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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 来 风

时值初秋，天中大地沃野田畴，生
机盎然。8月 9日，全市供销合作社系
统为农服务中心建设暨农业社会化服
务工作推进会在确山县召开。

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为农
服务根本宗旨，落实省总社“2＋6＋N”
四梁八柱架构体系部署，交流为农服务
中心建设运营经验，推进农业社会化服
务工作，示范带动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
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要提升站位，充分认
识做好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和农业社
会化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为农服
务中心建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当
前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工作的主责
主业，是供销合作社近年来发展服务
能力、拓展服务领域、呈现强大生机
活力的源泉。为农服务中心是直接
面向农民的农村服务综合体，是开展
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全
市供销合作社系统要充分认识做好
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和农业社会化服

务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工作
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更
多措施，更好服务“三农”，加快成为
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

会议指出，要突出重点，推动为农
服务中心建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规范
开展。要进一步优化功能设置，确保
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及高质量运营。通
过 3 年~5 年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以综
合性为农服务中心为支撑、专业化为
农服务中心为骨干、平台型为农服务
中心为补充的为农服务体系。要强化
措 施 ，不 断 提 高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水
平。注重创新服务方式，推动服务范
围全程化、服务组织联合化、服务过
程智能化。

会议指出，要压实责任，确保为农
服务中心建设、运营、管理和农业社会
化服务工作落实落地。各县区供销合
作社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紧盯重点
事项和关键环节，形成工作合力。

会议强调，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和农

业社会化服务工作事关粮食安全这个
“国之大者”，事关农业现代化这个发展
大计。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要抢抓机
遇、扎实工作，全面提升为农服务综合
实力，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供销合作事业高
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市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会上，确山县供销合作社、遂平县
供销合作社、西平县供销合作社出山为
农服务中心围绕为农服务中心的建设、
运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进行了经
验介绍。

碧绿的烟田、肥硕的烟叶，忙碌的
烟叶加工车间；现代化的粮食烘干设备
和稻米加工车间；如诗如画的留庄万亩
稻田里，四架无人机展翅翱翔，高效进
行飞防作业……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
摩了确山县供销合作社竹沟烤烟为农
服务中心、留庄为农服务中心、盘龙街
道周湾社区为农服务中心的建设运营
情况，以及留庄万亩稻田农业社会化服

务作业现场。所到之处，为农服务中心
建设方兴未艾、有序推进，农业社会化
服务工作蓬勃开展、势头正劲的场景给
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在观
摩交流中受到了巨大鼓舞，坚定了信
心，增强了干劲。

建设运营为农服务中心是供销合
作社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是破解
新时期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
切实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有效载体、也
是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践
行为农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据介绍，
近年来，市供销合作社依托全市 10个
县区供销合作社、100 多个基层社，延
伸乡村振兴服务触角，加快推进为农服
务中心建设。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已
建成为农服务中心 62个，完成农业社
会化服务面积237.15万亩次，工作成效
得到了省总社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认
可。以全力助力乡村振兴和建设农业
强市的新成效，展现了供销合作社的新
担当、新作为。③3

加快推进平台建设 提升为农服务能力
——市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本报记者 陈 司 焦 琳

本报讯 （通讯员 段阳东）8 月 11
日上午，走进确山县任店镇的王战奎养
殖专业合作社，12栋牛棚一字排开，蔚
为壮观，500多头犊牛膘肥体壮。看着
每天长大的犊牛，王战奎心里美滋滋
的，喂起牛来更是精神抖擞、干劲十足。

据王战奎介绍，合作社原来主要以
育肥为主，他看准行情，去年年底果断
将成年牛出栏，现在实行繁育结合的模
式，采取低卖低买的方式调整养殖规
模、优化牛群结构。问起原因，王战奎
坚定地表示，一是看好未来肉牛行情，
二是政府在保险、信贷和补贴等方面的
扶持让他吃了“定心丸”。

确山县农牧业资源十分丰富，拥有
80 多万亩宜牧草地，每年产青贮饲料
30多万吨，发展食草型畜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优势和资源优势。发展壮
大肉牛产业是确山县立足实际、顺势而
为，做强做优农产品加工主导产业的务
实举措和惠农工程。

完善服务机制。确山县高度重视

肉牛产业发展，成立了肉牛全产业链发
展工作专班，专门负责肉牛全产业链发
展的组织协调与督导。通过创新金融
产品，强化服务机制，扩大肉牛保险覆
盖面，大力开展金融机构支持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工作。多次邀请省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对肉牛养殖户进行技术培训，
助力确山县肉牛产业快速发展。

