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掀起春季麦田管理高潮

本报讯 （记者原文钊） 昨日， 记者在

马村区安阳城街道罗庄村看到， 一些村民

正在地里给麦田浇水， 虽然近期气温仍然

较低， 但各地春季麦田管理工作已经积极

展开。

“俺村这一片共

60

多亩地， 有两眼

井， 每家挨着浇水， 俺家这两亩地一天一

夜就能浇完 。 ” 村民侯玉分告诉记者 ，

“今年天气比较旱， 现在正是浇返青水的

时候。”

据了解 ， 该街道总耕地面积

25950

亩， 其中山坡面积

9000

亩、 塌陷地面积

10000

亩 ， 焦辉路以北都是山坡和塌陷

地 ， 且水井少 ， 水井水位都在

200

米以

上， 浇地成本极高且非常困难。 该街道农

业技术人员李长喜告诉记者， 虽然条件艰

苦， 但麦田管理工作不能放松， 街道已经

组织专业农技人员对农民进行麦田管理的

指导， 保证今年春季麦田管理工作的正常

进行， 到目前， 该街道麦田基本普遍浇了

一遍。

记者在各地采访时看到， 开春后， 不

少地方为增温保墒、 清除板结、 改善土壤

通透条件、 促进根系生长、 消灭杂草， 普

遍开始对麦田进行中耕。

市农业专家提醒农民朋友， 开春后气

温回升， 是小麦病虫害多发时期， 应加强

预测预报， 及早查清病情虫情， 抓住时机

综合防治病虫草害。

入春以来，我市各地普遍掀起了浇小麦返青水的高潮。图为孟州市会昌办事处张厚村

村民在浇地。

本报记者 王学典 摄

本报讯

(

记者杨仕智 通讯员薛德安

)

去冬

以来， 一个建设纵横南北、 贯穿东西、 覆盖全

市、 支撑孟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水利格

局的建设高潮正在这里形成，

20

多个水利工程

建设项目都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构架孟州大水利架构是孟州经济、 社会、

民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孟州市水利局局长宁

合国说， 孟州市人均可利用水资源

477

立方米，

仅为全国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的四分之一， 属

重度贫水区。 “十一五” 期间， 孟州累计投资

2.1

亿元， 实施近百项水利工程， 成效显著。 但

是孟州水利发展现状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还不相适应， 水资源短缺仍是制约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瓶颈， 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是影响

粮食安全的重大制约， 水利设施薄弱仍是基础

设施建设的明显短板。

去年中央

1

号文件的下发及中央、 省、 市

水利工作会议的召开， 迎来了水利建设的春天，

孟州市委、 市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 确定了建

设纵横南北、 贯穿东西、 覆盖全市、 支撑孟州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水利格局的战略构想。

其方略是： 蓄住天上水， 留住地表水， 用好土

壤水， 少采地下水。 科学调配农业用水、 工业

用水、 城市用水、 景观用水和环保用水， 为孟

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为绘就孟州大水利发展蓝图， 该市按照提

升、 持续、 统筹、 整合的工作思路， 不惜重金

投资

100

多万元， 聘请国家、 省水利专家高规

格编制了具有统筹性、 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孟

州水利发展规划 ， 共从防洪减灾 、 民生水利 、

水资源开发利用、 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

4

个方

面规划项目

52

项， 投资总规模达

18

亿元， 为未

来

5

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孟州水利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项目是蓝图变成现实的 “引擎”。 该市以

