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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 来 风

初冬时节，雨后初晴，艳阳高照。
走进西平县老王坡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一望无垠的麦田绿意盎然，好似给大地
铺上了一层绿毯，目之所及，令人心旷
神怡。

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垄一亩承载
民生。近年来，西平县坚决扛稳粮食安
全“国之大者”政治责任，聚焦“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实现了由望天收向高产田转
变、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由单
一种植向产业融合转变，取得了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的明显成效。

钱怎么筹、粮怎么种、水怎么用、设
施怎么管的问题，一直是影响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重要因素。作为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全国优质小麦生产加工基地
县、全省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县，多
年来，西平县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严守耕地红线，在稳定耕地面积的

前提下，创新建立“融资、建设、运营、管
护”四位一体高标准农田建设新模式，
推动粮田变良田。

在老王坡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展现
在记者眼前的是一幅农业新质生产力
在此落地发展的优美画卷，这里是该县
奋力打造的河南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样
板区、产业融合的引领区、数字农田的
先行区。

该县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水谷科技
公司组建水投柏农公司，负责老王坡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项目运营、管理、维护，运营
期 15年。采用“托管＋订单＋保险”模
式，对流转土地进行整体托管经营。建成
智慧农业信息中心，确保气象、墒情、苗
情、虫情、灾情一屏统揽、一键管控。

同时，该县引进河南水投集团投融
资 8250 万元，对老王坡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内河流沟渠进行清淤扩容，以地表
水灌溉为主，地下水补灌为辅，采用平

移式、固定式、卷盘式等灌溉模式，有效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地下水开采，
亩均节水率达30%。积极推行“专业运
维＋质保服务＋监督管护＋保险兜底”
模式，组建专业团队对设施设备进行管
护，有效破解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主体不
明、监管不力、管护不好等难题。老王
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被农业农村部推
介为 2023年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
品新模式优秀项目，吸引了多个省、市
人员前来观摩交流。

做活做好土地文章，着力交出良田
答卷。据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县已投入12.3亿元，建成高
标准农田 79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73%，
全县粮食总产由 2012年的 17.8亿斤提
高到了 2023 年的 19.2 亿斤，项目区农
民年人均增收410元，增长12%。

为进一步促进农、文、商、旅融合发
展，该县还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美丽乡

村建设相结合，突出人文特色，擦亮乡
村品牌，留住乡愁元素，彰显乡情乡
韵。以老王坡民俗文化园、农耕文化园
为样板，利用闲置房屋、荒宅等资源，建
设一批生态康养、文物古迹、农俗体验
等特色鲜明的文旅小镇、民俗旅游村，
推进农业与旅游业、亲子教育、酒剑文
化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美丽乡村、质
朴乡情、淳美乡味的田园风光，为乡村
振兴增添新活力。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
度，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
打响‘西平小麦’‘西平红薯’等特色品
牌。同时，积极提升产业融合发展总
体水平，打造美丽田园与特色乡村相
融合的新亮点，不仅让老百姓‘粮袋
子’‘腰包子’鼓起来，还要使乡村‘面
子’‘里子’一起美起来。”西平县相关
负责人说。③3

西平县：做好土地文章 交出良田答卷
本报记者 陈 司 通讯员 田春雨

设施蔬菜冬季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 侯亚方

专家 支招

做好温室检修维护

（一）加固温室。入冬前后，要加强
日光温室骨架、墙体和进出通道等设施
结构的检查维护。尤其是老旧温室和
抗风雪承压性能较弱的温室，应及早进
行维护和加固。

（二）维修设备。定期对卷帘机、放
风机、补光灯、应急加热器等环境调控
设备，以及除雪设备和电路进行全面检
修，确保设备安全正常运行。

（三）更换棚膜。在入冬前选择无
风天气及时更换破旧棚膜。果菜类蔬
菜生产温室应选择长寿、无滴、高透光
和高保温的多功能塑料薄膜，薄膜厚度
在 0.10mm以上，有条件的地方可选用
防雾滴性能和流滴持效期长的PO膜或
EVA多功能膜。

