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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 车 崔 阳

“今年黄心菜收获不错，冬季菜品不多，这算
得上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必备菜了。这种黄心菜
在地里活到年后也不会老，那时可以卖个好价
钱。”2019 年年底的一天，看着地里长势正旺的

“不老”黄心菜，浉河区游河乡李畈村富华种植养
殖专业合作社的余金涛高兴地说。

问起余金涛种植“不老”黄心菜的秘诀，他笑
着说：“这种子是市农科院免费提供的，去年我尝
试种了 30 亩，收获不错，今年扩大到了 50 亩。你
别说，这个品种育苗后易存活、色泽美、产量大、
纤维含量少、口感好、抗病虫害能力强，平时不用
太费时打理，算是懒人菜了。”

市农科院依托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
行动计划露地蔬菜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技术集
成与示范专题——黄心菜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
与示范任务，推广示范黄心菜新品种与新技术的
应用。项目实施以来，市农科院同全市最大的蔬
菜种子生产和经销企业“世纪润农”合作，在示范
基地推广黄心菜新品种、新技术，组织浉河区、平
桥区的蔬菜基地和合作社观摩学习，免费给种植

户提供种子和技术。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推广模式，实

现了品种和技术的快速、有效普及。2019 年以
来，示范的新品种使用规模超过 1 万亩，年产黄心
菜超过 3 万吨。”市农科院研究员尹川川介绍。

“利用冬闲田种植黄心菜，一亩地产量可达
8000 斤，每亩保守利润有 2000 元，也是一笔可观
的收入。来年地里种上秋葵，时间正好接上，一
年四季都有收入。”余金涛说。

富华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现已流转土地
300 余亩，拥有大棚 36 座，以生产季节性蔬菜为
主，是一家集有机蔬菜种植、生态农业开发、休
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合作社，也是
信阳市“多彩田园”示范项目基地，2016 年获得
信阳市示范专业合作社称号。合作社积极向农
户推广，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帮助农户脱
贫致富。

正在收割黄心菜的褚永辉是李畈村的村民，
原是贫困户的他于 2018 年顺利脱贫，现在合作社
务工。他说：“在家门口干活挣钱顾家两不误，每
个月合作社会给 4000 元的工资，农忙时再干点零
活，养家没问题。”

黄心菜种出致富路

□符 浩

日前，笔者在位于淮滨县三空桥乡曹营
村的金鸣养殖合作社里看到，一只只美丽的
孔雀有的悠闲散步，有的栖息于木架，还有
的与人互动，引颈高歌，屏羽展开……

该合作社负责人王丽早年在浙江、上海
等地的工厂里，从事塑料生产工作。“在工厂
上班，时间不自由，小孩上寄宿学校想妈妈，
天天跟我闹，加上在外打工也不是长久的
事，我就回来了。”王丽说。

2017 年，王丽决定返乡创业。回来干什
么呢？一次偶然机会，王丽在网上看见有人
养殖孔雀致富，这让她萌生了走特色养殖之
路的念头。

“不管干什么事不能老是想，只要我想
做的事，我就去做。”王丽说。2017 年 4 月，她
建好养殖场以后，就到山东进了 100 只蓝孔
雀苗、20 只种孔雀。

可是这 120 只孔雀才养了 3 个多月就生
了一场大病，几乎全没了。“那 100 多只孔雀
死亡是因为大肠杆菌造成的，当时没有技
术，也没有经验。”王丽说起这件事时很遗
憾，“但我没有想过放弃，想着做一件事不能
半途而废。”

王丽勤学善思，立即上网查阅资料，并
在淮滨县农业部门的帮助下，很快掌握了孔
雀的喂养方式、生活习性和简单的疫病防治
知识，养殖逐渐走上正轨。“我又去洛阳进了
100 只孔雀，这 100 只挺健康的，是做种孔雀
的，现在合作社里已经有 200 多只孔雀了。”
王丽告诉笔者。

由于孔雀苗价格高，王丽通过网络从福
建省购买了 100 枚孔雀蛋。“由于没有孵化
机，我用传统的孵小鸡的办法孵化孔雀蛋，
100 枚孔雀蛋才孵化出 30 多只，其中还有残
疾的。”王丽说，“去年，我买了孵化机，通过
学习，现在孵化成活率高多了。”

王丽养殖的是蓝孔雀，属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为珍稀半草食性非保护动物，可以饲
养。“孔雀生性高傲，食量也特别小，就吃些
青菜、饲料、玉米，特别好养。”王丽告诉笔
者。

为了提高孔雀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免疫
力，王丽采取半圈养的方式养殖，把每个养