52

个水利项目作支撑 ， 专门成立项目领导小组 ，

全面出击， 今年共争取国家、 省到位资金

2560

万元， 并坚持配套资金不欠账， 保证项目全面

开工， 今年共续建、 新建、 拟建项目

26

个， 总

投资

11295

万元， 争取上级资金

8355

万元。 其

中， 续建项目

8

个， 今年完成投资

3966

万元 ；

新建项目

7

个， 总投资

1146

万元； 近期开工项

目

6

个， 总投资

6183

万元； 正在争取项目

5

个，

总投资

14661

万元。

孟州西部岭区有

18

座中小型水库带病运

行 ， 就像

18

颗 “水炸弹 ” 悬在全市百姓的头

上， 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拆除

“水炸弹”， 孟州市聘请专家对中、 小型库进行

堪测、 论证

,

编制除险加固报告， 跑部进京要项

目。 已有

10

座水库下达了除险加固投资计划，

总投资达

7537

万元， 其中

3

座已建成投用 ，

7

座正在紧张施工， 另外

5

座已上报到有关部门。

一个投资

5000

多万元的滩区涝河治理工程已经

竣工，

18

座桥梁已建成并通车。 这项工程有效

提高了原河道的防洪排涝能力。

孟州投巨资对三干渠 、 永利渠进行修复 ，

开挖土方

17

万立方米， 贯通渠道

15.5

公里， 新

增灌溉面积

3

万亩。

去年总投资达

1225

万元的饮水安全工程全

部通水， 解决了三道沟、 廉桥等

23

个村

2

万多

农民和

6000

多名师生的安全饮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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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博爱县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

