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 强 麦 田 管 理 五 要 素

由于去年
11

月上旬气温骤
降，寒潮大雪来临较早，对年前
麦苗生长发育极为不利，壮苗比
例较正常年份明显偏低，给今年
我市小麦丰产丰收带来了不利
影响。针对当前严峻形势，特提
出小麦田间管理意见。

看苗追肥：对苗弱苗少和肥
力不足的麦田， 应尽早酌情追
肥，一般每亩可追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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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10

公斤，肥力充足的田块少施或不
施，脱肥或缺肥田块适当增加追
肥量。追肥以尿素为主，也可使
用同等氮含量的复合肥。注意施
肥量不宜过大， 施肥不宜过晚，

以防造成倒伏和贪青晚熟。

中耕除草：能中耕的田块应
及时中耕，除草保墒，中耕还可
以破除坂结，提高地温，防止干
裂透风伤苗。对无法中耕的田块
可进行化学除草，一般用骠马加
阔叶类除草剂混合喷施，效果较

好。 也可用其他麦田除草剂，但
必须注意施用方法、 施用对象、

施用时期以及对后茬作物影响
等，以防对小麦及下茬作物产生
药害。

清沟排渍：小麦中后期雨水
多，湿害重，必须认真做好清沟
排渍工作，达到“四沟”（边沟、腰
沟、厢沟、田外排水沟）配套，明
水能排，暗水能渗，以降低湿害，

保根护叶，防止早衰。

一喷三防： 加强病虫害的

监测预报，及时进行防治。春季
注意防治红蜘蛛、纹枯病、土传
花叶病等病虫害。 在小麦始穗
期进行“一喷三防”，可选用粉
锈宁

+

井冈霉素
+

多菌灵
+

磷酸
二氢钾

+

吡虫啉等杀虫杀螨剂
+

尿素（浓度不超过
2%

）混合药液
进行叶面喷施， 每亩喷施药液
量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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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防病、治虫、

防早衰。

及时收获： “九成熟十成
收”、“麦熟一晌， 龙口夺粮”。由
于我市小麦生育后期常遇阴雨
天气，如不及时收获，易造成穗
发芽，影响产量和品质。宜在腊
熟后期， 指甲划不动麦粒时收
获，确保丰产丰收。

□

市农科所研究员陈金平

□农业科技

科 教 撷

萃

我是绿色小卫士

市第三实验小学五（

1

）班石梦恬
大自然为我们构建了美好的

家园，当我听见燕子在哭泣，看见
海鸥再也飞不起来了， 小鸟迷失
了方向，小树被折断了细腰，小花
任人踩踏……总会情不自禁地想
起：我能为环保做些什么？

寒假期间， 我组织小区的同
龄伙伴开展了一次“我是绿色小
卫士”的行动，农历初六上午太阳
公公露出了笑脸， 我们拎起早已
准备好的垃圾袋， 来到社区操场
捡垃圾。看着地上遍地都是果皮、

纸屑， 我想：“这是谁这么不讲卫
生，随便扔垃圾？”再看看小草，它
们好像苦苦地冲着我哀求：“小朋
友， 快帮我穿上干净的新衣吧。”

我好像听懂了小草的话， 立刻行
动起来。 我们按照从前到后的顺
序来捡，分好每人包片区域，清楚
自己的任务后，我迅速出发了。我
走一步看一步， 目光随着脚步移
动， 一会儿又东张西望地向四周
看看是否有垃圾， 为了不让任何
“敌人”从我的视线中逃走，我还
不时地弯下腰用手扒扒草地，看
看是不是有“敌人”躲
在草丛中，很快我“阵
地”里的果皮、纸屑、

烟头都被我消灭得一
干二净。 望着袋子里
丰厚的“战利品”，我
虽然累得满头大汗，

腰也酸、背也痛，但看看小草冲着
我微笑， 好像在说：“谢谢你为我
穿上了干净的新衣。”太阳公公好
像在对我点头说：“这孩子真懂
事。”我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在校园里我是绿色小卫士，

在生活中我也是绿色小卫士。我
吃完的果皮都会自觉地扔进垃圾
桶里，养成讲究卫生的好习惯，为
妹妹做一个好榜样。

看！只要我们保护环境，从小
做起， 鸟儿还会在蓝色的天空中
自由飞翔， 鱼儿还会在清清的河
水中嬉戏。

（指导老师：张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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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建军一行在副市长曹新
生、市教育局局长夏忠厚等陪同下，到罗山县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
作开展调研，并召开会议。罗山县县长许远福，县长级干部易明中，县
教体局局长陈国刚和校长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陈国刚就该县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工作作了汇报， 与会人员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提出了建议。 郭建军对罗山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和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调研组还深入到罗
山县楠杆初中进行实地考察。图为会议现场。

