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024年9月21日 星期六 E-mail:rbwztp@pdsxw.com 编辑 李若晨 视觉编辑 王玉 校对 屈淑彩2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窦传

阳）30 分钟摘了 6.3 公斤辣椒，凭借

这一成绩，宝丰县石桥镇石桥村村民

李素婷将大奖——1 只山羊和 2000

元奖金收入囊中。9月 19日，由河南

辣说食品有限公司主办的宝丰县首

届辣椒采摘节在石桥村村北的一处

辣椒种植基举行。

活动现场彩旗招展，歌声飞扬，

一垄垄辣椒植株茂盛，一颗颗新鲜饱

满的辣椒挂满枝头。随着主持人一

声令下，60余名村民统一着装，提着

竹篮，井然有序前往指定比赛区域采

摘。灵巧的双手上下翻飞，掰枝去

叶，不一会儿，大家的篮子里就装满

了红彤彤的辣椒。

30 分钟后比赛结束，工作人员

以采摘重量为评判标准，评出了前 10

名摘辣椒能手。

“这奖品看着实在，一只大羊，家

里人都有口福了。要问我为啥摘得

最多，是因为我平常在家干得多，手

脚麻利，弄啥都中，干啥都行……”第

一名李素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 次 比 赛 的 奖 品 ，第 一 名 是

2000元奖金和 1只山羊，第二名 2000

元奖金，第三名1000元奖金，其余7名

摘辣椒能手每人两只大鹅。”河南辣说

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伟党说，“土

味”十足的奖品让获奖者十分满意。

随后，来自各地的辣椒采购商负

责人参观了河南辣说食品有限公司，

参加了座谈会，10余家采购商同该公

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河南辣说食品有限公司位于石

桥镇，由返乡创业人士李伟党创

立，为北京“鱼你在一起”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辣椒

原材料。该公司选用内黄

新一代辣椒品种，采用订单

化种植模式，为农户提供辣

椒选种、育苗、田间管理、

统一收购等“一站式”服务。2023年

成立以来，该公司签约种植农户 210

多家，在石桥镇及周边乡镇订单种植

辣椒 3036 亩，从育苗到采摘带动周

边近万人就近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

加收入 17万元。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巫鹏摄

山羊大鹅加奖金“土味”奖品真实在

本报讯 （记者高轶鹏）香甜瓜果串

成景，丰收喜悦乐开怀。9 月 20 日，高

新区遵化店镇庆祝农民丰收节活动暨

农民赛诗会在节张村举办，各村农民代

表欢聚一堂，分享收获喜悦，展望美好

未来。

上午 10 点，活动在开场歌曲《丰收

歌》的喜庆旋律中拉开帷幕。

在农副产品推介会上，各管理区派

一名代表对各村的农产品进行详细介

绍，让在场人员深入了解当地农产品的

特色。农民代表卫振远分享了如何从

种植“小白”到葡萄专家并带动周边乡

亲走出特色农业路的历程。

