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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巫 鹏 通 讯 员 朱 亚

旭）3 月 14 日，宝丰县委农村工作会议

召开，县委书记王代强出席并讲话。

王代强指出，过去一年，全县上下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突出抓好

产业振兴，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巩固乡

村治理效能，为我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进一步做好农村工作，王代强强

调，一要提高站位、强化认识，扛稳使命

担当。要坚定不移贯彻中央和省委、市

委关于“三农”工作的部署，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把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

上，有力有序推进乡村振兴。二要明确

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不断巩固深

化脱贫攻坚成果，推动特产优势产业提

质增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化

农村综合改革，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水

平，抓好省委巡视发现问题的即时整

改，坚定不移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三要加强领导、凝聚合力，有力有效完

成任务。要压实责任，强化保障，严实

考核，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乡

村强县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宝丰实践贡献力量。

会上，赵庄镇、张八桥镇、石桥镇有

关负责人分别作了典型发言，县农业农

村局、县交通运输局、县乡村振兴局有

关负责人汇报了今年农业农村工作。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有力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宝丰县制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施工图”

本报讯 （记者巫鹏）一年之计在于

春。3月 11日一大早，前营乡店西村的

坡坡岭岭上便热闹起来，村民挥锹舞镐

栽种酸枣、绿梅花等中药苗。他们刨坑

的刨坑、扶苗的扶苗、填土的填土，干得

热火朝天。

“店西村的坡地是宝丰县虎狼爬岭

的源头，地质差，全都是石头，不能机械

作业，不适宜种植大田，但适宜发展林

果业。”宝丰县辰元实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兰帅领介绍说。

兰帅领是前营大店头人，早些年在

外面干基建赚到了第一桶金。致富后

的他不忘家乡群众，于 2016 年回到家

乡成立了宝丰县辰元实业有限公司，承

包本村山坡地，发展花椒产业，种花椒、

药材，按照“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

式，承包山地大面积种植花椒，如今已

发展花椒种植 1500 余亩（1 亩≈666.67

平方米），带动附近乡镇花椒种植户

700多家，带领群众共同富裕。

由于地处山区，花椒种植基地里的

酸枣树遍地疯长，一开始让兰帅领不胜

其烦，但仔细观察酸枣的生长习性、了

解酸枣产业市场后，他敏锐地发现了酸

枣致富的新门路。在县林业局果树专

家的指导下，他开始在原有的花椒基地

里套种酸枣。

据兰帅领介绍，酸枣浑身都是宝，

酸枣仁是中药，有安神助眠的功效。

去年种的酸枣长势非常好，今年自己

准备扩大种植面积 300 亩，带动村民

务工增加收入。酸枣种植规模不断扩

大，吸引了附近的村民纷纷来务工，在

酸枣和花椒的采摘旺季，每天的用工量

300多人。

61 岁的刘秀兰是大营古垛人，从

2016 年开始在种植基地打季节工，现

在已经成为种植基地里的技术能手。

“我以前是贫困户，从兰帅领承包

荒山开始，我就跟着他干。一年有不少

收入，离家近，也不耽误干自己家的农

活。”刘秀兰对现状十分满意。

“我还要扩大种植面积，适地适树，

发展林果业种植，为更多村民提供就业

岗位，为乡村振兴助力加油。”兰帅领说。

“我们林技推广中心的技术人员将

根据全县林地的土壤情况进行适地适

树指导，鼓励企业、种植大户、农户种植

酸枣、花椒、柿树等易管理的树种，为增

加村民收入、乡村振兴作贡献。”在现场

指导的宝丰县林业局林技推广中心技

术人员柴冠军说。

近年来，宝丰县林业部门紧紧围绕

“良种扩繁、稳量提质、适地适种”的工

作思路，在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结构、土

地适应性等因素的基础上，组织技术人

员开展培育酸枣、连翘、粗糠、绿梅花、

黄芪、桂树等中药材树种试种工作，取

得了积极成效，在前营乡和观音堂林业

生态旅游示范区等地发展特色种植基

地 12个，种植面积 5000余亩，预计未来