李林方刚摄

为建设魅力信阳提供科技支撑

———访市科技局局长肖国平

2009

年，是全市科技工作者克难攻坚、开
拓进取的一年。

2010

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
的最后一年，又是科学规划“十二五”的关键
之年。那么，在又一个春天到来之际，我市科
技系统又将以怎样的思路谋划新发展，以怎
样的手笔描绘新的发展蓝图呢？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市科技
局局长肖国平。

肖国平说，去年以来，全市科技系统坚持
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推动自主
创新，推进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建设，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面对新的一年，肖国平信心满怀。他表示，

2010

年， 全市科技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 认真贯彻落实全市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大
会、全省科技工作会议、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推进“三大跨越”、加
强“三大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按照“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方

针，切实加强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着力促进发
展方式转变， 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

为建设魅力信阳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围绕这一工作思路，

2010

年
,

全市科技系
统将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抓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推动发展方式
转变。建立自主创新体系，是实现跨越发展、推
动魅力信阳建设的战略性举措，是建设创新型
信阳的重要保障。科技系统一要大力培育自主
创新主体。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充分
发挥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的骨干和生力军作
用，大力加强自主创新人力资源建设。二要全
力打造自主创新载体。全力实施企业创新能力
培育工程，争取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强创
新型产业集聚区和其他园区建设，探索建立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三要着力完善自主创新
机制。建立市场导向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二）抓农村科技，助推河南省农村改革
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一是继续抓好科技特
派员行动计划的实施。 积极发挥其在河南省

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促进科技与
经济紧密结合、 充分挖掘科技人员潜力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 把科技特派员工作抓成全省
亮点和典型。

2010

年，科技特派员工作要覆盖
到全市各乡镇。二是努力争取国家、省“科技
富民强县工程”项目，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市场
竞争力的科技农贸龙头企业，壮大县域经济。

三是以项目为载体， 加强新技术、 新品种研
发，发挥农业科研院所的生力军作用。

（三）抓项目实施，为自主创新提供载体。

要坚持把自主创新摆在科技工作的重要位
置，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我市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以重大科技项目为载体， 围绕我市优势
支柱产业，整合科技资源，加强共性关键技术
研发，重点支持我市现有资源优势、技术优势
领域的原始创新和重大应用性课题研究。二
是市、 县两级科技局要进一步加大争取项目
的力度，尤其要极力争取国家、省重大科技项
目。力争全市争取和实施国家、省、市级计划
项目总数和资金总额上有所突破。

（四）抓高新技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一

是结合信阳经济发展的产业特色和优势，着力
培育和扶持一批产业规模较大、 技术水平高、

创新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企业。二是要积极运用
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推进高新技
术向传统产业的嫁接、辐射和渗透，运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提高产品档次，实
现技术升级，提高加工深度，延伸产业链条。三
是继续抓好企业“工程中心”、“研发中心”、“企
业创新能力建设工程”认证工作。

（五）抓成果推广，推进各行业科技进步。

强化科技成果推广转化在市、 县科技工作中
的重要地位，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实现先进适
用成果与现实生产力对接。一要充分发挥“信
阳市科技成果信息网络平台”的作用，运用先
进信息技术发布推广科技成果、 传播先进技
术和信息、推介优秀项目和知名专家，普及科
技知识。 二要坚持下达一年一度的科技成果
推广计划， 筛选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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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先进适用的科技成
果项目面向全市推广。 三要支持鼓励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从事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支持
鼓励科技人员以各种形式转化科技成果。

□回眸与展望

固始县教体局
问计基层共谋教育发展

本报讯（范进平胡晓松
柴光临）

3

月
7

日，固始县教体局召
开座谈会， 就

2010

年和今后几年
的教育工作征求部分中小学校
长、 机关科室和所属单位负责人
的意见和建议，开门纳言，明确具
体措施和方法， 着重解决影响教
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 参加座
谈会的同志开诚布公地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和建议。

该局领导班子针对梳理出
的问题，结合国家教育中长期规
划及省、 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逐条制订解决措施和方案。一是
以强化学校管理、提高办学质量
为目标，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坚持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
联动，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办学
综合评价机制。二是以改进和加

强教师队伍管理为手段，促进教
师资源合理配置。加强教师岗位
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教师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增强主人
翁意识。三是继续实施职教攻坚
计划，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进一
步强化基础设施和教师队伍建
设，按照职业技能和教师资格招
聘或培训一定数量的“双师型”

教师。四是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
为， 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切
实帮助民办学校解决在发展和
生存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促进民
办学校提高办学水平，提升教学
质量。 五是高度重视学校安全，

维护教育系统大局稳定。六是牢
固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机关办事
效率。 进一步做好校财局管工
作，用足用好有限的教育经费。

