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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王帅杰

7 月 26 日，在河南省新乡卫辉市李源
屯镇王湾村，十几位村民正在村口忙着建
防洪堤坝，几百米外洪水正沿着公路慢慢
向王湾村靠近。放下手中的铁锹，一位村
民指着不远处的水说：“仅仅一夜，水离村
里近了100多米。”

忙碌的人群中，有一位昨天晚上刚从
苏州返回的村民赵磊中。7月 25日，他连
夜搭火车再转乘汽车，终于赶回了王
湾村。

7月26日一大早，赵磊中听说，卫辉市
柳围坡滞洪区的洪水开始往村里倒灌，村
干部正在发动在家的青壮劳力携手抗洪
抢险保护家园时，他第一个报了名。

早在 7月 23日，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发布第 3 号公告显示，随着上游来水量
增大，共产主义渠、卫河市区段水位上涨，

部分河段出现外溢现象，新乡市决定实施
分洪措施，立即启动卫辉市柳围坡滞洪区
进行泄洪。而包括王湾村在内的李源屯
镇的多个村庄都处于柳围坡滞洪区的
边缘。

“那么多外地的爱心人士都来驰援新
乡了，作为卫辉人这时候更应该守护家
乡，守在一线，抗击洪灾。”正忙着从农用
三轮车上卸土的赵磊中说。

洪水导致王湾村的 1000 多亩耕地全
部被淹，受灾惨重。村委委员张武根告诉
记者，现在村里的老人和孩子都已经平安
撤离，全村在家的50多名青壮劳力全部来
到了抗洪抢险一线。

王湾村位于李源屯镇的西侧，沿着村
子往北走8公里便是卫河，而在村子北边1
公里的地方便是卫河的支流南长虹渠，目
前渠内的水已经灌满，正在往两侧的田地
里倒灌。“镇里已经通知让我们加紧抢险
筑坝，防止洪水侵袭村庄，我们也做好了

应急预案，一旦洪水真的无法拦截，随时
准备撤离到濮卫高速路处的第二道防
线。”张武根说。

从 7 月 25 日开始，村民们就把进村
的沟渠全部用沙袋填堵了起来，防止洪
水沿沟渠漫灌进村。“我们这儿属于李源
屯镇的前沿，洪水上来首先淹这儿，所以
我们必须筑好镇里的第一道防线，守护
好 李 源 屯 。”王 湾 村 党 委 副 书 记 王 保
华说。

过了王湾村往北走便是卫辉市上乐
村镇的地界，记者了解到，整个上乐村镇
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柳围坡滞洪区内，全
镇有 33 个村被淹，村内所有群众全部转
移。如今，上乐村镇有8500多名群众被临
时安置到了李源屯镇的18个安置点。

在李源屯镇政府所在地，来自全国各
地的爱心物资堆满了镇政府的大院。运
送物资的车辆一趟趟地往返于镇政府与
安置点之间。顶着32摄氏度的炎热天气，

乡镇干部带领志愿者抓紧时间往车上装
物资。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衣服虽然被
汗水浸透了，但脚步依然没有慢下来。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来到我们李源
屯镇就是客人，我们必须照顾好他们。”连
夜从新乡市向李源屯镇转运物资，又接连
在镇政府协助指挥物资调配的镇纪检书
记王增番说。

与此同时，在柳围坡滞洪区与李源屯
镇交汇的涵洞、沟渠等低洼地带，李源屯
镇党委、镇政府也发动各村群众与志愿者
一起加紧在村庄外围围堵来袭的洪水。
目前，全镇有1200余人正在各村参与修堤
固堤筑坝和转移安置村民的工作。

守卫家园、守护人民，大灾面前，比堤
坝更坚固的是民心。“我们相信，全镇人民
齐心协力一定能护好李源屯，保护好全镇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且照顾好上乐村
镇的 8500 多名被安置的群众。”王增番信
心满满地说。

守护李源屯

卫辉被困群众有序转卫辉被困群众有序转移移
7月27日，在河南省新乡卫辉市比干大道与振中路交汇处，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人员正在从被洪水淹没的城区内向外转移被