5年可以为群众带来 2.5亿元的收入。

绿了荒山 富了群众
宝丰县特色种植拓宽富民路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马

启萌）近日，在周庄镇西黄村红薯

育苗基地里，工人在大棚里忙着培

育红薯秧苗，排薯、覆土、浇水……

每个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现场一

派繁忙景象。

眼下正是红薯育苗的最佳时

节，连日来，西黄村红薯育苗基地

组织工人全力开展育苗工作。

“目前基地有育苗大棚 12 座，

育苗 40亩（1亩≈666.67平方米）左

右，后期加上在地里育苗 70亩，共

计育苗 110 亩左右。除满足自用

3000 亩左右土地的种植外，余下

部分将销往周边。”基地负责人祁

书杰说。

2020 年，一直在外种植红薯

的祁书杰在周庄镇、闹店镇、肖旗

乡等地流转 3000 亩土地种植红

薯。为保证红薯种苗质量、降低

种植成本，祁书杰建立了红薯育

苗基地。“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

红薯种植优势，积极探索红薯深

加工，扩大销售渠道，带动村民多

途径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祁书

杰说。

近年来，周庄镇以乡村振兴

为契机，持续做强做大红薯特色

产业，积极推广种植规模化、生产

机械化、产品有机化。该镇的红

薯产业走上了集红薯育苗、种植、

销 售 于 一 体 的 全 产 业 链 发 展 轨

道，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经济效益进一步提升，用小红薯

“串起”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有力支撑。

“我们将不断加快红薯产业链

发展步伐，建成标准化红薯育苗基

地，建设集分拣、包装、销售于一体

的交易中心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助力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周

庄镇党委书记宋同珂说。

小小红薯苗 致富大链条

周庄镇持续做强红薯产业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李

洪昌）“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天

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3 月

17日下午，杨庄镇柳沟营村王玉珍

河南豫剧传承所内，唱腔悠扬，热

闹非凡，县豫剧传承人王玉珍在为

村民讲解豫剧如何运用声腔和表

演形式，塑造人物艺术形象。

王玉珍结合多年的学习和表

演经验，为戏曲爱好者讲述了豫剧

声腔艺术的美与韵、戏曲演员如何

运用不同的声腔和表演形式，并现

场让戏曲爱好者试唱。

王玉珍是宝丰大营人，2017年

拜河南省豫剧二团著名豫剧表演

艺术家、黑头泰斗兰力为师，学习

净行的唱腔、唱法技巧，并得真传。

2016 年 12 月，王玉珍成立了

“天马百姓舞台”演艺团队，开展公

益演出 1000 多场次。因热爱公益

事业、捐资助学，2022年 3月，王玉

珍当选为宝丰县政协委员，2022

年被评为县级豫剧传承人，她在杨

庄镇柳沟营村成立的演出活动场

所被宝丰县人民政府命名为王玉

珍河南豫剧传承所。

“作为豫剧传承人，我将带领

团队走进学校，让师生近距离了解

传统艺术，了解戏曲常识，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同时，发现喜欢豫剧

的孩子，重点培养，为戏曲文化培

养更多人才。”王玉珍说。

传授豫剧知识 培养更多人才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张哲

华）春回大地暖，植绿正当时。3月 12

日，肖旗乡组织机关志愿者在岭湾村

东的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边开展“绿满

运河岸边·守护一池春水”的植树节志

愿服务活动，40余名志愿者用实际行

动为肖旗乡生态环境再添新绿，为一

池春水永续北流筑好屏障。

植树现场，志愿者热情高涨、干

劲十足。松土挖坑、拌肥料、放树苗、

填土踩实、浇水扶正……大家配合默

契，现场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

景象。经过大家的不懈奋战，300 余

棵新栽的栾树和国槐横成排、竖成

列，迎着春风、沐着暖阳，焕发出勃勃

生机，为春日里的河畔增添了一抹

新绿。

这是肖旗乡冬春大绿化暨“一村万

树”工程的一个缩影。去冬今春以来，

肖旗乡把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按照“因

地制宜、因村施策、示范带动、逐步推

进”的原则，推动乡域人居环境持续好

转。截至目前，全乡共栽植各种树木

6600余棵，国土绿化持续推进中。

“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肖旗乡将继续管护好境内林木，

写好植树造林的‘后半篇’文章，努力

绘就‘一村一景、一村一韵、花果飘香’