在农民赛诗会上，不同年龄段的农

民各显风采，吟诗作对，抒发了对粮食

丰收的喜悦之情，展现了对美好生活的

热爱与向往。

在农副产品展示台前，来自全镇 24

个村的农民代表和乡村创业人员纷纷

带着自家丰收的果实亮相。明黄鲜嫩

的秋月梨、晶莹剔透的阳光玫瑰葡萄、

颗粒饱满的花生……丰收的喜悦挂在

乡亲们的脸上。

遵化店镇：农民赛诗赞丰收

本报讯 （记者李鹏程）9月 19日，

在汝州市庙下镇小寨村甘薯种植基

地，人工配合拖拉机、铲车等机械正在

收获甘薯。

小寨村党总支书记陈爱国说，基

地种植的商品薯品质优良，外地客商

订货电话不断，收获的商品薯在地头

就能装车外运。

庙下镇是传统的“三粉之乡”。该

镇三粉协会副会长吴幸伟介绍说，三

粉包括粉条、粉面和粉皮，米线、粉丝、

土豆粉等都属于粉条的范畴。米线、

粉丝在加工过程中常添加红薯粉面，

可以增加软糯筋道的口感。2019 年，

汝州市建起省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

区位于庙下镇小寨村，包括甘薯新品

种繁育区、大田种植区、粉制品加工区

三部分。

2021年，小寨村成立河南汝硒薯

业科创园有限公司。甘薯繁育基地由

该公司与河南科技大学甘薯研究院合

作创建，所产薯苗可种植 6 万亩。今

年，小寨村种植两万多亩甘薯，辐射周

边种植 3万多亩。育苗基地农忙时需

要 100多人干活，收获红薯时需要 300

多人，为不能出门打工的村民提供了

务工渠道。

目前，庙下镇有三粉加工企业 60

多家，其中小寨村有 8家，甘薯产业逐

渐规模化。

河南东都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红薯淀粉制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是甘薯加工省

级龙头企业。2013 年，小寨村招引河

南东都入驻小寨加工园区，该公司年

产粉条 8000吨、酸辣粉 5000吨，此外

还有粉皮、米线等，产品畅销全国并出

口到俄罗斯、巴基斯坦、韩国。

据吴幸伟介绍，目前，庙下镇三粉

产值达到 30多亿元。

庙下镇：
甘薯飘香甜心头

9月 20日一大早，宝丰县农科所高

级农艺师郭国杰急匆匆赶到该所设立

在石桥镇交马岭村的试验基地，仔细察

看玉米植株田间长势，并记录病虫害情

况。目前，该所正在进行玉米试验后期

病虫害发生情况调查。

“我们如实记录参试品种的实地表

现，才能为育种单位和种植农户把好风

险关。”郭国杰说。

“近年来，我们积极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加强地方特色良种培育推广，为

市、县提供品种支撑。”宝丰县副县长孙

志刚说，宝丰县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中心，积极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加快优质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强

地方特色良种培育推广，加速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先后培育出豫麦 2号、宝科 8

