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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

员谢辛凌）瓜蒌黄，采摘忙。11

月 11日，沈丘县周营镇谢营村一

处瓜蒌产业基地，用水泥柱搭建

的瓜蒌支架上，一个个体态饱满

的瓜蒌如一盏盏灯笼悬挂在空

中；棚架下的地面上，一垄垄蚕豆

绿意盈盈，煞是喜人。

“这个瓜蒌和蚕豆套作基地

有 20余亩，与往年相比，今年亩

产瓜蒌籽可达 150公斤、瓜蒌皮

130公斤。”基地负责人王贝贝介

绍，当下，瓜蒌籽每公斤售价在

40元至50元，瓜蒌皮也卖到了每

公斤 7 元，两项合计亩均收入

7000多元，经济效益可观。

瓜蒌与蚕豆的套种模式是利

用瓜蒌和蚕豆的空间错位搭配，

实现“瓜蒌不减产、多收一季豆”

的目的。据悉，在瓜蒌下套种蚕

豆，可以实现每亩增产蚕豆 500

斤左右，增收1200多元。

“我们村的瓜蒌种植已初步

形成规模，连片种植面积达60多

亩，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

果’。”谢营村党总支书记武勤丽

说。

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适

度发展大棚草莓、葡萄、西瓜、

辣椒、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充分

利用当地的气候、土地等自然

优势进行套种轮种，把“短平

快”特色产业发展作为推动村

集体经济增长、村民增收的重

要举措，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

的产业基础。

藤下种豌豆 瓜蒌不减产多收一季豆

□王都君 常慧

把大件包裹搬进投递汽车后备

厢码放好，小件包裹按照投递路线分

类排列，分好的报刊摞放整齐。11

月 15日一大早，在林州市邮政公司

中心揽投部，投递员任炳亮开启了他

忙碌的一天。

任炳亮负责的投递段道有36个

自然村，每天往返里程138公里。从

最初的自行车、摩托车到现在的投递

汽车，从事邮政投递工作15年来，不

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任炳亮都会

准时把邮件、包裹送到用户手中，从

未耽误。

两个月前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

刚刚结束一天投递任务的任炳亮接

到一个电话，对方语气焦急，声称有

封内装转院证明的邮件急用，系统查

询该邮件刚到林州，希望晚上能够加

急投送。任炳亮不顾一天的疲惫，

20分钟内完成邮件查询、信息登记、

扫描下单等操作流程，以最快速度赶

到了与用户电话中约定的席家洼村

东路口，却不料此时用户电话无人接

听。原地等候十余分钟后仍未见用

户踪影。任炳亮冒雨徒步前往村中，

挨家挨户敲门打听收件人具体位置，

直到晚上10时许才在热心村民带领

下来到收件人家中。原来收件人家

中病人突然出现紧急状况，导致未能

及时接听电话。看到浑身湿透的邮

递员，收件人一家甚为感动，连连道

谢。

“任炳亮是我们的贴心人。”在投

递过程中，任炳亮经常帮助村民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赢得了段道上村民的

尊敬和称赞。

有些上年纪的村民不会查询快

递和退换货，任炳亮总是不厌其烦，

帮助他们申请退货、填写信息。李

子成熟的季节，缺乏销售渠道的果

农一筹莫展，任炳亮就通过朋友圈、

抖音平台帮助宣传推销。他还利用

休息时间到果园中帮助村民采摘、包

装、邮寄李子，虽然忙得筋疲力尽，但

他却说：“能在投递工作之余为乡亲

们做一些事，再忙再累也值得。”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董
培培）“现在耕地整地、播种、施肥、收

割都离不开拖拉机，十分感谢政府的

好政策对我们合作社的支持。”11月

12日，在宝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质

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补贴发放仪式

上，宝丰县田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刘群山激动地发言。

据了解，此次农机补贴发放，经

过乡镇推荐、专家组评审、面向社会

公示等程序，共选定 11家合作社享

受该项补贴，累计补贴 132万元，田

丰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其中之一。该

合作社承包土地2200亩，以种植粮

食作物为主，2023年合作社销售收

入 160余万元，2018年被认定为国

家级示范社。

近年来，宝丰县坚持创新思维，

把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作为

县委、县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并纳

入“三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

示范引导、政策扶持、信贷支持和高

质量服务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培

育支持力度，有效促进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健康发展。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全县绿色食

品品牌已达到 37 个，宝丰梨、小米

醋、羊肚菌、花生、大球盖菇等 11种

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宝丰花椒入选河南省知名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冯异”米醋、“众