殖房都设置成里间和外间，在孔雀栖息的地方还搭建了两层架
子。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孔雀白天在“客厅”里活动和进
餐，晚上回到“卧室”休息。孔雀的屋子虽然建好了，王丽却没有完
全放下心来。“最操心的就是下雨的时候，白天还好，它自己知道躲
雨，晚上却不知道躲雨，我还要驱赶它们进圈，生怕它们生病。”王
丽说。

蓝孔雀全身都是宝，集观赏、美食、药用价值于一体。
“孔雀大小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小苗的价格是 120 元一只，

长到 3 个月以后就是 450 元到 500 元一只，养殖一年的孔雀可卖到
800 元一只。“我养殖的孔雀能卖到广州和浙江那边。”王丽骄傲地
说。

王丽养殖孔雀，有辛劳，有挫折，也有喜悦。摸爬滚打了几年，
她已成为孔雀养殖方面的专家。如今，在王丽的带动下，淮滨县三
空桥乡曹营村的许多村民加入了合作社，迈上了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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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浉河区东双河镇翟洼村东塆组保生种植大棚基地里看到，菜农正在收获有机菜花。
据该合作社负责人介绍，2019年气候适宜，菜花生长快、产量高、品质好，每亩产量7000多斤，可为菜
农带来4000多元的收入。 本报记者 童 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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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要根据天气情况浇水洗药，

田间灌水后及时放掉，并亩追施
速效肥料尿素 7.5 千克至 10 千克
促进生长。

5.病虫害影响

麦蚜、麦蜘蛛危害吸食叶片
汁液会引起发黄，小麦根腐病，
纹枯病、叶枯病或全蚀病危害也
会引起发黄。金针虫或蛴螬等
地下害虫危害根系影响正常水
分养分运输也会引起麦苗长势
变弱，麦苗发黄。

进行土壤处理或种子处理
可以有效抑制苗期病虫危害。

6.田间湿度较大导致渍害

田 间 湿 度 较 大 ，早 期 容 易
造成烂种烂苗，成苗率降低；冬
前小麦根系长期处在缺氧的环
境中，根的吸收功能减弱，根系
发育不良，分蘖延迟，蘖小、蘖
弱，严重时造成植株体内水分
亏缺，苗小叶黄，叶片凋萎或死

亡。
田间“四沟”配套，并要经常

进行疏通，保证沟沟相通，雨止
田干，减少耕作层滞水是可有效
防止小麦渍害的发生。

7.除草剂使用不当

当季除草剂使用不当产生
药害容易造成黄苗。如浓度过
大、地面过干或温度过低造成除
草剂在麦株体内残留造成药害，
极易引起麦苗发黄或死苗。出
现这种情况的要及时喷水洗苗，
也可喷施叶面肥或植物生长调
节剂促进麦株根系发育，尽快长
出新的叶子。根据田间危害情
况，也可追施一点速效肥料促进
麦苗生长，增加抗性。
（信阳小麦综合试验站 周国勤）

麦苗发黄的原因及对策

□本报记者 唐 车 童 帅

1 月 10 日，恒威酒店大礼堂内暖意融
融、喜气洋洋。由市供销社举办的以“总
结回顾共欢庆、团结奋进迎新春”为主题
的 2020 年迎新春联欢会暨供销集团年度
表彰盛典在这里举办。市供销社及其直
属单位自编、自导、自演的 17 个精彩节目
精彩上演，活动现场变成了一片欢天喜地
的海洋。

市供销集团机关带来的开场舞《盛世
欢歌》拉开了联欢会的序幕，营造出了欢
快喜悦的氛围；供销电商公司选送的独唱

《圣洁的索玛花》，市供销社机关选送的独
舞《竹楼情歌》，用动听的歌声和美妙的舞
姿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助兴；市供销集
团市场部选送的集体朗诵《献给 2020 年的

赞歌》，为观众形象地展示了市供销社的
新面貌、新成绩；由市供销社机关选送的
节目《新年说段三句半》、女声合唱《阳关
总在风雨后》，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 ；市 供 销 干 校 选 送 的 合 唱《九 九 艳 阳
天》，好听至极，让人陶醉；市供销社生产
资料公司选送的歌伴舞《酒醉的蝴蝶》，用
全新的演绎方式，演绎了生产资料公司的
新面貌；市供销社物流公司选送的合唱

《天耀中华》，深深触动了每一个人的内
心；市供销社班子成员合唱《我和我的祖
国》，把整场联欢会推向了高潮。

经联欢会组委会全体评委现场投票，
合唱《众人划桨开大船》荣获创新贡献奖；
合唱《走向复兴》获得一等奖；女声合唱

《阳光总在风雨后》、三句半《新年说段三
句半》获得二等奖；独舞《竹楼情歌》、歌伴

舞《酒醉的蝴蝶》、现代舞《青春记忆》获得
三等奖，其余节目获得优秀奖，市供销集
团机关与市场部获得“先进集体”。市供
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辉为获奖单
位和个人颁奖。

