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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 来 风

行业 快讯

6 月 4日，位于泌阳县杨家集镇境
内的玉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一排排食用菌大棚内洁白如玉的玉木
耳、红褐色的灵芝，如盛开的花朵，生机
盎然，长势喜人。

“我们这个基地一年四季都有新鲜
的食用菌产品。”玉润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鹏向记者介绍。

在 泌 阳 县 食 用 菌 行 业 ，提 起 李
鹏，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个响当当的名
号——“菇三代”，这也是李鹏的微信
名。

李鹏笑着向记者讲述了“菇三代”
的来由：“我的爷爷从上世纪 90年代开
始建大棚种香菇，我的叔叔是‘蘑菇院
士’李玉的学生。这样一来，我就是我
们家从事食用菌行业的第三代了。”

李鹏说，爷爷那一辈菇农年事已
高，家乡的年轻人也大多外出务工。食
用菌种植技术要求高，工序复杂、费时
费力，愿意留在家乡从事食用菌种植的
人并不多。

“食用菌种植是泌阳县富民强县的
支柱产业。作为家乡培养的一名大学
生，我感觉自己有责任把这份事业传承
下去。”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打拼的李
鹏，2021 年回到家乡，流转土地、建设
大棚，引进人才，开始从事食用菌种植

事业，带领乡邻增收致富。为扩大产品
销路，李鹏还购买了烘干和加工设备，
新建了产品展厅和直播间，线上线下销
售泌阳花菇、羊肚菌、菌汤包等特色农
产品。

“天花白朵圆肉厚，爆花自然，白如
棉、大如拳，口感细腻香味浓。”直播间
里，李鹏手持一朵如伞状的泌阳花菇，
笑盈盈地向广大网友推介。

作为一名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
有情怀的“80后”，李鹏带领公司走科技
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之路，与中国工
程院院士、吉林农大教授、中国食用菌
产业领军人物李玉及其研究团队建立
的河南省真菌研究院士工作站广泛开
展合作。该公司立足食用菌产业，加强
科研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和应用，通过几
年的不懈努力，已发展成一家集新品种

选育、新技术研发、优良菌种和菌包生
产销售、食用菌技术培训示范推广、香
菇周年化制袋及种植示范推广为一体
的企业。

据了解，基地总占地面积 5000 平
方米，建有近 200个生产大棚。基于泌
阳县独特的气候条件和蘑菇的特性，基
地实行三菌连种、压茬生产模式：春、秋
季种玉木耳，夏季种鹿肚耳，冬季种泌
阳花菇，实现了全年无空档生产，大大
提高了大棚的利用率和产值。基地自
2021 年建成投产以来，采取“科技专
家＋示范基地＋农户”的模式，以花菇、
玉木耳、鹿肚耳为主导产品，辅助种植
灵芝、榆黄蘑、猴头菇，辐射带动周边
200多户群众从事菌类种植，吸纳务工
人员 100多人。此外，该公司每年还拿
出一定的利润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收益，
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
振兴。

情系桑梓不忘本，返乡创业惠乡
邻。由于贡献突出，李鹏被选为市县两
级人大代表、河南省食用菌协会理事，
荣获河南省巾帼建功标兵、泌阳县三八
红旗手等称号。该公司曾先后被命名
为河南省食用菌行业先进集体、河南省
食用菌产业化示范基地、泌阳县巧媳妇
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③3

返乡创业青年李鹏 扎根农村惠乡邻
本报记者 陈 司 张 朝 通讯员 杨华东

本报讯（记者 许 静）芒种到，夏种
忙。面对持续旱情，西平县不等不靠，多
措并举，积极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全力夏
播、抗旱。6月5日，广袤的田野上，村民
夏种、夏管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

