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 了 方 便 村 民 销 售 小
麦，不少乡镇小麦收购点设
在麦田附近。6月5日，记者
看到，郾城区商桥镇坡边村
村民把刚收获的小麦直接送
到麦田附近的小麦收购点。

本报记者 胡鸿丽 摄

小麦大丰收
就近售粮忙

■本报记者 张晨阳
6月3日上午，全省智能农机现

场演示会在临颍县瓦店镇示范田举
行。多种智能农机轮番登场，耕
地、播种、收获等农业种植全流程
实现“机器换人”。

在智能机具展示区，人工智能
小麦收割机、无人驾驶喷洒植保
机、辣椒直播机等十多台农机一字
排开。展示人员操控智慧农业服务
系统及智能化机械设备，各台农机
展示出高超的作业能力，令参会人
员啧啧称奇。

技术人员轻点手机屏幕，一台
小麦收割机就按照既定路线开展作
业。“人工智能收割机能提高收获
精度，既收得快，又收得干净，比
传统收割机每亩减损60斤左右。”
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史有来介
绍。

瓦店镇是传统的麦椒套作农
区。当天上午，正在作业的辣椒直
播机吸引了参会人员围观。“这台
机器不仅实现了辣椒直接播种，还
实现了地膜、滴灌带同步自动铺
设。今年春季辣椒直播机试用结果
显示出苗率可达90%。通过辣椒直
播机种植的辣椒根茎粗壮，管理上
也不再费时费力。”临颍县辣椒现
代农业产业园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偌
飞介绍。

“这些无人驾驶农机有轮式和
履带式两种，包含耕种、收割、特
色农业机械三大种类，马力大、效
率高、作业精准，大部分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现代化农机装备与无人
驾驶技术、智能系统的应用，正让

‘会种田’变成‘慧种田’，使‘汗
水农业’蝶变为‘智慧农业’。”史
有来说。

智能农机麦田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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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6月 1日，舞阳县马村乡几百

亩示范田里的小麦一片金黄，阵阵
麦香扑鼻而来。“61.1！”站在田埂
上，听了技术人员刚测出来的数

据，舞阳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
农艺师冯彦没想到他的小麦穗粒数
今年又创新纪录。

冯彦今年 50 多岁，经常下
乡，喜欢和乡亲们打成一片。乡亲

们和他也不见外，亲切地喊他“老
冯”。

老冯介绍，眼前这些茎秆粗
壮、麦穗明显比普通小麦大许多的
小麦是他在2006年偶然发现的一个
优质品系。“当时，我在地里看到
这种穗大饱满的小麦后，心情格外
激动。”老冯说，他把这种小麦带
回，开始在小块试验田里进行培
育。

时光荏苒，一晃就是8年。老
冯选育出的小麦逐渐被推广到100
多亩的示范田。

决定小麦产量的关键因素有三
个：亩穗数、千粒重、穗粒数。老
冯把技术人员刚测量出来的数据与
普通小麦数据作对比：前者的亩穗
数、千粒重、穗粒数分别是32.5万
穗、58.2克、61.1粒，后者分别是
35万穗、45.8克、40粒。“去年老

冯研究的这种小麦亩产量达1597
斤。”市农业局土肥站站长张焰告
诉记者，普通优质高产小麦亩产量
一般是1200多斤。和小麦打了半
辈子交道的老冯把这种籽粒大、穗
形大的小麦比喻为小麦界的“巨无
霸”。

老冯和工作人员随手摘下“巨
无霸”和普通优质小麦的麦穗，分
别揉开，吹去麦糠。只见阳光下的
麦粒饱满干燥，部分“巨无霸”的
籽粒比普通优质小麦的籽粒大了将
近一半。

老冯选育的小麦经过多年改
良，具备了抗倒伏、对赤霉病等病
虫害免疫力强的特点。“今年，我已
经申请了专利，正在等待批复。”老
冯告诉记者，种子作为农业“芯
片”，国家对其越来越重视，相信

“巨无霸”会很快得到大面积推广。

老冯和他的老冯和他的““巨无霸巨无霸””

本报讯（记者 刘 丹） 6月 4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娜主持召开市常
态化疫情防控指挥部调度会议。副市长栗
社臣出席。

