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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 来 风

行业 快讯

本报讯 （记者 徐 丹）日前，市供
销合作社联合市派驻第二十三纪检监
察组，组成全市供销合作社重点工作
调研督导组，深入各县区供销合作社
及基层网点，对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农
业社会化服务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专项调研督导。

调研督导组每到一处，详细了解
工作进展情况，尤其是为农服务中心
建设、“县基一体化”管理、农业社会化
服务等情况，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当
地对于工作的意见建议和面临的困难

与挑战，并对全年业务工作进行督导。
本次调研活动走访专业合作社、

为农服务中心、超市等基层网点10多
家，加强了对基层工作的了解，为进一
步破解发展难题、推动为农服务奠定
基础。市供销合作社主要负责人表
示，将以本次调研督导活动为契机，牢
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不断推进项目
建设，不断提升为农服务水平，切实发
挥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龙头作用，在
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中展现新作为。③3

市供销合作社

调研督导重点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贺永明 王 雪）
1月 2日，在正阳县油坊店乡陈寨村的
七彩山鸡养殖基地，成群结队毛色艳
丽的七彩山鸡相互追逐，竞相觅食。

据该基地负责人陈毫毫介绍：“我
以前在外地打工，在工作中学到了山
鸡饲养技术。”有了一技之长的陈毫毫
回到家乡，尝试七彩山鸡饲养。他凭
着一股韧劲，打拼创业，养殖基地不断
发展壮大。

“七彩山鸡纯人工散养，通过人工
喂食和自由觅食相结合，肉质鲜美、高

蛋白低脂肪，是集肉用、观赏和药用于
一体的名贵珍禽，在抖音、拼多多等平
台销售，深受消费者喜爱。我们将逐
步扩大养殖规模，打造出陈寨村自己
的七彩山鸡品牌，实现增收致富。”陈
毫毫说。

陈寨村因地制宜，深入推进“一村
一品”建设，大力发展“阳光玫瑰”种
植、山鸡养殖等特色产业，促进特色农
畜产品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
村民致富增收，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③3

特色养殖拓宽致富路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远志）日前，
泌阳县郭集镇杨树岗村的周顶养殖专
业合作社内，一头头毛色光亮、膘肥体
壮的夏南牛正在牛舍里或咀嚼着草
料、或悠闲地甩着尾巴。

2013年，在村委的帮助和支持下，
周顶投入资金1000万元，建立起占地
50亩的农业专业合作社，购买了200多
头母牛和600多头育肥牛，随后繁育了
100多头牛犊。“目前，合作社养殖夏南
牛1000头，带动10名村民就业。计划
明年扩大养殖规模，达到2000头。”周
顶希望更多的农户参与养殖夏南牛，大

家共同致富。
为带动村里更多农户致富，杨树

岗村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户发展养牛产
业，对资金缺乏、具备养牛技术的农户
实施代管养牛模式。通过“公司＋农
户”的形式，由村委担保，牛由具有成
熟养殖经验和技术的农户代管，养牛
场负责技术培训、疾病预防及销售，确
保代管农户稳赚不赔。在村委的鼓励
和支持下，众多农户纷纷加入养殖场
代管行列。由于养牛带富效益好，牛
产业已经让杨树岗村农户过上了“牛”
日子。③3

牛产业让群众过上“牛”日子

时值冬月，暖阳高照，微风轻拂。
2024年岁末的一天，记者慕名来到遂平
县常庄为农服务中心采访，迎着大门的
一栋建筑门楣上方，“农民外出挣钱，我
为农民种田”的标语字样格外引人注目。

大院东侧一栋仓库内，机声隆隆，
一辆铲车、一辆大卡车，相互配合作业，
正在将通过筛选机筛选干净的玉米装
车外运。看到记者来访，常庄为农服务
中心主任姚新领赶快拍打身上的粉尘，
热情地接待我们。

63岁的姚新领，是常庄为农服务中
心主任，也是河南省第十四届人大代
表、驻马店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
2024 年 11 月 28 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成立 70周年纪念会上，姚新领还
荣膺“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劳动模范”
称号。

头顶众多荣誉光环，当地乡亲眼中
的种地“达人”姚新领却说，俺就是一个
种地的，让农民种好地、多打粮、多收
入，就是俺的本分和初心，也是俺最大
的自豪和欣慰。

姚新领 20 岁参加工作，从基层供
销社营业员、门店记账员、采购员、门店
经理等岗位干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步
成长为基层供销社主任、县供销社直属
企业经理。多年深耕供销合作领域，姚
新领既对服务“三农”结下深厚情缘，也
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2020 年，他
积极响应上级供销社号召，主动要求领

