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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杯

茶乡行

五岳控股集团赞助

图为美丽的西河乡村。

往日“深闺人未识” 今日“春色关不住”

———记商城县余集镇“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土地上处处生长着吐绿的
花花草草，文化广场上安装着标准
化的健身器材，一排排漂亮美观的
农民新居， 一张张写满幸福的笑
脸，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商城县余
集镇的巨大变化和村民们富足安

康的生活。近年来，余集镇关注民
生，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在
“美丽乡村” 建设中织起了一幅锦
绣蓝图。

走进余集镇西湾村，“美丽乡
村”建设更是为其增添了几分“低
调”的美。多功能、高品位、花园式
的高标准敬老院、 留守子女俱乐
部、农家书屋、文化广场、养殖场，

一幢幢崭新的楼房， 疏密交错，远
近映衬，姿态各异，色彩不一，充满
现代色彩， 一改往昔封闭式的习
俗，向人们昭示着一种强烈的改革
发展意识。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如此周到的医疗服务。” 该镇杨湾
村村民刘大爷在崭新的村卫生室
对我们说。为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该镇党委、镇政府着力打基础、

保民生， 建设
26

所村级卫生室，真
正把医院建在老百姓的家门口。按
照“六个一”孝心工程的要求，投资
60

万元， 高标准兴建了敬老院，完
善了内部设施， 实现了多功能、高
品位、花园式的建院标准，对符合
条件的五保老人实行统一供养；农
村新型医疗保险覆盖率高， 五保、

特困弱势群体全部免费参保；落实
新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全镇
年满

60

周岁且符合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老人都领取养老金；投资

50

余

万元建起留守子女俱乐部，解除了
外出务工群众的后顾之忧；建设治
安哨亭，夯实了治安防控的前沿阵
地；建起了自来水厂，让余集群众
像城里人一样喝上了干净的自来
水； 投入

300

余万元建设镇村重点
道路和村组道路， 力争在

3

年内全
乡道路实现“村组通”。这些惠农利
民的举措，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
拥护和积极参加。

“要建设好‘美丽乡村’，出发点
和落脚点仍归于‘新农民’ 的培养
上。我们加大对农家书屋、文化广场
的建设力度，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充
分利用远程教育和农家书屋的作
用，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着
力把农民培养成产业工人和专业农
民。目前已有

8000

多名农民掌握了
1

门至
2

门致富技术。” 余集镇党委书
记刘琦告诉记者。

浓郁的文化氛围， 陶冶了余集
农民的情操，文明、健康、时尚的生

活理念，在余集农民心中扎下了根。

看到我们采访， 西湾村村民张大嫂
笑着说：“现在我们吃完饭没事就跳
跳广场舞，既锻炼了身体，又舒畅了
心情， 比搓麻将、 打扑克好多了！”

目前，在余集镇，农民打牌赌博的少
了，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多了，全镇
农村逐步形成了学习科技、 热爱劳
动的浓厚氛围。

“坚持以改善人居环境为契机，

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 实行大空
间、大体量绿化，窄处插绿，漏处透
绿，宽处植绿，达到建成一片楼房，

绿化一处新村。 我们一定要把余集
打造成真正的‘美丽乡村’。”刘琦掷
地有声地说。

□

本报记者孟磊
通讯员吴若辰文

/

图

□

市农科院蒋双丰

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本报讯
(

孙艳利
)

今年以来，
河区董家河镇围绕特色农业产业
化发展战略，立足全镇资源优势，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加强领导，扩大规模建基地。

该镇高度重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
整工作，安排专人负责日常事务，

新增茶园千余亩，通过“企业
＋

基
地

＋

特色农户”模式，以点带面建
基地，优先发展茶叶、板栗、水果、

菌类等特色农业。 切实搞好广义
茶印象园、 李湾万亩无性系茶基
地、华祥苑茶庄园、馨茗农业、油
籽牡丹等精品园区建设， 提升企
业的辐射带动能力， 努力提升特
色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

总结经验，加大扶持树品牌。

该镇加大投入力度， 主动争取上
级相关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推动产业发展。 动员特色农业企
业到农业和质监部门进行绿色产
品申报和产品质量认证， 依靠实
体店和电商平台建立自己的品
牌，增加产品附加值，逐渐扩大市
场，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因地制宜，绘制产业化蓝图。

该镇积极发展本地特色的主导茶
产业品牌，栽种果树、培植菌类，

发展以车云山千佛塔为代表的五
个产茶名山茶文化旅游， 以环湖
路茶园观光休闲娱乐为主的茶乡
风情体验旅游，以黄龙寺、三角山
革命历史遗址为主的红色旅游三
项特色旅游。 着力打造茶文化旅
游精品项目和亮点工程， 使全镇
的特色农业产业化、观光农业、乡
村旅游业走上科学可持续发展之
路。

