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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调研南关棚改项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丁亚伟）

3月 15日，市领导杜占广、朱同正到南关棚改项目 C地块了
解施工进度，现场协调相关单位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陈洁

花） 3月 14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今年冬小
麦播种面积为 78万亩，根据今年我市小麦病虫害越冬基数
及近期调查结果，结合历年病虫害发生规律、品种、气候因素

等情况综合分析，预计我市 2021年小麦病虫害总体发生趋
势为中度发生局部偏重发生。目前，市农业专家已展开全面

调查，积极制订小麦病虫害防治预案，采取周密措施，严防病

虫害发生，确保夏粮稳产。

据 3月初麦田调查，麦蜘蛛开始普遍发生，但均未达到
防治指标，平均 33头 / 市尺单行，最高 120头 / 市尺单行，
低于去年。蚜虫在个别地块发生，平均 0.8头 / 百株，最高 8
头 / 百株，明显低于去年。根据我市气象预测，预计 3月至 5
月我市降水量 140mm～170mm，较常年略偏少；平均气温
15.0℃～16.0℃，较常年略偏高。其中，3、4月份降水略偏少、
气温略偏高，对纹枯病、白粉病等病害发展稍有不利，对蚜

虫、红蜘蛛等虫害发生有利；5月份降雨略偏多、气温略偏
高，若有连阴雨天气，会对小麦锈病、赤霉病等发生有利，对

蚜虫虫害发生不利。

今年我市种植的小麦主要品种有百农 207、周麦 22、郑
麦 366、新麦 26、周麦 32、矮抗 58、洛麦 23等，大部分主栽品
种抗性较差。冬前部分麦田因播种过深、耕地质量差等原因

导致麦苗发黄偏矮，长势较差。加上冬季无有效降雨，未灌溉

田块苗弱苗黄，长势也较差。我市大面积采取的是小麦 - 玉
米两熟制的种植模式，加之近年秸秆还田、麦田旋耕播种、麦

后免耕机播等技术的推广应用，导致小麦纹枯病、全蚀病等

病害菌源不断积累；同时，地区间种子频繁调运、大型耕作和

收割机械的地区间辗转作业，导致全蚀病等危险性病虫害传

播蔓延速度加快；农田灌溉条件的改善，使得麦田小气候环

境更适于病虫害发生危害。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通讯员

郑佩楠） 为加大农机质量投诉监督力度，推进农机化

质量提升，引导农民科学消费、依法维权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3月 15日，市农机局组织开展“3·15农机质
量维权宣传”活动，负责人先后到农机销售经营点、农

机专业合作社、农机监理站现场进行指导监督。

本次活动主要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农机质量投诉、

活动站点宣传解答、悬挂宣传条幅标语等方式开展。重

点核实在售农机产品合格证、标识、来源情况、三包凭

证等，严防无厂名、厂址、合格证的“三无”农机产品流

入市场。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对群众提出的各种农机消费、

维权问题作了详细解答。结合农机领域一些常见问题，

为群众讲解消费者的相关权利以及如何进行维权。详

细介绍如何辨别农机假冒伪劣产品，如何确保农机安

全生产。

同时，现场受理投诉和举报，进一步拓宽农机质量

投诉渠道，公布农机质量投诉服务电话，积极接受消费

者投诉，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农机产品坑农害农的现象

发生。

3月 15日，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3·15”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张亚萍 摄

市农业专家全面开展小麦病虫害调查———

预防虫害保夏粮稳产

3月 15日，市住建局装饰所组织骨干人员及装饰

装修行业志愿者代表，开展“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守法诚信经营，抵制假冒伪劣”装修法规进小区

宣传活动。 梁杨子 赵浩然 摄

市农机局

开展“3·15农机质量维权”宣传活动

5年累计荒山造林 18.7万亩，汝州——

“山体疮疤”重现“苍松劲柏”
□河南日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阳春三月暖，植绿正当时。

