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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天 气

阴天有中雨，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夜里减小到3级

左右，最高气温12℃，最低气温8℃

■温馨提示

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10 月 13 日上

午，记者在石龙区龙兴街道许坊村农友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红薯粉条加工车

间看到，搅拌、下粉、晾晒……工人忙得

不亦乐乎。

“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要求，确保绿色

无添加。我们用的红薯一部分是合作社种

植的，一部分是周边村民种植的，天然无污

染，加工出来的粉条筋道、爽口，深受消费

者欢迎。”该合作社负责人于秋芬说。

许坊村位于石龙区南部，这里的土

壤富含硒元素，种植的红薯品质优良、甜

度极佳。

2018 年，该村种粮大户于秋芬注册

成立了农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着力

打造富硒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建成了集

红薯打粉、粉条生产、晾晒场、仓储、包装

于一体的现代化红薯粉条加工厂。2019

年 8月，红薯粉条加工厂投用。

2019 年 11 月，该合作社在石龙区相

关扶贫资金扶持下，建成一座占地 230

平方米的农产品标准化厂房及冷冻库。

在于秋芬的带动下，该村今年红薯种植

面积超过 500亩。

在红薯粉条加工厂，经过加工、包装

等程序后，貌不惊人的红薯就成了“香饽

饽”。“每公斤粉条能卖 20 多元，让红薯

身价大增。”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建民说。

“农闲时我就来这里上班，每天有六

七十元的收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真

不错。”正在车间将粉条装箱的村民李娥

说。王建民说，有 50 余名村民在该加工

厂上班，每人每年增收近万元。

务工人员每人每年增收近万元

许坊村红薯粉条加工厂助农增收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窦传阳）

“俺种的烟叶真是下功夫了，采摘、绑秆、

上烤，一道工序也不少，看看这品相，定级

肯定高，收成肯定好……”10 月 18 日，正

在排队售卖烟叶的宝丰县石桥镇高铁炉

村烟叶种植大户王全义高兴地对记者说。

石桥镇位于北汝河南岸，土壤、气候

十分适合种植烟叶，所产烟叶味浓、质

纯，深受烟草企业青睐。今年以来，该镇

将烟叶种植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助

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种植大户示

范带动+群众广泛参与”的模式在全镇

大力发展烟叶产业。该镇通过盘活闲置

土地资源，扩大烟叶种植面积，并定期邀

请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为

烟叶质量提升提供技术支撑，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该镇成立烟叶收购协调小组，召开