口”小米等优质农产品入选河南省

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截至目前，

该县共有 2293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其中龙头企业 34家，国家级示

范社 3 家、省级示范社和示范家庭

农场 6 家，有效激发了农业农村发

展活力。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政

策为导向，以需求为核心，努力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更优越的条件，

持续推动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再上

新台阶。”宝丰县副县长孙志刚说。

本报讯 （记者李东辉）11月 16

日，由河南省农药管理协会主办的第

二十八届河南省农药信息交流暨农

药（械）交易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此次交易会的主题是“创新驱

动变革、绿色高质发展”，省内外的近

500家企业参会参展，来自农药（械）

生产企业、经销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新型植保社会化组织等的数万人

与会洽谈观摩。

近年来，河南省农药企业砥砺前

行、奋勇争先，涌现出一批如红东方、

河南瀚斯、河南远见、六夫丁、郑氏化

工等骨干企业，带动河南农药产业快

速发展，国内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截至目前，河南是全国第六、中部第

二的农药（械）生产大省，拥有146家

生产企业，年产值77亿元。同时，河

南也是全国农药（械）第一销售使用

大省。

河南省农药信息交流暨农药（械）

交易会是黄淮海地区规模最大，影响

最大的展览会。这次交易会为分析把

握农药行业经济运行情况，研判行业

发展形势，帮助企业破困局、谋变局、

开新局，提供了难得的交流机会，为农

药（械）行业宣传产品、展示技术、推介

品牌、开拓市场搭建了平台。

“本次展会充分展示了河南及我

国农药行业发展成果，发挥了平台纽

带作用，促进了全国农药行业间的业

务交流，实现了合作共赢。”河南省农

药管理协会轮值会长、六夫丁作物保

护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诺说。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11月 16日，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出

发九十周年大会在罗山县何家冲学

院隆重举行。信阳市、罗山县有关领

导，红二十五军将士、烈士后代代表，

红二十五军长征沿线重要节点县代

表，党史军史专家学者等齐聚一堂，

赓续红色血脉、共话长征精神。

信阳市委书记蔡松涛在讲话中

说，九十年前，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

何家冲出发，转战近万里，胜利完成

长征，在大别山革命斗争史、红军长

征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

一页。信阳市举行纪念红二十五军

长征出发九十周年大会，就是要传承

弘扬长征精神、大别山精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奋力实现“两个更

好”凝聚强大正能量。

红二十五军第一任军长旷继勋

烈士后代谭林在发言中说，九十年

前，红二十五军在极度艰难困苦的境

况下，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毅

然决然地开启了长征。这一伟大壮

举，堪称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

碑。要铭记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的

伟大意义，大力传承弘扬长征精神和

大别山精神，以实际行动为国家的建

设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大会还举行了新书《北上—从何

家冲出发》首发仪式和赠书仪式，红

二十五军长征沿线红色文旅联盟暨

乡村振兴联盟签约仪式以及红色文

旅精品线路开通仪式，纪念红二十五

军长征出发九十周年网络主题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

员陈灏 赵艳婷）11月 11日，在位

于许昌市建安区小召乡河沿张社

区的一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大

棚内，翠绿色的芥蓝长势喜人，工

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

“这些芥蓝产量高、质量稳

定，收割之后，会立即装筐送进冷

库，降温至3℃，然后包装、装车、

发货，第二天早上，新鲜的芥蓝就

会出现在广州、深圳等地的菜市

场上。”一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路通说。

据了解，一顺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9月，同年，

公司注册成立许昌市建安区顺宝

种植专业合作社。该公司流转土

地 550 亩，共建设有 200 多座大

棚、2座冷库，主要种植广东菜心、

芥蓝、西蓝花、红油香椿等高品质

生态蔬菜。该公司坚持“村集体+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形成

“大棚育苗、蔬菜种植、保鲜库存

储、包装加工、订单销售”全产业

链，产品主要销往当地商超及上

海、广东等地市场。

“河沿张社区现蔬菜种植面

积超过 500亩，拥有现代化温室

大棚400余座。”河沿张社区党支

部书记张华永说，“社区基本没

有外出打工的居民，全都种植蔬

菜，平时有空就去保鲜库和包装

箱生产车间工作。社区引进的3

家农业公司带动社区富余劳动力

120 余人，人均年增收 5500 多

元。”

