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市农科院王军威

农技推广

栏杆办事处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通讯员
邢永画）今年以来，淮滨县栏杆办
事处以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为契
机，以“推进跨越发展、建设美丽栏
杆”为目标，以“村庄布局协调美、

村容整洁生态美、 村强民富生活
美、村风文明身心美、村稳民安和
谐美”为标准，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

以点带面多角度推进。该办事
处以王湾、 范岗

2

个村为美丽乡村
建设样板村，按照基础先行、功能
完善的原则，多元化投入，进一步
加快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硬化
6

个村进村道路、村庄连接道路
12.5

公里，完成户户通自来水、通硬化

道路、通宽带网络、通有线电视等
工程。在王湾、塘南等村新安装路
灯
108

盏，栽种各类花卉果木
10000

多株， 为
16

个村建立了便民服务
站、文体活动室、农家书屋、卫生
室、小超市、金融服务点等。在集镇
改造、电网通信改造、污水排放管
网建设、集中供水、沼气建设等方
面加大资金投入，集镇排水管网实
现全覆盖。

打造环境整洁亮点村。该办事
处按照“一村翠绿、一塘清水、一处
广场、一院清洁”“四个一”和“户户
通、家家美、村村净”“三个全覆盖”

标准， 全力打造了王湾、 范岗、塘
南、立新等

13

个生态文明村，目前

已投入资金
40

余万元对各村进行
了高标准绿化，共栽植行道树

4500

株， 绿化村内道路
1.2

万平方米，栽
植黄杨、 广玉兰等风景树

30000

余
株。按照“发挥区位优势、统筹城乡
发展、市场导向科技先行、多元化
投入”的原则，在王湾村建设千亩
无公害蔬菜园、千亩水景产业园和
三千亩洪河故道生态观光园和万
亩农业产业集聚区，努力打造生态
环保、旅游休闲、风景如画的宜居
环境。

推进集镇和乡村绿化。该办事
处进一步加强公共绿地建设和主
干道路绿化建设， 重点对公共绿
地进行扩建，完成了

25000

平方米

的集绿地和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大
型中心广场建设，对集镇

4

公里的
街景重新设计和绿化，对境内

9

公
里的北循环道路、

15

公里的栏范
公路东循环路和

S216

线西循环路
的绿化防护带进行整理， 全部新
栽植了风景树， 形成了沿洪河防
护绿化带、沿公路林荫道绿化、居
民区网格状的绿化格局。按照“生
产发展、生态观光、科技示范，建
设一片、连成一线”的总体思路，

建成了
1

个
8000

亩高效农业产业
集聚区、

1

个
3500

亩小麦良种繁育
基地、

2

个
800

亩猫爪草种植基地、

2

个
500

亩晚秋黄梨种植基地、

1

个
1000

亩生态蔬菜种植基地， 特色

作物种植呈现出规模化、集约化、

标准化发展趋势。

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该办事
处抽调

1

名班子成员和
3

名工作人
员专门负责环卫工作， 先后投资
1000

多万元，建垃圾中转站
1

所，新
设垃圾箱

15

个， 建垃圾池
20

个，新
增垃圾清运车

6

台， 新建建筑幕墙
100

多米，建垃圾填埋场
1

个。配备
保洁员

76

人， 使农村垃圾实现了
“组收集、村集中、办事处转运、县
处理”的目标。加强环境卫生日常
管理，设立了城管中队，下设环卫
队，实行责任包干，全天候保洁，全
力为辖区居民营造一个干净、舒适
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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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

脱贫攻坚

新闻大赛

泗店乡：特色产业促增收

本报讯（刘强）近年来，新县
泗店乡充分发挥县城近郊和将军
故里精品旅游线路的优势，把发展
特色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抓手，按
照“做大、做优、做强”的要求，瞄准
“高端、高质、高效”的主方向，精准
发力，精心培育特色产业，帮助群
众脱贫致富。

搭建政策服务平台。 该乡坚
持政府引导、 村级主导和依政策
规定办事的原则， 强力推进扶贫
产业项目发展，指导计河、陆湾等
4

个村贫困户与合作社对接，成功
实施扶贫到户增收项目

6

个，辐射
贫困户

305

户
1098

人，完成整村推
进项目

2

个。 以大畈村为试点，全
面铺开非贫困户到户增收项目建
设。为余河铁皮石斛园、计河绿康
源、 玉泉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提供了项目立项备案、 用地申
请等服务。

搭建项目资金平台。该乡紧盯
灾后重建政策资金，通过县扶贫金
穗贷和财政有偿转借贷款， 为

5

家
重点产业园争取相关贴息和低息
贷款

660

万元。借助农业保险政策，

在县发改委、水利局等职能部门的
支持下， 为全乡

678

户
1116.4

亩水
稻进行了受灾理赔，规划整修万方
灌溉大塘

3

口。

搭建技术服务平台。该乡组织

新县九久生态农业科技公司、泗店
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赵岗农民种
植合作社与省农科院有关专家、新
县羚锐制药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合
作协议。今年