“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

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青海代表团审
议时的讲话，再次坚定了汝州市打造“山水
绿城，宜居汝州”的信心。

近年来，汝州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种树就是种
幸福”的思路，把林业生态规划融入城市规
划全过程，以国土绿化为抓手，以“六化”建
设为主要任务，按照“远郊生态保障、近郊生
态产业、中心城区生态景观”三大生态体系，

大力实施绿满汝州工程，把绿色融入城市血
脉。

2016年以来，全市新造林 29.2万亩，其
中荒山造林 18.7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24.68%提升到 36.71%；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城市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由
2014年底的 25.75%、19.26%、5.72平方米
提升到 41.78%、35.48%、15.92平方米。

昔日“半城煤灰一城土”，今日“一城青
山半城湖”。随着国土绿化快速推进，汝州市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

国绿化模范市、首批河南省森林城市等，实
现了从煤炭资源城市到山水宜居绿城的华
丽转身。

40余名外村村民自带干粮，其中一
家祖孙 3人。3月 10日，大峪镇袁窑村一
处山头上挥镢植绿的一幕，让记者印象

深刻。

“我们村的 2400亩荒山已经栽满了，
俺爷仨是过来帮忙的。”刘河村 72岁的何
劝自豪地说。

大峪镇位于汝州市东北部，宜林荒

山 10余万亩。由于为全山区镇，土壤贫瘠
且降水不足，植树造林靠肩挑水，难度很

大。曾有群众说“今年满山种树，明年满

山变成柴”，群众对造林没有信心，也不

愿种。

山区种树难，种活树更难。“我们通

过精选树苗、泡蘸生根剂、铺地膜、多次

浇水等，穷尽办法确保荒山造林成活

率。”大峪镇党委书记张雅丽说，最令人

感动的是，曾经 18个行政村、千余名干部
群众，每天早上五点做饭，背着干粮上

山，2个月造林近 7000亩。
谈及荒山绿化的秘诀，汝州国有风

穴林场场长鲁武国总结了四个到位———

规划到位、支持到位、栽植到位和管护到

位，不仅保证了资金来源、整体绿化，还

明确了哪些山适合种啥树、谁来种植管

护。

在米庙镇大刘庄村万亩荒山造林基

地，一个个白色小点掩映在青山绿柏中。

“每个小点都是一块育林板，是针对土层

瘠薄甚至无土层覆盖的石质荒山采取的

造林方法。”汝州林业局局长薛通文介绍，

整治地面、刨石板挖坑、运土回填、安装育

林板，不仅可以保墒固苗，还能避免水土

流失，大大提高了苗木成活率。

除了钻石凿坑、运土上山、安装育林

板，汝州市还针对水土流失较严重的荒

山，就地取材砌筑鱼鳞坑；针对缺乏水源

的荒山，采用三级提灌引水上山，附近无

水源的拉水上山，做到能浇尽浇……

经过近几年大规模绿化行动，汝州市

荒山面积迅速降低，曾经的造林困难地如

今郁郁葱葱，筑牢了远郊生态屏障。2016
年以来，汝州市新造林 29.2万亩，其中荒
山造林面积就达到 18.7万亩，昔日的“山
体疮疤”重现“苍松劲柏”。

远郊生态保障，5年累计绿化荒山 18.7万亩

高低起伏的地形，到处盛开的梅花、杏

花等，3月 9日下午，还未到蟒川镇硕平花
海景区，记者就被远处的花海吸引住了。

走近一瞧，许多游客在拍照、赏花。“这

儿的榆叶梅太漂亮了，不仅规模大，还开得

格外粉嫩。”来自汝州市的王女士说。

硕平花海景区总投资 15.6亿元，分三
期建设。项目横跨蟒川镇、王寨乡、寄料镇 3
个乡镇 11个行政村。目前，景区已流转土地
2.2万亩，种植元宝枫 5000亩、樱花 3000
亩、海棠 2000亩、榆叶梅 2000亩，种植桃
树、石榴树等果树 3000多亩，林下套种油用
牡丹、芍药 8000亩等，着力打造三季有花、
四季常绿的生产生活生态，是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现代化农林田园综合体。