“我们负责技术指导、育苗、

收购、批发和销售，去年销售量

5000 多吨，产值 1500 万元。截

至目前，今年销售量 6000吨、产

值1700万元左右。”路通介绍。

近年来，建安区捆绑整合使

用项目资金，实施设施农业能力

提升项目，持续开展农药化肥

“两减”项目，在保证粮食生产用

地的前提下，统筹规划设施蔬

菜、种子种苗繁育、食用菌生产

主产区，着力培育绿色有机蔬菜

聚集区，打造“供港澳”和“北菜

南运”等蔬菜输出基地，做优做

强蔬菜产业。

本报讯 （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李娟）“现在会

议少了、迎检少了，综合考核也根据统一标准一把

尺子量到底，有更多的时间为群众办实事了。”11

月15日，淇县庙口镇干部高春生说，随着基层减负

的持续深入，自己和同事们从以前的填表格、报台

账，变成了如今的走一线、办实事。

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针

对基层存在的“滥挂牌”、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调

研扎堆、“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突出问题，深

入乡镇（街道）村（社区）一线监督检查20余次，排

查共性问题30余个。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曾是基层负担的主要

表现形式之一。早在今年5月，该县纪委监委便

会同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等部门，以治理“指

尖上的形式主义”为突破口，对微信工作群开展

专项治理，清理微信工作群738个，整理合并402

个。从“群里吼”到“实地走”，随着“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治理的持续深入，一批批群众的急难愁

盼得到解决，基层干部为群众服务的能力和质量

得到了双提升。

“减轻基层负担非一日之功，必须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

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

真正为基层减负。

赓续红色血脉 共话长征精神
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九十周年大会在罗山县举行

共话农药行业发展大计
河南省农药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会举行

聚才引智 赋能创新促发展

党建引领 产业兴旺助振兴

（上接第一版）并对淅川县减振器

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

场答疑解惑……

近年来，淅川县立足水源地绿

色发展县情，以汽车零部件、现代中

药、新型建材、新材料“四大产业集

群”培育和文旅兴县、乡村振兴等工

作为重点，精准选择工业制造、生态

农业、全域旅游、现代服务业等四大

产业为主攻方向，积极引育、培养专

业技术人才，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

质量、高效率跨越发展。

下真功招才引智。聚焦县域

企事业单位人才现状和高质量发

展需要，持续实施“政聘企用”，招

引一批急需紧缺的专业型人才。

积极搭建引才平台，举办各类线上

线下招聘会、乡贤座谈会等活动；

加强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建设科

创平台，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目

前，淅川县设立省级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1家、创新实践基地8家，先后

引进博士后科研人员 10名、研究

生688人，实现有成果转化的发明

专利 302 项，每年引进各类高层

次、急需紧缺人才达2000余人。

重举措培养人才。高质量推

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实

现职业技能培训2.51万人次，新增

技能人才10560人，新增高技能人

才 7009 人、新增学徒制培训 260

人，累计创建3个省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和2个省级人力资源品牌示范

性培训基地。充分发挥职称评审

工作在人才资源开发评价利用中

的功能和作用，坚持线上线下协同

培训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方式强

化技能培训，释放政策引领效应为

人才广建平台。

出实招服务人才。持续推进

《诸葛英才计划》《支持企业发展人

才新政二十条》等惠才政策落实，

全面落实人才公寓、安家补贴、房

票补贴等各项人才优惠政策，量身

定制政务办理、安居落户、子女就

业、健康体检、休闲旅游等特色服

务，真正让引进的人才安业、安身、

安心。持续加大人才创业扶持力

度，为回乡创业高校毕业生提供创

业担保贷款，带动群众就业。

智力资源的集聚带动了淅川

县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完成农业由

传统向生态高效转变、工业由冶炼

向先进制造转变、服务业由中低端

向高端转变“三个转变”，把“绿水

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目前，

该县发展柑橘、软籽石榴等生态林

果 23万亩，环库森林覆盖率提升

至61.7%，汽车零部件关联企业达

86家。2024年上半年，淅川县实

现生产总值141.36亿元，同比增长

8.2%；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1.6 亿

元，同比增长9.7%。

与此同时，丹江口水库水质持

续稳定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

类以上。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

式通水至今，已累计为京津冀豫沿

线26座城市输水超680亿立方米，

直接受益人口达1.08亿人。

（上接第一版）练寺村组建了党支部

领办的合作社，建立新品种试验示

范基地，通过“党支部+公司+基地+

合作社+农户”模式，帮助农户持续

增收。目前，练寺镇发展棚内和林

下赤松茸、羊肚菌等食用菌1000余

亩，实现经济效益4320余万元，带动

370余户村民年增收3万余元。

“扶沟县将党支部政治引领、组

织优势与合作社经济优势、群众能

动性深度融合，打造‘一村一品、一

村一业’的发展格局，有力促进支部

有作为、党员起作用、集体增收入、

群众得实惠，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扶沟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尚守永

