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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聚焦三农
按照常年规律，河南省夏粮产量约占全国夏粮总产的四分之一——

河南夏粮预计总产超630亿斤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版编辑 邵 红本版编辑 邵 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向来有“苗木
之乡”的美称，这里的苗木种植户如今也有了自己
的经纪人。

苗农要经纪人做什么？原来这些经纪人用他
们丰富的经验、可靠的信息、灵活的头脑服务于广
大苗木种植户，帮助当地苗农找市场、找销路，为
广大苗农种植户架起了“致富桥”。

李营街道苗木种植面积达 6.3 万多亩，但刚
开始种植苗木那几年，种植户们常为找不到销路
而发愁，出现苗木销售渠道不畅、滞销等问题，苗
农只能靠自己跑关系找销路。苗木经纪人的出
现，解决了这一难题。

刘忠强就是这样一位苗木经纪人。去年12月
份，刘忠强帮助 20 户苗农卖出了 2000 多根法桐
苗，苗农找到市场赚了钱，刘忠强也实现个人利润
五六万元。如今的李营街道，像刘忠强这样一手
牵着苗农一手连着市场的苗木经纪人已达 200余
人，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达 6 亿元，为苗农增加收
入4.8亿元。

近年来，任城区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苗农的政
策，经纪人深入各大苗木基地，进行苗木产量、质量
调查统计，并将可供苗木数量等相关信息发布在
网上，让广大造林业主和苗木经销商及时了解市
场行情，早做订苗计划。同时，李营街道帮助苗农
成立苗木协会，定期邀请济宁市农科院、农校的有
关专家为苗木经纪人进行专门培训授课。目前，
李营苗木协会已发展会员 300余人。

如今，李营街道的苗木经纪人已经积累了一
定的市场经验，懂得规避风险，适时根据市场信息
来调整苗木的品种、生产规模及营销策略。苗木经
纪人赢得了苗农的信任，推动了李营苗木产业实
现产销两旺和交易双赢。目前，当地苗木产业已经
将市场拓展到北京、新疆等20多个省区市。

苗农有了经纪人
本报记者 杜 芳

在全国各小麦主产区机收大会战、夏种夏管
工作全面展开之际，近日，奇瑞重工“三夏”麦收
服务全面启动，奇瑞“谷王”公益收割队、农机服
务直通车编队启程奔赴河北、河南、安徽、山东、
江苏、山西、陕西等全国“三夏”麦收主产区，为
农村贫困家庭和弱势群体免费收割小麦，帮助他
们实现夏粮“颗粒归仓”。同时，开展活动，保障
农机服务直通田间地头。

据了解，自去年开始，奇瑞重工开创中国农
机行业公益收割服务先河，派遣一支全部由谷王
收割机组建而成的公益收割队，进行免费公益收
割，这支队伍也被誉为“中国公益收割第一队”。
今年，“谷王”公益收割队继续扩大作业范围，增
加收割频次，帮助农民用户实现丰产丰收。

同时，奇瑞重工启动“农机创新服务体系”，通
过全国性的信息指挥中枢，数个流动指挥、实施分
中心“农机服务直通车”，以及集结在作业区域内、
可实现快速移动服务响应的“卫星”服务站，奇瑞重
工可面向全国农机用户提供包括信息服务、远程
诊断、配件支持、专业维修、培训咨询、抢收支援等
在内的农机创新服务，对服务半径100公里以内的
所有农机提供全天候服务待命，确保 50 公里半径
内2小时到达，100公里半径内3小时到达，为全国
跨区作业机手提供精准、精益、精诚服务。

奇瑞农机“公益收割队”

开 创 免 费 收 割 先 河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李文媛

奇瑞农机“公益收割队”

开 创 免 费 收 割 先 河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李文媛

谈到今年夏粮产量，河南省滑县白道口
镇东小寨村的王明贤来了劲头。他说，今年
我种了 13 亩小麦，实收小麦 16000 多斤，细
算一下，一亩地能打 1280 斤小麦，比往年每
亩多打 200 斤。“取得这样的产量，关键是高
产创建的作用，每到关键农时，包片的技术
员就直接到村里，手把手、面对面地指导我
们科学管理。”