专题会议，及时掌握全镇烟叶收购动态，

全力配合烟站工作，由烟站工作人员进

行分拣、评级、收购，确保收购秩序稳定。

今 年 ，该 镇 烟 叶 种 植 面 积 达 2340

亩，预计年产值逾 1000 万元。

石桥镇党委书记马中奎表示，该镇

将积极培育烟叶等特色优势产业，提升

产业效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注入新动能。

烟叶喜丰收 致富有奔头

石桥镇烟叶种植面积达 2340亩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孙文

涛） 10 月 18 日，郏县渣园乡寺街村，来自

平顶山市区的骑行团或移步赏景，或驻

足拍照“打卡”，美景让游客目不暇接。

寺街村位于渣园乡北部，是典型的半

丘陵村。该村过去基础设施落后，多数村

民或外出打工，或外迁落户，该村也成了

面貌破旧的“空心村”。如今，该村深入推

进森林乡村建设，围绕“传统村落”“留住

乡愁”理念，结合农村古树原生态建设美

丽乡村。该村合理利用破旧房屋、空闲废

地，见缝插绿，建游园、造花园，打造石道

巷，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 森 林 乡 村 建 设 过 程 中 ，该 村 积

极实施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在杨寺路、

杜 寺 路 、郏 景 路 渣 园 段 村 庄 主 干 道 两

旁 种 植 百 日 红 、红 叶 石 楠 、侧 柏 等 绿

植 ，村 内 做 到 应 绿 尽 绿 。 开 展 高 标 准

农 田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栽 植 大 叶 女 贞

8000 余棵，保持水土不流失，维护生态

环 境 。 在 青 龙 河 寺 街 段 和 寺 街 水 库 岸

边配套绿化造林，定期疏浚河道、清理

水 域 垃 圾 ，打 造 和 谐 生 态 之 美 。 在 村

内建游园、花园和郏北战役纪念馆，供

村民休闲、娱乐。

该村利用收归村集体的民宅，建成

花园式幸福院，供村内留守老人休息、

娱乐和就餐；结合“乡村振兴我先行志

愿服务活动”开展全民美化家园行动，

引导村民利用村内空闲地，种植果木、

花卉、蔬菜，“空心村”摇身一变成为宜

居“森林村”。

如 今 的 寺 街 村 ，村 在 林 中 、路 在 绿

中、人在景中，实现了农田林网化、道路

绿荫化、村庄田园化、庭院花果化，很多

长年在外居住的村民陆续回村。

郏县寺街村深入推进森林乡村建设

“空心村”变身宜居“网红村”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乔新

强）10 月 17 日下午，在鲁山县瓦屋镇瓦

屋村路边的一个加工车间内，今年 40 岁

的李旭光正在查看烘干炉内红薯干的干

湿度。

“我们的红薯干不同于一般切晒晾

干后的生红薯干，而是先把红薯煮熟，然

后切成片再烘干，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

红薯的原汁原味。这样制成的红薯干既

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在煮饭时放进去一

起 熬 煮 。 一 箱 红 薯 干 8 斤（1 斤 ＝500

克），售价 100 元，比卖红薯价格高出不

少。”李旭光说。

李旭光初中毕业后曾在鲁山县城一

家 酒 店 打 工 ，后 来 自 己 开 了 一 家 快 餐

店。2016 年，他回到老家转行做红薯深

加工。“我们老家山坡地种的红薯格外好

吃，远近有名。刚开始的时候，我到汝州

市庙下镇学习，把红薯加工成粉条卖。

后来想到农村人都喜欢用红薯干熬稀

饭，城市人是不是也想品尝农家味道？

于是就开始加工生红薯干，再后来就是

把红薯煮熟后再切片烘干，没想到成了

畅销品。”李旭光说。

目前，李旭光的红薯加工厂一年生

产即食型红薯干 10 万斤，纯红薯粉条 9

万斤，并注册了“上河湾”商标，产品供不

应求。他的红薯加工厂还是鲁山县的带

贫企业，平时用工 30 多人，大部分务工

人员是附近村的留守妇女，加工厂一般

忙活半年时间，每人每月工资在 2800 元

左右。

“镇上争取上级资金，给李旭光的厂

援建了两个烘干房和两个冷库，支持他

把产业做大做强。现在厂里的即食型红

薯干原料是新品种红瓤蜜薯，这也将带

动更多的乡亲种植新品种，让村民在有

限的土地上获得更高的收益。”瓦屋镇镇

长武雅丽说。

可即食也可熬煮

瓦屋村的红薯干成了畅销品

10 月 11 日下午，在汝州市焦村镇段

村烟站，烟农毕麟锋开着一辆满载烟叶

的机动三轮车驶进院内，黝黑的脸上洋

溢着开心的笑容。

“这一车装了 500 公斤中桔三烟，每

公斤 33 元，能卖 16000 多元。9 月 15 日

以来，我的烟叶收入已有 60 多万元了。”

33岁的毕麟锋开心地说。

毕麟锋是焦村镇靳村人，年纪不大

却是个“老烟农”。

“我中专毕业后到深圳务工，一年下

来除去吃喝存不了钱。”毕麟锋说，“那时

我便想着创业，但不知道做什么好，一直

犹豫不决。”

2013 年底，为优化种植结构，汝州

烟草公司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励

有知识、会经营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种

烟叶。

“小时候家里就种烟叶，父亲常带我

到烟田除草、施肥。”毕麟锋说，“现在有

了好政策，我决定返乡种烟叶。”