河区
董家河

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

本报讯（黄明清）近期，为积极
响应平桥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社会”的号召，平桥区查山乡积极
搭建读书平台、营造读书氛围、推进
读书交流， 在全乡掀起了全民读书
活动的热潮。

推动全民阅读。 该乡利用拉横
幅、发传单、召开全民读书动员会等
形式进行大力宣传， 并依托乡图书
馆和

11

个农家书屋、

2

个村级图书馆
的读书学习平台， 营造浓厚的全民
读书氛围，着力建设书香型社会。

共建书香校园。 为丰富师生的
文化生活，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在乡

图书馆举办演讲比赛和现场作文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教育读
书活动， 吸引了全乡

50

多名师生参
加，促进了校风、学风以及文明校园
建设。

打造人文政府。该乡结合“世界
读书日”和“平桥区全民读书月”等
系列活动， 积极打造学习型政府建
设。在乡机关开展每周“推荐一批好
书、进一次图书馆、读一本好书、写
一篇读书笔记”等活动，引导全体干
部职工“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

努力营造读书学习氛围， 不断提升
为民服务本领。

平桥区
查山

真假茶的鉴别

真茶与假茶，一般可用感
官审评的方法去鉴别，就是通
过人的视觉、 感觉和味觉器
官， 抓住茶叶固有的本质特
征，用眼看、鼻闻、手摸、口尝
的方法，最后综合判断出是真
茶还是假茶。

鉴别真假茶时，通常首先
用双手捧起一把干茶，放在鼻
端， 深深吸一下茶叶气味，凡
具有茶香者，为真茶；凡具有
青腥味，或夹杂其他气味者即
为假茶。同时还可结合茶叶色
泽来鉴别；用手抓一把茶叶放
在白纸或白盘子中间，摊开茶
叶，精心观察，倘若绿茶深绿，

红茶乌润，乌龙茶乌绿，且每
种茶的色泽基本均匀一致，当
为真茶。 若茶叶颜色杂乱，很
不协调，或与茶的本色不相一
致，即有假茶之嫌。

如果通过闻香观色还不
能作出抉择，那么，还可取适
量茶叶，放入玻璃杯或色瓷碗
中，冲上热水，进行开汤审评，

进一步从汤的香气、 汤色、滋
味上加以鉴别，特别是可以从
已展开的叶片上来加以辨别：

①

真茶的叶片边缘锯齿，上半
部密下半部稀而疏，近叶柄处
平滑无锯齿；假茶叶片则多数
叶缘四周布满锯齿，或者无锯
齿。

②

真茶主脉明显，叶背叶
脉凸起。侧脉

7

对至
10

对
,

每对
侧脉延伸至叶缘三分之一处
向上弯曲呈弧形

,

与上方侧脉
相连

,

构成封闭形的网状系
统

,

这是真茶的重要特征之
一； 而假茶叶片侧脉多呈羽
毛状

,

直达叶片边缘。

③

真茶
叶片背面的茸毛， 在放大镜
下可以观察到它的上半部与
下半部是呈

45

度至
90

度角弯
曲的；假茶叶片背面无茸毛，

或与叶面垂直生长。

④

真茶
叶片在茎上呈螺旋状互生；

假茶叶片在茎上通常是对生
或几片叶簇状着生。

市农科院大力推广育秧新技术

本报讯（记者唐车）日
前，河南省成果转化项目“水
稻抛植苗原床泥质露天育秧
法”育秧现场观摩会在河区
东双河镇召开，市农科院水稻
科研团队成员、各县区承担项目
转化任务的负责同志及技术人
员、示范基地负责人及农民代表
70

余人参加了此次观摩会。

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东双
河镇彭洼村绿春园家庭农场的
育秧情况。 该农场的

10

余亩育
秧田， 全部按照由市农科院研
发的“水稻抛植苗原床泥质露
天育秧法”来进行育秧，操作简
便可靠，而且用工少，秧苗素质
高，秧苗育成后即可进行抛栽，

非常适合在种田大户中推广应

用。 市农科院国家水稻产业技
术体系信阳水稻综合试验站站
长、 项目主持人宋世枝研究员
在观摩会上就该育秧方法的要
点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作了现场
指导和演示。

与会人员在实地观摩后纷
纷表示，“水稻抛植苗原床泥质
露天育秧法” 与工厂化育秧等
其它育秧方法相比具有就地取
材、省工省力、简便易行和保护
耕地的明显优势， 能有效解决
我市广大种田大户劳动力缺
乏、实用技术缺少、资金缺乏等
问题，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增加
农民收入有非常大的帮助，今
后要积极宣传推广， 全面应用
这项轻简高效栽培技术。

