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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通讯员 廖颐

雷 张倩） 为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
识 ，近日 ，太康县第二高级中学邀请中
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 、北
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刘大禾到校 ，开
展科普演讲活动。 该校 400 多名师生参
加活动。

活动中，刘大禾以《物理学趣谈———
物理与日常生活》为题，为该校师生上了
一堂生动的科普课。 刘大禾精彩的科普演
讲赢得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通过此次科普演讲活动， 师生开阔
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激发了学科学的热
情。 ”该校校长李红军说。 ②12

“一把手走流程” 换位体验优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通讯员 廖颐

雷 张倩） 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助力优化
营商环境，日前，太康县教体局党组书记、
局长赵春丽到县行政服务中心教体局窗

口，开展“一把手走流程、坐窗口、优服务”
活动，以办事人的身份体验办事流程。

经过取号、叫号等环节，赵春丽来到
服务窗口，向窗口工作人员了解业务审批
流程、办理效率等情况。

赵春丽围绕教师资格认定和初级中

学教师、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
补发换发业务， 体验了业务办理流程及
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办事效率。赵
春丽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 详细了
解全部审批事项办理指南等信息。

就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工作质
效，赵春丽表示，县行政服务中心教体局
窗口工作人员要持续增强为民服务意识，
优化服务理念，把“一件事一次办”“一次
性告知”等服务承诺落到实处。 ②12

太康县：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通讯

员 廖颐雷 张倩） 尊师重教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近段时间，太
康县开展了庆祝教师节系列活

动，营造了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9月 8 日下午，太康县庆祝第

39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在县第一
高级中学举行。 市委常委、太康县
委书记马剑平代表县委、 县政府
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

以节日的问候， 为受到表彰的教
书育人楷模、优秀教师代表、教育
工作先进单位颁奖。

受到表彰的优秀教师代表纷

纷表示， 决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期
望， 今后会继续扎根教育工作一
线， 为太康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

8 月 20 日上午，2023 年老冢
镇 “山果 ”助学行动暨庆祝第 39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在太康县老

冢镇刘寨行政村文化广场举行 。
爱心乡贤代表 、教师代表 、各行
政村党支部书记、获奖学生及学
生家长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 。
当日 9 时许，表彰大会开始，在热
烈的掌声中，捐资助学的爱心乡
贤代表、尊师重教先进行政村党
支部书记、优秀学生代表依次上
台领奖。

8 月 23 日上午， 太康县高贤
乡举行“高柴教育”助学行动启动
仪式，并发出《“高柴教育”助学行
动倡议书》，激励更多高贤学子勤
奋学习、不断进步，希望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积极参与“高柴教育”助
学行动。

下一步， 太康县继续加大教
育投入力度， 在全县营造尊师重
教的浓厚氛围。 ②12

张鹏程获“河南省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通讯

员 廖颐雷 张倩） 记者近日获悉，
陪伴农村孩子成长的“白发校长”
张鹏程获得 “河南省教书育人楷
模”荣誉称号，成为我市唯一获此
殊荣的教师。

1982 年出生的张鹏程是太

康县清集镇二郎庙小学校长。 他
十年如一日扎根乡村学校 ，将自
己的全部精力和热情奉献给教

育事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师者的大爱。 学校越办越好 ，他
却白了头发 ， 成为学生口中的
“校长爷爷”。

据悉 ，首届河南省教书育人
楷模选树活动由中共河南省委

宣传部 、 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
作委员会 、 河南省教育厅联合
主办 ， 旨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 全面加强新时代师德师
风建设 ， 激励更多教师争做人

民满意的 “四有 ”好老师 。 首届
河南省教书育人楷模选树活动

启动后 ，有 155 名来自全省各地
的优秀教师参与评选 。 经过初
评 、 终评 ，12 名优秀教师获得
“河南省教书育人楷模 ” 荣誉称
号。 ②12

丰收节里话丰收 喜看“丰”景谷满仓
———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周口主场活动侧记