2014 年，在父亲的帮助下，毕麟锋

承包了 20多亩地，开启创业致富路。

“ 第 一 年 我 挣 了 4 万 多 元 ，虽 然 不

多，但比在深圳打工强多了。”说起创业

收获的“第一桶金”，毕麟锋满是自豪。

第二年，毕麟锋扩大种植规模，在靳村和

邻村流转土地 110亩。

在 扩 大 种 植 规 模 的 同 时 ，毕 麟 锋

积 极 向 烟 站 技 术 员 请 教 种 烟 技 术 要

领 ，并 大 胆 尝 试 新 技 术 ，如“ 小 苗 膜

下 移 栽 ”技 术 和“ 水 肥 一 体 化 小 滴

灌 ”技 术 等 。

“‘ 小 苗 膜 下 移 栽 ’种 出 来 的 烟 株

抗 逆 能 力 强 ，而 且 烟 叶 品 质 好 、单 产

高。‘水肥一体化小滴灌’技术，电闸一

开 ，水 肥 到 田 ，省 人 工 。”毕 麟 锋 说 ，采

用 这 些 新 技 术 虽 然 初 期 投 入 高 ，但 后

期收益大。

2018 年，汝州烟草公司推广“采烤

一体化”技术，毕麟锋带头推广，带动一

大批烟农加入“采烤一体化”阵营。

种烟第二年，毕麟锋便吸纳村民到烟

田务工。“大家帮我干活儿，我支付劳动报

酬。”毕麟锋说，在他家务工的村民月均收

入1500多元。 （本报记者 魏森元）

“老烟农”的致富经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乔金

磊）“感谢省邮政公司再次为下沟村群众

购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5 年来俺村已

有 7 名遭受意外伤害的村民得到了理

赔，这份保险帮了他们的大忙。”10 月 18

日，鲁山县尧山镇下沟村党支部书记王

金民话语间充满感激。

从 2015 年开始，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定点结对帮扶鲁山县尧山

镇下沟村。驻村后，工作队员了解到该

村有很多群众外出从事玻璃桥、索道、滑

道等旅游设施的修建工作，经常在高空

或地形复杂的山地作业，风险很大。为

给下沟村群众提供一份保障，从 2017 年

起，该公司每年都会为下沟村 500 余名

村民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人每年

保费 70 元，可获最低 5000 元、最高 18 万

元 的 保 险 理 赔 。 迄 今 ，该 公 司 已 投 保

2500 余人次，保额约 2.5 亿元。5 年间，

王树见、代棉、赵转等 7 名村民因意外受

伤获得保险理赔，极大减轻了他们的家

庭负担。

近年来，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下沟村

先后建成了特色采摘园、农家宾馆、10

千瓦光伏电站、多功能图书阅览室、乡村

振兴文化墙，搭建了电商平台，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 20 万元。去年，该公司驻下沟

村工作队荣获“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称号。

“结对帮扶这几年，驻村工作队员与

下沟村群众一起强党建、谋发展、促振

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将继续加

大扶持力度，实施志智双扶，强化精神文

明建设，使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袋，让下

沟村变得更富、更美。”谈起下沟村的未

来，驻村第一书记王勇充满信心。

驻村帮扶单位心系群众

连续 5年为全体村民买保险

10 月 17 日，湛河区河滨街道潘庄村

村民张洪耀在果园内采摘成熟的晚秋黄

梨。

张洪耀于 2008 年承包了村里的 10

亩 荒 地 种 植 果 树 。 10 多 年 来 ，他 先 后

尝 试 种 植 了 桃 、杏 、梨 等 果 树 ，在 该 区

农 技 专 家 的 指 导 下 ，最 终 决 定 种 植 品

质 优 良 的 晚 秋 黄 梨 和 土 耳 其 软 籽 石

榴。今年，张洪耀的果园进入盛果期，

吸 引 了 众 多 市 民 进 园 采 摘 ，预 计 年 收

入 10 万元。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辛勤耕耘十余载 培得满园瓜果香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记者 10

月 18 日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

政局获悉，市残联近日在该区举行

了“畅听美好世界——爱可声传递

助听项目”适配仪式，现场免费为

12位听力障碍残疾人适配助听器。

王根良是该区滨湖街道西留

村居民，今年 52 岁，他的双耳多年

前就存在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严

重影响生活。这次他来到现场进

行 适 配 后 ，很 高 兴 地 对 着 周 围 人

说：“戴上这个助听器，你们说话我

听得很清晰，感谢残联，感谢党和

政府对残疾人的关怀。”

本次活动的助听器由河南省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旨在最大

限度地为残疾人免费适配助听器，

使他们重返“有声世界”。

免费获配助听器

12位听障残疾人重返“有声世界”

本报讯 （记 者 杨 沛 洁 通 讯

员 杨 爱 国）10 月 18 日 ，天 气 晴

好。在叶县田庄乡东杨庄村农田

里 ，拖 拉 机 正 在 犁 地 晾 墒 。“ 俺 村

的 秋 收 工 作 基 本 结 束 ，群 众 正 在

腾 茬 晾 晒 、耕 地 备 播 。”该 村 第 一

书记刘锋套说。

叶县是农业大县，今年种植玉

米 70.5 万亩，大豆及花生近 30 万

亩。该县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不等不靠，积极行动，组织群众战

水 灾 、抢 农 时 ，疏 沟 排 涝 、抢 收 抢

种，对田间积水严重、短时无法排

水 或 局 部 倒 伏 地 块 ，动 员 人 工 收

获；对土壤湿度相对偏小、机械能

够进田的地块，多方联系履带式收

割机或者对现有收割机进行适当

改装，最大限度地减轻灾情带来的

损失。同时，全面加强天气监测，

落实抗灾应变措施；组织农业技术

人员及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农业

生产一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和问题，全力打好今年“三秋”

