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城猪”顺利通过遗漏品种认定现场核验
本报讯（记者 张志新 文/图）5 月

23日至 25日，在农业农村部全国畜牧
总站畜禽资源处处长于福清带领下，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办公室组织

中山大学教授陈瑶生、 山西农业大学
教授李步高、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研究
员王金勇等有关专家一行来到周口，
对遗漏品种“项城猪”进行现场核验。

5 月 24 日，专家组一行先后实地
考察了沈丘县鑫鸿养殖专业合作社

（如图），项城市鑫发养殖有限公司、项
城市和美神养殖有限公司， 走访了项
城市新桥镇、 官会镇等部分养殖户及
当地畜牧老专家，通过听取汇报、现场
考察测定、 查验资料和质询答疑等形
式，对“项城猪”群体数量、体型外貌、
生长发育等各项性能指标进行全面、
深入、细致的评估和全方位的“把脉会
诊”，并进行现场质询和讨论。

5月 25日上午，在召开的“项城猪”
遗漏品种认定现场核验会上，专家组成
员认真听取有关汇报，现场观看视频资
料， 对申报材料进行现场质询提问、现
场答疑，充分肯定了品种资源保护单位

对“项城猪”开展的大量基础研究和保
护工作，最终形成了一致性意见。

最后， 专家组成员一致认为，“项
城猪”符合遗漏品种认定的有关规定，
现场核验通过。

据了解，“项城猪”是我国著名地
方猪品种之一， 品种历史悠久，20 世
纪 80 年代前主要分布在周口市项城
新桥和谷河 、汾河沿岸一带 ，以繁殖
率高、 抗病力强、 肉质鲜嫩而闻名。

1959 年被录入《祖国优良家畜品种》，
1996 年被录入 《中州名典 》河南十大
名畜。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外来杂交
品种猪的引入，“项城猪”数量逐渐减
少。在 1976 年至 1983 年和 2006 年至
2009 年开展的全国第一次、第二次畜
禽遗传资源调查中，因调查品种和区
域范围窄、 交通条件受限等因素，未
调查到 “项城猪”， 甚至有资料提出
“项城猪”灭绝的说法。 2021 年开展的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要求
普查“区域全覆盖、品种全覆盖、不漏
一村一户”， 周口市普查人员在全面
开展入户普查时，发现了与“项城猪”
外貌特征基本一致的黑猪群体。 省畜
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通过对历

史记载与发现的黑猪群体的外貌特

征、生产性能对比分析，与确山黑猪、
南阳黑猪 、豫南黑猪 、大白猪等地方
品种、培育品种和引入品种进行生产
性能 、遗传距离对比分析 ，初步确定
发现的黑猪群体是“项城猪”，并向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提交了遗漏

品种的认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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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项城市清华育英学校举行了“欢庆六一 家校共育”文艺会
演，特邀学生家长走进校园，了解学校办学理念和育人模式，促进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育和谐发展。 记者 张志新 摄

黑水鸡受伤 多方接力暖心救助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王亮

“爸爸妈妈，我发现咱们小区大
门口角落里有一只黑色的鸟趴在地

上一动不动的，你们快来救救它吧！”
5月 29日 19时许，项城市公园路学
校二年级的小学生付婧博在小区门

口玩耍时，突然发现一只酷似鸡的鸟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立即打电话将这
件事告诉了在家的爸爸妈妈。

付婧博的爸爸妈妈赶到后，首
先将这只鸟放到纸箱里， 然后拨打
110 报警电话。 不久，千佛阁派出所
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小心翼翼地
将这只鸟保管了起来。

付婧博说：“我发现这只鸟的时
候，看到它的鼻子红红的，爪子又尖
又长。后来，爸爸通过百度搜索得知
这只鸟可能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黑水鸡。 ”

“孩子怕这只鸟被猫狗叼吃了，
就赶紧喊我们救它。 当我捧起这只鸟
的时候，发现它很温顺，也没有挣扎，
可能是病了或者受伤了。”付婧博的妈
妈丁女士提起当时的场景激动地说。

5 月 30 日一大早，项城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野保股的工作人员携

带救助箱， 冒着小雨赶到千佛阁派

出所，现场接收了这只鸟，并将它送
到周口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救

治。
后经周口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工作人员鉴定， 这只鸟的确是国家
“三有”保护动物黑水鸡，并猜测这
只鸟可能是在觅食时被枯草或灌木

弄伤了右眼，体质虚弱，在救助中心
调养后方可放归大自然。

据了解，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指
的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 黑水鸡，俗称水中的“黑
色小精灵”，是鹤形目秧鸡科水鸡属的
鸟类，又名红冠水鸡、红骨顶、红鸟、江
鸡，多见于湖泊、池塘等淡水湿地，善
于游泳和潜水，不善飞翔，在全球范围
内都有广泛的分布，在我国新疆西部、
西藏东南部等地区比较常见。