6

月底，组织邹河村、

余河村等部分合作社代表、贫困户
代表、种植大户到浙江学习铁皮石
斛种植加工技术。同时，督促玉泉
家庭农场、 自然乡特种养殖合作
社、 小两口合作社与

305

户贫困户
签订种养技术协议，切实促进产业
与增收联结。

突出龙头带动。该乡采取“龙
头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贫困户”的
发展模式，以玉泉家庭农场、赵岗
农民种植合作社、自然乡生态养殖
基地等为重点，争取扶贫到户增收
项目资金、扶贫结对帮扶资金和扶
贫金穗贷资金

400

万元， 新发展颠
茄草、优质葡萄、杭白菊、大棚蔬
菜、油茶

1300

亩，带动贫困户养殖
淮南猪、 本地羊和牛

2600

余头，规
模养殖土鸡

8000

只，引进邹河村本
地土鸡养殖项目一个，新发展农村
电商

3

家。 持续服务余河村铁皮石
斛园、计河村绿康源生态园两个规
模特色产业建设，一年来，余河铁
皮石斛园投资

1700

万元新发展石
斛种植

150

亩， 计河绿康源规划优
质葡萄种植基地

100

亩， 乡村旅游
收入逐年攀升。

文殊乡：“四种模式”助脱贫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通讯员
杨勇）今年以来，光山县文殊乡
把解决贫困群众收入问题作为脱
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充分发挥
政府有形之手、 市场无形之手和
群众勤劳双手的作用， 通过建立
“四种模式”， 产业脱贫初步取得
了成效。

推广“合作社
+

贫困户”模式，

实现整村带动。 该乡以各村专业
合作社为带动、以贫困户为单元，

鼓励贫困户以土地入股成为社员

共同发展， 贫困户根据自家劳动
力情况， 对责任田采取全托管或
半托管的方式， 由合作社进行统
一管理，把产业做成规模，形成规
模效应， 贫困户既可以得到土地
分红也可以拿到打工收入， 实现
双丰收。目前，该乡已成立油茶、

茶叶、苗木花卉种植、本地黑猪养
殖等多家专业合作社， 带动了全
乡贫困户发展。

建立“龙头企业
+

贫困户”模
式，实现行业带动。该乡依托诚

信实业有限公司、蓝天集团等龙
头企业，带动全乡油茶、茶叶等
特色种植业的发展， 全乡油茶种
植面积

25000

余亩，新开茶园
700

余亩， 建苗木培育基地
3000

余
亩。壮山农牧合作社养牛专业户
与鹏程林农专业合作社养殖户
合作，实现了由农户散养到订单
式养殖的转变， 稳定增加贫困户
的收入。

推行“产业大户
+

贫困户”模
式， 实现贫富联动。 该乡紧抓水

稻、 油菜等高产值经济作物产业
不放松，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对有
条件的村实施土地向能人大户集
中，农民参与，反租倒包，实现贫
困户多渠道增收。 东岳村水稻种
植大户杨长泰带动近

30

户贫困户
发展优质高产水稻

700

多亩，贫困
户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采取“引进来
+

走出去”模
式，实现内外互动。该乡支持贫
困农民通过“输出劳务”“返乡创
业”双向带动更多贫困户增收致

富， 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确
保贫困家庭劳动力至少掌握一门
致富技能，加强农民工返乡创业
基地建设，鼓励大学生、退伍军
人和外来投资者创业兴业，带动
贫困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千方
百计增加贫困群众的收入。目
前，组织开展大型培训活动

7

次，

培训贫困群众
700

人次，帮助转移
就业

400

余人，帮助
7

个贫困村建
起

4

个淘宝网店， 让贫困户实现
增收。

在驻村第一书记梅永的帮助下，去年年底，光山县仙居乡长兴镇村农民李昌霞
建起一个占地

3.5

亩的蛋鸡科技养殖场。如今，该养鸡场养殖蛋鸡
7000

余只，每天可
产鸡蛋

340

公斤。图为昨日李昌霞在养鸡场喂鸡。 盛鹏谢万柏摄

白土店乡：发展产业加快脱贫步伐

本报讯（白永）今年以来，

息县白土店乡结合实际， 以产业
扶贫为抓手，大力发展畜牧、药材
种植等产业， 帮助贫困户农民开
展脱贫攻坚，取得了良好成效。

该乡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

托明达肉牛养殖公司，帮助部分
贫困户发展肉牛养殖业，许多贫
困户通过养殖肉牛迅速摆脱了贫
困。同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乡
产业扶贫领导小组结合农村土地
流转， 支持专业合作社与贫困户

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推动
特色产业发展。 通过图腾种植专
业合作社，积极推广半夏种植，有
30%