“麦收后我刚种了 3亩苞谷，浇水
一点儿也不能耽搁。”盆尧镇陈老庄村
村民王贺平正在田里浇水，村民苏留

国正在接修水管。
师灵镇在小麦顺利收割后，及时

号召全镇掀起夏播、抗旱高潮。至目
前，全镇日出动抗旱水利设施 700 多
台（套）、2200 人次，日浇地 5000 多
亩；维修抗旱水利设施 100多台（套），
投入资金5万多元。

6月 4日，西平县召开抗旱工作调

度会，要求全面抓好抗旱水源排查工
作，及时解决当前抗旱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确保秋粮种足种好。合理配置
地表水、地下水。动用一切抗旱设备，
抽、引、提相结合，渠、井、坑、塘、堰、坝
一齐上，做到能灌尽灌、能浇尽浇，努
力扩大灌溉面积。充分利用抗旱社会
化服务组织，集中人力和设备，采取灵

活有效的方式，开展连片抗旱作业，最
大限度发挥各类抗旱设施设备作用。
各乡镇把抗旱抢种作为事关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点工作来抓。各部门各司其
职，通力合作，共同做好抗旱抢种服务
保障工作。各乡镇层层动员，迅速掀
起抗旱抢种高潮，为夺取秋粮丰收奠
定坚实基础。③3

西平：芒种时节到 抗旱播种忙
本报讯 （通讯员 宋艳广）6月 5

日，市林业局紧扣 2024年六五环境
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宣传
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介
绍保护湿地和野生动植物对于维护
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讲解防范美
国白蛾、红火蚁等入侵物种的方法，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防范外来有害
生物入侵两个方面，强调林业工作在
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活
动现场接受群众咨询100多人次。

近年来，该局持续加强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
侵，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
台阶。③3

市林业局

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 （记者 徐 丹）近日，市
供销社充分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
用，全力做好农资供应服务，扎实做
好“三夏”生产工作。

该社充分分析今年“三夏”农资
市场供需情况，发挥优势、主动作
为，积极了解农民需求及市场状况，
满足全市“三夏”农业生产需求。至
目前，全系统已累计销售肥料 20.64
万吨、农膜 563 吨、农药 359 吨。全

市供销社系统开放为农服务中心、
社有企业等室外共享晾晒场地，同
时发挥为农服务中心作用，启动 27
台粮食烘干设备，确保已收获小麦
及时烘干储存，减少粮食损失。建
立为农服务中心数据平台，统筹各
方资源，让农户及时掌握服务主体
的烘干设备、烘干能力、联系人、联
系电话等信息，全方位为农户提供
优质服务。③3

市供销社

全力服务“三夏”生产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慧娜）日
前，市水利局派驻上蔡县重阳街道
谢庄社区工作队充分发挥驻村帮扶
作用，零距离为基层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

由驻村工作队、社区“两委”干
部、党员、群众等组成的“三夏”麦收
志愿服务队，详细了解群众遇到的困
难，帮助群众做好抢种工作。充分利
用社区办公场所、文化广场、房前屋
后等公共区域及时晾晒，确保小麦顺

利收仓。全力做好秸秆禁烧工作，在
群众集中的场所和主干道显著位置
张贴禁烧标语，设置秸秆禁烧值班
岗，加强值班巡查，确保“三夏”工作
有序推进。

“至目前，谢庄社区小麦正有序
开展夏种工作。驻村工作队和社区

‘两委’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切实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该局
驻村工作队相关负责人介绍。③3

市水利局驻村工作队

真情帮扶解民忧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晓吾 夏小
亮）日前，汝南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引导
广大农民群众抢抓农时，抗旱抢种，力
促秋粮播种，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该局切实加强领导，将抗旱抢种
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求
全体干部职工充分发挥优势，与乡镇
（街道）密切配合，切实为当前抗旱抢
种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组织工作人

员深入各乡镇（街道），走进田间地头，
搞好物资服务，确保农机、柴油、化肥、
种子等关键物资及时到位。加强技术
指导，引导群众搞好种植结构调整，大
力发展特色高效产业，确保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抢抓农时，迅速掀起抗旱
抢种保秋高潮，全力打好抗旱抢种主
动仗，种足种好秋作物，为夺取全年粮
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③3