平桥区召开2010年教育工作会议

本报讯（余运军）共商教育发展大计，描
绘教育发展蓝图。

3

月
8

日， 平桥区隆重召开
2010

年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省、市教育
工作会议和全区三级干部大会精神，对

2009

年教育工作进行总结和表彰，部署
2010

年的
教育工作。区长级干部胡凌云，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熊保良等出席会议。区教育局局长
陈勇对

2009

年的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

对今年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会议充分肯定了
2009

年的教育工作，概
括总结为实施了四大工程

:

一是区三小综合
改造工程顺利竣工；二是职业教育公共实训
基地建设日新月异；三是市一中迁建暨市二
高分校建设如火如荼；四是中小学校舍安全
工程拉开序幕。呈现了五大亮点

:

一是办学
水平全面提升。二是职业教育受到省政府表

彰。三是公民教育率先开展。四是教师素质
全面提高。 五是平安校园建设全市领先。办
好了六件实事

:

一是免费义务教育基本实
现。 二是全面实施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

三是争取上级资金改善办学条件成效明显。

四是困难家庭学生得到及时资助。五是中小
学生体质健康得到有力保障。六是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扎实有效。

会议对
2010

年该区教育工作作了具体
安排，概括起来就是围绕“一个中心”、突出
“两个重点”、抓好“六项工作”。一个中心：

即紧紧围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这个中
心；两个重点：即努力创建全省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成效显著县区和打造全省职业教育
强区；六项主要工作：一是巩固成果，全力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二是深化改革，积

极探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途径。三是发扬成
绩，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服务河南省农村改革
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水平。四是坚持人才强
教，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五是齐
抓共管，积极创建平安和谐校园。六是外树
形象，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关注的教育热点
问题。

会议要求，各学校要把这次会议精神迅
速传达到全区广大教职工中去，按照教体局
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目标，明确任务，

突出重点，采取措施，跟踪督查，抓好落实。

同时在全区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习宣传“三
个十佳”教师活动，大力弘扬新时期人民教
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尚品质，争做
受学生爱戴的人民教师，为平桥区教育更好
更快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息县教体局
积极做好春季开学防辍工作

本报讯（范文超张猛
李效发）

2010

年春季中小学开学
期间， 息县教体局未雨绸缪，多
措并举，切实预防和控制中小学
生辍学。据统计，开学后，全县近
19

万名中小学生全部返回学校
就读， 防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

加强组织领导。 该县教体局
党委把防辍控辍作为开学工作的
重中之重， 强化督导检查， 确保
“两基”工作的巩固与提高。

加大宣传引导。 该县教体局
印发《致家长的一封信》，大力宣
传《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组
织各学校教职工进村入户， 与学

生和家长零距离接触， 及时向家
长反馈学生在校表现， 对有流失
倾向的学生进行耐心的说服教
育，认真做好返校动员工作。

全面落实惠民政策。 该县教
体局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学校“两
免一补”政策，充分发挥“息县教
育基金会”的奖优助学功能，千方
百计保障学生不因贫困失学。

大力实施素质教育。 该县教
体局全面规范中小学校办学行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引导
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 保证学生
学有所得、学有所用，从根本上防
止中小学生中途辍学， 受到了学
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淮滨县教体局
四项措施力促春季职教招生

本报讯（吴相举董杰）淮
滨县职业教育实行春、 秋两季招
生以来， 连续两年的春季招生工
作扎实推进了该县职业教育的快
速发展。新的一年，该县教体局努
力抓实四项措施， 力促职教招生
工作展开。

一是积极消化吸收外地成功
经验。组织职业学校校长考察、学
习外地成功经验，立足县情，对开
设专业、 顶岗实习等工作进行了
调整和改进。

二是奖励措施及时到位。为
进一步展示大力发展职教的决

心， 对一批在输送职教新生工作
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进行了奖
励。

三是科学制订招生工作计
划。 在对现有职高进行招生评估
的同时，还扩充改造了一所普高，

进行试办综合高中。 督促检查和
指导各初中职教新生输送工作，

确保招生任务完成。

四是招生宣传形式多样。招
生学校的宣传诚实、守信，详细介
绍了专业设置、 国家对中职生优
惠政策等情况， 并设置宣传台深
入各乡镇进行宣传。

棕 榈 树

罗山县实验小学五（

6

）班韩茜
我们校园里有两棵棕榈

树。

春天， 它慢慢地抽出嫩绿
色小蒲扇似的叶片，清风吹来，

叶片欢快地摇着，似在舞蹈；夏
天，小蒲扇长成了大蒲扇，颜色
也变得浓郁深沉， 充满勃勃生
机；秋天来了，很多树木的叶子
开始凋零了， 棕榈树也失去了
往日的光彩，叶子有些干、有点
黄，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叶片。

