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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志松）4 月 16 日，
由延津县僧固乡主办的“麦海穿行·乌巢

骑遇”春季骑行活动在万亩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举办。近百名骑行爱好者齐聚于

此，畅游麦海风光、品味历史文化、了解
小麦沿革、感受产业脉动，共同见证僧固
乡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活动通过“麦海骑行+企业参展”模
式，展现了僧固乡生态、文化、经济协同
发展的新风貌，书写了乡村振兴新篇章。

位于延津县城东南的僧固乡西临县
城主城区，与临县原阳、封丘交界，安罗
高速、长修高速等国省干线穿境而过，交
通区位优势明显；这里是三国乌巢之战
发生地，沙庄舞狮、汤王庙、德士村粗布、
辉县屯托烧豆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
保护和传承，文化历史厚重；以节诺板业
为主的制冷、泡沫两大支柱产业集聚发
展，“冷链之乡”名片广泛传播；农业种植
以强筋小麦、优质玉米为主，与省农科院
等科研院校合作密切，不断推广应用农
业新技术新品种，连年打造产量、质量

“双高”农田，依托黄淮海冬麦实验田片
区，引进、繁育的“铁杆1905”“郑麦136”
等优质小麦品种屡创新绩，良种繁育产

业稳步迈进；农产品资源丰富，深加工本
地优质强筋小麦、脱毒红薯，打造全麦面
粉、富硒挂面、手工红薯粉条等特色产
品，重点培育辛庄西红柿、李庄水果小番
茄、位庄麒麟西瓜、军寨葡萄、朱佛村蟠
枣等，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蓬勃发展。

本次骑行沿途穿越乌巢遗址、文岩
渠沿岸、沙庄实验田等，近百名骑行爱好
者尽情享受骑行乐趣，用镜头记录下美
好的瞬间。设在沙庄“双高”实验田项目
区的补给站，现场讲解小麦历史沿革，
将农田变展台、变课堂，直观展现了僧
固乡“农业强基、文化铸魂、产业兴村”
的发展格局，吸引了骑手和周边群众连
连称赞。

此次春季骑行活动，展现了僧固乡
高标准农田的现代农业之美、乌巢历史
文化之韵与乡镇产业活力，更增加了本
土企业曝光度，进一步擦亮了僧固品牌，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为地方经济注入
新动能。

延津县僧固乡

麦海骑行 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骑行活动现场

本报讯（记者 刘志松）4 月 17 日，
辉县市消防救援局发布申报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及火灾高危单位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
火灾高危单位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火
灾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等法律规定，辉县市启动2025年度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及火灾高危单位调整界
定工作，要求各单位参考界定标准认真自
评申报，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申报时间从 4 月 17 日起至 4 月 20
日。

申报内容参考《新乡市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分级界定标准》等进行自评，符合

界定标准的填写《新乡市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申报表》。其中，符合火灾高危单位
界定标准的，按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备
案要求同步申报。申报时间内将《新乡
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表》及单位身
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单位盖章、消防安全
责任人签字）报辉县市消防救援局。

凡是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
准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符
合企业登记标准且经营规模符合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均
应主动申报。如单位符合界定标准未申
报，发生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单位法
律责任。

辉县市发布申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火灾高危单位通告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当前，正值
小麦抽穗的关键时期，原阳县紧抓农时，
积极行动，组织大批农技专家深入田间，
针对当前气候特点及病虫害发生趋势，
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理工作，为今
年的小麦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4月15日上午，在原阳县葛埠口乡
后卢寨村，农技人员正在村民吴祖正的
麦田里查看土壤墒情、小麦苗情和病虫
害情况，现场“把脉问诊”。吴祖正满脸

喜悦地说：“我这块麦田已经浇过两次
水、打过两次药了，现在是第三次浇水。
看今年的小麦长势，比去年还要好。”

针对近期干旱天气频发以及白粉
病、赤霉病等病虫害高发风险加大的实
际情况，原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师学文给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他强
调：“目前小麦正处于抽穗期，到扬花、灌
浆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小麦中
后期管理的关键时期，特别是病虫害防