会议听取了部分县区（功能区）及乡
镇当日来漯返漯人员数量及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三夏”生产、场所码申领及使
用、核酸检测小屋建设进度等情况汇报，
部署了下一步工作。

吕娜强调，各县区要加大对场所码申

领和使用工作的宣传、检查力度，督导市
场主体、商贸企业等严格落实“凡进必
扫”规定；加强对重点地区来漯返漯人员
的核查、管控力度；持续开展常态化核酸
检测工作，统筹安排核酸检测小屋建
设，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要统筹各方力
量实施网格化管理，结合“五星”支部创
建等工作，实现多网合一、一格多元；要
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合理安排“三
夏”生产。

市常态化疫情防控
指挥部调度会议召开
吕娜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张晨阳） 6月 3日，
全省智能农机现场演示会在临颍县举办。
副市长王继周出席。

王继周指出，漯河市委、市政府围绕
省级数字乡村示范市建设，大力推进
农机智能化、作业绿色化、服务社会
化。全市农机装备覆盖了主要粮食作
物、特色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
各个环节。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达

到 265 万千瓦，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0.6%，位居河南省
前列。

王继周表示，漯河市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进一步扩大智能农机终端
应用范围与规模，带动北斗新兴战略
产业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努力打
造农机智能化、信息化先行区和示范
区。

全省智能农机现场演示会
在我市举办

本报讯（记者 姚晓晓）“你
好，哪种玉米耐旱、产量高？”“老
板，豆种现在到货了吧？”6月4日
下午，在长江路种子市场内，记者
看到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农资产品，
肥料和玉米、大豆种子等摆放在醒
目位置，前来购买农资的顾客络绎
不绝。

“现在正是销售旺季。前几天

购买玉米种子的顾客比较多，这几
天大家忙着购买大豆种子，俺最近
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农资店老
板齐先生一边忙着备货，一边告诉
记者，现在店里农资非常充足，他
们会根据库存及时备货。

和齐先生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农
资店老板王军。“这几天来补货的
顾客很多，尤其是一些种粮大户。

我每天盘货、备货、送货，忙得
很。”王军告诉自己，他根据往年
的销售经验，选择农户青睐的化
肥、种子品牌，备足货源。为了避
免错过订单，他每隔几分钟就看一
看微信留言，保持手机24小时开
机。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今年我市农民种粮积极性

很高，预计秋粮种植面积高于去
年，能达到190万亩以上。“据调
查，全市‘三夏’生产农资需求量
为化肥5万吨、农药160吨、杂交
玉米种子280吨。现在全市备有农
药 260 吨、杂交玉米种子 632.65
吨，化肥价格虽高但货源充足，各
种农资储备能够满足‘三夏’生产
需求。”该工作人员说。

“三夏”期间我市农资供应充足

6 月 3 日上午，全省智能农机现场演示会在临颍县瓦店镇示范田举
行。图为无人驾驶全自动辣椒直播机正在作业。 见习记者 王嘉明 摄

（上接01版）采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设
岗定责、积分管理等方式，加大培养力
度。乡镇党委根据需要及时将培养对象放
到乡村振兴、“五星”支部创建、疫情防
控等工作一线历练。

“事后审核”变“前置把关”，严把入
口“剔苗”。从改变农村发展党员“缺
管”状况入手，推动县、乡两级提级管
理、靠前指导，切实把好农村发展党员

“源头关”“入口关”。抓好发展党员后备
人选动态管理，原则上每年至少更新一
次，实行资格条件“双核”制度，建立责
任追究“双查”制度，对违规发展党员、

连续两年不发展党员的，提前预警提醒、
督办整改。

“我们探索推行‘乡选村培、联育联
管’制度，厘清了乡村责任，织密了
制度篱笆，确保全程高质量发展党
员，为各村党员队伍注入生机和活
力，为‘五星’支部创建、全面推动
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市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如今，越来
越多的返乡大学生、复员退伍军人、
致富能手充实到党员队伍。他们正在
以实际行动为漯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乡选村培”育出基层“壮苗”

■本报记者 于文博
背街小巷连通市民回家的“最后

一公里”，彰显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
度。近年来，我市一大批背街小巷从
曾经的“老破旧”蝶变为如今的“美
新靓”。6 月 2 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
访。