近年来， 项城市加大野生动物
保护力度，利用展板、手册、标语等
多种形式开展爱鸟护鸟宣传活动，
大大增强了群众爱护野生动物的意

识。今年以来，项城市广大人民群众
通过报警求助等方式， 主动参与到
野生动物救助中来， 已成功救助野
生动物 19 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9 只 、国家 “三有 ”保护动物 10
只。

抢收抢种 不误农时
三店镇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王俊茹 夏凯） 为扛牢粮食安全重
任， 项城市三店镇把夏收工作作为
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 主要领导靠
前指挥，镇村干部及时行动，党群联
动抢收抢种， 力争把本轮降雨对麦
收产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坚决
打好打赢这场麦收攻坚战。

主要领导靠前指挥，亲自抓，具
体抓。三店镇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
镇长任组长的防汛排涝抢收抢种工

作领导小组， 召开镇村两级干部大
会，强化思想认识，细化工作举措，
迅速组织队伍投入到防汛排涝抢收

抢种工作中， 以争分夺秒的工作态
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镇村干部及时排涝，减损失，保
产量。 三店镇组织镇村干部深入到
田地、沟渠查看积水状况，制定排水
措施，组织人员和机械疏通坑塘、沟
渠进行排水。 不能排水的组织排水

机械进行抽水， 尽最大努力减轻损
失，保证小麦品质和产量。对田间积
水严重、 短时无法排水或局部倒伏
地块，组织队伍进行收割。 同时，加
快机收进度，保证机收质量，减少机
收损失，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对收获后的小麦， 指导村民及时通
风晾晒，有条件的进行烘干作业，防
止继续发芽霉变。

党群联动抢收抢种，解民忧，纾
其难。三店镇在 25个行政村均成立
了党员先锋队， 到村入户帮助困难
群众和在外务工无法返回的农户抢

收抢种， 并组织爱心志愿者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帮扶工作， 帮助群众解
决在抢收抢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同时，进行科学
规划， 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生
活工作秩序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开
放文化广场等相关场所， 方便广大
群众晾晒小麦。

要把“三夏”生产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项城市夏收工作推进会强调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孙瑜珠）5 月 31 日上午， 项城市委
书记赵丹主持召开全市夏收工作

推进会议并讲话。 市长李飞，市领
导张晓伟 、侯自峰 、刘娟 、汪灿辉 、
张爱玲、陈强、娄二朋、张建威等出
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省、周口市“三夏”
工作专题视频调度会议精神，通报了
当前项城市小麦受灾调查情况。

就进一步做好全市夏收工作，
赵丹强调，要认清形势，扛牢责任。
各级有关部门要认清今年夏收工作

的严峻形势，把“三夏”生产工作作
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个专班
和各镇（街道）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扛

牢责任， 细化具体措施， 坚持日排
查、日研判、日调度机制，履行好各
自责任。处级干部每天到分包镇（街
道）开展工作，帮助完成夏收工作。

要明确目标，落实要求。严格按
照把损失降到最低，确保“三夏”工
作平稳安全。 收购专班要负责做好
分类收购，保障种粮群众利益。科学
规划，分类收割，加快抢收进度。 夏
收夏种专班要抓紧时间， 立足抢农
时、争早播，做到收获一块、播种一
块。做到夏损秋补，确保秋粮种植落
实到位，确保全年粮食产量。加强对
“三类户”夏收帮扶工作，确保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

要解决问题，防范风险。各个工

作专班必须把防风险放在工作首

位， 全面解决好农机调度、 价格提
升、烘干晾晒场地不够、收购分类不
力、部分困难户监测户收割困难、村
集体经济流转土地收入减少、 保险
理赔不快不准、 秋粮供补不够等风
险问题， 以实际行动和成效确保夏
收夏种工作平稳有序、安全高效。

要严肃纪律，强化督查。 纪委监
委要成立工作专班， 督查处级干部在
岗在位情况， 各个专班解决问题情况
以及各镇（街道）工作责任落实情况。
要坚持每天下发督查通报。 各镇 （街
道）要落实好会议各项部署安排，把措
施拿得更细， 确保会议安排部署落到
实处，确保整个“三夏”生产平稳安全。