确山县整合财政资金，在任店镇建
设 3000 个畜位的高标准养殖基地，并
利用豫西南肉牛产业集群项目建设
500个以上畜位的规模养殖场30多个，
以提高规模化水平。积极引导培育肉
牛养殖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在政策扶持上给予大力支持，
最大限度提高养殖效率与经济效益。
2023 年，全县养牛场户 1864 家，存栏
11.3万头、出栏 6.4万头，饲养量位居全
省前列，为肉牛全产业链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做强项目支撑。产业发展壮大，离
不开项目的支撑。确山县先后实施了

豫西南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基
础母牛扩群提质项目、牛羊新型经营主
体条件改善项目、肉牛育种设施改善项
目、粮改饲项目等，推动肉牛产业在规
模化养殖、品种繁育、产品研发等环节
快速发展。

积极整合项目资金，投资 1.7 亿元
在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新建一座集屠宰
加工、冷链物流、深加工为一体的畜产
品加工产业园，年可屠宰肉牛 10万头，
补齐了确山县肉牛屠宰能力不足的短
板。

确山县在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坚持绿色循环养殖模式，通
过科学合理的饲养管理、废弃物处理等
措施，实现了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
用，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走出了一条
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生态环境改善的
和谐发展之路。

做优品牌培育。产业附加值高不
高，品牌是关键。为培育确山肉牛品
牌，确山县聚焦养殖环节，建立养殖信

息库，创新金融产品，深入养殖一线宣
传对接，加大对畜禽养殖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养殖大户等经营
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扎实推进政策性
养殖业保险工作，给养殖户吃下“定心
丸”。

2023 年，确山县被评为河南省肉
牛大县重点培育县。充裕的肉牛存栏
为确山县肉牛产品深加工和创精品打
下了坚实基础。确山县胳膊清真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胳膊牛肉”先后获得

“河南省伊斯兰教名吃”“河南老字号”
“河南名吃”等称号，确山县健民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健民牛肉”系列产品已
在中原地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

当前，确山县正着力加快肉牛全产
业链发展，在打造集群、完善链条、扩大
市场、品牌营销上下功夫，推动肉牛产
业做大做强。经过不懈努力，确山县现
有 9家饲料生产企业、1家兽药生产企
业、2家屠宰企业（年可屠宰肉牛 15万
头）。③3

确山县：牵好“牛鼻子”做强牛产业

时下，确山县竹沟镇的 4000

亩烤烟已进入采烤黄金季。当地

群众正在烟叶加工车间按流程有

序工作。

2023 年，为切实帮助烟农将

“绿叶子”变成“金叶子”，确山县

供销社联合竹沟镇政府、县烟草

公司，总投资 1000 万元建成占地

50 亩的竹沟烤烟为农服务中心。

该中心实行育苗 、种植管理 、采

收、烘烤一条龙服务，为烟农解决

技术难题，助力当地特色种植产

业不断做大做强。⑥5

本报记者 陈 司 摄

“金叶子”

铺就致富路

本报讯 （通讯员 房稳静）为科学
评估前期多发频发的气象灾害对今年
花生生产的影响，研判花生中后期灾害
风险，进一步做好花生气象服务工作，
近日，2024 年全国花生气象业务技术
交流会在市气象局召开。山东、河北、
辽宁等花生主产区气象专家和省、市农

业专家学者参加此次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地理位置、不

同气候种植区和栽培水平介绍了我国
及各地花生生产特点和产量水平，通报
了前期农业气象灾害影响评估、中后期
气象灾害风险及关注重点，讲解了花生
高产栽培和病虫害防治关键技术。会

议同时解读了 2024年新版全国花生气
象观测规范，为全国花生气象观测提供
技术指导。此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全
国花生不同种植区域的合作与交流，充
分发挥了智慧气象的功能，为提供优质
的花生生产气象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据悉，市气象局作为全国花生气象服

务中心的主体单位，十分注重花生科研和
气象服务，已完成20多项花生课题的研
制，撰写近千期专题服务材料，建设了“驻
马店市花生种植气象服务重点实验室”

“驻马店市花生种植气象服务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两个科技创新平台，整合九县一
区试验田用于每年的花生试验。③3

市气象局：加强业务技术交流 赋能特色农业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晓吾 刘 勇）
近日，汝南县水利局广泛开展节水宣
传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进
学校“五进”活动，宣传节水知识，增强
群众节水护水意识，有力促进水利事
业高质量发展。

向企业员工宣传《节约用水条例》
《地下水管理条例》等，呼吁他们合理
利用水资源，鼓励他们积极学习先进
节水经验、创新节水技术，共同推动建
设节水型企业。在县生态环境局生态
卫士综合执法中心，工作人员讲解节

水的小窍门和节水的重要性，营造创
建节水型机关的良好氛围。在县一高
开展《节约用水条例》暨水利科普进校
园宣传活动，普及水利科普知识，发放
节水倡议书、水利科普知识宣传册。
向居民发放《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
口袋书等资料，张贴公民节水行为规
范海报，引导居民关注水资源、节约水
资源。在三桥镇仁义井村，向村民宣
传水资源保护及节水法律知识，推广
节水型器具，增强村民群众节水、护
水、惜水意识。③3