1

号文件及中央、 省、 市水利工作

会议精神， 以发展设施农业、 服务县域经济为

重点， 注重科学治水、 依法治水， 突出加强薄

弱环节建设， 大力发展民生水利， 各项工作都

取得了可喜成绩 ， 全县完成水利投资

10477.05

万元，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人数

3.79

万人， 新打

机井

500

眼， 利涝河道清淤

51.4

公里， 敷设地

埋管道

33.6

万米， 新修防渗渠道

53.8

公里， 新

增节水灌溉面积

5.16

万亩， 改善灌溉面积

1

万

亩， 改善除涝面积

1

万亩。

农村饮水安全是该县关注民情、 解决民生

的具体体现 。 该县在做好项目规划的基础上 ，

积极争取市以上资金

464

万元， 群众自筹

51

万

元， 解决了金城乡西金城、 清化镇官庄村、 许

良镇陈范村

3

个乡镇

4

个行政村和

2

所学校

1.42

万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为了加快解决农村

饮 水 安 全 步 伐 ， 该 县 不 等 不 靠 ， 自 筹 资 金

1176.79

万元 ， 实施了农村饮水安全村村通工

程， 解决了金城乡西张茹、 清化镇西关、 月山

镇苏寨等

5

个乡镇

13

个行政村

2.675

万人的饮

水安全问题。 在抓好平原区饮水安全问题的同

时 ， 该县还大力实施山区人畜饮水解困工程 ，

通过多方努力， 在山区打深井

6

眼， 完成了汉

高城集中供水管网敷设任务。

为了抓好节水灌溉工程建设， 该县积极争

取国家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高效节水灌溉试

点项目 ， 该项目总投资

1.088

亿元 ， 分

3

年实

施， 光每年市级以上的投资就高达

3300

万元。

去年， 是该县国家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高效

节水灌溉试点项目实施第一年， 总投资

3629.81

万元。 该项目涉及孝敬镇

19

个行政村， 新打机

井

269

眼， 配套机井

269

眼，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

2.97

万亩。 同时， 该县还实施了涉及许良

镇大辛庄等

4

个行政村丹东节水配套工程。

博爱县把恢复和完善防洪除涝体系建设 ，

作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重点工作来抓， 以蒋

沟河金城段等骨干涝河整治为重点， 同时各乡

镇广泛开展冬修防洪除涝工程建设。 全年累计

完成利涝河道清淤

51.4

公里， 改善除涝面积

1

万亩。 通过清淤除涝， 一个沟沟相连、 沟河相

通， 桥、 涵、 闸基本配套的防洪除涝体系日益

完善。

该县以治理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 实

现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山川秀美为目标 ，

围绕治山与治水相结合、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

相结合、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以人为

本， 因地制宜， 实施水利配套工程， 巩固基础

设施建设， 有条件的地方引水， 无条件的地方

实施集雨节灌工程。 去年完成了柏山冬枣园滴

灌工程、 寨豁樱桃园滴灌工程， 营造经果林

102

公顷， 营造水保林

160

公顷， 封禁

463

公顷， 整

修涝池

3

座， 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

平方公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蒋沟河、 幸福河

已成为博爱县城的内河， 同时运粮河、 北横河、

勒马河防洪标准低， 防汛压力日渐加大。 该县

按照 “青山相拥、 绿水环流” 的山水城市目标，

高标准完成了城区水系规划， 努力打造 “三纵

四横三湖” 城区滨水景观带， 逐步实现 “水清、

水动、 水活” 的竹林水乡美景。 去年已投入

600

万元开工建设了幸福河整治、 蒋沟河城区段整

治工程， 北横河改造等工程今年春天可开工。

博爱县：大兴水利支撑科学发展

孟州市：高点定位构架水利体系

□

简明新闻

2

月

15

日， 市水利局召开党组会

议，专题学习《焦作市建设中原经济区

经济转型示范市总体方案》， 及时对建

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工作进

行部署。市水利局局长马国庆在会上对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他

说， 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

是市委、市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任务

艰巨，责任重大，要认真学习，充分认识

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要依据市委有关文件精

神，对涉水部分工作任务进一步细化分

解， 责任到人， 并跟踪督察。 对市水

利局牵头的各项工作要制订出实施方

案， 明确具体工作内容、 时间节点和

配合单位的工作内容。 要统一思想，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突出重点，强化措

施，精心组织，切实推动各项工作任务

落到实处。

（宋东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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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首批京外委员陆续抵京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记者余晓洁、 刘敏）