冬天就要来临了， 我很担
心它是否能安然度过这北方的
严冬？毕竟，它是属于南国的树
啊！我担心它会在一夜间枯萎，

失去往日的美丽， 更担心它会

在严寒中死去。

又是一天夜晚， 北风挟裹
着雪花呼啸而来， 敲打着家家
户户的窗户。这时，我不禁又为
那两棵棕榈树担心起来， 这南
国的树，它们能挺过去吗，我似
乎感觉到它们在寒风、 冰雪的
威逼中瑟瑟发抖。早上，我早早
地来到了学校，突然，我发现它
们身上有了衣服———它们的身
上不知道被谁绑上了稻草绳。

穿上了衣服后的棕榈树绿色的
叶片，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它
们仍坚强地挺立在寒风冷雪中
摇动着绿色的蒲扇了。是老师？

校长？校工？还是同学们保护了

棕榈树？不管是谁，我都打心里
感谢这好心的人！

看着棕榈树，我不禁想到
了我自己。 我虽然出生于中
原， 但一岁就随家人去了广
东，入乡随俗，我养成了广东
人的生活习惯。八年后，我又
回到老家上学。由于饮食和学
习习惯的不同，我各方面都出
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老家
的饮食太油腻、辛辣，我吃不
下饭。 为了能让我多吃饭，姥
姥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可口
的饭菜。由于各校使用的教材
版本不同和教法不同，在新的
学校，我也不适应。于是老师、

同学们课内课外尽心尽力地
帮助，我才尽快地适应了新学
校的学习生活，并且成为优秀
的学生。我不正是这摇曳的棕
榈树吗？

（指导教师：汪琼瑛）

光山县教育系统
多种形式庆祝“三八”

本报讯（李黎徐刚吴晓森）

日前， 光山县各中小学开展丰富多
彩的庆祝“三八”活动。一是发放礼
品或补助。 全县所有学校都为女教
师发放补助或为女教师购买卫生
纸、洗衣粉、毛巾等礼品。二是开展
各种庆祝活动。县一高、县二高分别
为女教师举行庆“三八”联欢会，举
行乒乓球、跳绳、踢毽子、呼啦圈等
比赛，丰富女教师节日生活。三是开
展各种教育活动。如县幼教中心、县
实验小学、县一小等学校开展“红花
献妈妈”、“我为妈妈做家务”等亲子
活动， 促进家庭和谐， 密切母子关
系。 县教体局还表彰了一批优秀女
教师，全县女教师在愉快、祥和、幸
福中度过了自己的节日。

新县科协为县人大代表
和县政协委员送“科普大餐”

本报讯（邱术广） 新县两会期
间，该县科协把本单位编印的《科学
园地》 一书赠送到全县人大代表和
县政协委员手中，为他们送去“科普
大餐”和新春问候。

该“科普大餐”的赠送是该县科
协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贯彻落实
《全民科学素质实施纲要》的一大创
新举措。《科学园地》结构严谨，资料
丰富，辑录了科学人生、调研报告和
学术论文等内容

,

是老、中年科技工
作者学术交流的平台， 也是县人大
代表和县政协委员学习科学知识的
一个窗口。

息县二高多措并举
打造高效课堂

本报讯（谢达武红艳） 为更
好落实新课改精神和提高毕业班复
习备考的有效性，新春刚刚开学，息
县二高把高效课堂作为近期教育教
研的中心工作来抓， 认真抓好各项
教学环节， 采取多种措施打造高效
课堂。

息县二高一是抓好常规检查，

落实讲练考评补各教学环节，确保每
个环节扎实有效。二是每周让学生评
选出高效课堂。对评选出的高效课教
师在每周教工例会上进行通报表扬。

针对低效课，采取年级领导、校领导
定期听课进行帮扶的办法限期整改，

转变教学模式， 提高教学有效性。三
是坚持集体备课， 转变课堂教学模
式，优化课堂结构。通过群策群力备
教材、备环节、备教法。四是举行多种
形式的赛课观摩活动， 推动课改、提
高课堂效率，加强校内交流，探索高
效课堂模式。五是学习借鉴兄弟学校
经验，到省市名校取经，邀请专家指
导，为高效课堂奠定科学扎实的理论
基础。

3

月
8

日上午， 光山县
2010

年度教育工作会召开。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
2009

年全县教育工作， 表彰
2009

年全县教育工作综合评估先
进单位， 通报今春开学检查
情况， 部署

2010

年全县教育
工作， 动员全县广大教育工
作者拼搏进取，开拓创新，全
力打造均衡教育、实力教育、

魅力教育、和谐教育。

图为该县教体局对
2009

年教育工作综合考评成绩显
著的

3

所高中、

8

所中心学校、

12

所初中、

10

所小学进行表
彰时的情景。

陈功启徐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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