汝南县水利局

构建节水社会 守护生命之源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强 滕敬豪）
连日来，为开展好新一轮的高素质农
民培育工作，正阳县农业农村科教中
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一线，扎实开展
培训前的实地调研活动。

调研中，工作人员拿着宣传页、技
术手册深入田间巷陌、工厂车间、群众
家中等地，主动和群众广泛交流，详细
了解经营主体和群众真正的培训需
求，宣讲和解读培训相关政策，如实登
记相关信息，做好技术指导、主体回
访、精准帮扶等活动。组织相关经营
主体到培训学员创建的就业主体里实

地参观，亲身感受培训学员取得的成
绩。

通过多次实地调研、摸底走访
等，该中心已掌握全县群众和经营主
体的具体培训需求，进行分类整理、
归纳总结、会议研判，为有不同需求
的群众和经营主体制订培训方案，积
极申请和有序组织各种培训项目。
加大调研力度，努力提高培训质量，
扩大培训跟踪服务面积，在教学中培
养更多技术精英，在实践中培养更多
能工巧匠，吸引更多群众技能就业、
技能成才。③3

正阳县农业农村科教中心

加大调研力度 提高培训质量

本报讯 （记者 陈文科）近日，记
者在平舆县郭楼街道三陈村明珠庄园
葡萄种植基地的温室大棚里看到，一
排排葡萄藤架排列整齐，一串串葡萄
晶莹剔透地挂满枝头，在阳光的沐浴
下格外诱人，甘甜沁人的果香扑鼻而
来。

多年前，在外务工的宋影影看到了
市场商机，决定返乡投资发展葡萄种植
产业。2016年，她投资建设了占地百
余亩的60个温室大棚，种植阳光玫瑰
葡萄、夏黑葡萄等。得益于良好的气候
条件和精心管护，今年基地的阳光玫瑰
葡萄亩产预计能达4000斤。同时，果
园还通过线下采摘、线上销售的方式拓

宽销售渠道，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地。目前，基地葡萄销路良
好，不仅让老百姓鼓起了“钱袋子”，同
时也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采
摘、分拣、包装、运输，每一环节都需要
工人操作，这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
工的机会，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的途
径。小小的葡萄果，已成为当地助农增
收的“致富果”。

郭楼街道通过土地流转带动规模
化种植，立足本地土壤特点，带领群众
发展水果等特色产业，努力实现土地
效益最大化，将土地资源优势转化为
特色产业优势，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③3

郭楼街道

葡萄飘香 助农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远志）近日，
笔者在位于泌阳县双庙街乡乡村振兴
产业园的河南洁源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熟练地操作缝
纫机，加班加点赶制订单。据该公司
总经理李美林介绍，公司主要生产与
清洁用品相关的配套设施，和许多大
企业合作，用工30多人。

为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
道，双庙街乡率先建立全县第一家乡
镇级乡村振兴产业园，占地120亩，一
期项目现已建成，目前已经有欧博体

育用品、河南洁源清洁用品等招商引
资项目落地投产。

据了解，该乡以夏南牛养殖、烟
叶种植、电子产品加工、体育用品加
工等为发展重点，全力做好品质提
升、培育龙头企业、强化产业链支撑
等工作，大力营造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的浓厚氛围，吸引在外务工的能人
回家乡就业创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
活力。2023 年，该乡实现财税收入
2357 万元，同比增长 295%，增速位
居全县第一。③3

双庙街乡

产业园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慧娜）近日，
上蔡县重阳街道豫苑社区积极探索
建立“红色物业”，明园丽景小区作为

“红色物业”试点单位，把党的政治优
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物业管理服务
内在动力，努力打造有色彩、有温度、
有活力、有感染力的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新格局。

豫苑社区结合物业实际、居民
需求，拓展服务范围、丰富服务内
容，着力打造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
的重要平台，探索建立党组织领导
下的物业服务新模式，实现资源共
享 、责 任 共 担 、人 才 共 用 、问 题 共
解，形成互相配合、良性互动的工

作格局。
将打造“红色物业”作为加强社

区党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把党小
组建立在物业上，健全小区、业委会
和物业企业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制度。以党建为纽带，将党建与
服务结合，有效整合社区党建资源和
社会资源，不断完善服务架构，发动
社区党员进网格、进楼栋，划分工作
片区，建设“红色物业”联盟服务站，
创新实施“红色议事”“物业考核”制
度，针对居民反映的诉求“一月一议
事”，为居民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做
到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形
成社区治理合力。③3

重阳街道

打造“红色物业”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