硕平花海地处虎狼爬岭地带、煤矿塌陷

区域，当地数年如一日坚持荒山绿化、栽树种

花，不仅使昔日的荒郊野岭变成如今的满目

花海，更修复了生态，吸引了大量游客。特别

是“硕平花海网红桥”成为游客打卡地，2017

年至今，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 500万人。
“硕平花海项目，已带动周边 3个贫困

村、345户贫困户脱贫，未来还将成为当地
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撑。”蟒川镇党委书

记平向阳说。

不仅是硕平花海，在寄料镇九峰山景

区，投资 7.6亿元的“林海”“花海”已逐渐成
形。“我们在做好景区服务的同时，大力改

造荒山低产林，发展了万亩元宝枫生态经

济林，还有 4000亩的原木培育，包含大马
士革玫瑰、楸树、贴梗海棠等多种经济树

种，荒山即将变金山。”九峰山生态有限公

司工程师康留会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6年以来，
汝州市新增经济林面积 4.7万亩，建立了以
花椒、蚕桑、石榴为重点的特色经济林产业

基地，先后建成总面积 2万亩的花椒种植
基地、1万亩蚕桑经济林基地和 5000亩软
籽石榴种植基地，不仅实现了生态效

益，也带动了农民致富增收。

抬头看花，出门见绿。汝州通过大规模

实施国土绿化，增加了城乡绿量，提升了城

市颜值，老百姓也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
3月 10日一大早，美丽的云禅湖畔就

随处可见晨练和散步的市民。云禅湖是汝

州市城市中央公园的一部分，建设有亲水

广场、健身跑道等设施，绿化面积 180多万
平方米。

城市中央公园南北长 7 公里，占地
4275亩，自北向南分布有云禅湖、丹阳湖、
望嵩湖、天青湖、鹳鱼湖等 5个湖区。2017
年 7月开放后，日均接待群众近 2000人。