顺应新常态 发展新农业 建设新农村

平桥区胡店乡党委书记金涛
麦苗碧绿、 菜花金黄、 粮田块

块、阡陌相通。走进平桥区胡店乡，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旱涝保
收、 沟渠闸井配套齐全的高标准粮
田，这是该乡新型“三农”建设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该乡致力于贯彻落
实各级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本着实
事求是、为民务实的原则，因地制宜
找准农业大乡的产业定位， 不断完
善发展思路，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全
面推进农业综合改革。 通过深入的
调查研究和大胆探索实践， 农村基
础设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农村面
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农民生活水
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准确把握“三农”工作的新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 胡店乡牢牢

把握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三农”

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

新要求，紧紧围绕“食为政首”的战
略构想，始终坚持“经济强，农业必
须强；政府富，农民必须富；城市美，

农村必须美”的指导思想，深刻领会
和把握新时期“三农” 工作的新要
求、新态势。

同时， 该乡也清醒认识到：当
前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价格补
贴“天花板”的挤压日益严重，境内

丘陵地貌导致耕地资源偏紧， 农民
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农药、化肥带
来的生态环境恶化日益突出，耕地
谁来种、效益如何提、资源如何配
置和有效利用等一系列难题亟待
破解。

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和新问题的
压力，胡店乡始终坚持“三农”发展
的目标不动摇、发展的势头不减弱，

切实承担起农业大乡的粮食生产重
任。根据“保粮田面积、保粮食产量、

保农民收益”的总体目标要求，

2014

年，粮食总产量达
65411

吨，实现了
十一连增的生产目标。

积极寻求增产增收的新突破
胡店乡地处丘陵向平原过渡地

带，境内淮河穿流而过，土壤适应多
样化种植， 是天赐的产粮区。 根据
“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
粮食生产部署， 该乡因地制宜编制
了农业产业结构规划， 以农业项目
争取为突破，以“高效粮田建设”为
抓手，按照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规
模经营和便于管理的原则， 实施了
修塘打井、 修渠整地等粮食生产基
础设施建设，以顺应发展新型农业、

特色农业的需求， 不断提高农民的
种粮积极性， 持续提升耕地的生产

效益。

截至目前，该乡已有
8

个行政村
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惠及耕地近

2

万亩， 东楼村和齐岗村的千亿斤粮
食项目已接近尾声，新店、杨岗等

6

个村的国土平整和赵庙、小集等
4

个
村的规模化土地整理项目正在实
施，

5

座农业灌溉水库除险加固已经
开工，郭湾、魏庄

2

个村的高标准粮
田改造马上启动。田容地貌的“杂、

散”现象得到改变，沟渠道路、塘堰
库坝等基础设施全面改善， 耕地地
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农业科技创新
和推广环境明显改善。 改造后的高
标准粮田年平均亩产净增

52.5

公
斤， 可为农民增加收入约

125

元。在
不久的将来，粮食生产实现规模化、

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发展，已不
再是梦想。

努力开辟优化产业结构的新途径
面对当前农业发展的新形势、

新要求和新问题， 胡店乡始终坚持
走“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的
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 致力于通过
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调优产业
结构， 积极探索优化产业结构的新
途径，达到丰产、增收、富民的发展
目的。

引导和鼓励返乡成功人士投资
建立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多种
形式的新型农业主体，探索“农户—

基地—合作社—市场” 现代农业发
展模式。 目前， 该乡累计流转土地
7500

多亩， 登记注册各类农民专业
合作社

25

家，家庭农场
43

家。其中，

有市级合作社
4

家，区级示范社
2

家。

产业涉及粮食、蔬菜、金融、水产、农
机、畜牧养殖等领域。

打造现代农业品牌。“农家热”、

“无公害”、“舌尖上的安全” 等一系
列新名词的出现， 为传统农业区提
供了更多的品牌发展机遇。 胡店乡
的富民石榴、天蓬生猪、齐佳粉业和
笨篓禽业产品都取得了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等相关认证，上市声誉
极好，已成功打响了地区品牌。

通过科技兴农提升农业效益。

近几年来，随着蔬菜、花卉、苗木、

小杂果等一批高效特色农业的迅
猛发展，胡店乡的农民群众对种养
专业知识的渴求也与日俱增。针对
这一状况，该乡指派专人深入到各
村，利用党员活动日和远程电教对
农民进行农业科技培训。 仅