说。

为基层减负 让干劲儿更足

宝丰县补贴11家合作社132万元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

员王勇 王金凤）11月 12日，渑池

县陈村乡万寿村一片茂密楸树林

下，一垄垄黑褐色的“蚯蚓养殖

床”非常引人注目，养殖工人随手

抓起一把泥土，一条条肉红色的

蚯蚓在他手里有力地蠕动着。

“我们在渑池有 6个蚯蚓养

殖点，还注册成立了沐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固体废物和

畜禽粪综合使用。这个养殖点大

概 90亩，蚯蚓一月一收，一年可

以收10茬，年收益差不多60多万

元……”谈起蚯蚓养殖效益时，毕

业于河南理工大学的“90后”小

伙儿贠涛信心满满地说。

小小的蚯蚓究竟有多大价

值？贠涛说：“蚯蚓能做鱼饵、饲

料，可以提炼药物，用于处理市政

污泥，还能生产蚯蚓有机肥。”

在蚯蚓产业发展中，万寿村

采用“党支部+专业合作社+农

户”方式，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

益、群众地租收益、群众务工收益

的互利多赢。

“现在每天至少有20多名群

众在基地务工，工资日清日结，一

天人均收入 100元左右；年底预

计可新增集体经济收入8万元左

右。”万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刘小辉说。

近年来，陈村乡坚持绿色优

先，生态发展，在该乡中西部大

力发展高效农业和生态养殖，不

断拓宽群众致富路径。随着全

乡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为有

效处理养殖粪污，2023 年，在陈

村乡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万

寿村从洛阳市引进蚯蚓养殖项

目，通过集中回收牛粪喂养蚯

蚓，再由蚯蚓消化分解，让牛粪

完成了由“粪污”到“有机肥大

王”的华丽逆转，不仅延伸了产

业链，还带来经济效益，形成了

一条“吃干榨净”的绿色环保产

业发展之路。一条小小的蚯蚓

开启了乡村产业生态循环发展

的新模式。

乡村邮路上的贴心人

北菜南运 建安打造南方城市“菜园子”

林下养蚯蚓 “拱”出生态循环新产业

▼11月12日，正阳县陡沟镇代湾村姜农在收
获生姜。近年来，当地把生姜作为一种特色产业来
抓，逐步扩大生姜种植规模，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贺永明 摄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

讯员原钰恒 韩田田）11月 12

日，在沁阳市西万镇官庄屯村菊

花种植基地，村民正忙着采摘菊

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烘干车间里，村民将分拣

好的菊花均匀地摆放在托盘上，

推入烘干房进行烘干。烘干好

的菊花被送往众恒茶业有限公

司作为养生茶包的生产原料。

“我们的养生茶产品有

100余个品种，仅以官庄屯村

种植的菊花为原料的养生茶品

种就达10多个，产品远销全国

30多个省市。”众恒茶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宋沙沙说。

2023年 9月，西万镇依托

该村特色种植成立养生茶产

业片区党委，辐射带动周边

村，共同打造 200余亩养生茶

种植基地，助推产业向规模

化、标准化、链条化发展。

当日，在山王庄镇马庄村

晶品农庄富硒怀姜基地里，拖

拉机来回穿梭，伴随着收姜犁

起姜，村民有条不紊地拔姜

叶、剪姜秆、剥姜根。

晶品农庄负责人郜世豪

介绍：“今年我们共种植了 15

亩怀姜，每亩产量大概 4000

斤，现在每天能出5000多斤，

采用线上网络平台和线下批

发零售的方式进行销售，销往

全国各地。”

山王庄镇的土地属于垆土地，富含硒元

素，种出的怀姜营养价值高。2020年，山王庄

姜被收录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日前，晶

品农庄山王庄姜成功入选全省首批“豫农优

品”商标及标识使用人名录。

目前，沁阳市年产优质山王庄姜300万公

斤以上，拥有加工销售企业20家，吸纳种植片

区内1万多名群众就业。

近年来，沁阳市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持

续深挖农文旅产业潜力，打造城乡联动产业集

群，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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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扶沟
县豫星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员工在采摘新品种
西红柿。该公司和河南
农大联合进行新品种的
培育、展示和推广，推广
西红柿新品种6个，推
广面积达5万亩。

谷志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