检察院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组织干警深入伊滨区创新平台、
创新企业实地调研。 李祎祯 摄

访侨情，解侨难，暖侨心。为让

侨界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桐柏县委统战部、县侨联坚持重

要节日、归侨侨眷患病、海外侨胞回

乡探亲、侨眷家庭遇到重大事件等

“四必访”制度，每年走访慰问侨胞侨

眷及困难侨眷、侨界空巢老人30多人

次，同时，结合“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组织侨眷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7

户23人次，有力提升了侨眷就业增收

致富的能力。

（李湘圆）

“阳光饭店油烟机管道安装在外

面，噪声和空气污染严重，影响附近

居民生活，希望巡察组能帮忙解决。”

11月 2日，沈丘县委第二巡察组接到

老城镇一起油烟污染的举报电话。

“既然群众有反映，我们就要落

实清楚……”巡察组组长张郁然说

道，随即安排巡察组干部现场查看。

经了解，该饭店油烟管道外露，油烟

污染和噪声都很大。巡察组立即交

办给老城镇党委，督促商家整改。

老城镇党委接到要求后，立即研

究落实意见，并与饭店协商解决，两

天内饭店外临时设备拆除，并在店内

安装油烟净化器。

“群众利益无小事，开展巡察工

作就要走进群众的生活圈，办好群众

的烦心事，提升群众的幸福感。”沈丘

县委巡察办主任张涛说道。

（朱莹）

鹤壁市山城区汤河桥街道车站路社

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日间照料中心等“一站式”综合

服务阵地，用心用情为民服务。积极拓

展养老服务功能，联合养老机构，组织开

展“红色读书会”等文化活动；组织党员、

网格员定期到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老人

家中开展个性化暖心服务，提高老年群体

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乐、老有所安。 （窦志飞 范宪艳）

今年以来，鹤壁市鹤山区鹤山街街

道河东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围绕党群服

务中心的政治功能、活动功能和服务方

式，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通过党

员授课、现场教学等方式，实现党性教

育全覆盖；以党群服务中心为载体，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坚持“民事民

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的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努力把惠

民小事做成民生实事，做到群众的心坎

上，让居民群众获得真真切切的幸福与

便利。 （徐铭钊）

□古国凡 井远科 杨丽鹤

在襄城县颍桥回族镇北街村，

提起李银霞无人不晓。她年逾花

甲，但身板硬朗，带领全家种烟30

多年，过上了人人羡慕的好日子。

每年从烟苗移栽到烟叶采收，

她合理科学地忙活着一切农事。

其后，她又将主战场转移到了烤烟

房。“我一个人用电脑操控着 6座

电烤烟房，必须适时把握排湿、加

温、定色情况。尽管操心，但跟以

前用煤烤烟相比省时、省力、省钱

多了！”11月6日，李银霞感慨道。

30多年前，她从邻乡大路李村

嫁到北街村，当时婆家只有3间土

坯房，经济上捉襟见肘。出嫁前就

跟着父亲学炕烟的她认为，想尽快

过上好日子，那就发挥自己的特

长，种好烟、烤好烟。当年，在她的

主张下，一家人种了 7亩烟叶，由

于科学管理，烟叶长势喜人。

到了采收烘烤季，在外打工的

丈夫嘱咐她把烟叶装到别人家的

炕里去烤。可李银霞的打算是：

“想多赚钱，得自己建炕、自己烤

烟。”丈夫担心地说：“烤烟是技术

活儿，万一发生意外，一季的收成

就泡汤了。”李银霞回话：“我心里

有数！要论烤烟，我一定得是咱村

的状元！”

之后的几天里，李银霞起早贪

黑，拉土、垛墙、垒火龙，烟炕很快

建了起来。第一炕烟叶装上后，火

龙里火光熊熊，被拉来做现场指导

的父亲适时把火封好，降低温度，

炕出的烟叶黄、鲜、净。当年她家

种的烟叶平均亩收入近 2000元，

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不仅丈

夫，同村人也都夸她是当之无愧的

烤烟状元。

此后的李银霞更加坚定了多种

烟、种好烟、烤好烟的决心，她家的

烟叶种植面积逐渐由7亩发展到20

亩、50亩、100亩。2019年，当地政

府加大烟叶补贴政策，将烤烟方式

由凭个人经验控制的煤烤改为电脑

操控的热泵烤，决定大干一场的李

银霞把她家的烟叶种植面积一下子

扩大到200亩。

李银霞到处查找学习电烤烟

的技术资料，有看不懂的就向技术

人员求教。就这样，到了出炕时，

叶黄、秆黄、油光发亮的烤烟，引来

街坊邻居啧啧称赞。

靠种烟，李银霞不仅把家里的

3间土坯房翻新盖成了三层楼房，

还在市里买了3套楼房，先后购买了

3辆汽车。今年，她家种的烟叶又

喜获丰收，预计亩收入近6000元。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陈
越）11月 5日，随着灵宝市朱阳镇王

