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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浩麟

9 月 18 日，记者来到尉氏
县张市镇沈家村的高标准粮
田，只听秋风吹打着玉米叶子
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是
在为即将到来的丰收鼓掌。

沈家村种粮大户沈文正站
在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来过的田
间地头，指着将要收获的玉米
和辣椒，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向记者诉说自家农场这 5年来
成长壮大的点点滴滴。

沈 文 正 的 家 庭 农 场 从
2014 年的 100 多亩发展到现
在的 500 多亩；合作社从一台
机械都没有到现在有固定资产
700 多万元，年作业能力达上
万亩，种地全部实现了机械
化。“这在原来想都不敢想。”沈
文正说。

习近平总书记 5年前来沈
家村考察，不仅鼓舞了沈文正
这样的种田大户，也激发了张
市镇广大群众对土地的热情。

在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的基
础上，张市镇大力促进农业结
构优化调整和产业升级，积极

引导农户巧做土地种植的“加
减法”，推广了一年三熟、四熟
的“小麦—西瓜—辣椒—玉米”
间作套种，最大限度发挥土地
投入产出的效益，亩均效益由
2014年的不足 2000元提高到
目前的5000元。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来河
南考察，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张市镇这 5年之
所以种地越来越轻松，科技支
撑是关键。”张市镇镇长刘磊
说，“我们打破‘庄稼活不用学，
人家咋干咱咋干’的传统种植
观念，积极向农技专家学习。”

尉氏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宋志
平，这几年成了张市镇农民的
知心大姐，这里的田间地头总
能看到她的身影。

宋志平说：“今年，尉氏县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达到了
85万亩；夏粮单产达471公斤，
同比增长了 13%；夏粮总产达
50万吨，创历史新高；玉米、花
生也将迎来又一个丰收年，粮
食安全完全有保障。这是一片
希望的田野！”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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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运海

滑县种粮大户黄国兴，如今
是白道口镇西河京村党支部委
员、村委会副主任。9月 18日他
告诉记者，习总书记来河南考
察，特别关注乡村振兴和粮食安
全。作为种粮大户，自己一定牢
记嘱托，种好地多打粮，为国家
粮食安全作贡献；作为农村基层
干部，一定敢闯敢干，带领群众
致富奔小康。

58 岁的黄国兴是高级农艺
师、当地有名的种地专家，今年
种植玉米和花生共 60 亩。很快
就该秋收了，能不能实现颗粒归
仓，是黄国兴最为牵挂的事。尽
管种粮经验丰富，但他仍然不敢
有半点放松，时常会来到田间查
看庄稼的长势。他说：“今年风
调雨顺，玉米花生的长势都很
好。”他推算，自己种的 10亩花生
每亩的纯收益可超过 2000元。

滑县是我省粮食产量第一
大县、全国小麦产量第一大县，
有“豫北粮仓”之称，农民种粮的
积极性非常高。随着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优质
强筋小麦、优质花生等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黄国兴今年又流转
土地 10 亩，计划秋收后全部种
成优质强筋小麦。他说：“农民
种地也得讲科学、讲市场，跟着
市场走，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
么。”

西河京村南临金堤河，引黄
入内工程从村东头穿过，村内
有电缆厂、预制板厂等企业，新
的村民居住小区也正在建设之
中。黄国兴说，未来，我们一方
面要大力发展多种产业，增加
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要改变
村容村貌，改善人居环境，让农
村像城市一样生活便利，实现
农 业 强 、农 村 美 、农 民 富 的 目
标。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康帆

“习总书记这次来河南考
察，他对贫困地区的牵挂、对贫
困群众的关心，让我们这些深
度贫困县的基层干部心头暖暖
的。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殷切
期望，既让我们感到肩上的担
子沉甸甸的，也为我们早日打
赢脱贫攻坚战加了油、鼓了劲、
提了神。”9月 18 日，淅川县老
城镇黑龙泉村第一书记王超动
情地说。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一
级水源保护区，集山区、库区、
边缘区和移民区于一体。因为
丹江口水库和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建设，半个世纪以来，这里有
近 40万移民远迁他乡，受区位
条件和移民搬迁的影响，至今
仍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也是河南省仅有的4个深度
贫困县之一。

“习总书记在光山考察时
的讲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让

我们吃了定心丸。”淅川县委书
记卢捍卫看到总书记在光山县
油茶园调研的报道后，更坚定
了淅川走“短中长”生态可持续
脱贫道路的决心。

近年来，淅川县积极践行
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论断，严格履行保护
水源的国家使命，以生态经济
为主线，推动“短中长”三线产
业相结合：短线坚持因地制宜，
发展香菇、蔬菜、中药材等产
业，确保当期脱贫；中线突出生
态高效，发展软籽石榴、杏李、
大樱桃等林果业，确保中期可
致富；长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
发展生态旅游，确保长远持续
小康。

“总书记说，追求美好生
活，是永恒的主题，是永远的
进行时。2019 年是淅川县脱
贫摘帽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嘱 托 ，在 脱 贫 攻 坚 这 场 攻 坚
战中，与群众画好同心圆，求
得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最 大 公 约
数 ，让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芝 麻 开
花节节高！”卢捍卫信心满满
地说。③9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总书记对河南‘三农’工
作、对乡村振兴的殷殷期望，令
人鼓舞，催人奋进！”9月 18日，
小麦栽培专家、河南农业大学教
授郭天财看过央视新闻联播后
激动不已。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指
导河南时，郭天财有幸陪同，亲
身感受到总书记对河南农业和
粮食生产的重视与关心。

