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王安
琪）“现在是小麦孕穗关键期，也是条
锈病、赤霉病高发期，植保无人机的农
药配比一定得操心！”5月4日，在新乡
县小冀镇杏庄村，小冀镇农业技术指导
员时新杰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
病虫害防治。

记者现场看到，一架植保无人机开
始在麦田里低空作业，伴随着急速的

“嗡嗡”声，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雾状
的农药从机体喷出，精准地喷洒在麦田
上，形成一道雾帘。

“过去一提到打药，头都大了。”小
冀镇杏庄村的农户聂述宾说，“现在使
用植保无人机，1个多小时就打完了，即
节水节药又省时间。”

据了解，新乡县除了植保无人机和
新型植保机械外，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小
型监测站，里面安装着物联网虫情信息
采集设备、植物病菌孢子捕捉仪、土壤
墒情监测设备以及气象设备，实时向中
原农谷（新乡县）数智中心传送相关数
据。经过大数据分析和专家研判后，各
种信息、预警和解决方案会传到“AI农”
软件中，供广大种植户查看，避免或降

低田间灾害带来经济损失。
该县种粮大户马文昌告诉记者：

“我家一共流转4800亩耕地，多亏了‘AI
农’软件，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能快
速分析地面监测站的数据，让我们及时
了解田里的墒情、虫情、苗情和灾害预警
信息，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和预防，不懂
的问题还可以线上联系农业专家咨询
解决，省心省力。这几年小麦的平均亩
产比2000年提高了100多公斤。”

新乡县农业农村局农资农机股股
长孔令辰介绍，该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
30.54 万亩，小麦齐穗面积 30.54 万亩，
目前赤霉病预防面积 27 万亩，其中统
防统治面积20万亩。

“截至目前，我们已编印发放技术
资料 2000 份，培训病虫害防治技术人
员100人次，各乡镇农药投入量19吨，
使用植保无人机180架……条锈病、赤
霉病均没有形成危害。”孔令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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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无人机在麦田里低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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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5 月 5 日，
记者了解到，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推动移风易俗，倡导婚事新办、喜
事简办的文明新风，“五一”期间，由中
共原阳县委宣传部、中共原阳县委组织
部、原阳县总工会、共青团原阳县委、原
阳县民政局联合举办的青年职工集体
婚礼在该县人民广场南广场举行。

在集体婚礼仪式开始前，20对新人
身着中式传统服饰，乘坐充满爱情浪漫
元素的“公交婚车”来到现场，以独特的
方式携手共赴一场“中式浪漫”婚礼。
将公交车作为婚车，提倡绿色低碳环
保，这分独特而浪漫的记忆将载着他们
由“永结同心站”驶向“百年好合站”。
到达现场后，新人们纷纷到签名墙签
名、合影留念，写下倡导文明风俗、弘扬
时代新风的承诺。

活动现场，原阳县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贺洪强，在致辞中向新人们表示热
烈的祝贺和真心的祝福。他说，集体婚
礼是一项倡导婚嫁新风为主的社会公
益活动，它符合时代特点和青年需求，
希望更多的青年参与到移风易俗、婚事
新办的社会文明新风尚中来。

随后，在悠扬的乐声鸣奏中，20对
新人手牵手沿着红毯缓缓入场。在司
仪引导下，行却扇礼、合卺礼、结发礼、
执手礼，仪式感满满。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引导全县适婚
青年树立健康向上的文明婚俗新观念，

推动全社会形成文明节约的婚典新风
尚，激励青年一代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践行者，争做移风易俗的参与
者、推进者，为建设美丽、和谐、幸福原
阳贡献青春力量。

在书法家的指导下，新人携手共同为“囍”字添“口”

“五一”假期，原阳县举行青年职工集体婚礼

移风易俗 婚事新办 喜事简办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王
安琪）5月5日，记者走进新乡县七里
营镇杨堤村，只见宽阔洁净的道路、
生机勃勃的田园、古朴美观的民居、
错落有致的绿植，让人流连忘返。如
今，一张“美丽生金”的高质量发展新
画卷，正在杨堤村徐徐展开。

在一户农家大院里，几个人正有
说有笑。“前年来这玩儿，看到环境这
么好，就花钱租了一栋农房，装修后自
住。”郑州市民李先生对记者说，“村里
的生活节奏较舒缓，景色也很好看。
过节时和朋友们在院子里吃烧烤，可
以体验与城市生活不一样的乐趣。”

据了解，杨堤村是特色保护类村
庄，历史悠久，村风文明，民风淳朴，保
留着 20 世纪以来各个年代的豫北特
色民居。为保住特色，扮靓乡村，杨堤
村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修复三实
现”（修复乡村生态，实现公共服务向
农村延伸，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优秀传
统文化回归）的设计理念，遵循“一图
两表六原则”，对村庄进行修复与保
护，做到“不砍一棵树，不扒一间房，不
填一口塘”，既保持了村庄原始风貌，
又夯实了蝶变的基础。

在具体建设过程中，杨堤村利用
村民闲置宅基地，建设了豫北特色民
居、产业小院、“堤上人家”等乡村美
景，带动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使村集
体每年增收15.2万元；盘活13.6亩土
地，实现了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充分
利用废砖废料和闲置的砖瓦、木材、磨
盘等物品，将旧物再利用、老屋换新
颜，实现村庄庭院处处有风景。

现在的杨堤村，不仅有像李先生
一样从郑州远道而来的“新居民”，还
有退休返乡重建家园的村民。20 多
年前，村民杨兴刚为改善居住条件，早
早在城区买了房。去年回村看到家乡
变得越来越美，他果断翻盖了老房子，
搬回老家住。“回来把自己家装得好看
了，自己住得也舒心。‘五一’期间，我
们村好多人来拍照。现在能变成‘网
红村’，村里的收入也就多了，作为这
个村的一分子，我也很高兴！”杨兴刚
说。

“明年，我们要在现有基础上再
提升服务功能，借助参观考察团多、
旅游打卡人多的优势，深挖村里的潜
力，重点发展以传统手工作坊为特色
的庭院经济，不断壮大村集体产业，
不仅让群众生活在美景中，而且要让
群众走上致富路。”杨堤村党支部书
记杨纪春说。

新乡县七里营镇杨堤村

塑造美丽乡村新面貌
迈出乡村振兴新步伐

本报讯（记者 崔敬）“孩子工作
忙回不了家，我身体不好没法下地，雇
人打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正发愁
我这几亩地呢，你们就来雪中送炭
了！”5月5日，面对穿梭在田间的党员
志愿者，封丘县陈固镇冯马台村的冯
大爷高兴地说。

5 月 5 日，在冯马台村一望无垠的
麦田里，党员志愿者身背喷雾器，不停
地挥动着喷头杆，喷出的团团药雾在
麦田里缭绕。他们来回穿梭的身影，
编织起一幅温馨的助农画卷，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

“五一”假期，很多在外务工的劳

动力无法返乡，打药成了困难群众最
头疼的操心事、烦心事。陈固镇党委、
政府了解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党员
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志愿服务行
动，帮助留守老人、帮扶对象等困难群
众做好“一喷三防”。

封丘县陈固镇党员志愿服务助农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