家村烟农张威的最后一批烟叶入库，

该镇历时40天的2024年烟叶收购工

作圆满收官。

近年来，该镇坚持把烟叶生产作

为增加农民收入、加快乡村振兴、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2024年，朱阳镇烟农克服前期严

重干旱、中期遭受冰雹和病虫害等不

利影响，科学种植、科学管理，烟叶喜

获丰收，总产值等指标超过预期目标。

为稳定烟叶面积，巩固支柱产

业，积极应对极端天气，该镇采取

“A+B”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在3.17万

亩合同面积的基础上，增加风险田面

积 7300余亩，为完成全年收购任务

拉上“保险栓”。2024年，全镇共栽植

烟叶 3.9万亩，烟叶面积在河南省种

烟乡镇中稳居第一。

在烟叶生产过程中，朱阳镇通过

现场培训、微信群发布技术要点，印

发生产技术手册等方式加强技术指

导，试点推行杯罩式移栽方式，全面

推广井窖式移栽、豆浆灌根、揭膜培

土、无人机喷施水肥等先进实用技

术，累计召开培训会 120余次，发放

各项技术资料 2.8万余份，培训烟农

2.2万余人次。

朱阳镇还通过加强技术培训，不

断提高烟农管理水平，提升烟叶品质

及品牌产业效益；扎实推进预分拣工

作，8个预分拣服务站累计为烟农分

拣烟叶120余万公斤，减轻了烟农劳

动强度，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种

植效益。

烟叶收购，关乎烟农的切身利

益。朱阳镇在烟叶收购过程中严格

落实预检定量、预约交售、优质优价、

诚信交售，把好烟叶收购导向和收购

进度；成立烟叶收购工作领导小组和

验级仲裁小组、设置6个烟叶外流截

留卡，严厉打击非法倒卖贩卖烟叶行

为；采取比学赶超等办法，激发各烟

站收购活力；及时做好烟农意见处

理、收购网络维护、交售秩序把控，全

力维护烟叶收购秩序，为烟叶丰产丰

收打下坚实基础。

据悉，今年朱阳镇烟叶产值第十

次突破亿元大关，累计投放收购资金

13659万元，上等烟比例 76.77%，户

均收入8.35万元。

为进一步推动烤烟和粮食生产的协调发展，平顶

山市烟草公司积极打造烤烟产业综合体，建立“科研

单位+烟草公司+烟农专业合作社+烟农”模式，帮助

烟农开展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

据悉，科研单位作为技术依托，负责提供技术方

案和技术培训，烟农专业合作社由专业化的植保服务

队伍组成，配套有无人机、大型植保机等，烟草公司则

负责物资的采购和供应，并对统防统治过程进行监

督、评估及意见反馈。

“现在合作社的配套服务越来越全面，有啥需要，

只用一个电话，连人带机器就都到了地头；需要技术指

导，一个电话，市烟草公司技术中心的专家们就很快到

位，肥咋施、药咋用、病咋防，方方面面都讲得清清楚楚，

咱按照技术指导操作就行了，烟叶产量和品质都比单独

种春烟好。明年我准备把家里所有的烟

地都采用这种模式来种。”郏县安良镇酸

庄村烟农薛占锋说着，脸上的笑容抑制不

住。

“我们将继续贯彻行业要求，坚持粮

烟融合的发展思路，把烤烟产业与粮食

安全结合起来，推动现代烟草农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广大烟农幸福指

数。”平顶山市烟草公司烟叶生产负责人

栗克峰说。

一耕一忙，丰收的希望由此产

生。平顶山粮烟融合模式不仅仅是

烤烟生产的技术创新，更是实现乡村

振兴和农民致富的路径。

11月8日，社旗县归侨侨眷联合会到

东裕社区“侨胞之家”宣讲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就贯彻全会精神、提升“侨胞

之家”服务水平开展讨论，侨胞家属代表、

侨务工作者等20余人参加。（狄超）

零距离服务聚侨心

巡察组督促解决油烟污染问题

学习全会精神 提升服务水平

多样服务暖民心
幸福和谐聚人心

社区小阵地
释放基层治理大能量

“烤烟状元”李银霞

科技加持 服务周到
灵宝市朱阳镇今年烟叶产值再超亿元

11月3日，汝阳县刘店镇
邢坪村烟叶种植户景素云展示
金灿灿的烤烟。今年烟叶收购
季节，刘店镇烟叶工作站紧紧
围绕任务目标排兵布阵，科学
调度收购进程，强力维护收购
秩序，确保有市场需求的烟叶
应收尽收，助力烟农增收。

康红军 摄

间套多熟提质增效
平顶山粮烟融合带状种植收益高

平顶山位于我省中南部，是全国三大烤

烟发源地之一。近年来，平顶山市烟草公司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三农”工作决策部署，