困群众。目前，卫辉市城区内大部分群众都已经成功转移，但仍有少部分留守人员被困在水中，救援队及时给被困群众补充给养，
并继续有序向外转移受灾人员。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
河南捐款2000万元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
文）近日，河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致
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为支持河南防汛救灾工作，决定向河
南捐款2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灾情救助
和灾后重建。

河南遭遇强降雨以来，邮储银行积极
履行国有大行责任担当，迅速制定推出多
项措施，打出金融支持防汛救灾“组合
拳”。线下网点与线上服务并举，保障基础
金融服务畅通；针对防汛救灾民生保障各
类主体，推出防汛救灾专属金融服务；对受
汛情影响暂不能营业但有发展前景的企
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暂时出现困
难的各类经营主体，做好延期还款付息安
排；对救灾捐款汇款免收个人及对公转账
汇款手续费，对灾区金融服务收费推出减
免政策；给予防汛救灾专项信贷额度保障、
给予差异化利率政策，统筹安排汛期和灾
后恢复重建。

下一步，邮储银行将继续坚定不移把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持续关
注河南救灾工作进展，全力做好受灾地区
金融服务，为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贡
献力量。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小川

见习记者 朱一鸣

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
部分城市发生严重内涝。郑州、新乡等
汛情严重地区的群众生活是否有保障，
生鲜农产品供应是否充足，引发社会各
界的高度关注。

7月27日，记者走访中部地区“菜篮
子”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以下
简称“万邦”）了解到，万邦位于中牟县，
担负着河南省 60%以上、郑州市 80%以
上的农产品供应。随着地方的道路交
通运输逐步恢复正常，市场蔬菜供应稳
中有升，水果库存充足，河南农产品供
给总体充足、价格稳定。

“事关群众吃饭大事，万邦始终坚
持正常运转。”据万邦价格监测中心负
责人宁亚兵介绍，汛期开始后，为确保
物流园商户正常进出场，园区协助商户
紧急转移仓储物资至安全区域，保护了
商户财产安全，打响了一场与暴雨抗
争、与洪水赛跑的大战。

“希望大家敞开吃、受灾群众放心
吃，我们一定全力保障大家吃饱、吃好，
吃上放心菜。”宁亚兵表示，万邦明确要
求“汛情不消、人员不撤”，全力协助商
户防灾减灾，全力救援车辆和货物。为
了抵御水涝，万邦共出动 5000 余人次，
近 120 个小时的风雨交加中，确保托稳
河南“菜篮子”。

“上手轻点，装车快走，那边着急
用。”在果蔬经营区，主营南方菜的昆明
拓友经贸公司总经理潘得荣天不亮就
开始忙碌，一车又一车的蔬菜发往省内
外各地。

“最近几天出货量比去年同期至少
翻了一番，主要是省内采购量上涨明
显。”潘得荣表示，由于前期连续降雨，
河南多地农作物受损，蔬菜采购需求陡
然上升，万邦物流园各类蔬菜采购客户
明显增多。

就消费者较为关注的蔬菜价格而
言，走势较为分化。据悉，园区内上海青
18日批发价为每斤2.4元，但由于暴雨积
压了一批货，25日、26日上海青价格迅速
跌至每斤1元左右，而意大利芹菜的价格
则由18日的每斤2.1元跌至每斤1.4元。

“低价的主要原因是商户着急出货
防止腐坏，后期价格可能会趋于平稳。”
潘得荣解释道，7-10月是南方菜的供应
旺季，上市蔬菜量将会持续加大，预计
未来一段时间上海青、油麦菜等常规叶
菜价格不会出现明显上涨。

“长期看蔬菜供给还是充足的，价格
会稳中有降，请消费者和批发商户不要担
心。”宁亚兵表示，为确保河南农产品市场
物丰、量足、价稳、质安，万邦积极响应河
南省政府号召，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和应急
调度工作，坚决做到不加价、不断供、不停
运，切实保障蔬菜、粮油、肉蛋奶、水果等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为保障供应，行业协会也已开始行
动。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张玉香表
示，市场协会将按照农业农村部统一部
署，积极推动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会员
单位协调联动，强化市场保供稳价的功
能，加强市场预测，及时调度数据和情
况，为决策部门提供重要参考。同时，推
动加强与各省农业部门沟通协调，帮助
万邦与各地市场主体强化对接，全力保
障河南地区农产品市场供应。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7月26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
到，河南因强降雨受损的农村公路，本
着优先抢通山区唯一道路的原则，目前
已抢通村道 130 条，尚有 1555 条仍在抢
修中。未抢通路段主要集中于安阳、新
乡、郑州、鹤壁、许昌等市域。

