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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 来 风

本报讯 （通讯员 路 勇 刘军领）
9 月 22日，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全国主会场（河南兰考），确山小提琴
金秋消费季“土特产”推介活动特色手
工业展台惊艳亮相，确山板栗在农耕
文化展台圈粉无数，确山农业企业领
办人周志强作为河南省 2024 年高素
质农民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选手上台领
奖。一个个带有确山特色的元素符
号，彰显了老区确山依托县域生态农
业资源优势、深挖红色农耕文化、高质

量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
振兴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确山县委、县政府全面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积极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法，深刻领悟
做好“土特产”文章的深刻内涵。依托
资源禀赋，从“土”字上找出路，深挖土
地、自然、文化资源；从“特”字上寻不
同，找准独具地域特色、特点突出的农
业产品；从“产”字上下功夫，进行精深
加工探索，延展产业链条，建设产业集

群。围绕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
村增活力，制定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
农业农村发展规划。注重搭建农业农
村就业创业平台，着力培育农产品品
牌；注重农民素质提升，夯实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根基。深入推进农业生产
和农产品“三品一标”建设，致力提升
农产品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及标准化生产水平，实现特色农产品
产业化、市场化，让农产品出村进城、
走出国门、销量破圈，拓展增值空间。

目前，在确山夏枯草、确山板栗、确
山黑猪、瓦岗红薯、留庄大米五大国家
级地理标志农产品驱动下，151种通过

“三品一标”认证的特色农产品已经成
为确山县农业发展的金字招牌，农产品
的美誉度、影响力、市场竞争力日益提
升，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
小提琴、中药材、食用菌等一批规模大、
前景好的涉农业态已形成稳定农业农
村三产融合产业链条，综合年产值超
10亿元，受益农户超过10000户。③3

确山元素亮相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

近日，正阳县铜钟镇大李村村民在抢收水稻。金秋时节，稻穗飘香，农

民抢抓晴好天气忙碌起来，收割机穿梭在黄澄澄的稻田里，勾勒出一幅丰收

景象。⑥5
通讯员 贺永明 摄

秋染大地
稻飘香

金秋九月，正是猕猴桃成熟的季节，位于西平县出

山镇的鑫福临种植专业合作社猕猴桃种植基地，工人

们正忙着采摘、挑果、装箱。一个个饱满圆润的猕猴桃

挂满枝头，团团簇簇，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让人垂涎

欲滴，也为秋日的丰收季节增添了一道特色的时令水

果。⑥5 本报记者 许 静 摄

猕猴桃丰收上市

强化机收减损 保障增产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 阮红全）连日
来，汝南县罗店镇扎实部署，多措并举
开展秋季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
助力农业安全生产。

加强组织领导。该镇建立禁烧工
作指挥部，将全镇17个行政村划分为4
个片区，落实镇、村、组三级网格化包保
管理机制。实行片长负责制，负责本片
区应急、人员力量、机械的统一调度、联
防联控。对孤寡老人、伤残军人、缺劳
户等实行一包到底，直至收种完毕。

营造浓厚氛围。悬挂秸秆禁烧宣

传条幅，配备宣传督查巡逻车，印发
《致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与种粮
大户签订秸秆禁烧承诺书，引导农民
群众自觉参与到“三秋”秸秆禁烧的行
动中来。

强化防控措施。坚持以驻上路、罗
石路、王张路等沿线区域为重点，实行
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巡查。充分发
挥“蓝天卫士”监控预警作用，安排专人
24小时负责，不断强化防控措施，把秸
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等工作抓实、抓细、
抓好，确保打赢秸秆禁烧攻坚战。③3

罗店镇

秸秆禁烧守底线“三秋”生产保民生

本报讯 （记者 陈文科 通讯员
王珂珂）连日来，平舆县辛店乡积极行
动、全员发力，多措并举推进秸秆禁烧
工作。

提前部署，共建“责任网”。该乡
召开秸秆禁烧工作会，及时传达上级
相关会议精神，对秸秆禁烧工作进行
专题部署，制订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
标，细化工作措施，将各项责任落实到
人、任务安排到人，确保秸秆禁烧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宣传，筑牢“防火墙”。各村利
用大喇叭、宣传车、悬挂横幅、张贴标