李飞对全市夏收工作作了具

体安排部署 ，他强调 ，要抢抓窗口
期，加快小麦收割，做到抢收减损。
各镇（街道）要有时间观念，积极联
系种粮大户 、了解群众需求 、加强
专家指导，全力保障麦收。 农机部
门要组织好机械调度，做到供需匹
配，明确专人负责机收作业供需对
接服务工作，把机收需求落实到村
到地块，加快机收进度，挂图作战，
以最快速度完成小麦抢收任务。 要
抓好夏种夏管，确保秋季粮食稳产
增产。 各个工作专班要立即召开会
议，迅速开展工作，做到日调度、日
会商 、日研讨 ，形成合力 ，抓好落
实，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全力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孙店镇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崔
剑平）“秸秆是个宝，回收利用好。 禁止
焚烧秸秆，保我蓝天碧水……”走进项
城市孙店镇，不论是村庄街边还是田
间地头， 类似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为让“三夏”秸秆禁烧工作深入人心，
近日，项城市孙店镇多措并举，全方
位开展秸秆禁烧宣传工作，为筑牢秸
秆禁烧“防护墙”、打赢蓝天“保卫战”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传统宣传红红火火。 该镇充分
利用广播、悬挂条幅、发放致广大农
户的一封公开信、 出动宣传车等传
统手段 ，开展全方位 、多层次 、全覆
盖 、高频率宣传 ，把秸秆禁烧政策 、
综合利用技术、 农机融合耕种模式
等宣传到每家每户， 切实增强群众
秸秆禁烧意识。

新媒体宣传轰轰烈烈。该镇利用
手机微信等平台，时刻让秸秆禁烧宣

传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达到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的效果。

正反宣传触动人心。 该镇加大对
积极投身秸秆禁烧工作的正面典型宣

传力度， 畅通秸秆禁烧期间举报投诉
渠道， 积极鼓励群众举报焚烧秸秆行
为，对反面事例及时曝光、严厉打击。

小手拉大手互联互动。 该镇发起
“小手拉大手 秸秆禁烧大家共同守”
宣传教育活动， 以中小学生的小手牵

起大人之手， 共同撑起秸秆禁烧全社
会防护的大网， 全力开展秸秆禁烧宣
传工作，在全社会形成“不敢烧、不能
烧、不想烧”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截至目前，孙店镇共召
开广播会 238 次 、 出动宣传车 204
次、张贴标语 15000 份、悬挂条幅 540
个、签订责任书 22000 余份、组织大
型宣传活动 6 次 ， 受教育覆盖面
100%。

眼下，已进入“三夏”
生产关键时期，项城市组
织各镇 （街道 ）在每个行
政村成立党员志愿者服

务队，以实际行动为困难
群众提供贴心服务，把党
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

心田。 图为孙店镇董坟行
政村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队员为空巢老人等困难

群众抢收小麦。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王雪纯 高强 摄

十项便民举措护航麦收工作
秣陵镇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张亮）当前正值麦收关键时期，连日
来，秣陵镇认真贯彻落实周口市委、
项城市委“三夏”生产工作有关会议
精神，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把麦收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
立足实际，尊重农民意愿，尊重自然
规律，采取十项便民举措，组织农民
科学抢收，做到应收尽收，坚决打好
打赢麦收攻坚战。

精准对接作业机手。 该镇要求
农业农村中心组织人员精准对接辖

区内开展作业的收割机机手， 合理
安排收割地点、收割顺序，落实收割
面积，保证收割费用及时给付等。

提供贴心农机服务 。 在大广
高速秣陵站下站口设置农机服务

窗口 ， 为每辆外地前来的收割机
机手准备毛巾 、矿泉水等 ，同时要
求各行政村为外地机手提供好餐

饮供应等贴心服务。
优先保障农机维修。 该镇联系

大型机械维修门店 5 个， 开通 “三
夏”农机维修绿色通道，优先为“三
夏”农机提供维修服务。

挖掘粮食晾晒空间。 在确保道
路通畅、群众出行安全的前提下，允
许在国道以外的农村公路打场晒

粮，但不准摆放酒瓶、木头、砖石等
障碍物。另外，指导各村充分利用村

文化广场、学校操场、房前屋后、平
整房顶、 废旧厂房等各类场所晾晒
粮食，最大限度挖掘晾晒空间。

消防救援随时待命。 要求镇消
防救援站人员做好 24 小时值守值
班，随时待命，一旦出现情况，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迅速处置、及时救援。

主动进行交通引导。 协调镇派
出所、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25 人组建
5个引导小组，主动为外来收割机提
供交通引导服务， 给予收割机优先
通行权， 及时帮助消除车辆安全隐
患，全面维护“三夏”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

及时发布气象提醒。 利用“家在
秣陵”公众号和微信群，及时发布天
气预报信息，提醒广大农户利用晴好
天气及时收割晾晒，确保颗粒归仓。

全力保障粮食收购。 严格落实
国家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推广预
约收购服务，加强农户科学储粮和
庭院储粮技术指导，推动节粮减损。

送油到田间地头。 积极协调镇
区油企组建 5 个送油机动小分队，
明确车辆人员，为农机手提供“一小
时油急送”服务，送油到田间地头。

认真回应群众诉求。抽调人员成
立反映诉求处置专班， 积极协调、认
真回应群众诉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