河南全省农村公路阻断1685条，其
中县乡道 336 条，村道 1349 条。阻断的
县乡道中，有 51 条处于洪水淹没区，待
洪水退去后，勘察确定抢通时间；21 条

桥梁水毁，计划一个月内抢通；264条路
基路面冲毁、坍塌，计划一周内抢通。

目前，河南农村公路未抢通原因主
要有三方面：一是贾鲁河、卫河泄洪，部
分市县洪水尚未退却，目前不能开展抢
通工作。二是山区等险要路段路基整
体冲毁，填方量大，抢通周期较长；部分
路段坍塌量大，清理需要一定时间。三
是目前部分市县的灾情尚有扩大趋势，
尤其是卫河两岸洪水尚未退却，对农村
公路持续浸泡会导致路基路面水毁。

全省130条村道已抢通
还有1555条仍在抢修中

全省“菜篮子”：量足价稳供应有保障

关注河南抗灾救灾关注河南抗灾救灾

（上接第一版）
开发网站或主页，推广手机APP，开设微

信公众号，制作多媒体课件……一个集农民
教育培训、科学普及、推广服务、信息传播
多功能于一体的农业科教云平台诞生。该平
台像是一个网上农业课堂，农民想看的、想
问的、想学的，应有尽有。

付晴岚说：“手机都已经成了新农具，高
素质农民培训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赵科帆刚刚
涉足花卉种植不久，正处在最需要技术指导
的关口。“多亏有了农业科教云平台，解决了
我的燃眉之急。”赵科帆对信息技术在农民培
训中的广泛应用赞不绝口。

让“农民”来给农民当老师

玉溪市江川区雄关乡下营村方圆十里八
乡的花卉种植户都知道，当地康乃馨种植能
手段华仙自投资金在花卉基地建了一间可容
纳 80 多人听课的多媒体教室，其中有不少人
还到这里当过学员，聆听过段华仙精彩而又
实用的技术讲解。

2014 年 12 月，江川区首批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启动，段华仙成为学员之一。回想起那
段培训经历，她告诉记者，自己受到的触动
和启示非常大。这些触动和启示，不仅让段
华仙成为了一名康乃馨种植能手，还让她成
为了带动当地花农共同发展的“领头雁”。

“以前我吃过不懂技术的亏，现在不想
让大家再走弯路。”段华仙说，“农广校的老

师常常教我们，作为高素质农民，要自己干
得好，还要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于是，从
2016 年开始，段华仙每年免费举办技术培
训，至今已累计培训当地花农 1600 多人次。
她还有本自编的培训“教材”——《康乃馨
切花设施栽培技术规程》，来人就发。

在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街道赵桅社区正
有草莓种植合作社，有着多年草莓种植、营
销经验的理事长郭正有也是高素质农民队伍
的一员。为了带领更多的农户学技术，走抱
团发展的路子，他主动申请将区里农广校的
田间农民学校建到了自己的种植基地。

几年间，田间学校培训了不少农民，也
有许多成了村子里的技术能手、致富带头
人。郭正有深有感触地说：“田间课堂建在基
地里，‘农民’给农民当老师，可以按实际生
产需要解决大家疑惑的问题，彼此之间还可
以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玉溪市农广校校长黄莲英说：“‘农民’
给农民讲课很实用，农民爱听，培训效果也
很好。第一个‘农民’就是我们的高素质农
民，所以在田间课堂里，经常能见到卷着裤
腿讲课的高素质农民老师。”

从普通农民到高素质农民，从参加培训
到组织培训，越来越多像段华仙、郭正有一

样的农民从学员变成了教员，因为他们都认
可，要想发展壮大，必需提高技术、转变思
想，而参加培训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

如今，在全省 1700 余人的农民教育培训
师资库中，他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