当前，全国夏粮第一主产省河南省麦收
已结束。记者从农业部新闻办获悉，河南小
麦在连续 10 年增产的高起点、高基数上再
获丰收。据农情调度，河南全省 8050 万亩小
麦已全部收获完毕，预计夏粮总产在 630 亿
斤以上，平均单产突破 800 斤大关，有望实
现持续增产。按照常年规律，河南省夏粮产
量约占全国夏粮总产的四分之一。

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河南
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说：“今年小麦取得丰
收，从产量要素上看，呈现‘两增一减’。主
要是去年麦播基础好，实现了一播全苗，冬
春 麦 苗 生 长 稳 健 ，平 均 亩 穗 数 比 去 年 增
加。今年病虫危害轻，一喷三防等管理措
施到位，小麦千粒重比去年持平略增。由
于受长期干旱及倒春寒影响，小麦穗粒数

较去年有所减少。从全省综合情况分析，
单产比去年增加。”

去年麦播以来，河南省先后遭遇冬春连
旱，晚霜冻害，“干热风”、强降雨过程等不利
天气。农业厅多次召开专家会商会，研究分
析，提出对策，围绕抗旱浇麦、赤霉病防治、
种子田管理、应对强降雨天气等，先后派出
16 个专家督导组，指导各地科学开展麦田
管理。县市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因地因
苗制订对策，指导农民应对灾害天气影响，
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科学管理是关键。河南省根据粮食作物
不同的生长时期，结合每年的气象条件，组
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调研，及时制定技术意
见。开展“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服务活动，
组织 1.3 万名技术人员，分包 4.7 万个行政
村，做到科技人员直接到村，良种良法直接
到田。利用专家讲座等方式，向农民宣讲麦
田管理技术。通过 12316 技术服务热线，随
时解答农民提出的问题。

高产创建是引领。“同是一片天，同是一
块地，为啥产量能差很多？”郭天财说，关键在
于河南省高度重视高产创建，大力推广良种
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深耕深松、精量播

种、测土配方施肥、病虫草害综合防治、保护
性耕作等集成、高效、规范技术的应用，进一
步挖掘了粮食生产潜力，为全省夏粮丰产丰
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高标准粮田是基础。目前，河南各地正
大力推进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整
合 20 多项重点建设项目，涵盖农业综合开
发、国土资源、发展改革、水利、林业、交通、
电力、气象、农机、农业等相关部门牵头实施
的农业项目。2012 年，巩固完善和新建高标
准粮田 1734 万亩，今年计划再建 900 万亩
高标准粮田。

农机化水平是支撑。今年“三夏”期
间，河南省共出动各类农业机械 410 余万
台 （套），其中联合收割机 16 万多台，玉
米播种机 60 余万台，历时 19 天，完成小
麦 收 获 面 积 8000 多 万 亩 ， 机 收 率 达 到
98%，比去年增加 1%；完成夏玉米机播
面积 3780 多万亩，机播率达 86%，比去
年增加 2%；玉米种肥异位同播、玉米贴
茬灭茬播种等综合机械化技术大面积应
用。投入收割机总量、小麦机收率、玉米
机播率均为历年最好水平，为河南省夏粮
再获丰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前不久，浙江温州瑞安一河道污染严