号、航宇 19等小麦品种和大成 168、宝玉

168、宝黑豆 2 号等玉米、大豆品种，让

“小种子”成为群众增收的“金豆子”。

1983 年，宝丰县培育出我省第一

个省级审定的小麦品种豫麦 2 号。“豫

麦 2 号享誉黄淮海麦区，如今仍是豫

北、豫西旱地小麦主导品种。”宝丰县

农科所所长王晓光说，该所与种业企

业联合育种攻关，加强耐旱高产优质

小麦新品种选育。新组配小麦杂交组

合 75 个 ，征 集 小 麦 育 种 种 质 资 源 89

个，筛选后代单株 568个。新培育的小

麦品种偃亳 505 在 2023 年 7 月取得省

级审定，今年 5月取得河南省科技成果

登记证书。新培育小麦苗头品种宝黑

麦 12、玉米品种丰宝玉 2206，目前在省

级试验中。

近年来，宝丰县农科所走出一条

“培育地方良种+中间试验鉴定+引进

示范推广”新路子，推动种子品种更新

换代、粮食增产农业增效。今年，该所

承接国家、省、市级科研试验项目 8项、

21 组，参试品种 389 个；连续两年承办

省、市玉米新品种展示现场观摩会，筛

选优良品种 20 余个，为全市玉米新品

种推广提供品种支撑。

与此同时，宝丰县农科所不断拓宽

引种引技渠道，与中国农科院、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河南省农科院、河南农业

大学、河南技丰种业集团等科研院校及

种业公司建立长久合作交流关系，累计

承担国家级、省级联合体试验 40多项，

连续 3 年承担河南省“四优四化”项目

和我市小麦新品种展示观摩项目，推广

小麦玉米新品种 30多个。

9月 18日，在位于宝丰县肖旗乡的

河南航宇种业有限公司种子仓库内，公

司负责人常天佑和工作人员一起将一

袋袋航宇 19装车发货。

据常天佑介绍，这批种子有 6万斤

（1斤=500克），发往江苏徐州。用户此

前经过试种效果很好，今年预计种植

2400 多亩（1亩≈666.67 平方米）。公司

在宝丰县、湛河区和洛阳偃师、安阳滑

县设立 6个种子繁育基地，最近正把航

宇 19发往各地代理商及农户手中，已销

售 700多万斤。

常天佑是肖旗乡人，2005年开始致

力于小麦新品种的创新研发，他培育的

小麦种子还曾搭载“神舟十号”“实践十

号”遨游太空。航宇 19是常天佑历经 9

年培育而成的“金种子”，2018年以来已

在河南、江苏、安徽、陕西累计示范种植

150 万亩，新增小麦产量 1.5 亿斤。目

前，航宇种业正在研发航宇 16、20、23等

系列小麦新品种，其中航宇 16已于今年

8月通过省级审定。

宝丰县种业蓬勃发展是我市积极

推动种业振兴的一个缩影。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年来，我

市树牢“农业发展种业先行”理念，以种

业振兴为契机，以构建种业发展体系为

抓手，强力推进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市农科院副院长王二伟介绍说，近

年来，我市农作物新品种培育不断取得

新突破。在小麦育种领域，市农科院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主动对接国家级、省

级小麦联合体，进一步加强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平顶山学院等高校合作，拓

宽种质资源渠道，丰富种子品种类型，

目前已引进小麦种质资源 600余份；加

大杂交组合的选配力度和技术力量投

入，先后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

审、省审小麦新品种 7 个，其中国审小

麦新品种平麦 189填补了平顶山地区国

审小麦新品种的空白，另外有 7个新品

系正在参加国家级、省级小麦试验。

世界韭菜看中国，中国韭菜看平顶

山。多年来，我市深入开展韭菜学科基

础研究，韭菜种质资源创新、育种关键

技术研究及韭菜产业化技术引领等持

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我市还加快推

进新品种引进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加

快优质林果、花生、草畜、蔬菜等新品

种、新技术的引进与集成，筛选出适宜

平顶山地区栽培的果菜菌新品种，并大

力开展绿色高效蔬菜生产示范基地、林

果标准化示范基地、农作物示范基地建

设，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筑牢粮食安全种子根基，离不开

高质量发展的种业产业作支撑。发展

壮大现代种业，要加快培育一批育繁推

能力强、市场影响力大、经营持续稳健

的现代种业企业。”市农科院院长马爱

锄说，目前，全市种子企业综合实力、种

子生产能力、良种供应能力稳步提升，

种子企业增加到 28家，年制种量达 480

万余公斤，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7%以上，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

超过 46%，增产作用显著。

本报记者 巫鹏

一粒良种万顷丰

9 月 20 日，一台收割机在湛河区北渡街道双楼村收玉米。时下，我市玉米进入

成熟期，农户纷纷趁时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多云转晴天，偏北风4级

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6℃

本报讯 （记者曹晓雨）翰墨丹

青，摹绘盛世。9月 20日，“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平顶

山市美术作品展在河南九方圆国

画院开展。

此次展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联主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河南

九方圆国画院协办。作品征集历

时半年，全市美术工作者投稿 400

多幅作品。经过数轮评选，100 多

幅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参展。

本次美术作品展主题鲜明、题

材丰富，是认真践行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生动实践。

“参展作品抒发了美术工作者

对祖国的热爱和感恩之情。”市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参展画家卢汉雄说，

“我们将继续深入生活、扎根群众，

不断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为鹰城

文艺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平顶山市美术作品展开展

“安徽黄山景区订购了 500台山地滑车，其中 300

台这个月 25日就要装车发走。”9月 20日，在位于鲁山

县旅游装备制造产业园内的生产车间，大齐文化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齐家玉指挥技术人员对准备装车