“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
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总书
记的谆谆嘱托，这些年来一直萦
绕在郭天财耳边。

眼下，河南即将开始大规模
秋收、秋种。作为全国第一小麦
生产大省，科学选种、合理施肥、

适期播种、田间管理对小麦生产
至关重要。郭天财又将忙碌起
来，奔波于全省各地指导农民群
众种好麦管好麦，为来年丰收奠
定坚实基础。

郭天财表示，随着粮食连年
丰收，农产品供应不断丰富，人
们在吃饱的基础上，越来越追求
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绿色、
安全。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决
不能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
一定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保住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
牌，牢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
力，树牢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深入推进优
质粮食工程，不断满足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让中国人的饭碗
里多装河南生产的优质粮。③5

让国人“饭碗”多装河南粮
——访小麦栽培专家、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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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访滑县种粮大户黄国兴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总书记给乡村振兴指出
一条明亮亮的路子，俺们西辛
庄村只要继续大干巧干抓住机
遇干，幸福美好生活就一定在
前方！”9 月 18 日晚，虽然奔波
在路上，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
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还是拿出
手机，刷新着习近平总书记在
我省考察的最新消息。

今年 3月 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李连
成面对面向总书记汇报了“农
民的八个梦想”。如今，听总书
记在河南再谈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李连成的信心更足了。

“西辛庄村有食品工业园
区，下一步要继续做强粮食深
加工，在农业产业化方面力争

当龙头。”这两天，李连成在黑
龙江省与当地的农村党支部书
记进行交流学习，看到当地的
苹果种植成规模、有市场，他虚
心“取经”，从对比中找出西辛
庄村的不足，“吸取经验把路子
走好走准，才能让农民的钱袋
子更鼓。”

“能挣住钱，就不会返贫。”
李连成的想法很实际，瞄准村
内现有产业，依托制造加工集
体企业、电商园、物流园，西辛
庄村将带动周边更多贫困群
众就业，为他们稳定增收添底
气。

回到西辛庄村后，李连成
打 算 带 着 村 民 深 入 学 习 ，让
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
精 神 入 脑 入 心 、见 行 见 效 。
他斩钉截铁地说：“加快乡村
振兴，俺一定会想到、说到、做
到，请党组织放心！”③6

路子明亮亮，幸福在前方
——访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本报讯（记者 陈慧 刘红涛 李若
凡 曾鸣 归欣 李运海 胡巨成 王小
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9月
16日至 18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我省
信阳、郑州等地考察。总书记关于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方面的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在我省各地尤其是涉农单
位引发强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纷纷
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信心，
埋头苦干，奋勇争先，在乡村振兴中实
现农业强省目标，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总书记要求‘在乡村振兴中实现
农业强省目标’，我们深受感动、备受
鼓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宋虎振
表示，一定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抓好耕地保
护和地力提升，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
粮食生产核心区；要持续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和布局，提升农产品核心竞争力；要持
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土地
制度改革，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要进一步发展好乡村产业，推动农民
增收致富，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宇松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
定信心、埋头苦干，坚决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牢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
力，不断调整优化粮食产业结构，加
快延伸产业链，着力提升价值链，积
极打造供应链，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
程，大力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持
续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助力乡
村振兴。

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院院长
张新友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乡村
振兴、脱贫攻坚寄予厚望，为科技创
新、服务“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他
表示，省农科院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围绕乡村振兴科技需求，以国家生物
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设为抓手，落实
藏粮于技任务，强化科技精准帮扶，
持续增强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能力，
为提高我省耕地质量、调优农业产业
结构、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作出

了重要指示，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动
力。”省扶贫办主任史秉锐表示，下一
步，全省脱贫攻坚战线将聚焦“三山一
滩”，特别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等深度贫
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实施攻坚，着
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围
绕14个县摘掉贫困帽、65万人脱贫的
年度目标任务，坚持“摘帽不摘责任、
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
摘监管”，一手抓剩余贫困人口的脱
贫，一手抓脱贫成果的巩固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县田铺乡田铺
大塆考察调研时强调，发展乡村旅游
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
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省自
然资源厅空间规划局局长张传慧说，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省正在开展
的“乡村规划、千村试点”工作提供了
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7 月 15 日开
始，我省共选派 1517名规划设计师到
1188个试点村庄。下一步，我们将深
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为这些村庄编制好用、管用、实用的多
规合一的村庄规划，让乡村在振兴中
保留乡土味道、塑造乡村风貌。”

“总书记说了，利用荒山推广油茶
种植，既促进了群众就近就业，带动了
群众脱贫致富，又改善了生态环境，一
举多得。”光山县县长王建平激动地
说，“近年来，我们大力发展油茶、茶
叶、花木等农林特色产业，朝着‘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阔步迈
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鼓足
了干劲，让我们在坚持绿色发展的乡
村振兴路上，走得更加自信从容。”

卢氏县委常委、县扶贫办主任郭
军文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深
情、振奋人心，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和决心。”他表示，作为基层扶贫干部，
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标
准，夯实责任，补齐短板，坚决实现高
质量脱贫摘帽目标，让老区人民早日
步入全面小康，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
和嘱托。③8

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业强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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