重，杭州老板愿出20万元请环保局局长下河

游泳的文章在网上刊发后，引起了全国的

关注。

当地环保和水利等相关部门均派人

到现场调查处理此事，发现生活垃圾等污

染物堵塞了河道。很多人关注此河的水

质问题，希望环保部门检测一下水质，看

看河水是否受到污染。水质问题确实重

要，但目前汛期来临，千万不能忽视了另

一个重要问题：河道行洪是否通畅？

当地水利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并开

始拆除河上的简易棚，如果不及时拆除这

些行洪障碍物，洪水来临时将会“水漫金

山”，河岸两侧的商店、民居都会遭受洪水

的侵袭。全国各地每年因河道淤积或违章

建筑物影响行洪，都给百姓造成了生命和

财产的重大损失。

又是一年汛期来临，河道管理事关重

大，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我国幅

员辽阔，江河众多，据统计，我国流域面积

大于一百平方公里的河流有 5 万多条，大

于一千平方公里的河流有 1500 多条，大于

一万平方公里的有 79 条，还有无数条中小

河流。一些地区在城镇建设中无序占用和

开发河道内的滩地、沙洲，私搭乱建，滥采

河砂，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也加大了防洪

风险。还有的地区缺乏有效的河道管理措

施，致使河道成为“垃圾场”，造成河道严重

淤积堵塞，存在防洪安全隐患。

防汛专家强调，在气候复杂多变的汛

期，各地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河道管理条

例》，规范河道管理，加强防洪安全。城镇建

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滩地。在河道管理范

围内，禁止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

禁止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或者高秆植物；

禁止弃置各种渣土、垃圾等。在堤防和护堤

地，禁止建房、放牧、开渠、打井、晒粮以及

开展集市贸易活动。如有违反这些规定的，

当地政府河道主管部门除可责令其纠正违

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

款、没收非法所得；对有关责任人员，将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尽管条例要求得十分清楚，但个别地

区实施条例措施不够得力，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为保证汛期河道排水通畅，这些地

区的政府和有关部门需立即行动起来，对

大小河道进行全面排查，利用现代化机械

清理河道淤积，限期拆除河道内违章建

筑，给洪水让出道路，确保今年安全度汛。

防洪安全关系到每个人，人人都有保

护河道堤防安全和参加防汛抢险的义务。

如果发现河道内存在防洪安全隐患，应积

极向河道主管部门报警。

我们看到，目前

大江南北都在积极防

汛备汛，希望今年汛

期，因河道行洪不畅

造成的洪水泛滥少些

再少些，让生活在河

道两岸的人们能够安

居乐业。

汛期要确保河道畅通
李 力

设施瓜菜产业促增收就业

初夏时节，走进河北省阜城县亿生科技种植有限公司中伟种植基
地，看到整块的土地已经连片开发，在92个高标准温室大棚里，西瓜、
甜瓜、樱桃西红柿等各种瓜菜长势喜人。在农民土专家周怀福的指导
下，周边村子的百余名农民正忙着给樱桃西红柿授粉，在阜城县，像周
怀福这样的农民土专家已有2000多人，年收入都在5万元以上。

阜城县地处贫穷闭塞的黑龙港流域贫困片区，全县总人口 35
万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多达 18 万人，总耕地面积 68 万亩，是一个
传统农业县，长期以来，农户以种植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为主。

2002 年，阜城县确立了以设施瓜菜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化扶贫
路子，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大力发展设施瓜菜产业。三
里铺村是一个贫困村，全村 240 户人家，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600 元
的贫困户高达 80%以上。三里铺村用两年时间发展起冬暖式蔬菜
大棚 170 个，面积达 470 亩，年增收 80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
6000 元，比种大棚前提高了十倍，一举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目
前，阜城县 88个贫困村，已发展棚菜面积 2.6万亩。

三里铺村民史建华过去生活非常贫困，前几年建了两个温室大
棚，一年纯收入 2 万元，后来又建了 5 亩春秋棚。在北京打工的闺
女辞工回家，专心大棚生产。许家铺村民李风楚在外村帮人做木工
活，一年下来能收入 1 万多元。但从 2008 年开始，他看到村里人靠
种植大棚都富了起来，于是放下了大半生的手艺，也建起一个占地
12 亩的春秋棚，当年净赚 10 万元。每到瓜苗嫁接、西瓜采摘等最
忙的季节，李风楚最多时一天要雇 10 多个劳动力。李风楚感慨地
说：“如今咱在家门口挣钱，自家黄土也能变成金啊！”现在，阜城县
已有近 500 名像李风楚这样的返乡农民工在自家门口建大棚种瓜
菜，还带动了近 2000人就业。