在近 2 个小时的联欢会上，大家在聆
听了市供销社党组书记、主任张辉通报
2019 年所做工作暨 2020 年工作安排后，激
动不已。曾获市供销社先进工作者荣誉
的市供销社办公室主任张恩琪说：“过去
的一年，市供销社在市委、市政府和省供
销社的正确领导下，砥砺奋进，开拓创新，
扎实推进机关制度化建设、县区社发展、
社企改革和供销电商发展等“三块一专”
工作，积极助力乡村振兴，取得了新成效，
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受到了市政
府通报嘉奖。”张辉还对全系统辛勤工作

的干部职工致以真挚的祝福和良好的祝
愿。

“展望 2020，市供销社将继续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深入信阳革命老区重
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社
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时
不待我、只争朝夕的精神，勠力同心，携手
共进，在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落实“两个
更好”、助力乡村振兴中大显身手、建功立
业……”张辉说。

联欢会虽然结束了，但大家的情谊不
会结束。未来，市供销社将凝聚强大的集
团合力，带领全体干部职工朝着建设现代
化企业的目标阔步向前。

欢歌乐舞唱响新时代
——市供销社2020年迎新春联欢会侧记

本报讯（记者 唐 车 崔 阳）在大局
下谋划，在大势中推进，在大事上作为，
2019 年，市农科院不断打造科技引擎，推
动高质量科研、高水平服务迈上新台阶，
推动信阳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取得了新进展、呈现了新亮点。

科研立项有新收获。市农科院将“增
量崛起”与“存量提质”结合起来，全年承
担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 67 项，选派
省、市级特派员 33 人，“高产优质糯稻新
品种培育及示范”“优质花生新品种选育
及绿色高产高效生产技术应用”2 个市创
新应用专项和“信阳市花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通过专家会评。“河南省茶叶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落户信阳，农业农村部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重大专项“农业
农村部信阳作物有害生物科学观测站”
开工建设，这是信阳科研条件平台建设
第一个经费体量超过千万的项目。“豫南
再生稻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弱筋小麦绿色优质高效生产技术集成
与产业化开发”2 个市级创新专项顺利实
施。

科研创新有新成果。市农科院获河南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农科系统成果二
等奖 4 项，推出国审新品种 1 个、省审新品
种3个，承担国家品种试验25组、省品种试
验22组，共计品种批次619个，向全市推荐
了一批适合本地种植的新品种。

科技示范有新成效。市农科院全力

服务全市国家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示范县建设，全面推进河南省“四优
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划，聚“体系”之
力，强农业“筋骨”，组织实施 10 个产业

（水稻、小麦、茶叶、油菜、花生、蔬菜、绿
肥、芝麻、麻类、食用菌）绿色提质增效技
术集成模式示范，助推淮滨县、潢川县、
息县获得了“中国好粮油河南省示范县”
荣誉称号。

科技服务有新进步。市农科院把学
科建在产业链上，强化国家和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县区建设，打造产业
技术升级版，让科技服务落地有声。“农科
技术”成了全市农业发展的重要助力，信
阳稻米、信阳毛尖、信阳绿肥、信阳多彩油

菜、信阳弱筋麦、信阳小果花生等产业快
速发展。

科技合作有新气象。市农科院与省
农科院粮作所“抱团”立项的农业农村部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工程“豫鄂皖低山平原
农区综合试验基地（河南省）”开工建设。
承办国家小麦、绿肥产业技术体系和省

“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专项会议 15 场
次。

脱贫攻坚有新成效。市农科院以科
技特派员为“纽带”，明确服务对象、创新
服务模式，强化组织管理，服务经济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建立麻育秧膜育秧技术
示范基地 10 个，共计 3.6 万亩，为贫困户无
偿提供麻育秧膜 8 万张，亩增产 7.81%，增
收 408.2 万元。帮扶联系的息县张老庄村
在全县红旗支部创建活动中，获“乡风文
明”“生态宜居”“产业兴旺”3 面红旗。把
握产业、安居、保障、基础设施四大关键，
开工建设了以 353 万“小农水”为代表的一
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水电路学房等民
生项目，指导农民种植甜糯玉米和牛角密
瓜等，最大限度让贫困户受益。