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姚新领的不懈努力下，遂平县第

一家为农服务中心建立起来了。万事
开头难。如何通过这个平台，更好适应
新时代新农民的新需求，姚新领在带领
相关人员外出考察学习取经的同时，还
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探索出一整套为农
服务新模式：实行“耕种管收储烘销”全
程社会化服务，解决小农户一家一户干
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

记者在常庄为农服务中心采访时
看到，这里不仅有农机仓库、机电仓库、
粮食仓库、粮食精选设备、烘干设备，还
建有省农科院小麦专家工作站、农民技
术培训中心、农产品检测室、土壤化验
室、专家门诊、电商直播间等。

新建的四层办公楼崭新明亮，这里
设有冷库、飞防仓库、种子仓库、职工办
公区和生活区及博士工作站等。

姚新领介绍，经过几年的发展，为
农服务中心服务范围不断拓宽、服务链
条不断延伸、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成了
当地农民科学种田的主心骨，在推动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衔接方面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通过实行农机服务、农资直供、智
能配肥、统防统治、烘干收储、农民技术
培训、庄稼医院、土壤化验、农产品质量
检测、加工与电商等“一站式”服务，该
中心给当地农户带来的实惠越来越
多。该中心每年为周边农户提供农业

机械化作业 5.4 万亩，农资直供 5300
吨，智能配肥 6800 吨，统防统治 13 万
亩，烘干收储 12.5万吨；为近 8600农户
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
平均每户增收690元。

姚新领自幼在艰辛与困苦中磨砺
了筋骨和心性，也让他更加懂得乡亲们
的所需所盼。

该中心与农户需求深度对接，建立
起紧密的利益链接机制，实现与农户、
相关企业的抱团发展、多方共赢。

通过土地流转让农户入社，以“股”
连心、连利。中心流转土地 3600多亩，
让土地资源变资产，土地流转到中心的
农户自动成为社员，每亩地租金比周边
农户高出50元。

没有入社的农户，只要愿意参加由
中心托管土地的，中心为其提供产前、
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粮食收获后再
支付托管服务费，解除了一家一户没有
生产工具或缺乏生产资金的后顾之忧，
同时也减少了生产成本。

发展订单生产。通过应用先进农
业技术管理生产，积极与粮食加工企业
联合，开展粮食订单收购，吸引周边农
户加入合作社，实现订单生产，每公斤

粮食可多卖0.15元。
聘请农业专家进驻中心，同时与省

农科院结成院企共建小麦产业联盟，为
中心及入社农户农业生产提供全方位
的技术指导。

就近开展粮食烘干收储服务。只
要是农户愿意到中心进行粮食烘干收
储的，每斤加价0.03元进行收购。

姚新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中心实
施的智能配肥，小麦统防统治，小麦、玉
米烘干服务，耕种收托管服务，补充微
量元素和生物有机肥等惠农服务，每年
每亩增收 400 元左右。以化肥直供为
例，全年供应优质化肥1.6万吨，每吨低
于市场价格 100 元~200 元，全年就可
为农户节约投入 200 多万元。通过引
导农户科学播种施肥，还可增收节支
1000万元以上。

采访结束时，该中心以农耕文化为
主题的休闲逸趣园里，记者看到石磨、
石磙、石碾，还有耕牛、推车、背篓等雕
塑，布局错落有致，趣味横生。姚新领
说，自己属牛，有一股牛劲，将持续发扬

“三牛”精神和“背篓精神”，在服务“三
农”工作中不懈怠、不松劲、不停步，力
争实现更大作为，作出新的贡献。③3

扎根天中沃土 书写供销为农新篇
——记遂平县常庄为农服务中心主任姚新领

本报记者 陈 司 徐 丹

近日，平舆县万冢镇郭寺村的永信现代生态农业种植养殖合作社内，一捆

捆绿油油的大葱铺满地面，村民在挑拣、捆扎、装车，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该合作社大葱种植面积达 6000 亩，销往郑州、成都等地，形成了

集育苗、种植、销售为一体的模式，带动周边 500多名村民就业。⑥5
本报记者 陈 司 摄

这是一次驻马店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精彩亮相，也是一次中央、省级
权威主流媒体对驻马店“三农”工作
的集中检视。

2024 年 12 月 28 日至 30 日，由
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全国“高质量发展
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我市，围
绕“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主题开展采访调
研。来自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新
社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的 40 多名
记者，从不同视角和关注点，现场采
访、拍摄，一线“抓活鱼”，生动反映
我市在推动“三农”高质量发展工作
上的创新实践和喜人成就。