汝州北靠嵩山，南依伏牛，北汝河穿境

而过，形成了“两山夹一川”的独特地势。然

而以前公园湿地建设较为落后，市民并未

享受到青山护城、汝水绕城的好处。

如何让市民乐享山水绕城？近年来，汝

州围绕加快“山水绿城、宜居汝州”建设，统

筹荒山绿化与公园绿地、道路绿化建设，先

后建成 4275亩的城市中央公园、7000亩的
汝河国家湿地公园、3000亩的广成路郊野
公园等城区公园，利用空置地新建街头游

园 63个，打造了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
而在道路绿化工程方面，汝州市以“四

季常绿、鲜花进城”为目标，对城区主干道

进行绿化提升，先后规划建设或改造提升

了雪松大道、广玉兰大道、巨紫荆大道等 34
条景观道路，中心城区形成“一路一品、一

路一花”的景观效果。

临近傍晚时分，汝河国家湿地公园核

心景区沙滩公园上，孩子嬉戏玩沙，市民缓

慢散步，而不时飞起的白鹭又为沙滩公园

增添了几分别样色彩。

从义务种树到全面植绿，从光秃荒山

到美丽花海，从湿地游园到道路景观，汝州

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生态优先、把高质

量发展与创造高品质生活结合起来，实现

了从“百里煤海”到“山水绿城”的转变，一

座宜居宜业的幸福活力之城逐渐显现。

绿色宜居宜业，市民乐享山水绕城

荒山变身花海，近郊有了绿色产业

硕平花海的芝樱地毯

大峪镇植树造林场面

城市中央公园全景

本稿图片由吴改红 刚鑫雨 提供
制图 /张焱莉

铿锵玫瑰铿锵行，扶贫路上拔穷根，2018
年，张小丹从市妇联投身到脱贫攻坚一线，到

市扶贫办负责脱贫攻坚督导指导、综合、宣传

等工作。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执着投身扶贫

工作，深耕工作岗位、着力巩固工作成果，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

督导指导，认真践行务实精神。作为脱贫

攻坚督导专员，张小丹仔细研究政策，下发指

导意见，对负责督导的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定期

入户走访。每到一村，通过查看档案资料、入户

核查等方式调研指导，同时对发现的问题现场

反馈；经常性对工作队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及

改进方向；随机抽取贫困户、边缘户了解情况。

每到一户，她都深入家中详细了解家庭基本情

况、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和群众满意度，了解边

缘户致贫风险是否已消除、脱贫监测户是否有

返贫风险等。

总结学

习，做实做

细 幕 后 工

作。张小丹

分管的综合科核心业务就是研究政策、撰写材

料，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她用笔作武器。脱贫攻

坚知识储备和写作技巧的缺乏，让她深深地体

会到，花拳绣腿打不了攻坚战，必须狠下苦功

潜心钻研，她在干中学、学中干，更有扶贫办领

导带头研究讨论，启发思考，大家一同想思路、

一起提笔写。通过一次次实战，一遍遍修改，写

作思路越来越清晰，工作能力也得到提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她牵头研究起草政策性

方案、业务文件 500余个，审核领导小组、扶
贫办文件 2000余个，各类会议、培训、总结报
告材料 1000余个，整理各类档案资料 800余
卷……一页页密密麻麻的讲话稿是她“白加

黑”的见证，一叠叠整齐完整的资料是她入户

走访的见证，一堆堆厚重的扶贫档案是她辛勤

工作的见证。

宣传报道，喊响叫亮扶贫声音。张小丹深

知宣传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意义，她坚持学习各

类扶贫政策，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三年

来，在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 8897篇，县级媒
体宣传报道 6352篇，修改完善的脱贫攻坚道

德讲堂、消费扶贫五进五销被省委工作信息采

用推广；开展培训工作 240多期，累计培训各
类扶贫干部 3万多人次，进一步提升了全市扶
贫干部的战斗力和攻坚能力，更好服务工作大

局。她连续两年在全市市直单位信息宣传工作

中排名第一，市扶贫办也连续两年获市委信息

报送工作先进单位。

基地教育，营造浓厚社会氛围。张小丹组

织在全市贫困发生率最高的蟒川镇牛角岭村

建立汝州市脱贫攻坚教育基地，从“习近平

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及扶贫工作重要论

述、汝州市贫困现状·脱贫减贫成效、脱贫攻

坚缩影·创造幸福家园”三个方面，以“文字 +
图片”的形式，展示十八大以来汝州市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及深度贫困村牛角岭村的脱

贫历程，展现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教育基地建成以来，参观学习人数达到 3600
余人次，掀起广大干群投身扶贫的热潮，牛

角岭村接待游客 1.7万人次，使社会各界对
脱贫攻坚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受到了广泛

好评。

创新做法，开展主题评选活动。她组织在

《今日汝州》报、“汝州城事”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上开展“扶贫路上”有奖征文活动，累计收到全

市各界来稿 1200余件，择优刊登优秀文章
375件，表彰奖励优秀作品 46件。“汝州手机
台”相继举办脱贫攻坚摄影大赛、微视频大赛
4期，举行了脱贫攻坚电视演讲比赛、脱贫攻
坚知识竞赛等比赛活动，宣传脱贫攻坚政策，

凝聚和激发全市人民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小康的信心和决心。举办纪实摄影联展，与摄

影家协会联合，举办“脱贫攻坚看汝州”纪实摄

影联展活动。在 63个贫困村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美丽

乡村、“六通四有”等，以帮扶干部以及脱贫典

型为依托，以纪实手法，全面反映各个方面精

准脱贫的丰硕成果。

“贫困帽子摘了，攻坚精神不能放松。”三年

来，张小丹已锻炼成为一名敢于担当、迎难而

上、甘于奉献的扶贫干部，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张小丹：脱贫攻坚谱新篇 一片丹心向阳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