2014

年， 累计教授
7

大类
23

项农业科普
知识，受教人员近

2

万人次，在“三
农”方面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

精心谱写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篇章
根据习总书记提出“让居民看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新农村发展要求， 胡店乡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 坚持把美丽乡村建设作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是通过加强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推进农业发展
方式转变， 有效提高农业资源利用
率，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发
展道路， 来缓解农业发展中资源约
束趋紧、生态退化严重、环境污染加
剧等突出问题。 二是通过改善人居
环境， 有效治理乱堆乱放、 畜禽乱
跑、 污水乱泼、 居住杂乱等不良现
象， 逐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推进生态人居、生态环境、生态
经济和生态文化建设，创建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近年来， 在全乡人民群众的共
同努力下， 胡店乡不但在经济发展
方面有了巨大跨越，使农民的“钱袋
子”快速鼓起来，并且通过省级生态
乡、省级卫生乡、市级园林乡等一系
列创建活动的开展， 乡村整体生态
环境和综合卫生状况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天蓝、水绿、山青、水秀
正在成为现实。

河区河港镇
借力电商助茶企发展

本报讯（熊娟娟刘继永）

近期，河区河港镇完善电
商服务平台，帮助茶企创新经
营理念，开辟营销模式，促进
该镇茶企实现转型升级。

加强领导，健全统筹协调
的工作机制。成立电商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该镇帮助茶企协
商解决发展电商过程中的难
题。充分利用各种载体，为其
提供品牌塑造、精准营销等方
面的技术培训类综合服务。

宣传引导，营造茶企发展
电商氛围。该镇通过散发宣传
单、入户动员等方式，大力宣
传创业典型，激发茶企转型电
商的创业热情。

搞好服务，加强物流配套

产业发展。该镇通过积极协调
证件办理、 房屋租赁、 水电安
装、货车配送等服务，实现了常
规物流“无缝对接”。目前，市场
占有率较高的申通、圆通等

6

家
快递公司已先后入驻该镇。

示范带动，引领茶产业电
商快速发展。该镇充分发挥茶
企发展电商的示范带动作用。

“何景明” 茶叶品牌于今年清
明节前后，在京东商城单日销
售额突破

2

万元， 一举夺得信
阳毛尖系列产品在京东商城
销售平台单日销量第一名。这
不仅为该镇支柱产业占领各
电子商务平台市场份额赢得
了先机，也拓宽了信阳毛尖的
销售渠道。

平桥区王岗乡
把握时节育秧忙

本报讯（田风雷）近期，天
气晴好，水稻育秧已进入关键
时期。为促进农民持续增产增
收，平桥区王岗乡把握时间节
点， 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时机，

使育秧工作稳步顺利开展。

该乡及时召开专项会议，

强调水稻育秧工作的重要性和
现实意义。要求大家树立责任意
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时间
观念，明确分工，注重团结，有计
划、分步骤、重实效地开展水稻

育秧工作；抽调多名乡农业服务
中心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督导检
查，特别是对秧田翻耕、浸种催
芽、秧田管理和病虫害防治进行
技术指导；利用

LED

显示屏滚动
播放、发放宣传页等手段，大力
宣传水稻育秧技术要领，确保群
众科学育秧；同时积极与上级涉
农部门做好信息对接， 做足化
肥、农药等物资储备，以及农机、

农具维修工作，确保水稻育秧工
作顺利进行。

近年来，平桥区邢集镇坚持以科技兴农为先导，把发展地膜覆盖
花生生产作为一项经济增长点， 不仅带动了全镇种植业结构的调整，

还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农民增收步伐。 截至目前，全镇地膜覆盖
花生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

1.6

万亩。

马晓宇摄

农谚道：“秧好一半稻”。眼下正值我市水稻育秧时节，在罗山县东
铺镇双马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水稻集中育秧点现场，农户们正在抢抓时
机进行播种育秧。据悉，为做好今年水稻育秧工作，该镇以辖区农民专
业合作社为依托，在全镇设立

8

个集中育秧点。

曾楠摄

罗山县庙仙乡
远教助力农技推广

本报讯（何铸）罗山县庙
仙乡充分运用远程教育平台，

大力推广普及农业科技，提升
广大群众的科学种田水平。

针对白天群众忙于农活
的实际情况，该乡各远教站点
把收看知识讲座时间调整为
19

时至
22

时，受到了群众的广
泛欢迎。方集村农民尹振宇几
乎每晚必到，他说：“白天干活
忙没时间，夜晚才能来学习取
经，还真长了不少见识，现在
种田光靠老经验不行啊。”据
了解， 由于正值春耕春播时

节，到各远教站点前来收听收
看农技知识的群众明显增多，

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意识和
劲头明显增强。

为更好地服务春季农业
生产，该乡远教办把一些针对
性强、近期群众关注的农技讲
座视频下载下来，还把农技专
家入田指导农作物栽培、田间
管理等活动现场录制下来，放
在平台上供群众随时点播，同
时把一些农技要点摘录编印
成通俗易懂的明白纸发给群
众，增强农技的实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