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省级科技特派员姜银

霞、市级科技特派员王春丽走进

上蔡县黄埠镇南王楼村蔬菜种植

基地，对大棚内的黄瓜生长和结

果情况进行查看，对种植户提出

的问题进行解答。

近年来，科技特派员通过科

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行动，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产业增值、

农户受益，用科技力量助力乡村

振兴。⑥3

本报记者 刘永奇 通讯员
周金高 摄影报道

近日，由新蔡县政府主办，县总工会、卫健体委承办的蔡洪坊杯——

2024 新蔡县环湖半程马拉松赛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0 名跑友相

聚在风光旖旎的如意西湖岸边，用脚步见证水城之魅力、新蔡之繁荣。⑥3

本报记者 苏 凯 通讯员 杨琳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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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城区 郑付生 13939671098 遂平县 丁继坡 15516806969
西平县 许 静 13513863226 上蔡县 刘永奇 15939659995
汝南县 席虎成 18239638811 平舆县 徐佳瑞 15836627179
正阳县 李玉荣 13939618718 确山县 张新义 13839677641
泌阳县 方 祥 13393951202 新蔡县 苏 凯 18739628886

各 县 区 记 者 站 负 责 人

本报讯 （记者 方 祥）4 月 15
日，在泌阳县泌水街道双杰种植农场
香瓜采摘园，瓜秧郁郁葱葱，长势喜
人。王长杰和妻子张玉杰一边打理
香瓜秧，一边对记者说：“我的瓜一点
都不愁卖，经常是供不应求。”

香瓜卖得好，自然有“牛”的底
气。据了解，王长杰从2020年开始种
植香瓜，当时规模小，瓜的品质也一
般。2021 年起，他便开始种植“冰糖
脆”香瓜品种。几年下来，他坚持用油
渣做底肥，施肥以有机肥、蚯蚓粪为
主，再利用蜜蜂授粉，并采用生物和物
理的方法防治病虫害，种出的瓜口感
酥、香、脆、甜。

随着香瓜事业不断扩大，2023
年，王长杰成立了双杰种植农场。该
农场占地 20多亩，以“合作社+农户”
模式形成香瓜产供销一条龙产业链，
引领周边 200 多户农户种植香瓜，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
据介绍，双杰种植农场“冰糖脆”

香瓜质量上乘，目前市场价格每公斤
20元，实行订单采摘供应团购和驻马
店的高端水果市场。该农场的香瓜每
季结果周期为 70天左右，结合时令蔬
菜的种植，预计今年产值将在 100 万
元以上。

近年来，泌水街道围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总目标，以“技术支持+资金
支持+人力支持”的模式，大力发展壮
大甜瓜、水果番茄、食用菌等精品高效
农业产业。此外，该街道还积极推广
最新农业技术，加强内外联动，择优引
进水果、蔬菜新品种，积极调整温棚果
蔬种植结构，努力做大、做活、做优温
棚果蔬产业。

“乡村振兴主要靠产业振兴，产业
振兴是农民增收的关键。我们积极推
动农业产业科学化种植、规模化发展、

产业化经营，因地制宜发展精品农
业。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兴办特色农
产品深加工项目，将当地农副产品打
造成高端精品，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
延伸产业链条，打响果蔬产业化品牌，
切实让广大群众增收致富。”泌水街道
有关负责人说。

发展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泌
阳县不断在发展农业产业上做文章，
有效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探索“一村一
品”发展模式，实现了产业提质增效、
群众增产增收，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近年来，泌阳县坚持把产业兴旺
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条件和根本路
径，通过集思广益，按照选准一个产
业、依托一个龙头、打造“一村一品”的
思路，因地制宜，引导群众采取“乡土
人才+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
式，发展了夏南牛养殖、食用菌种植、
林果种植等特色产业，实现全县每个

行政村都有自己的产业，不仅成为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而且实
现了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的发展格
局。

此外，泌阳县出台一系列政策鼓
励农户开办农家乐、小吃店、采摘园，
拓宽就业增收渠道，有效带动了旅游、
餐饮、物流等相关产业发展，每年吸引
县内外 10 万多名游客前来游玩采
摘。至目前，泌阳县完成林果经济
55.7万亩，建立百亩以上林果基地200
多处，成立林果专业合作社 30多家，
种植林果面积 25万亩，全县林果业年
产值2亿元。

“我们将紧盯高质量发展不放松，围
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持续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建设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塑造和标
准化生产，走好产业振兴之路，助力乡村
振兴。”泌阳县相关负责人说。⑤6

泌阳县香瓜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走进确山县竹沟镇肖庄
村，满目绿水青山春意盎然，一个个
乡村产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该村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方法，积极破解农村经
济发展瓶颈，着力解决农村发展内
生动力问题，不断创新思维、大胆探
索，充分利用本村自然资源禀赋，坚
定走文旅富村之路，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实现共同富裕。

群策群力，激发发展动力。村
“两委”多次召开专题会，制订中长
期发展计划，坚持规划先行、蓝图指
引，指导全村山水保护、基础设施、
产业布局的规划建设。干部走近群
众，召开组委会及村民小组会议，集
思广益，把乡村建设融汇成广大群
众的自觉行为，坚定依靠群众力量，

坚持规划建设从群众中来、建设成
效回馈到群众中去，外引内生多方
筹措资金，为全面建设发展打下坚
实的力量源泉、资金来源基础。

保护利用，转化美丽经济。该
村充分利用山水优势，通过项目申
请、招商引资等方式坚持不懈推进
旅游业发展。对全村 7 处坑塘实施
污水分流、清淤硬化、美化绿化，实
现一个坑塘一处景观；打造水面面
积 300 多亩、长达 2000 米的景观河
道；村内黄石头庄是驻马店市海拔
最高的村民组，经过高标准传统村
落民居改造，完成特色民居、民宿建
设，增加文化、休闲设施，提升了旅
游品质，顺利入选河南省传统村落
名录，带动村民自建 6 家农家乐餐
馆、2 家 民 宿 ，解 决 当 地 30 多 人 就