□记者 王晨

������收获的季节 ，属于田野 ，也属于
勤劳的农民。9月 23日，2023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周口主场活动（以下简
称丰收节） 在淮阳伏羲文化广场举
行。今年的丰收节以“庆丰收 促和美”
为主题， 农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欢
庆丰收的喜悦，丰收喜庆的气氛随之
扑面而来。

看，丰收的颜色

万亩龙湖秋波荡漾，绿色的荷叶
随风摇曳，淮阳伏羲文化广场掩映其
中。 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浓烈的丰收
气息，延续千年的农耕丰收图景在这
里徐徐展开。

丰收节在中华龙鼓 《和和美美
庆丰年》中拉开序幕。 身着红色服装
的姑娘们和火红的龙鼓融为一体 ，
铿锵有力的鼓点瞬间点燃全场 ，丰
收的喜悦、幸福的生活，被展现得淋
漓尽致。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连日来，
收获的喜悦从田间蔓延至农民的心间。
这个丰收的季节，田野如画，五彩缤纷，
农民是这五彩画布的描绘者，那缤纷的
色彩是他们收获的斑斓果实。

看，在丰收节的展区内 ，玉米金
黄，大豆滚圆，梨枣飘香。 据悉，本次
丰收节设置了 189 个特优农产品展
台 ， 有 103 家参展企业 ，236 类 984
种农资 、农产品 、畜产品竞相亮相 。
金色的玉米 、大豆 、酥梨 、蜜桃 、南
瓜，红色的高粱、番茄、辣椒，绿色的
葡萄 、冬瓜 、芹菜等等各展姿色 ，争
奇斗艳，引得众人纷纷流连驻足，满
载而归。

听，丰收的声音

丰收的喜悦，是对劳动者辛勤劳
作的犒赏和赞美。

“俺们合作社的高粱丰收了！ ”鹿
邑梦祥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郭玉华黝黑的脸庞上绽放着笑容。 高
粱种植一直以来都是郭玉华坚持发

展的方向， 他采取 “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户”的种植管理模式，推广高粱
种植技术，带动周边种植高粱一万余
亩，连年喜获丰收。

“我们合作社主要跟一些知名的
酒厂签订合同 ，2022 年累计完成高
粱合作订单 1.5 万吨，与各酒厂达成
长期合作意愿、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实现高粱与白酒共走的产业致富

路。 ”
“咱周口的土地是个宝 ，在咱家

门口的土地里掘金 ， 俺浑身都是劲
儿！ ”郭玉华的合作社集养殖、种植、
屠宰、 农产品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
合作社先后被评为市级示范社、省级
示范社、国家级示范社。

“焦馍卖火了！ ”为“周字号”优势
特色农产品“吆喝”，也是今年主会场
活动筹备的重点。

刘震领是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刘

老翁鸡内金焦馍第四代传承人。 在丰
收节上， 刘震领摆好自家生产的焦馍
后，开始直播卖货。 “谢谢大家对我家
焦馍的肯定和喜爱， 大家可以点开链
接下单，有任何售后问题都可以联系
我。 ”

直播下单不停， 现场售卖火爆。
“鸡内金焦馍既能当零食又有助于消
化。 ”刘震领忙得顾不上跟记者说话，
“卖得好， 就是对俺家焦馍最大的肯
定！ ”2020 年 6月，刘老翁鸡内金焦馍
在周口市首届非物质文化优秀作品

评选活动中被评为金奖，同时被评为
周口市 “非遗礼物 ”和 “非遗特产 ”，
2021 年 2 月刘老翁鸡内金焦馍被评
为“河南老字号”。

晒，丰收的幸福

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
我市在玉米主产区推广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旨在实现玉米基本
不减产、增收一季大豆的目标，同时
确保稳粮增豆，促进农民增收。

淮阳区种粮大户刘文生是河南

中田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今
年 6 月，在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他以
“企业＋基地＋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流

转承包土地 4700 亩， 全部推广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经过近 100
天的精心管理，秋粮丰收在望。