的和美乡村新画卷。立足乡情实际，

建好县城‘后花园’，打好生态优势牌，

力争把农业优势、生态优势积极转化

成资源优势，换成群众看得见的真金

白银。”宝丰县委常委、肖旗乡党委书

记夏上说。

义务植树 绿满河岸

肖旗乡已栽植
树木6600余棵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王亚

萍）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耕备耕时

节已经到来。3 月 12 日，李庄乡各村

的田地里随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影，

到处一派不负农时不负春的景象。

“现在的气候正适合起垄辣椒苗

床，今天把苗床归整好洒水，过两天就

可以覆膜下苗了……”正在为辣椒育

苗做准备的翟庄村村民马琼琼说。

翟庄村现有耕地面积 803亩（1亩

≈666.67 平方米），其中辣椒种植 200

余亩。近年来，该村把辣椒产业作为

本村“一村一品”发展的主导产业来

抓，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

式，引导村民与合作社签订种植协议，

鼓励村民大规模种植。

“俺村有种植辣椒的传统，种植技

术上有保障，2019 年村里还成立了专

业合作社。种植辣椒不仅为种植户带

来了可观的收入，而且给周边村民提

供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翟庄村党

支部书记翟德龙说。

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李庄乡早

谋划、早部署、早启动，积极引导农民

群众及时购买农用物资，组织农技人

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面对面、手把手

地传授田间管理技术，助力春耕备耕

开好头、起好步。截至目前，全乡已追

肥小麦 10000余亩，计划开展“一喷三

防”20000亩。

“李庄乡将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

任，科学制定有效措施，分类抓好小麦

田间管理，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

础。”李庄乡党委书记冯宇航说。

李庄乡：

万象“耕”新不负春
科 学 管 理 保 丰 收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李莉）

查阅整改台账资料、仔细查看采场现

场、拍照核对设备设施型号……3 月

12 日，在位于前营乡的天瑞水泥集团

有限公司纸房石灰石矿，该县非煤矿

山复工复产验收组在对该矿进行二次

验收。

“春节过后是非煤矿山企业集中复

工复产的高峰期，也是各类事故的易发

多发期，确保春节后矿山安全复工复

产，对今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

要意义。”宝丰县应急管理局分管非煤

矿山工作的应急指挥专员侯更辉说。

连日来，该县从严有序推动非煤矿

山复工复产工作，组织应急管理、自然

资源、公安和属地乡镇等部门人员，并

聘请行业领域专家，组成非煤矿山复工

复产验收组，对符合基础安全条件的矿

山进行复工复产验收。

每到一处，验收组各成员单位严

格对照非煤矿山复工复产验收标准，

按照职责分工，通过听汇报、看现场、

查资料等方式，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存

在非法开采、“五个一”自查自改落实、

企业复工复产评估报告、基础安全条

件是否符合等情况。对验收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验收组列出问题清单，

要求企业根据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

按照“五落实”要求闭环整改，切实消

除安全隐患。

“今年非煤矿山复工复产验收要求

严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夯实企业安全

基础。”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宝丰

李庄水泥灰岩矿负责人王景奇说。

此次非煤矿山复工复产验收分 4

批次有序进行，第一批符合验收条件的

3家非煤矿山企业正在验收中。

“我们将继续紧盯复工复产关键部

位和关键环节，严把非煤矿山验收安全

关，做到验收合格一家，复工复产一家，

确保全县非煤矿山安全形势持续稳

定。”宝丰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赵团利说。

紧盯关键环节 严格把关验收

宝丰县有序推进非煤矿山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余

亚旭）3 月 13 日，在商酒务镇益康

农业生姜种植基地，20 多名工人

把储存的姜种进行分瓣、消毒，一

字排开整齐晾晒，为即将展开的生

姜播种做准备。

益康农业生姜种植基地负责

人李伟旗是商酒务镇张庄村村民，

2019年引进全新产品“生姜 1号”开

始试种，当年就获得大丰收。2020

年，李伟旗投资 100 多万元修建了

储藏地窖，有效提高了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同时，他还出资 17万元

从以色列引进了水肥一体化滴灌

系统，该系统可以精准浇水施肥，

提高了生姜质量和产量。

“今年计划种植生姜 150 亩（1

亩≈666.67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

姜种胚芽，清明前后开始播种。基

地种的生姜味辣、鲜脆、皮薄、肉

嫩，每亩生姜产量达到 10000 斤（1

斤 =500 克），外地客商都抢着收

购，根本不愁销路。”李伟旗说。

近年来，该镇加大生姜产业扶

持力度，依托益康农业生姜种植基

地，示范带动 25 个建制村村民发

展特色产业生姜种植。目前益康

农业生姜种植基地已经研发推出

了姜丝、姜茶、姜糕、姜糖等深加工

产品，拉长生姜产业链条、做大做

强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该基地还

在全县 6 个乡、镇带动起了 100 余

家种植户，推广面积 2000 余亩。

2020 年，李伟旗被评为“宝丰县十

大乡土人才”。

生姜种植是该镇因地制宜做

活产业结构调整文章、不断激发群

众内生动力、走出乡村产业振兴新

路的缩影。该镇瞄准市场，通过土

质检测、配套灌溉系统等措施，紧

盯秋月梨、生姜、赤松茸、冬桃、辣

椒等农业产业，采取“连点成线、以

点带面”的发展模式，通过“强龙

头、创品牌、带农户”扩大种植规

模，创新发展举措。

目前，该镇培育特色果品、花

卉苗木、绿色杂粮、农产品加工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68 家，其中龙

头企业 1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6

家、家庭农场 12家。

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

商酒务镇晾晒姜种忙

3 月 20 日，在宝丰县肖旗乡敬

老院，该乡社工站社工（左一）和肖

旗乡初级中学学生志愿者同老人

聊天。

当天，该乡社工站携手肖旗乡

初级中学在乡敬老院开展“青春暖

夕阳，情洒敬老院”志愿服务活动，

积极践行雷锋精神，大力弘扬尊

老、爱老、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青春暖夕阳

3 月 11 日，在肖旗乡赵岭村，村民

在栽植从山东引进的优质车厘子苗。

近年来，该乡积极调整种植结构，

优化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

业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栽植车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