在召陵区纺织路，记者看到，这里街
巷幽深，绿树成荫。西侧的人行道上，
立柱、墙壁、石碑上刻着 《说文解字》
相关内容，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许多
市民经过时都不由地停下脚步。道路东
侧是一排商铺，统一的门头既整洁又美
观。

“以前这里很多商贩占道经营，车子
乱停乱放，秩序很差，经常堵车。”76岁
的畅柏林在纺织路居住了30多年，见证
了这条背街小巷的变化，“现在环境变好
了，还融入了汉字文化元素，大家从这里
经过能学到不少知识。”

2021 年，召陵区翟庄街道以汉字
文化为主题，对纺织路进行了改造，

将这条背街小巷打造成特色鲜明的
文化一条街。半封闭式的人行道犹
如游园，垃圾桶、健身器材一应俱
全，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

从纺织路出来，记者到人东三巷
采访，只见这里墙壁粉刷一新，工人
正在施工。据了解，人东三巷曾是一
个 马 路 市 场 ， 存 在 不 少 违 法 建 筑 。
2021 年，翟庄街道对这条巷子进行改
造，拆除了违法建筑，疏散了商贩，
还路于民。

据翟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前进介
绍，目前，人东三巷还在改造中。他们深
入挖掘翟庄街道的历史，通过图片、文字
等形式呈现，并融入创文元素和红色文
化，增加其厚重感。

如果说主干道是一座城市的“面
子”，那么背街小巷就是城市的“里子”。
随着越来越多的背街小巷旧貌换新颜，我
们的城市越来越美，群众的生活质量越来
越高。

改造背街小巷 扮靓城市“里子”

冯彦正在数小麦的穗粒。

■本报记者 郭勇睿
6月3日，2022年端午节。家

住召陵区、网名为“求雨团”的科
普志愿者一大早做完核酸检测采
样，匆匆吃过早餐，便直奔集合地
点，去参加在郾城区“西大坡”举
行的科普志愿活动。

郾城区“西大坡”涉及商桥
镇、裴城镇、新店镇、龙城镇，
耕地总面积达 16.2 万亩，因地理
位置在郾城区西部偏北，老百姓
便称之为“西大坡”。目前，“西
大坡”是全国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之一。

2019 年至 2021 年连续三年，
“西大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夏秋
两季粮食年平均单产突破1100公
斤，较一般农田亩均增产50公斤左
右。今年夏粮有望平均亩产达到
600公斤左右。

站在郾城区新店农业技术推广
区域站北侧，只见数台联合收割机
在金色的麦田里来回穿梭，在地头
等待收割麦子的农民脸上满是笑意。

“党的政策好，科技服务到
位，加上老天帮忙，今年小麦又是
大丰收。”一位姓杨的村民扬起刚
刚从收割机里“吐”出的麦粒，兴
奋地说。

“最近这几天一直高温，请大
家在做好防暑的同时注意防火，
确保颗粒归仓。”当天参加活动
的十多名科普志愿者分散于田间
地头，当起了禁烧宣传员、收麦
群众的服务员。

“开展科普志愿服务是科协系
统充分发挥科普人员智力优势和
专业优势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
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合
省、市科普教育基地，不断开展科
普活动，通过科普志愿者传播科学
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技知
识，努力提升全民科技文化素
养。”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说。

麦田里过端午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 6月 5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娜主持召开市常
态化疫情防控指挥部调度会议。副市长栗
社臣出席。

会上，各县区 （功能区） 汇报了对
来漯返漯大学生、麦收人员和务工人员
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以及端午节假期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被随机抽到的乡
（镇、街道） 党 （工） 委书记汇报了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返漯管控、报备核查情
况。

吕娜强调，要保证参加高考的学生一
个不少地参加6月6日的核酸检测采样。
各核酸检测采样点要设置绿色通道，确保
考生快速完成采样。要加快核酸检测速
度，尽快出结果，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
试。各县区要设置延迟核酸检测采样点，
并通过媒体发布有关信息，确保不漏一
人。要做好隔离考场的准备工作，科学合
理设置专用隔离考点和备用隔离考场，备
足防疫物资，加强考场防疫人员配备，确
保考试安全。

吕娜在主持市常态化疫情防控指挥部调度会议时强调

备足防疫物资 确保考试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