近期， 刘文生已组织市级农业专
家进行了两次测产预估，玉米每亩产
量约 1400 斤， 大豆每亩产量约 260
斤。 复合种植模式与传统净植玉米模
式相比，玉米产量基本相当，但多收了
260斤大豆。 按照现在大豆市场价 2.8
元/斤计算，每亩收益增加了 728元。

刘文生告诉记者，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是光肥资源高效利用与株

型调控相结合的科学模式，增产增收
明显， 两种作物套种可实现优势互
补，利用两种作物的高度差距实现充
分利用空间、通风透光、保水遮阳、边
行优势等多种优势叠加，达到玉米不
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种植效果。 这种
种植模式的推广不仅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还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为
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种粮大户底气十足———
“俺们种地的底气现在越来越足

啦！ 我决心再扩大种植面积，把自己
热爱的种地事业做大做强！ ”丰收的
喜悦挂在邱守先的脸上。

今年 ， 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邱守先采取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模式， 初步测产玉米每亩可达
1500 斤，大豆可达 300 斤 ，亩均单产
合计达到 1800 斤以上， 实现了夏粮
损失秋粮补的目标。

邱守先是商水县一个种粮大户，
他流转土地 3600 亩，其中 2000 亩在
商水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 “我作
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感受到了高
标准农田建设给我们带来的实打实

的收益， 农作物产量有了很大提高。
今年虽然夏粮受损，但我地里的小麦
亩均产量仍然达到了 1350 斤以上 ，
比一般农户的产量足足高出 300 斤
左右。 ”

不仅如此，智能灌溉和高科技施
肥也让他尝到了甜头，“俺们现在是
浇水不用钻、施肥站地边———光看就

中！ ”邱守先笑声朗朗。
高标准农田智能化的设备安装

之后， 像邱守先一样的种粮大户们，
田间施肥、浇水都是通过手机一键完
成，同时田地里的墒情、虫情、病情、
气象信息等都能发到手机上，农民在
家或在任何地方都能通过手机了解

地里的信息。
有了智能化的设备加规模化种

植，种地大户们从“节本增效、增产增
效、订单增效”中增加了效益，他们种
地越来越有信心。

丰收路上故事多———
鹿邑县太清宫镇后双行政村的

李万峰 2020 年底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他带领乡亲们过上了以前“不曾
想过”的幸福生活。

要致富， 最关键的是拓宽乡亲们
的门路。李万峰与村“两委”干部反复研
究，因地制宜，选准主导产业，积极引进
产业项目，为群众铺设致富路。 在李万
峰的带领下，后双行政村被规划为“三
区”“三园”“三基地” 的乡村振兴综合
体，水果采摘、特色种植、肉牛养殖、特
色产品加工等产业不断做大做强。

在村里大力推广了 “一户一牛”
模式， 建成存栏 1.5 万头的肉牛养殖
基地， 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800 余
个。 通过集体资产租赁、斥资入股等
方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2022 年村
集体经济整体突破 100 万元大关，全
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2.2 万元。

大家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李万峰
开始琢磨农民也需要“精神食粮”。 为
此，他在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置了“三
堂三馆三中心”（乡村大食堂、文化大
礼堂、农民大讲堂；乡村振兴展览馆、
特色中医馆、乡村图书馆；党群服务
中心、日间照料中心、亲子体验中心）
服务功能区，全面优化便民服务。

后双行政村有了新变化、新风貌，
先后获得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省级
文明村镇、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市级
畜牧生产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一年又一年 ，丰收中国年 ；一代
又一代，耕种谱新篇。 周口人将怀揣
丰收的喜悦，在希望的田野上铆足干
劲、接续奋斗，演绎率先建成农业强
市的生动实践。 ②15

������9月 23日，由市委、市政府主办的 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周口主场活动在淮阳伏羲文化广场举行。 记者 王映 摄

周周口口大大地地尽尽显显丰丰收收美美景景。。 黄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