语、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全方位、多层
次向群众宣传禁烧政策和焚烧秸秆的
危害，切实提升群众禁烧意识，营造全
民共同参与秸秆禁烧的良好氛围。

深化协同，织密“监督网”。强化
线上“蓝天卫士”全天候监察火情实
况及线下防火点值守和机动巡查协
同的模式。各村在重要地块设置防
火点，乡、村两级防火队员 24小时轮
流值班，并配备灭火工具。同时，成
立秸秆禁烧巡逻小组，开展全方位、
全天候巡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
阻、及时处置。③3

辛店乡

多措并举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本报讯 （记者 徐 丹）9月 25日，
我市2024年“三秋”农机化生产暨玉米
机收减损现场演示会在确山县留庄镇
举行。各县区农机中心及农机专业合
作社代表参加。

现场演示环节，农机手驾驶玉米收
割机穿梭在金黄的玉米地里。农机手
通过优化作业参数、改进收割方式等措
施，减少作物收获损失。在测产环节，
农技人员通过实地测距、精确丈量面
积、现场采收样本并称重折算等一系列
步骤，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

随着崭新的翻秧式花生收割机缓
缓驶入农田，个大饱满的花生破土而
出，果实朝上稳稳落在田地里，无需人
工翻秧，让采收作业更加高效。据农机
企业负责人介绍，这种免翻秧晾晒的花
生收割机，不仅摘果效果好、破损率低，
还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

“三秋”时节，农机的广泛应用不仅
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更能通
过精准作业、科学管理，实现粮食作物
颗粒归仓，减少收获过程中的损失。此

次现场演示会，通过展示先进的农机装
备和技术，交流农机化生产的成功经
验，推广机收减损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进一步提升农机化作业水平，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今年“三秋”期间，全市农
机部门将科学安排作业地点，组织机械
有序作业，促进供需平衡。加强与交通
部门、气象、石化、石油等部门的沟通联
络，提供服务保障。落实 24小时热线
服务，在重点位置设立接待站，为外来
机手提供路线指引、作业信息、农机维
修等服务。组织力量，通过下田、进村、
入社等方式，深入生产一线，开展生产
服务指导，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对玉
米、水稻、大豆机收减损、高质量播种等
开展作业示范和技术指导，推进主要农
作物机械化生产质量和水平提高。组
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农机合作社、农机
大户、农机维修网点，指导农业机械检
修、保养，对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进行
全面的安全技术检验和隐患排查，坚决
打赢“三秋”农机化生产攻坚战。③3

2023 年 5月，驻马店市委组织部、
市供销合作社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

“五星”支部创建 推进“党建引领 村社
共建”大力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一年多
来，《实施意见》贯彻落实情况怎么样，
效果如何？

2024 年 9月 24 日，由市委组织部
主办，市供销合作社承办，西平县委组
织部、县供销合作社协办的驻马店市深
化“五星”支部创建、推进“党建引领 村
社共建”、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工作
推进会在西平县召开。此次会议旨在
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总结经验、分
析不足，明确方向、鼓足干劲，全力推进

“党建引领 村社共建”工作向纵深发
展，更好地推动我市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开展深化“五星”支部创建、推进
“党建引领 村社共建”工作，是助力乡
村振兴的创新实践。做好这项工作有
利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

密切党群关系、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
结，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有利于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
优势和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优势，促
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全市深化“五
星”支部创建、推进“党建引领 村社共
建”工作以来，在市、县区委组织部门的
坚强领导下，在全市各级供销合作社的
共同努力下，积极探索村社共建的发展
路径和方法，推动供销合作社基层党组
织向村级延伸，经营服务网络进一步向
田间地头延伸，在提高供销合作社为农
服务能力的同时，为乡村振兴这篇大文
章提供了新思路。

就进一步推动深化“五星”支部创
建、推进“党建引领 村社共建”工作，要
坚持因地制宜，发展共建项目。要结合
实际，精心谋划共建项目，注重发挥供
销合作社在农资经营、农产品流通、社
会化服务等经营优势，以农资、日用品
和其他涉农经营服务性项目为重点，积
极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共建模式和共