的山地滑车进行技术检测。

齐家玉今年 34岁，鲁山尧山新庄人，虽是一名 90

后，但在旅游装备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10年。

鲁山县是旅游大县，从31年前开发尧山（时称石人

山）景区开始，当地涌现出一大批修筑旅游滑道、栈道的

能工巧匠，由此催生出旅游装备制造业萌芽。时下，很

多省份的旅游景区建有玻璃栈道、玻璃水滑道，大多都

是鲁山人建造的。

目前，鲁山籍人士在国内开办的各类旅游开发公

司有 500余家，从业人员约 1.5万人，年投资额 20亿元

以上，其中玻璃类旅游装备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90%。

齐家玉的父亲就是尧山镇最早出去搞旅游项目建

设那批人中的一个。大学毕业后，齐家玉追随父亲的

脚步进入这个行业，于 2015年创建大齐文化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目前已累计服务景区千余家，年销售额超 3

亿元，累计安装玻璃水滑道 100余条、多功能综合体观

景塔 10座、玻璃悬廊 5座、玻璃吊桥 15座、上山魔毯 60

余条。

2021 年底，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牵头、大齐

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制定了我国首个景区玻璃

类游乐设施国家标准——《玻璃水滑道安全技术要

求》，该标准于 2022 年 7 月 1日正式实施，填补了我国

玻璃类游乐设施行业国家标准的空白。“能够代表鲁山

参加国家标准的制定，感到很自豪，这也显示了鲁山在

全国旅游装备制造行业的实力。”齐家玉说。

“创新是产品的灵魂，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

败之地。”齐家玉说，他先从观念上改变，又在产品上出

新，并把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组合新的旅游线

路，联合科研机构一起开发了飞天魔毯、凌空式山地滑

车、综合体观景塔等诸多新型旅游装备产品。

鲁山县顺势而为，充分利用玻璃类旅游装备这一

优势产业，在该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规划建设旅游装

备产业园，高位对接全国市场，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落户，全力推动旅游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从传统的景区开发延伸到旅游装备研发、制造、

投资经营等领域，从原始的现场加工到标准化生产，鲁

山县旅游产业一直在发展创新。大齐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山地景

区全产业链服务商，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齐家玉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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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要深刻领会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更好发

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

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共识合力，

以实干实绩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

着力推动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

部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上走在前

列，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上来，自

觉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促

进派、实干家。要加强研究谋划，

在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

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上再

发力，在加强人民政协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

制建设上再加强，在完善人民政

协民主监督机制上再探索，切实

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好。要以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履职实践，

坚持以全会精神为统领，深入开

展 调 查 研 究 、协 商 议 政 、民 主 监

督，协助市委、市政府推动各项改

革任务落地落实，为奋力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鹰城实践贡献政

协智慧和力量。

市政协主席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 者 张 永 军）为提

高 危 险 化 学 品 企 业 职 工 的 安 全

知识技能和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提 升 全 市 危 险 化 学 品 企 业 安 全

管理水平，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

大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9 月 20 日 ，市

应急管理局、叶县应急管理局在

位 于 平 顶 山 尼 龙 新 材 料 开 发 区

的 蔚 源 生 物 科 技（平 顶 山）有 限

公 司 举 办 危 险 化 学 品 企 业 岗 位

练兵技术比武活动，全市危险化

学 品 企 业 安 全 管 理 人 员 现 场 观

摩学习。

汝州市、叶县、宝丰县、高新区

和石龙区分别组建队伍参赛。比

武分实操和理论测试两部分，实操

分为异常工况处置、盲板抽堵及动

火作业、受限空间应急处置与救援

3个科目，现场抽签、打分；理论测

试主要考查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

范、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工具

及方法等掌握情况。

比武中，各参赛队伍精神饱

满，配合默契，圆满完成各项比武

科目，展现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功底

和较强的业务技能。

我市举办危险化学品岗位技术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