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 是 一 年 麦 收 时 ！
□ 记者 付永奇

“南风起，麦泛黄，布谷声声催农忙。 ”随着夏日的骄阳
愈发炽热，周口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从南至北悄然被金色
浸染。 麦浪翻涌，裹挟着醇厚麦香，于天地间铺陈出一幅波澜
壮阔的丰收画卷。

周口地处黄淮平原腹地，农耕历史源远流长。 勤劳朴实的
周口人民世代耕耘，将悠久的农耕文明融入血脉、传承至今，铸
就了“中原粮仓”的美誉。 作为河南第一产粮大市、全国小麦生
产第一大市，周口的每一粒麦子，都肩负着“中国饭碗”的重任。

“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 ”今年 3 月中下旬以来，周口
1100 余万亩小麦遭遇干旱少雨与大风天气，生长面临严峻挑
战。关键时刻，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打响抗旱保粮攻坚战。经验
丰富的农民秉持“宁流千滴汗、不旱一株麦”的信念，遵循“一
水晚、二水赶、三水看”的原则，及时浇灌，不少人甚至连浇数
遍。 人勤地不懒，精心浇灌后的麦田重焕生机、绿意盎然。

丰收画卷的背后 ，离不开惠农政策的有力支持 。 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 ，如 “及时雨 ”般唤醒沉睡的土地 ，激励农民
悉心呵护每一寸耕地；农机购置补贴，似强劲东风，助力先进
农机设备进入田间，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农业保险政策，像
坚实的“保护伞”，为农民抵御种植风险。 这些政策精准落地，
成为农民的坚实依靠，让古老土地焕发新的活力。

“战场要有新武器，种地要有好农具。 ”如今，周口小麦
生产综合机械化率超 99%。联合收割机如钢铁巨龙，在麦浪中
穿梭驰骋，吞进沉甸甸的麦穗，留下整齐的麦茬。 收割机的
轰鸣声与农民的欢笑声交织，奏响一曲激昂的田园乐章。

作为“中原粮仓”的主力军，近年来，周口持续加大农业
科技创新投入力度，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方位提升
粮食生产综合能力，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春争日，夏争时。金色“三夏”在周口，是农事繁忙的时节，
是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在这里，
让我们一同感受 “中原粮仓 ”的磅礴力量 ，聆听希望田野上
的丰收赞歌！ ②3

������5 月 21 日， 在郸城县胡集乡王楼行政村的一块麦田里， 一台收割机正在忙碌
作业。 据介绍，该县部分地块的小麦已经成熟，具备收割条件。 记者 徐松 摄

卫奇农牧：
一根菌棒挑起乡村振兴大梁
□记者 刘彦章 徐启峰/文 刘俊涛/图

一朵菌菇能创造多大的经济价

值？ 河南省卫奇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卫奇农牧） 用 10 年时间交出
了一份答卷：2024 年产值突破 7 亿
元，带动 600 余人就业，助农增收超
7000 万元。 卫奇农牧以食用菌产业
为支点，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探索出
一条“三产融合、联农富农”的乡村
振兴新路径，为农业现代化转型提供
了可复制的“中原样本”。

扎根 ：从 “燕园学子 ”到 “菌菇
农夫”，在泥土里种出产业新地标

5 月 15 日，周口市西华县食用
菌现代农业产业园内， 恒温大棚中
银耳菌棒整齐排列 ， 菌菇在智能
控温环境下悄然生长。 卫奇农牧总
经理唐文魏手持菌棒介绍 ：“单根
菌棒可产 3 朵银耳， 价值超 7 元。
我们年产菌棒 9500 万包， 是周口
最大的菌棒生产企业。 ”

唐文魏种菌菇已有 10 年。在此
之前，他是北大学子，毕业后从事金
融行业，事业成功，挣得不菲身家。
2015 年， 唐文魏放弃人人称羡的
优渥生活 ，怀揣 “实体+金融 ”的
创业执念 ， 回到家乡周口市西华
县 。 彼时 ，周口虽是农业大市 ，但
传统种植模式效益低下，农民增收
乏力 。 唐文魏敏锐捕捉到食用菌
产业的潜力———周期短、 效益高、
市场需求旺盛 ，且周口具备原料 、
劳动力和区位优势。