业；彩云谷建成国家 3A 级风景区，
谷内大、小山峰 10 多座。全村年接
待游客近 200 万人次，直接增加村
民收入 400 多万元。

依托文旅，实现产业升级。酷
斯乐器有限公司由本村返乡人员创
办，主要从事大中小提琴和贝斯的
生产、销售及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
务，合作带动 30 多个小提琴家庭作
坊，解决群众就近就业 160 多人，人
均月收入 5000 元，产品均为纯手工
制 作 ，年 出 口 创 汇 200 多 万 美 元 。
村内的河南光韵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招商引资企业，主营生产光
纤跳线、光纤适配器等连接器，年产
值 600 万元，解决当地 100 名妇女就
业，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巾帼就业
社会效益的双赢。爱必励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是该村依托中药材资源引
资建设的一个大块头企业，在中原
股权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上市。该公
司传承中医国粹，与广东药科大学
联合研发了一系列保健用品，生产
的艾灸贴、舒筋通络贴、儿童穴位贴
等产品投放市场以来，受到广大消
费者的青睐，带动 300 多户农户种
植 艾 叶 1800 亩 ，年 销 售 额 1600 万
元。

近年来，该村通过“千万工程”
经验的运用实践，群众收入持续增
加，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村“两委”
坚持与群众发展共谋、家园共建、幸
福共享，带着“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
村”“河南省乡村康养休闲示范村”
的荣誉，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上阔步前进。⑤6

“千万工程”开启未来乡村新实践
本报记者 张新义 通讯员 刘军领

为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提升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近日，正阳

县公安局组织网安大队、经侦大队民警到公园向老年人讲解非法集资、养老

诈骗的类型及作案方式，预防老年人上当受骗。⑥3

本报记者 李玉荣 通讯员 王 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徐佳瑞 通讯
员 祁 佳）为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近日，平舆县审计
局采取多项创新措施，进一步推动
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监督工作。

完 善 审 计 制 度 ，明 确 监 督 职
责。该局针对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监
督工作的特点和要求，不断完善审
计制度，明确审计监督的职责和范
围。建立健全审计工作流程，规范
审计程序，确保审计工作的科学性
和规范性。

强 化 数 据 分 析 ，精 准 定 位 问
题。该局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加强对财政预算执行数据的分
析。

加 强 现 场 核 查 ，确 保 审 计 质
量。该局加强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的现场核查，组织专业人员到被审
计单位，通过查阅账册等方式全面
了解财政资金的收支情况。

加 强 部 门 协 作 ，形 成 监 督 合
力。该局积极与相关单位建立沟通
协调机制，共同推动财政预算执行
审计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部
门协作，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和数据，
确保审计工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加 强 结 果 运 用 ，推 动 问 题 整
改。该局注重审计结果的运用和转
化，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和
分析，将审计结果及时报告给相关
部门，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⑤6

平舆县审计局多举措推动

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监督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许 静 通讯员
王 亚）近日，西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全县食品生产企业开展食品安
全知识培训。各类食品生产企业负
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等 100多人
参加。

此次培训围绕食品安全“两个
责任”落实情况，针对食品生产企
业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
做什么、怎么做，信息公示、食品安
全管理、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原辅
料购进验收、生产过程管理、人员
管理、出厂检验等内容进行了详细

讲解，要求企业认真学习相关规
定，配备安全总监和安全员，明确
岗位职责，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
查、月调度等工作机制，切实保障
食品生产安全。

“我们将督促食品生产企业提
升管理水平，规范企业生产行为，
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加压推进落实

‘两个责任’各项工作，补短板、强
监管，共同构建食品生产环节安全
防线，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提供有力保障。”西平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⑤6

西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镇农技人员每周到我们农场，手
把手教小麦春季管理知识。前期下了
一场雨，小麦长势很好。农场采用生
态调控滴灌给药方式，有效促进农药
减量增效，实施统防统治、病虫害全程
绿色防控，今年还是一个丰收年。”近
日，汝南县罗店镇张庄村种粮大户乔
四红开心地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备耕正当
时。为有效开展春季麦田管理工作，

该镇以因地因苗施策、分类分区管理、
防冻防倒防病虫为重点，组织镇、村两
级 5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
苗情、看墒情，分类指导群众开展春季
麦田管理。同时，充分发挥“土专家”

“田秀才”的科技职能，深入麦田把脉
问诊、对症下药。针对少部分小麦发
黄的弱苗田块，抓紧雨后的大好时机，
及时打药追肥，促进弱苗转壮保丰
收。强化小麦病虫害的检测报告责任

制，确保及时发现病虫害，组织人力、
物力进行防治，把病虫害消灭在萌芽
状态，确保全镇小麦稳产高产。

“去年冬季雨雪较多，麦田里墒情
保持得很好，大多数麦苗属于壮苗，对
小麦返青非常有利，为小麦高产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我对今年增产信心非
常足。”李岗村种粮大户姜会臣说。目
前，该镇举办“线下+线上”培训班 12
期，培训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300多人次，发放 2024
年罗店镇春季麦田管理技术明白卡
5000多份。

“我们将持续围绕稳定增产、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目标，坚决扛起粮食安
全政治责任，为实现全年粮食生产安
全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确保高质量完成春耕生产工作，以
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该镇负责人
说。⑤6

万象更新不负春 抢抓农时春耕忙
本报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阮红全

科技特派员

送技到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