汝南县农业农村局

多举措抗旱保生产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建军 滕敬
豪）6月 3日，正阳县农业农村局积极
行动，组织农业技术员下乡入户，全
力帮助广大农民群众抗旱抢种。

该局加大抗旱抢种工作的宣传
力度，利用微信、抖音等渠道，动员群
众积极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全力以赴
做好抗旱抢种工作，确保秋粮抢种到

位。各农业技术员在下乡开展技术
指导工作的过程中，详细摸排全县各
地农田内的机井损坏情况、能否正常
使用等，抓紧与相关业务部门做好对
接，全力解决好机井使用过程中面临
的问题，确保机井应用尽用、应浇尽
浇，全力保障好群众的农业生产用
水。③3

正阳县农业农村局

加强抗旱抢种技术指导

李鹏向客户介绍公司种植的花菇。⑥5 本报记者 陈 司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贾 坤）6 月 6
日，泌阳县高店乡鸿运家庭农场前几
天播种的玉米地里，滴滴清水正从一
根根蓝色的水管中渗出，仿佛无数个
泉眼冒出甘露，滴落在干燥的土地
上。这正是泌阳县玉米单产提升项目
大力推广的滴灌技术。

今年，“三夏”期间的干旱给播种造
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示范户不等不靠，
或抢墒播种、或造墒播种、或播后喷灌

补墒，力争在适播期间全部播种结束。
该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采取发放资料、面对面指导、田间培
训等方式，为示范户提供帮助。

泌阳县年降水量 900 毫米左右，
虽雨量充沛，但降雨不均，特别是雨季
来临前的夏播时期，极易干旱少雨。
滴灌较喷灌具有更高的节水增产效
果，同时可以结合施肥，提高肥效一倍
以上。

高店乡村民张平贵的家里没有滴
灌设备，但有喷灌机，可以进行喷雾灌
溉。技术人员到他家的玉米地，看到
他正驾驶着 1台崭新的播种机播种。
今年，张平贵成为玉米单产提升项目
示范户后，购置了 1台可以调节行距
的播种机，进行宽窄行种植。玉米宽
窄行种植既合理利用了土地资源，又
提高了光照资源的利用率，改善了田
间通风情况，是提高玉米产量的一种

有效方式。
仲惊雷是泌阳县顺达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他把示范田选在了一块
紧靠河边的土地上，这块土地地势平
整，面积较大。仲惊雷对今年玉米单
产提升项目发放的种子非常满意：“这
么好的种子，我要用新的玉米起垄栽
培法来播种。”技术人员对他勇于尝试
的做法表示赞赏，鼓励他当好示范户、
做好带头人。③3

泌阳：玉米单产提升项目进入播种阶段

本报讯 （通讯员 周金高 杨青
青）为让广大农民购买到优质、放心
的农资产品，保障“三夏”生产期间农
资供应安全，6月 4日，上蔡县农业农
村局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各类农
资经营主体的经营资质、电子台
账、产品标签和是否存在违规经营
情况，对销售的种子、化肥、农药等
农资产品质量、保质期、销售品种

备案情况、包装标签标识规范性等
进行检查。

同时，执法人员还要求经营者不
得经销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高毒农
药，不得经销伪劣和标签不符合规定
的种子、化肥、农药。

此次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依法进
行查处，从源头上杜绝伪劣农资产品
流入农资市场，全力护航“三夏”生
产。③3

上蔡县农业农村局

农资打假 护航“三夏”

小蚂蚱小蚂蚱
““蹦蹦””出大产业出大产业

6 月 4 日，在驿城区飞蝗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蚂蚱养殖基地，负责人彭涛正在给蚂

蚱喂食。如今，人工养殖的蚂蚱“蹦”上了餐

桌，“蹦”进了市场，也“蹦”出了致富路，帮助

群众找到了产业发展的“金钥匙”。⑥5
本报记者 张 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