科技引擎推动大发展
市农科院2019年工作亮点纷呈

本报讯（扶进成 刘 强）
2019 年以来，新县泗店乡紧盯脱
贫攻坚、人居环境等重点工作的
短板，集中力量抓好整改落实。

抓好综合整治。该乡以每
周一为固定活动日，将集镇和各
村干线划分为 10 个片区，抽调乡
村党员干部成立专班，把党日活
动与环境整治、禁燃禁放等工作
结合起来，持续开展综合整治和
入户宣传活动。目前，共发放禁
燃禁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拆除
广告牌 11 个，规范店外经营 12
家，清除乱堆乱放、标语、小广告
80 余处，治理散煤燃烧经营户 6
家。

抓好脱贫攻坚。该乡对照
各级巡视巡察、督导考核、评估

审计中反馈的问题，结合上级安
排，先后 2 次召开党政班子扩大
会议，制定 17 项具体问题排查清
单和 5 项重点任务清单，由各脱
贫责任人组织开展大走访、大排
查，召开专题会议筛选甄别问
题，制定解决措施，确保脱贫成
果持续巩固、新发现的问题及时
整改到位。

抓好文明建设。该乡投入
资金 20 万元，做好第五届农民春
晚暨最美泗店人颁奖活动筹备
工作，评选出新一届最美泗店人
11 名，对 318 个星级文明户进行
了门前挂牌，创新开展“晒家风
家训”试点活动，完成干线农家
庭院喷绘村规民约、家风家训 38
处，补齐人居环境短板。

泗店乡紧盯短板抓整改

本报讯（高 翔）为进一步推
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激发
村民见贤思齐、向善向美，以良
好家风、文明乡风助推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工作，日前，浉河区
董家河镇睡仙桥村举办孝善敬
老星级文明户表彰暨“信阳菜
宴”活动。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精彩的
歌唱舞蹈表演，吸引了众多老人
和孩子观看。活动还邀请了市
第三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村
民进行义诊，免费测量血压、血
糖，并发放日常药品。睡仙桥村
村委会通过购买贫困户、带贫合
作社的食材，为 16 位模范典型、
村里 80 岁以上老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 60 岁以上老人准备了一场
美味的“信阳菜宴”，并贴心地为
老人们呈上一碗长寿面，恭祝老

人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常
在。

据了解，此次活动经过广大
群众和村支两委共同推荐，董家
河镇组织审核、审定，对 4 名好媳
妇、7 名好婆婆、5 户星级文明户
进行了表彰。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能够引导大家继承和弘扬传
统美德，唤起大家孝老爱亲的社
会意识。

近 年 来 ，睡 仙 桥 村 坚 持 以
精神文明建设统揽农村工作大
局 ，通 过 发 现 身 边 的 敬 老 、爱
老、助老的先进典型，推进全村
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建设，营造了浓厚的孝老爱亲
舆论氛围，形成了人人参与文
明创建的工作格局，激发了扶
贫工作的内生动力，带来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

睡仙桥村表彰孝善敬老模范

本报讯（张永胜）日前，第
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
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农洽
会”）组委会对农洽会组织筹备
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
表彰。市农业农村局荣获最佳
组织奖、招商引资签约奖、展示
展销奖、产销对接成果奖，1 名
同志获优秀联络员奖。

据了解，我市以“生态立市、
绿色发展”为主题，精心组织 43
家企业和合作社参加了第二十
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
易洽谈会，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
业 24 家、市级农业名牌产品 19
个。我市 4 种产品在农洽会上获
金 质 奖 ，2 种 产 品 获 优 质 产 品
奖，获得金质奖的是“金豫南”牌
高级芯粉、“豫道食品”麻酱拌
面、“华英”牌鸭胸肉、“龙涯山”
牌抺茶，获得优质产品奖的有

“贤峰”牌有机信阳毛尖、“俏巴
县”牌迎河柑茶。

近年来，我市将参加各类农
业展销会作为展示农业品牌、扩
大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拓展
营销渠道，实现互利共赢，助推
产业振兴。在农洽会上，我市有
近 30 家企业参加贫困地区特色
农产品产销和科企对接活动，签
约金额 15 亿元。平桥区中合生
态农业引进中国供销集团投资 6
亿元生态种植养殖项目，代表我
市参加省重点签约项目。该项
目于 2019 年 8 月开工建设，目前
正在有序实施中。河南豫道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福建天
天见有限公司、上海颐朵贸易有
限公司等 4 家公司签订投资、产
销对接合同，每月新增销售额
120 余万元。河南草木人生态茶
业公司与北京中环新星节能环
保技术中心签约 1.05 亿元进行
茶叶加工合作，产品包括绿茶、
红茶及茶食品等，目前项目进展
顺利。

我市获农洽会多项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