3

月

1

日

6

时，东方吐白。 长春开来的

Z62

次

列车正点驶入北京站。吉林省的部

分全国政协委员成为首批抵京的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京外委

员。

全国政协委员陆续抵京。在即

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他们将凝心

聚力，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的神圣职责。

残疾人来京免费坐公交不受限制

2

月

29

日， 一名残疾人在北

京

1

路公交总站体验免费乘坐无

障碍公交车。

从

3

月

1

日起，只要出示国家

统一发放的残疾人证，即可以在北

京免费乘坐公共电车和公共汽车，

而盲人的免费范围扩大至城市轨

道交通。免费政策将惠及北京市及

全国各地户籍乃至外国来京残疾

人。 （新华社发）

美国遭龙卷风和暴雨袭击

造成至少 12人死亡

据新华社芝加哥

2

月

29

日

电 （记者李觅） 美国中西部多个

地区

2

月

28

日晚至

29

日晚遭到

龙卷风和暴雨袭击， 目前已导致

至少

12

人死亡、多人受伤。

两名在埃及遭绑架中国工人

已安全获释

据新华社开罗

3

月

1

日电

中国驻埃及使馆

1

日中午证实，

当天早些时候在开罗被绑架的两

名中国工人已获释， 目前已经返

回租住地。

据介绍， 两名工人来自广东

一家石材公司。 当地时间

1

日

6

时左右， 两名工人刚刚离开位于

开罗南部麦阿迪区的公寓楼，便

遭到武装人员绑架。当天中午，被

绑架的工人在开罗西部吉萨地区

获释。

3

月

1

日 ，居

民吴风仙在发卡仪

式上展示自己的居

民健康卡样本。

当日， 卫生部

在河南郑州举行居

民健康卡试点地区

发卡仪式。 居民健

康卡使居民到医疗

机构看病可以实现

“一卡通”， 实现居

民个人电子健康档

案、 电子病历等卫

生 资 源 信 息 的 共

享。 （新华社发）

我省举行居民健康卡发卡仪式

（上接一版） 已接近 “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选育的超级稻“

Y

两优

2

号” 亩产

926.6

公斤的水平。 如

今，市农林科学院主要粮食作物选

育水平已跻身全省先进行列。

农业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

服务农业生产，持续增强农产品供

给保障能力。为了不断提高粮食单

产水平，保持我市在全省的领先地

位，市农林科学院认真落实《焦作

市

2500

斤粮食单产能力建设规

划》，大力开展高产创建，以自主选

育新品种为依托，在修武、温县、武

陟、博爱、孟州等地建立小麦、玉米

“百千万示范基地” 达

10.5

万亩，

经专家验收，超高产攻关田连续两

年实现亩产吨半粮的攻关目标，粮

食高产创建领先全国。

以横向联合为纽带，以学术交

流为平台，优势互补，借力推进，是

市农林科学院科技创新的重要手

段之一。该院已连续

3

年承办国家

“

973

项目”的“重要农作物核心种

质构建”学术会议，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

5

位院士、中国农科院

副院长刘旭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科

学院等

56

家高等院校的

120

名专

家通过各种会议，考察了该院科研

试验田和科技示范基地。刘旭在参

观考察后评价：“焦作在小麦高产

创建中，把基础科学与应用研究紧

密结合起来的做法值得肯定，这条

路径为其小麦高产创建领先全国

提供动力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与应

用研究有机结合是小麦高产创建

的根本路径之一，焦作在这方面为

全国树立了样板。 ”通过承办国家

级学术会议，该院与两院院士以及

国家 “

973

项目 ”首席科学家建立

长期的学术交流机制，充分利用其

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联合开展作

物分子设计育种，培养高层次科研

人员，使我市作物育种从传统育种

向分子设计育种迈进，进一步提升

了科技创新水平。

建设农业科技“流动

大学”， 突破 “最后一公

里”瓶颈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超过

1.5

亿名农村青壮年劳力

外出务工，一些农村地区出现村庄

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

现象。 为此，培养“职业农民”解决

的不仅是明天的耕地谁来种的问

题， 重要的是怎样种得更好的问

题。怎样让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生

产力， 有效突破 “最后一公里”瓶

颈，培育“职业农民”已成为绕不过

的严峻问题。

市农林科学院在长期服务“三

农”工作的实践中，探索出一种全

新模式，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农业

科技“流动大学”的崭新思路，把学

院设在城市， 把教室搬到农村，在

“最后一公里”铺路架桥，破解农业

科技成果推广的难题， 截至目前，

已在武陟、修武、博爱、马村等县市

区

188

个村举办农业科技专题讲

座、培训班

260

余期，培训学员

2.2

万人次，印发技术资料

18.6

万份。

在办学过程中，“流动大学”不

断下沉工作重心， 深入农村一线，

走近农民群众， 走进田间地头，创

新农业科技教学方式，确保农民看

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同时，依托

“流动大学”， 市农林科学院采取

“院乡合作”、“院社合作” 形式，根

据各地种植业结构特点， 建设了

“十大科技示范基地”，组织和引导

广大农民应用农业新技术、 新成

果、新产品，为各地制订科学的高

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管理

方案，示范推广小麦、玉米、水稻、

“四大怀药”、蔬菜、果树、食用菌、

杨树等新品种

51.6

万亩， 增产粮

食

6100

万公斤，增加农民收入

1.2

亿元，推动了我市现代农业发展。

“流动大学”建设为市农林科

学院创新农业科技服务方式提供

了广阔空间，初步形成了农技推广

服务多元化的新格局。 依托“流动