（四）增强覆盖。及时更换已经
损坏或保温性能达不到冬季生产需
求 的 保 温 覆 盖 物 ，一 般 草 苫 重 量 在
3.5kg/㎡ ~4kg/㎡ ，保 温 被 厚 度 在
2cm 以上。保温覆盖物应紧密均匀
干爽，保温覆盖物之间应无缝搭接。

加强生产环境调控

（一）温度管理。夜间室外气温低
于 10℃时，温室要及时覆盖保温覆盖
物，保证温室内夜间气温在 15℃以上。
每年12月至翌年2月，温室内白天气温
控制在 26℃~32℃，晚上前半夜气温维
持在 18℃~20℃，凌晨最低气温维持在

8℃以上。冬季温室采取顶部通风，在通
风口下方悬挂缓冲膜，通风时逐渐增加
通风量，同时可在温室门口和前屋面悬
挂薄膜，减少冷风对植株的伤害。雨雪
天气时，在保温被外覆盖塑料薄膜，确保
保温被干爽。连续阴天及强降温等极端
天气时，采取多层覆盖或进行临时加温。

（二）光照管理。应经常清洁棚膜，
保证透光率。在确保温度前提下尽量
早揭晚盖保温覆盖物，以延长室内光照
时间。可在温室后坡以合适角度张挂
反光膜，增加温室北侧光照强度以提高
蔬菜产量。如遇到连续阴雨雪天气，白
天无雨雪时可适当短时间卷起保温覆
盖物，提高植株光合作用。遇到久阴乍
晴天气，中午前后要适当放下一半保温
覆盖物，避免植株失水萎蔫。

（三）湿度管理。合理控制温室内
空气湿度，防止湿度过高诱发病害发
生。浇水应选择晴天上午，采用膜下
沟灌或滴灌方式，必要时可在垄沟铺
盖碎秸秆等吸湿物料。保温被卷起
后，可短时通风排湿，时间不超过 20分
钟。中午前后，根据植株生长状态和
温湿度情况适当通风。如遇连续阴雨
雪天气，可在中午室内温度最高时段
通风 10分钟~20分钟。有条件的可使
用除湿设备，降低温室内空气湿度。

强化关键环节管理

（一）土壤障碍消减。定植前，土壤
深翻 30cm~40cm，结合闷棚进行上茬

蔬菜秸秆原位还田，增加土壤肥力。土
传病害严重的温室，在闷棚时加入石灰
氮（40 公 斤/亩 ~60 公 斤/亩）或 棉 隆
（20 公斤/亩~30 公斤/亩）及小麦、玉
米等农作物秸秆（600公斤/亩~1000公
斤/亩）处理土壤，降低病原菌基数。闷
棚后定植前，增施生物菌肥，快速恢复
土壤健康菌群结构。

（二）促根壮秧技术。定植前增施
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蚯蚓肥、腐殖
酸肥等高碳堆肥，或采用秸秆生物反应
堆提高土壤温度并同时补充二氧化
碳。果菜类蔬菜定植后覆盖地膜前可
进行 1次~2次浅中耕，促进根系深扎。
冬季根系生长缓慢可施用腐植酸或海
藻酸肥，提高根系活性。如植株长势
弱，可喷施含糖类、氨基酸类的叶面肥，
促进植株生长。寒潮来临前，可喷施芸
苔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增强植株
防寒抗冻能力。

（三）保花保果技术。冬季低温弱
光时，要及时通过摘心、打侧枝等调整
植株，防止营养生长过旺。在温室内放
置熊蜂或蜜蜂进行授粉，茄果类蔬菜可
使用振荡授粉器或人工摇动植株辅助
授粉，瓜类蔬菜可人工将雄花花粉抹在
雌花的柱头上进行授粉。必要时可施
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处理，确保低温
季节成功坐果和正常发育。