卫奇农牧以“园区化”破题农业
现代化， 募资 5.5 亿元在西华县和
沈丘县建成两个食用菌现代农业产

业园。 西华园区占地 175亩，年产鲜
菇 1.5万吨，产值 3.5亿元。沈丘园区
投资 4 亿元， 年产鲜菇 2.5万吨，产
值 5亿元。两大基地形成“双轮驱动”
格局，直接安置就业近千人，带动周
口市跻身全国食用菌产业第一梯队。

（下转第二版）

唐文魏介绍公司运营情况。

□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河南考察并

发表重要讲话。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凝心聚力、鼓足干劲，
自觉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

治理的践行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新篇章。

坚持创新引领 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首要任务

机器轰鸣中，洛阳轴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工人们正
在忙碌作业。 9 大类型、3 万余种产
品在这里制造， 应用于航空航天、
工程机械、风力发电等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说，现代
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 ， 要大力
加强技术攻关， 走自主创新的发展
路子。 这坚定了我们做好制造业、
挺起民族轴承工业脊梁的决心。”现
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新莹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王新莹表示，企业将加大科技

研发力度，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
浪潮 ，提升核心竞争力 ，让轴承
这一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

更好服务于各产业 ， 实现从传统
制造向先进制造的跃升。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

柱，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力量。

湖南智电谷新能源技术研究

院负责人刘鑫宇说，习近平总书记
对科技创新的重视 ， 让我们深受
鼓舞 。 研究院正在布局建设中试

基地， 在各个孵化项目逐渐落地过
程中， 架起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
的桥梁。 “我们将努力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破解转化梗阻， 让科技成果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

“总书记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并为
河南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
让 我们更加坚定迎难而上的信

心。”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马健说， 河南将紧抓中部地区加快
崛起、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战略机遇， 以务实作风推动
完成 “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为
“十五五” 开创河南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提供有力支撑。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依兰县辉隆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社员谭亮对总书记提出的“要加强
耕地保护和建设 ， 扛牢粮食安全
责任”体会深刻：“我们将运用无人
机飞防作业、‘一喷多促’ 等手段，
精细开展田间管理 ， 为丰产丰收
筑牢根基，以实际行动为国家粮食
安全贡献力量。 ”

守护文化瑰宝 开辟文旅融合

发展广阔前景

河南洛阳伊水岸畔， 龙门石窟
千载伫立 。 窟龛 、石刻造像 、碑刻
题记，令无数中外游人流连于此。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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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本报讯 （记者 乔小纳 ） 5 月

20日，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市政协
主席牛越丽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
副主席任哲、岳新坦、李宁、程若光、
刘汉瑜、王富生，秘书长卢海洋参加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违规吃喝

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精神、 全市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警示教育会精

神和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学习教育、 整治违规吃喝有
关通知要求， 研究市政协集中开展
违规吃喝专项整治等工作。

牛越丽指出，要扎实开展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落实省委

和市委要求，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

风 ， 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
境。 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违规吃
喝的严重危害，坚决纠治思想认识
上的错误偏差 ， 切实做到以案为
戒、举一反三、警钟长鸣，筑牢思想
根基。 要深化以案说纪、以案说法，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党员干
部增强政治定力 、纪律定力 ，让心
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成为日常自
觉 。 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示范引
领，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
辖上作表率，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弘
扬优良作风 ，带动政协党员 、干部
遵规守纪、担当尽责。 要抓长抓细，
注重从制度上找差距、 补短板，不
断完善机制 、建章立制 ，不断巩固
拓展作风建设成果。 ①7

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践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激励干部群众奋勇争先谱新篇

张建慧主持并讲话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 究 工 业 项 目 建 设 、“三 夏 ” 生 产 等 工 作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5 月 21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 ， 研究工业项目建设 、“三夏 ”
生产 、“十五五 ” 规划编制等工作 。
市委书记张建慧主持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深刻领悟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大要求，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两高
四着力”， 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和农业强省，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
会治理， 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
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在以高质量发
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进程中作