政策补贴和小额贷款并举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设施瓜菜产业，阜城县专门出台政策，对连

片开发 50 亩以上的村，无偿为其打深井一眼，并帮助将棚区路面全
部硬化。贫困农户每新增一亩春秋棚补助 1000 元，新增一亩日光
温室补助 2000 元。他们还依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创办了农户自立
服务社，已为贫困农户办理小额贷款业务 2000 多笔，总投放金额
达到 2600 万元。全县建立了无公害瓜菜检测中心和衡德、金地瓜
菜批发市场，在瓜菜交易旺季的日车流量达到 2000 辆以上。为方
便西瓜生产和销售，在瓜菜片区硬化道路 83 公里，使所有西瓜产地
和市场实现了无障碍连接。为解决好瓜菜的保鲜储存问题，阜城县
引进天津中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6000 万元，建起一座总储
量 1.3 万吨、河北省规模最大的恒温气调库。目前，全县设施瓜菜
总面积已达到 18.6 万亩，其中西瓜种植面积 14.5 万亩。年产西瓜
达 55.8万吨，年增收 10亿元。

集约利用土地再发展

随着产业发展档次的不断提升，一些贫困农民的腰包逐渐鼓起
来，眼界也宽了，培育了一大批新农民。漫河乡的许家铺村，是
2008 年开始实施扶贫开发的贫困村，全村共有 216 户，先后建起春
秋大棚、育苗棚和小拱棚，总面积达到 1500 多亩，户均 7 亩，每亩收
入 7000 元，全村仅此一项增加收入 1000 多万元，人均增收 1.3 万
元，贫困户当年就一举脱贫。目前，许家铺村 2400亩耕地全部发展
起设施瓜菜，成为阜城县的棚菜专业村，全村瓜菜年收入达到 1200
多万元，人均收入 2 万多元。

2010 年 ， 这 个 村 规 划 建 设 了 占 地 200 亩 的 许 家 铺 新 村 ，
2012 年许家铺村实现了整村搬迁入住。新民居建设为许家铺村
置换出的 524 亩土地，复耕后全部用来发展设施瓜菜产业，年可
增收 1000 万元。目前，阜城县共有 12 个设施瓜菜专业村参与到
新民居建设中来。阜城县瓜菜产业已带动起 140 个村、6.3 万人实
现稳定脱贫。

去年 8 月以来，先后有 11 家民营企业投资阜城县的设施瓜菜
产业，解决了贫困农民发展瓜菜产业缺少资金的难题，此举也使阜
城县 2万贫困农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文/朱丽琴 李 静 肖 莉

大 棚 经 济 让 瓜 菜 成“ 金 ”
——河北阜城产业化扶贫纪实

6 月 17 日，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富罗镇三合村富群江上的铁

索桥建成，解决了此前媒体报道的当地学生竹筏涉水上学路的

问题。

“修好铁索桥不但方便了孩子们上下学，我们村民往来河两

岸也方便安全了。”村民邱绍武说，桥梁修好后，周边 2500 名村

民受益，大家不用每次出行都依靠划竹筏了。

右图 6 月 17 日，在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富罗镇三合村富群

江上，几名学生从刚刚修好的铁索桥上走过。

黄旭胡摄（新华社发）
下图 3 月 15 日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富罗镇三合村家长划着

竹筏将刚刚放学的孩子们接回家（3月 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求 学 路 上 架 新 桥求 学 路 上 架 新 桥

6 月 17 日，村民王樟根在展示自己办理的老

年证。

2013 年 4 月，为方便在城镇工作的农民群众

办理业务，浙江杭州桐庐县白云村在本村务工人

数最多的横村镇首创“服务跟着群众走”便民服务

站。白云村 1620 人中有 1322 人在横村镇工作生

活，村党委在“不增人员、不增经费”的前提下，在

横村镇设立服务站，为白云村的进城农民办理证

明开具、计生服务、新农合缴费等业务，让村民不

必回乡即可享受便捷服务。

何小华摄（新华社发）

村里事“城里”办村里事“城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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