积极响应国家烟草专卖局“以烟稳粮、以烟促

粮”工作要求，探索粮烟协同发展长效机制，

建设烟粮（经）融合示范区，打造烟粮（经）复

合产业带，稳步形成粮烟融合的良好局面。

郏县烟草分公司主要负责同志陈旭初

介绍：“烟粮带状种植模式具有较高的综合

经济效益，适宜土地稳定流转、种植规模较

大的农户种植。”

“一般在头年10月后以2.7米或5.5米为

间隔进行小麦播种，次年4月在间隔的空地

上施肥起垄和移栽烟苗，待小麦收获后，再

进行整地起垄、接茬种植红薯，这种粮烟融

合模式可以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到最

大。”陈旭初进一步解释道。

据了解，平顶山烤烟种植历史悠久，种

烟面积一直很稳定。近几年来，粮烟融合种

植面积逐年增加，土地综合利用率提高了

24.3%，每年的亩均收益比单一种植模式增

加至少600元。

要实现粮烟融合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

不可或缺。平顶山市烟草公司烟叶生产技

术中心通过加强相关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

为烟农提供全流程技术指导，确保粮烟生产

高效稳定。

“目前我们开展的粮烟融合种植模式主

要有两种，4垄烟种植模式和 2垄烟种植模

式，都是以提高烟叶和粮食作物的产量质量

为目的。”该技术中心主任常栋介绍道。

近几年的探索证明，粮烟融合种植模式

和纯作相比，单位面积小麦亩均产量可提高

36%，烟叶亩均产值可增加12.6%，烟叶成熟

落黄特性明显提高，烘烤损失有所降低，烟

叶均价增加3.76%。该种植模式产生的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成效初现。

对此，郏县李口镇大张庄村烟农张鹏深

有感触：“以前我们只种春烟，虽然整体收益

也很不错，但是每年只种一季，老担心有

赔本的风险。现在跟小麦一起种植，多

收的一季庄稼能基本抵消租地成本。今

年我家种了50亩烟叶，收益都不错，明年

准备再扩50亩地种烟。”

伴随着轰隆隆的拖拉机声，小麦种子被整齐播种在事先规划好的条带里，其余空
白条带则是规划好来年种烟的区域。11月7日，在郏县堂街镇堂东村的农田里，一派
热闹非凡。

“今年是俺第二年采用粮烟融合带状种植模式，效果真不赖，全部实行机械化，没
有额外投工，打顶和采收环节劳动强度下降不少，明年俺还这样种烟。”堂东村职业烟
农李小兵一边从拖拉机上下来，一边说道。

李小兵提到的粮烟融合带状种植正是平顶山烟区烤烟与粮食生产协同发展的一
个缩影。在平顶山烟区，粮烟带状复合种植是近几年重点探索研究的一项农业新技
术，主要针对烟区间套多熟种植习惯，集高效轮作、绿色增收、提质增效三位一体的现
代化农业技术。

打造粮烟融合 助力烟农增收

全程技术指导 粮烟都获丰收

实施绿色防控 提升烟叶品质

郏县堂街镇堂东村粮烟郏县堂街镇堂东村粮烟带状复合种植地块带状复合种植地块 常栋常栋 摄摄

□何晓冰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11月6—8

日，河南农业大学烟草栽培重点实验

室和河南省生物炭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联合主办的高香气优质雪茄烟叶

生产技术潜力挖掘国际研讨会在海

南乐东黎族自治县召开，为我国高香

气优质雪茄烟叶开发搭建了一个国

际化合作交流的平台。

研讨会上，河南农大烟草学院魏

跃伟博士、崔红教授、杨盟权博士分

别就各自的研究课题作了学术报告，

任天宝副教授汇报了其项目组基于

土壤碳氮平衡增香、晾制发酵技术及

其工程化装备的高香气优质雪茄烟

叶关键栽培技术研究和实施方案，并

介绍了其团队围绕高香气雪茄原料

开发进行的系列研究进展。

古巴雪茄研究所研究员MAR-

TINMANUEL在题为《雪茄烟调制、

茄衣发酵技术》报告中，简要介绍了

古巴雪茄烟叶的晾制和发酵技术等

内容，以期为中式雪茄的调制和发酵

技术提供理论和技术参考。

烟草行业学科带头人、河南农大

烟草学院教授刘国顺针对建立适宜

本土的高香气优质雪茄烟叶生产体

系提出建议，一是对标古巴雪茄烟叶

质量标准，成立一个国际化研究团

队；二是坚持自主创新和生态决定特

色理念，围绕海南昌化江河谷地带，

构建一套雪茄烟品种选育、栽培、调

制及发酵的理论与技术体系；三是创

建雪茄产业技术研究院或雪茄烟叶

生产长期定位实验站综合性跨学科

研究平台，深度挖掘我国优质雪茄烟

叶原料生产潜力，通过自主创新打造

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香气优质

雪茄烟叶研究高地。

河南农大开展优质烟叶生产国际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