（四）植株调整技术。茄果类、瓜类
等蔬菜要适时进行吊蔓、整枝、摘心、摘
除老叶病叶、疏花疏果等植株调整，改
进通风透光条件，维持秧果平衡。如遇

到连续阴天或寒流强降温等异常天气，
应及早采收具有商品性的果实和适当
疏花疏果，减轻植株负担，增强蔬菜恢
复生长能力。

（五）水肥管理技术。浇水做到
“三浇三不浇”，即晴天浇水、阴天不
浇，午前浇水、午后不浇，浇小水、不浇
大水。应选择连续晴天的上午浇水，
水温应保持在 10℃以上。优先采用

“有机肥＋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水
肥利用效率。对受冷害或冻害的植
株，可喷施含中微量元素的氨基酸叶
面肥和低温诱抗剂等。

（六）病虫防治技术。在通风口覆
盖 60目防虫网，预防虫害。在病害发
生前定期喷施木霉菌、枯草芽孢杆菌、
多粘类芽孢杆菌、解淀粉芽孢杆菌等微
生物农药和百菌清、代森锰锌、福美双
等化学农药预防各类真菌、卵菌及细菌
病害。病虫害发生初期及时施药，选用
高效低毒农药并交替用药。避免连续
使用一种有效成分药剂或相同作用机
制的药剂。低温期尽可能选用烟剂、熏
剂，使用弥粉机和弥雾机等新型药械施
药。施用农药时需按照农药使用说明
书安全间隔期的相关要求执行。③3

（作者系市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
护检疫站农艺师）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远志 单 烨）
日前，泌阳县高邑镇王湾村的乡村车
间工厂内一片繁忙景象，十几名村民
熟练操作着机器。一块块板材经过自
动压切、贴纸、裁切、封边、打孔等工
序，摇身一变成为各种类型的橱柜、衣
柜等家具。

为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
道，王湾村以创建“五星”支部为抓
手，依托乡村车间开展招商引资，鼓
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将车间建
到村里头，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据河南存艺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负责
人赵锋介绍，公司是 2017 年入驻王
湾村的，主要从事全屋定制家具生
产，采取订单生产模式。客户以本地

为主，辐射周边省、市、县，年产值有
500 多万元，带动附近 20 多名村民
就业。

高邑镇把“稳增长、稳就业”作为
最大的民生工程，结合全镇产业振
兴，鼓励农村生产加工类、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村小作坊等生产经营主体
入驻乡村车间，形成政府主导、企业
带动、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切实为
产业振兴注入活力。同时，乡村车间
在促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帮助村民实现就业增收。
目前，该镇共有乡村就业工厂和就业
帮扶车间 10 家，吸纳带动 100 多人
就业，务工村民年收入在 3 万元以
上。③3

高邑镇

乡村车间助农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 贺永明 滕敬
豪）11 月 19 日，正阳县 2024 年高素
质农民培育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县的
100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将接
受为期12天的集中培训。

此次培训课程涵盖政策理论、乡村
振兴、花生高产创建、农药安全使用、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发展等内容，采取

“集中授课＋实地观摩＋跟踪指导”模
式，着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
善经营的农民技术人才，提高其就业本
领和创业能力、现代农业理念、文化科

技素质、生产经营管理技能。
在教学方式上，培训坚持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用课堂授课、基
地实训、实地考察及线上学习等形式
开展教学活动。除邀请专家教授及经
验丰富的农技人员进行课堂讲解外，
还组织学员前往农业示范园区、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等地进
行实地参观学习。同时，借助线上学
习平台，为学员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方便他们随时随地自主学习，拓展了
学习空间。③3

正阳县

着力培育高素质农民

本报讯 （记者 徐佳瑞 通讯员
吴昱静）近日，平舆县射桥镇西关社区
西邮蜂蜜生产车间内，一瓶瓶蜂蜜在
经过灌装、旋盖、包装等一系列工序
后，通过自动传送带被送往包装点进
行打包和装箱。这些蜂蜜产品将被发
往全国各地，为消费者带去大自然的
馈赠。