生产攻坚战，确保秋粮应收尽收、

颗粒归仓，冬小麦应种尽种。

截至目前，叶县秋收工作基本

结束，各乡镇正积极组织群众趁天

抢时腾茬整地、犁耙备播。该县今

年冬小麦播种面积预计达 96 万亩，

与往年持平。

趁天抢农时 腾茬忙耕种

叶县全力打好“三秋”生产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记者 10

月 18 日从市招办获悉，今年下半年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 11 月

15日公布。

本次考试我市共有 1607 名考

生 报 名 参 加 。 根 据 日 程 安 排 ，考

试成绩将于 11 月 15 日公布，考生

届时可登录河南省招生考试信息

网（www.heao.com.cn）或河南省高

等 教 育 自 学 考 试 考 生 服 务 平 台

（http://zkwb.heao.gov.cn/zkservice）

查询考试成绩。对成绩有疑问的，

可于 11 月 15 日至 22 日到市招办自

考科提出成绩复核申请。

另 外 ，按 照 省 考 办 的 统 一 安

排，今年下半年办理自考毕业手续

的时间为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

本次毕业考生应及时登录河南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

网上提出毕业申请并按照规定上

传有关资料。

此次考试我市各考场秩序整

体良好，监考人员共发现 5 名考生

违纪，根据违纪情节和有关规定，

3 人被处以单科考试成绩作废，两

人被处以本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

作 废 ，并 且 违 纪 人 员 的 违 纪 信 息

将被记入考生诚信档案。10 月 24

日 起 ，违 纪 名 单 将 在 市 招 办 网 站

公布。

下半年自考成绩 11月 15日公布
5名考生违纪被查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记者 10

月 18 日从市招办获悉，今年成人高

考准考证开始打印，考生即日起可

登录相关网站自行下载打印。

据了解，我省 2021 年成人高考

将于 10 月 23 日至 24 日举行，准考

证打印时间为 10 月 18 日至 24 日。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访问河南省

招 生 办 公 室 网 站（http://www.

heao.gov.cn），登录“河南省成人高

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按提示要

求，通过个人信息验证后，统一用 A4

纸打印准考证和疫情防控承诺书。

按照规定，考生在考试当天须

携带个人准考证和二代居民身份

证（军官证、士兵证），出示“健康

码”“行程卡”和疫情防控承诺书，

经体温检测正常后方可进入考点

参加考试。市招办提醒考生，赴考

出行时提前准备好个人防护和消

毒用品，途中全程佩戴口罩，认真

做好个人防护。

成人高考准考证开始打印
打印时间：10月 18日至24日

本报讯（记者程颖）10月18日，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为了有

效消减污染物排放，10月底前，完成

城市建成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

采集、环保号牌核发及联网工作。

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装配柴

油机的各类非道路移动机械，主要

包括工程机械（装载机、挖掘机、推

土机、压路机、沥青摊铺机、叉车、

铲 车 、推 车 、吊 车 、非 公 路 用 卡 车

等）、农业机械（大、中、小型拖拉机

和联合收割机等）、林业机械、材料

装卸机械、渔业机械、工业钻探设

备、空气压缩机、发电机组等。

和 以 往 不 同 的 是 ，各 县（市 、

区）生态环境部门采取边排查、边

检测、边整治的工作方法，对辖区

内的工业企业及民用建筑施工、道

路 交 通 施 工 、市 政 工 程 施 工 等 进

行 梳 理 排 查 。 铁 路 货 场 、物 流 园

区和工矿企业等非道路移动机械

使用的场所是本次梳理摸排的重

点。

目 前 ，新 华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已

会 同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对 辖 区 内 销

售、租赁非道路移动机械的门店、

商家进行排查，督促销售、租赁单

位 履 行 环 保 主 体 责 任 ，确 保 在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销 售 前 ，完 成 信 息

采集、号牌核发、定位系统安装等

工作。

生态环境部门鼓励机械所属

单位和业主，对达不到环保排放标

准限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含农

机）进行深度治理。排查出的无法

进行治理改造、限期未进行改造或

改造后仍不能达标排放的非道路

移动机械将予以淘汰。

为有效消减污染物排放

10 月 底 前 城 市 建 成 区 完 成
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采集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