的贫困户开始种植半夏，成
立周氏中药种植植保专业合作
社，引导贫困户发展药材种植业。

信阳日报社 宣

兰店办事处

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

本报讯（胡遥展）连日来，平
桥区兰店办事处联合食药所、安
全办、畜牧、农技等部门开展农资
打假专项整治行动， 让假冒伪劣
农资无处藏身， 有效维护了辖区
农民的合法权益。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 执法
人员对辖区农资经营场所进行了
拉网式检查，以农资批发商、零售
商为重点范围，以种子、肥料、农药

为重点内容，以市场巡查、质量抽
检为重点措施，切实加强对农资市
场的监管。截至目前，共检查农资
经营门店

38

家，抽检肥料样品
7

个、

种子样品
18

个， 没收过期农药
26

包， 责令
1

家销售过期农药经营门
店下架处理， 责令

1

家高毒农药专
柜不规范经营门店进行整改，有效
净化了农资市场，为秋耕秋种生产
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子路镇

扎实做好油菜播种工作

本报讯（杨道坤陶新）近日，

罗山县子路镇各相关部门积极配
合，抢抓天时，扎实做好油菜播种
工作。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该镇根
据各村的自然条件，按照区域化、

连片化、 规范化的原则进行统一
规划和布局， 在全镇计划种植油
菜
4.5

万亩，并计划把朱湾、罗寨、

李楼
3

个村作为示范村。

抢抓节令，全面推进。为抢抓
节令，该镇早计划、早安排，严格
按照时间要求， 指导农民进行开
播、点播、播种，目前群众正在忙
着播种， 田间地头呈现出一片繁
忙的景象。

充分准备，强化服务。为确保
油菜高产丰收， 该镇农技站技术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为农户提供
优质的技术报务和技术指导，要
求农户进行开墒点播，不得撒播。

同时， 组织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
户的专业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开
展药剂拌种、 配方施肥、 土壤消
毒、 机耕机播等技术培训和服务
指导。

加强检查，保障农资。该镇
加强对农资销售点的专项检
查，积极开展种子、农药、肥料
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活动，

防止不合格产品和禁用品进入
市场， 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利
益。同时，聘请

5

名农资监管员，

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实现动态
监管， 从源头上确保了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

深 入 开 展 扶 贫 工 作

早 日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油菜免耕栽培技术

油菜免耕栽培技术是指不
翻耕土壤直接播种或栽种油菜
的轻简栽培方法，是农业耕作技
术的一项革新，主要有稻田免耕
直播和稻田免耕移栽、套播等形
式。

一、早播种，解决季节矛盾
免耕栽培技术减少了翻耕整

地带来的水土流失， 保护土壤结
构，提高土壤肥力，具有省工、节
本和增效等优点， 对促进农业持
续高产、稳产起了重要作用。

二、品种选择
简化栽培技术用种要选用高

产、优质、抗病、抗倒、早熟、成熟
期一致、植株高度中等、株型紧凑
的油菜品种。 直播油菜因其播期
偏迟， 品种利用上还要选择耐迟
播、抗寒性强的品种。

三、选好田块
稻田由于前期浸水时间较

长，土壤透水通气性差，因此进行
油菜免耕直播时必须选择地势较
高、地下水位较低的稻田。在水稻
收割前

10

天左右、 水稻勾头散籽
时排水晒田； 水稻收割时应将稻
桩矮化， 稻桩高度控制在

10

厘米
以下，最好是齐泥收割。

四、开沟作畦
收获后立即开好“三沟”

(

厢沟、

腰沟、围沟
)

。开沟整厢，沟宽
20

厘米、

深
15

厘米， 将沟土打碎均匀撒于厢
面，做到厢面平整。开好“三沟”，排
灌畅通自如， 是保证油菜生长期间
抗旱、防渍和增强抗病性的需要。

五、重施基肥
基肥是免耕直播油菜获得高

产的基础， 基肥以无机肥与有机
肥相结合。 中等肥力田块亩施用
氮磷钾复合肥（

45%

含量）

20

公斤
至
30

公斤作为基肥， 亩施农家肥
1000

公斤， 硼肥
1

公斤至
1.5

公斤
/

亩，均匀撒施在田面上。

施提苗肥： 定苗后结合中耕
或雨前亩施尿素

5

公斤提苗。

重施薹肥：初薹期亩追施尿素
5

公斤至
6

公斤、氯化钾
5

公斤至
6

公斤。

六、化学除草
水稻收割后， 先用灭生性除

草剂
10%

草甘膦
33

毫升
/

亩， 播种
后
3

天内，及时用乙草胺类除草剂
进行芽前喷雾防杂草。用

50%

乙草
胺
50

毫升至
75

毫升
/

亩或
60%

丁草
胺
100

毫升
/

亩对水
40

公斤喷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