建项目。拓展服务领域，丰富共建内
容。要在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农村
生活服务、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
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共建内容，不断拓展
服务领域。规范制度机制，提升共建成
果。要健全完善制度，正确处理供销合
作社、村“两委”、合作社及农民之间的
利益关系，建立完善产权联结和利益分
配机制，确保村社共建工作健康发展。
要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真正把村

“两委”的组织优势、党员的示范带动作
用与供销合作社的服务优势、经营优势
有效结合起来，围绕农民需求、发展需
要，找准与农民利益的结合点，形成发
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强大合力，实现协同
服务、共享发展成果。

全市各级组织部门和供销系统紧
盯目标任务，进一步总结提升，强化亮
点，突出那些具有创新性、实效性和可
复制性的典型经验，积极进行复制推
广，以点带面，促进“党建引领 村社共
建”呈现多点开花、齐头并进的良好局

面，打造我市深化“五星”支部创建，推
进“党建引领 村社共建”特色品牌。

会前，参会人员对西平县供销合作
社为农服务有限公司、专探乡水泉汪村
深化“五星”支部创建、推进“党建引领
村社共建”示范点，谭店供销合作社为
农服务中心，西平县尚平种植专业合作
社进行了现场观摩，大家一路走一路看
用心听，相互交流推进该项工作的经验
与体会，实地感受“党建引领 村社共
建”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服务农民生
产生活、助力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呈现
的新气象、激发的新活力、带来的新变
化。

会上，西平县供销合作社、正阳县
供销合作社分别作了经验交流发言，并
分享了各自在深化“五星”支部创建、推
进“党建引领 村社共建”工作中的思路
举措、特色亮点和经验成效。

市供销合作社相关科室人员及各
县区委组织部、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③3

激活“党建＋”密码 赋能村社共建
本报记者 陈 司 焦 琳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司 通 讯 员
孙联合）9 月 25 日，由国家花生产业
技术体系花生产能提升与绿色生产
现场观摩会在正阳县召开。

此次会议旨在为正阳县花生产业
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提出有针对
性的系统解决方案，共同推动花生产能
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探索科
技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范
式，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新样板。

会议指出，正阳是全国花生生产
第一大县，推进驻马店市特别是正阳
县花生产能提升与绿色生产，是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抓好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生产，确保国家粮油安全的
重要举措，对于保障植物油安全生产
具有重要意义。正阳作为国家和河南
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的重点服务县、
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
共建县，依托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
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正阳）、河南省花
生产业技术体系正阳综合试验站等平
台及院县共建工作，在高产优质品种
及配套栽培技术引进与示范、良种繁
育基地建设、全程机械化生产、加工增
值技术及产品研发等方面不断取得突
破，正阳花生产业的显示度和影响力
持 续 提 升 。 正 阳 花 生 品 牌 价 值 从
2012 年的 18.55 亿元增加到现在的

124.35 亿元，走出了一条依托花生产
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会上，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王兴祥、河南工业大学教授刘玉
兰、青岛花生进出口行业协会秘书长张
鹏分别以《花生连作障碍消减技术》《花
生油质量安全控制和风险防范》《出口
花生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为题，现场
或以视频形式向大会作报告。参会的
其他专家学者围绕正阳县花生生产各
抒己见，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测产专家组宣布了 9月 24日在正
阳县清源街道花生规模化示范区的测
产结果。专家组一致认为，通过优良品
种规模化示范推广和系列主推技术应
用，在今年旱涝灾害交替发生的不利气
候条件下，正阳花生规模化示范区实
测产量高于全国单产水平，花生优良品
种产能提升与绿色生产技术先进，建议
在全国花生产区推广应用。

会前，与会人员分别到黄磊家庭农
场高产示范方、兰青乡大余村国家花生
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研究基地、邦农种业
和正阳县新天地草业公司，分别就花生
新品种展示和高产栽培技术集成，花生
技术攻关研究和绿色投入品研发及技
术集成示范、花生烘干和筛选设备、花
生秸秆深加工项目等进行了实地观
摩。③3

科技创新助力花生提质增产

田野织锦绣田野织锦绣 天中收获忙天中收获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