出更多周口贡献。要坚定不移办好自
己的事 ，着力稳就业 、稳企业 、稳市
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
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坚持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构建
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加快建设工业强市。 要守牢耕
地保护红线， 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奋
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要突出抓基
层、强基础、固根本，坚持以党建引领
基层高效能治理，加强基层治理网格
建设，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 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
治理，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 “五大行
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要扎实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把党员干部个人查摆
整改与组织查摆整改紧密结合起来，
强化问题导向，抓好整改整治，注重
建章立制，切实把作风硬要求变成硬
措施，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
成效。

会议研究全市工业项目建设工

作，强调要紧盯“五张清单”，聚焦主导
产业，强化正向激励，坚持以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积极培育专精
特新企业，注重招大引强、招新引优，
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会议研究全市“三夏”生产工作，
强调要加强科学统筹，认真做好农机

调度、机收作业保障等，建立日会商
机制，强化气象监测预警，从严抓实
秸秆禁烧，确保麦收安全有序、夏粮
颗粒归仓，坚决打赢“三夏”攻坚战。

会议研究讨论《周口市“十五五”
规划前期重大课题选题建议 （讨论
稿）》，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 、依法决策 ，聚焦 “两高四着
力”，明确阶段性目标，注重体现特色
优势，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征求
干部群众、专家学者意见建议，高质
量编制周口市“十五五”规划。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①7

开栏的话

������抢收 、抢种 、抢管 ，一年一度的
“三夏”战役在周口广袤的田野上火热
打响 ！ 这既是关乎全年收成的关键
时期，也是现代农业发展成果的集中
展示窗口。

即日起 ， 本报开设 《“三夏 ”新
观察》栏目，及时报道权威生产数据，
让您精准掌握全市麦收进度 ； 讲述

种粮大户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奋斗故

事，传递丰收的喜悦与希望；聚焦智能
收割机、秸秆打捆一体机等硬核科技，
全方位展现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发
布气象预警、 技术指导等贴心服务信
息，为“三夏”生产筑牢安全防线……
在这里，我们将多维度呈现全市现代
农业新图景，诚邀大家共同见证！

———习近平总书记河南考察纪实
“把历史视角、战略思维，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

□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初夏时节，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
河南考察调研。

居中国之“中”，跃黄河、依秦岭、
临太行。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
省……时间将河南的书页延展得很
长，等待赓续的书页正徐徐铺展。

中国对于历史的理解，总书记曾
深刻指出：“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

大历史观里的一域一隅，深深浅
浅地镌刻下大党大国的行进足迹。河
南之行，两天时间观感深刻。 总书记
语重心长地说：

“中部地区，怎样崛起？ 黄河流
域，怎样高质量发展？把历史视角、战
略思维，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 ”

七十多年的跋涉

“这条路是走对了”
5 月 19 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考察。
该公司前身为“一五”期间建成

的洛阳轴承厂。 1954 年，田野里，洛
轴立起第一根测标。那是新中国向着
工业化梦想进发的最初岁月。“一五”
时期我国的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有
7 个布局在洛阳，除了洛轴，还有矿
山机械厂、耐火材料厂、拖拉机制造

厂等，总书记对此了如指掌。
这些企业伴着共和国的发展一

路向前，有过辉煌，跌过跟头，几经探
索。 轴承，工业的“关节”。 “挺起民族
轴承工业的脊梁”， 洛轴的誓言里刻
着拼搏和壮志。

展台上， 有以毫米计的精细件，
也有应用于风力发电机、盾构机的大
块头；生产线上，智能机械臂正精细
作业，各项参数实时显示。 习近平总
书记细细察看，不时驻足询问，详细
了解洛轴的改革发展之路。 目光所
及，心中所思，新中国在工业化之路
上那些纵横交错的印记、淬火成钢的
荣光扑面而来。

忆起 “过去的洋火 、洋皂 、洋铁
等靠买进来 ”，感慨 “一穷二白的中
国，156 个项目开始了工业建设”，赞
叹 “我们奋发图强 ，靠自己的力量 ，
搞起 ‘两弹一星 ’”，进而谈到 “今天
我们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

造业第一大国”， 话语间有沧桑，更
有豪情。

历史的变迁，国际的对比，让一
个结论无比清晰。 总书记坚定地说：
“我们坚持走自主发展实业的道路，
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 制造业，这
条路是走对了！ ”

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