“示范村”里借产业强本领

选种、育苗、节水灌溉、施肥、田间管
理、收获……平均一亩地里刨出 4 吨马铃薯，
虽然一年下来要辛苦大半年，但种植户李天
挎也乐此不疲。在昆明市寻甸县六哨乡余则
莫村民小组，越来越多的像李天挎一样的高
素质农民正在通过自身的农技知识积累、相
关的专业能力培训、示范村的技术集成示
范，推动着马铃薯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以前，六哨乡种马铃薯都是靠天吃饭，
需要灌溉时都是用车拉水。最贵时，水价每
吨 15 元；现在，全乡百姓自制水池 1000 多
个，还配套了节水灌溉技术。

以前，有的生了虫、得了病，也不知道
是什么虫、什么病，只能等着减产；现在，
村里、乡里大大小小的马铃薯种植户都知道
是马铃薯晚疫病，早早地就开始预防。

诸多转变，皆因培训而生。
六哨乡马铃薯种植技术培训基地负责人

杜春永介绍，为了让示范基地里节水灌溉技
术集成、测土配方施肥试验的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他们会定期或不定期到各村委会、村
小组进行技术培训和推广，帮助种植户提高
种植管理水平。从 2018 年到 2020 年，基地累
计培训近700人次。

余则莫村民小组万担坪马铃薯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正林正是培训的受益者
之一，现在他已经成了马铃薯种植的“土
专家”。

昆明市农广校校长胡滇碧告诉记者，近
几年，省里结合云南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
品品牌”十大特色产业和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发展需求，提出了要结合产业开展高素质农
民培训，昆明市积极创新培训方式，结合各
县、区的特色产业，集中力量打造了 18 个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村”。

余则莫正是 18 个“示范村”之一。不
过，要成为“示范村”，条件比较苛刻，比
如，要有一个优势突出的主导产业，要有 10
名以上新型职业农民并成为致富带头人，还
要有一个技术支持单位，指导建立一个农民
科技核心小组等。胡滇碧表示，有了这些条
件，农民才有通过产业提升技术本领的基
础，高素质农民培训才能实现由点及面。

寻甸县余则莫马铃薯示范村、宜良县德
马辣椒示范村、嵩明县官庄设施蔬菜示范
村、西山区六岔路蜜蜂养殖示范村……在这
里，是产业发展成就了高素质农民，也是他
们助推了产业发展。

培训学本领 田间著文章

（上接第一版）
南岗村地势较低，不少地块正在紧急从

田里抽水。“现在南岗村有 5 台抽水机满负荷
运转，其中几台还是邻村过来支援的。”郑州
市委政研室驻村第一书记闫红说，抽干水之
后要抓紧拔苗消杀，再浇一遍井水清理土壤
开展补种。“

补种缺苗的情况，南岗村是否存在？
“南岗村有个产业区，集蔬菜育苗、种

植于一体，刚才产业区负责人打电话说捐 10

万株大田苗，你们跟我一起去问问情况。”闫
红说。

“我们将陆续向韩寺镇提供 10 万株甘蓝
和花菜苗，先期提供 3 万株，供镇政府调
度。”产业区技术工程师蔡海军说，接下来 4
个育苗温室全力育苗，加大育苗力度，成本
价向村民供苗。

因临近贾鲁河，中牟县官渡镇同样是受
灾严重区域。孙庄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兼
孙庄村党支部书记孙中岭向记者介绍，合作

社受灾严重，除了外面的花生受影响较小，
温室大棚里的蔬菜近乎绝产，损失将近 1000
万元。现在全社社员正在加紧育苗，积极抢
种，争取后期能挽回部分损失。

灾后防疫消杀也非常重要。中牟县调度
各委办局机关对口帮扶受灾乡镇。县医保局
对口帮扶韩寺镇5个村庄，据了解，目前已组
织相关力量对包片村庄全域消杀，并组织开
展医疗保健物资捐赠，确保受灾村镇医疗物
资供应充足。

记者了解到，中牟县农委全面梳理全县
灾情发生面积、受灾程度、作物种类等，并
进行实地技术指导，印发了中牟县农业生产
灾后恢复指南，为农民第一时间提供技术支
撑。此外，中牟县已为群众统一购买了治安
家财险，因暴风、暴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
害造成的家庭财产损失，都可以进行赔付。
据悉，目前中国人寿已对此次暴雨造成的居
民损失开展报案、登记工作，受灾群众可以
通过相关渠道登记申请。

中牟县：抢收抢种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