为时两天半的采访，时间并不
长，记者们日程满满、脚步匆匆。从
一个个工厂、企业的车间、厂房，到
种植养殖合作社的基地、大棚，处处
留下他们坚实的足迹、满满的收获。

国内挂面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中
国驰名商标持有者——遂平克明面
业有限公司采用 16道古法生产的手
延面，世界制面业前三强、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今麦郎
食品产业园全程智能化的方便面生
产线，位于平舆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的河南泰普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户外家具、帐篷、遮阳伞、包袋、
渔具等休闲用品，平舆县万冢镇乡村
振兴产业园内各企业车间竞相发展、
机声隆隆的场面，正阳君乐宝乳业有
限公司采用国际先进生产设备生产
的各种口味的鲜奶，国内同行业头
部企业、位于泌阳县的河南恒都食
品有限公司诱人味蕾的牛肉熟食产
品……所到之处，火热繁忙的生产
场景，各具特色的农加工产品，产业
工人和农民朋友脸上洋溢着幸福笑
容，干部群众只争朝夕加快发展的信
心干劲，都给采访团记者留下深刻难
忘的美好印象。

采访团一行先后走进遂平县克
明面业、今麦郎食品产业园，与相关
负责人详细交流，全方位采访遂平县
持续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做大
做强农产品加工业的举措与成效。
在平舆县，采访团一行走进泰普森休
闲用品有限公司、万冢镇乡村振兴产
业园，对平舆县建立龙头带动、多点
支撑、优势互补的“三园”同构发展
模式给予高度赞赏。来到正阳县，采

访团一行深入采访君乐宝乳业有限
公司通过不断延链补链强链，建立起
涵 盖 奶 业 全 产 业 链 布 局 的 创 新 举
措。走进泌阳县，采访团一行深入恒
都集团 5 万吨牛肉熟食精深加工和
10 万吨牛肉精深加工项目，采访该
县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畜牧业、全面促
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好经验好
做法。

每到一处，采访团一行都详细记
录、认真拍摄，悉心听取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相关领域专家、企业负责
人、研发人员和一线员工的情况介
绍。

新华社记者推出的《河南：“三
园”同构兴业富农促振兴》，中新社
记者推出的《从出田间到进车间 河
南遂平“订单农业”助乡村振兴》《一
大波棋牌、纽扣、袜子来袭，中国车
舆文化之乡会“魔法”吧》，经济日报
社记者推出的《河南遂平：集群发展
打造特色产业》，科技日报社记者推
出的《把产业做到田间地头》《坐在
电子大屏前“生产”奶制品》《从夏南
牛到中原牛，“牛专家”引领科研产
业升级》，工人日报社记者推出的
《这家企业助农民变技工月入过万》
《这家肉牛企业为何选择在河南安
家？》，大河报记者推出的《挂面界的

“天花板”：手延面为何能售价超 60
元/斤？》……时间虽然紧凑，成果却
颇为丰硕。采访团一行不辞舟车劳
顿，以一篇篇鲜活、客观、生动、有趣
的文字、图片、音视频报道，精彩生
动地讲述驻马店“三农”故事，唱响
驻马店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主旋律。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纷纷表示，作
为传统农业大市，近年来，驻马店市
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依托丰富的农产品
资源，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加快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持续擦亮“国际农都”
品牌，走出了一条农业高质量发
展之路。接下来，将根据采访调
研的所见所闻，持续推出一批
有深度、有分量、有影响的
全媒体报道，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驻马店
实 践 凝 聚 奋 进 力
量、营造良好氛
围。③3

聚焦特色亮点 传播“三农”好声音
——全国“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驻马店侧记

本报记者 陈 司 王家恒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焦 琳）1月 2日，
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
养水平、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与市
农科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基于共同的
发展愿景和对农业教育、科研及技术
推广的高度重视，决定在原有合作基
础上，围绕省实验室建设、共建智慧农
业学院、聘请农业科普专家、人才培
养、产学研合作及聚焦师资建设等方

面，建立更加长期、稳定、全面的战略
合作关系。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
深度融合，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双方还围绕课题研究、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和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自由
讨论交流。签约仪式后，与会人员一
行参观了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基地、机电工程学院实
训基地。③3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与市农科院签约合作

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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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边 的 榜 样

图① 克明面业营养挂面生产线。⑥5
图② 泰普森休闲用品生产车间一角。⑥5
图③ 君 乐 宝 乳 业 工 作 人 员 向 记 者 介 绍 公 司 产

品。⑥5
图④ 记者在河南恒都食品采访被誉为“夏南牛之

父”的祁兴磊。⑥5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