大学”建设，市农林科学院统筹全

市涉农科技资源，组建种子科技产

业联盟、 化肥农药科技产业联盟、

科技教育产业联盟、农业气象服务

科技产业联盟四大科技产业联盟，

形成一套以农业科研单位为主体，

多部门横向联合，市、县、乡、村纵向

互动，多元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力

量共同参与的农业科技推广新体

系。

立足新起点、瞄准新

目标，踏上新征程、勇攀

新高峰

中央和省委、市委

1

号文件聚

焦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发展迎

来了又一个春天。对市农林科学院

来说，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是全

市人民的重托，是新起点，更是新

挑战。 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市农

林科学院又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即

围绕 “三个核心”， 强化 “三大创

新”， 努力发挥农业科技的引领和

支撑作用。

以国家粮食安全为核心，强化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市农林科学院将继续开

展“农作物超高产新品种选育创新

中心建设 ”、“

1700

公斤粮食单产

能力支撑技术综合配套研究”、“标

记性诱导技术在玉米育种上的应

用”等十大科技攻关课题，并加强

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选育，采用现代

育种技术，力争尽快选育出一批在

产量、品质、抗性、适应性等方面具

有突破性并适应现代耕作制度的

主导品种。 同时，该院将加强资源

高效利用技术研究，加快新品种和

新技术的集成与推广，推动农作物

良种育、繁、推一体化建设和产业

化经营，全面提升我市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

以发展现代种业为核心，强化

科技产业体系创新，建设育、繁、推

一体种业集团。 目前，我市农作物

种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品种

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

障能力等方面相对较弱，难以适应

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加快种业重

组兼并势在必行。为发展我市现代

种业，市农林科学院打算联合博农

种业、怀川种业、平安种业、武陟农

科种业等种业企业，筹建注册资本

1

亿元，育、繁、推一体化的股份制

种业集团， 打造焦作种业品牌，力

争在全省乃至全国种业制高点上

占有一席之地。

以推进农业转型为核心，强化

产学研用联合创新，建设现代农业

科技园区。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是加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的战略

举措，是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

实践，是推进产学研用结合的具体

行动。 目前，市政府已出台关于创

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指导

意见，市农林科学院将瞄准国内一

流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目标，按照政

府引导、政策扶持、市场运作、资本

置换等办法， 以武陟县三阳乡、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000~10000

亩现代农业功能区为载体，创建市

级直属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园区分

为农业科学试验区、农业科技中试

区、 现代农业展示区三大功能区，

重点形成粮食、林果、蔬菜、花卉、

食用菌、种业、农产品加工和观光

旅游八大产业，集展示性、效益性、

规模性、生态性、观光性于一体，力

争用

2~3

年时间打造成为省内一

流、 全国知名的农林科技创新中

心、农林科技展示中心、农林科技

转化中心、城市居民农业休闲和文

化观光中心。

是谁在播种绿色、 孕育希望，

是春天；是谁让大地丰收、 农民欢

笑， 是科技。 今春， 农业科技发

展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在广袤

的怀川沃土上， 市农林科学院科

技创新的探索和实践仍在继续 。

百尺竿头， 我们相信， 市农林科

学院一定会在中原经济区经济转

型示范市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更上

一层楼！

致 9 人死亡的云南南华境内车祸

原因系超速

新华社昆明

3

月

1

日电 （记

者伍晓阳）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

州政府新闻办日前通报，造成

9

人

死亡 、

24

人受伤的杭瑞高速云南

南华县境内“二一八”交通事故，原

因系司机在连续弯道下坡路段超

速行驶，导致车辆撞断护栏翻车。

2

月

18

日深夜， 司机王天林

驾驶发动机有故障的云

AL2464

大客车从昆明驶往大理，

23

时

20

分行至杭瑞高速

K2428＋850M

处

连续弯道下坡路段， 因超速行驶，

致使车辆驶离行驶方向右侧路面，

撞断护栏翻下路外边坡，造成

9

人

当场死亡、

24

人受伤的交通事故。

经公安机关查明，这起交通事

故属于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事故 ，

驾驶员王天林承担此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王

天林夜间驾驶机动车辆， 通过连

续弯道下坡路段， 超速行驶，致使

车辆驶离路面， 撞断护栏翻车所

致。

据了解，肇事车辆是石林兴利

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的金龙牌旅

游客运车辆，此车核定载客

47

人，

事故发生时载客

37

人， 其中游客

33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