治不容忽视。大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
题：一是白粉病和蚜虫，这两种病虫害在
我县小麦中普发，如果防控不力，将对小
麦后期的穗粒数和粒重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需要进行重点防控。二是赤霉病，
这种病害与气候密切相关，如果扬花前
遇到连阴雨或阴雾天气，极易发生危害，
最佳防控时期在4月下旬，预防工作更
为关键。此外，近期雨水偏少，对于缺墒
的地块应及时浇水补墒，但大风天气应

慎重浇水。”
据悉，近年来，原阳县始终坚持“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积极推进“良
田、良种、良法”的有机结合，带动了全县
小麦的大面积均衡增产。今年，原阳县
小麦种植面积达到了101万亩。为确保
小麦丰收，原阳县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了
上百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为广大农民提
供面对面的农田管理技术服务，为小麦的
丰产丰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麦田“绿韵”涌动 奏响田间“管理曲”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薛浩
泽）4 月 16 日，记者走进获嘉县太山镇
丁村，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街道与盎然
的绿意。在村民的房前屋后，一支由本
土工匠组成的“乡村工匠”队伍正热火朝
天地忙碌着。丁村村干部李东说：“多亏
了这些工匠师傅们的辛勤付出，让我们
的村庄节点打造进度得到了飞速提升！”

据了解，近年来，太山镇党委始终坚
持党建引领，积极创新，充分激活本土人
才资源。他们聚焦基础建设、乡村治理、
生态提升这三大关键领域，通过组建“乡
村工匠”队伍，成功破解了多项建设难
题，进一步激发了村民共建美好家园的
热情，让昔日的乡村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与活力。
针对“三通一规范”项目面临的资金

紧张、技术力量薄弱等挑战，太山镇各村
党支部积极行动，建立了“工匠+项目”
工作机制。他们充分发挥“乡村工匠”长
期扎根农村、熟悉本地环境的优势，创新
实施了“1+N”结对帮带施工小组。这些
小组以片、街、户为单位独立承包施工任
务，并按照“工时换工分”的模式参与村
内道路硬化、管网铺设等工程。

在深化开展“五清五拆五整治”及
“一清三规范”专项行动中，太山镇各村
依托“3533”党群代表议事会，创新组建
了“乡贤工匠智囊团”。他们共推选出
26 名德高望重的老匠人担任矛盾调解

员，充分发挥他们在人熟、地熟、事熟方
面的治理优势。在违建整治中，工匠们
灵活运用专业经验，制订了“一户一策”
的拆除方案；针对不规范合同问题，他们
通过“丈量公示+现场演绎”的形式划清
了土地边界，有效消除了村民的疑虑。

针对乡村建设专业力量薄弱的问
题，太山镇党委创新实施了“绿美工匠”
培育工程。他们通过“引进来+传帮带”
的双向发力模式，一方面积极邀请兄弟
乡镇的“工匠能手”到该镇开展“节点打
造流动课堂”；另一方面建立了“师带徒”
的传承机制，围绕乡村规划、文化墙打造
及园林规划等专题，因地制宜地开展现
场教学并提出宝贵建议。

此外，各村还纷纷组建了“红色工匠
小分队”。他们利用废弃的砖瓦、陶罐等
材料，建成了14处“街心花园”、12处文
化墙绘长廊以及 25 处改造后的闲置宅
基地“四小园”。其中，丁村的工匠团队
通过“瓦片嵌花径、石磨作景墙”的创意，
将一处废弃庭院成功蜕变为“风月无边”
的网红打卡点。这一举措真正实现了“废
料重生、匠心筑美”的生态振兴新图景。

据悉，下一步，太山镇将持续深化
“乡村工匠”品牌建设，建立工匠人才库
和星级评定制度。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举
措，让更多的“土专家”变身成为“乡村建
设师”，为全面推进和美太山建设注入持
久动能。

党建引领聚合力“乡村工匠”绽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