据西邮蜂蜜负责人麻俊杰介绍：
“我们的产品全部来自合作社的养蜂基
地，每一瓶蜂蜜都能全程溯源。为确保
蜂蜜的纯正品质，我们修建了符合标准
的10万级净化车间，采用先进的真空
保鲜技术进行过滤和恒温灌装。”

射桥镇积极谋划全镇“三园”建
设，重点打造西邮蜂蜜加工园项目。
该项目不仅涵盖了蜂蜜、蜂王浆、蜂花
粉及多种蜂蜜制品的生产认证单元，
还以其高效的生产流程和严格的质量
控制，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该项目的投产不仅增强了西关社
区共同富裕加工园的生产能力，还为
周边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目
前已带动 20多名村民就业。“我们与
该镇其他蜂业养殖户合作，大量收购
本地蜂蜜，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蜂蜜
产品，有效促进蜂农增收致富。”麻俊
杰说。③3

射桥镇

乡村致富有“蜜”方

本报讯 （通讯员 聂鸿儒）日前，
虽然天空中飘着丝丝细雨，但上蔡县
西洪乡洼王村文化广场异常热闹，该
村的“弘扬正能量 塑造好民风”新时
代道德模范表彰大会在这里召开。

提起好媳妇董雪玲，村民李粉竖
起大拇指赞不绝口：“雪玲孝敬公公婆
婆的事远近闻名，特别感人。她公公
婆婆患有骨质增生、关节炎，腰腿疼得
厉害。特别是婆婆还患有冠心病，平
时下床都困难。10 多年来，她不嫌
脏、不怕累，给婆婆端吃端喝，伺候婆

婆洗澡、洗脚。婆婆冠心病犯了，她冒
着风雪拉着婆婆去医院治疗，真是比
亲闺女还亲哩。”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西亮说：“开展
新时代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对村民的教
育意义很大，受表彰的村民在群众中享
有很高的威望。目前，我村孝敬老人的
多了，发展特色经济的多了，崇尚科学
的多了，和睦相处的多了，文化广场唱
戏跳舞的多了，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村风民风有了显著改善，干群关系
也融洽了，群众的幸福感满满的。”③3

西洪乡

评选道德模范 倡树文明新风

11月 21日，在正阳县傅寨乡章寨村的梅豆角种植基地里，郁
郁葱葱的梅豆角藤蔓爬满竹架，工人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运，一派
丰收景象。

近年来，傅寨乡以党建为引领，以市场化为导向，采取“党支
部＋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引导扶持农民大面积种植梅豆角、
冬瓜、辣椒、黄花菜等蔬菜，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⑥5

通讯员 贺永明 张群生 摄影报道

“基地＋农户”

蔬 菜 效 益 高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萌）11月 20
日，汝南县三桥镇唐寺村乡村车间里，
缝纫机的嗒嗒声此起彼伏，工人正在
赶制一批冬季棉鞋订单，划料、裁断、
缝制……大家动作娴熟，一双双鞋面
在工人穿梭的针线中成型。

发展一个项目、带动一地经济、造
福一方百姓。汝南县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加快构建乡村产业体系，把乡
村车间建到群众家门口，让小车间推动
大民生，实现产业增效、集体增资、群众
增收，全力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

“车间离家只有几百米，上下班很
方便，每个月还能有 3000 多元的收

入。”务工人员赵秋红一边麻利地穿针
引线，一边笑着说道。像赵秋红一样
在此就业的当地群众还有很多。在厂
里做工，不仅解决了她们农闲时的务
工问题，每月还能领到稳定的工资，每
人每天收入在 100元左右，有效实现
了当地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

目前，汝南县累计建成并投入运
营 270个乡村车间，实现了全县农村
所有行政村（社区）全覆盖，不仅有农
产品加工、制造业、纺织服饰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还有电子元器件、生物科技
等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吸纳6000多名
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③3

汝南县

车间建村头 就业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