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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出菇大棚设施，折合每亩羊肚菌商品菇产量

662.6 千克；日光温室，折合每亩羊肚菌商品菇产量

1263.6千克……”3月22日中午，市农业干校校长、高级

农艺师、测产专家组副组长叶举中宣布了当天上午专家

组对我县羊肚菌鲜菇测产结果。“通过现场查看和实地采

收测量，我县羊肚菌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鲜菇产量达到了

国内一流水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测产专家组组长

杨景涛说。

当天上午，市农业科学院院长余汉党带领由我市5

位食用菌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组，对我县羊肚

菌高产创建基地进行测产。专家组来到闹店镇刘集村

的宝丰县弘亚菌业高产种植示范基地——马五种植

园，随机选取了3处取样点现场取样、测量；随后，专家

组又来到马川珍稀菌产业园二期的大型出菇大棚，对

大型大棚种植模式进行测产。

专家组通过现场查看和现场实地采收，测定鲜菇

产量，一致认为我县羊肚菌生产采用多样化出菇设施，

多种出菇设施条件下，羊肚菌均能够正常出菇；大型出

菇大棚设施，单个大棚面积3亩以上，随机3个样点，实

地测产每平方米羊肚菌个数103个，3个样点每平方米

商品菇产量1.42千克。按照每亩土地实际利用率70%

计算，折合每亩羊肚菌商品菇产量662.6千克；日光温

室，单个占地面积1亩左右，棚内实际栽培面积500平方

米，随机3个样点，3个样点每平方米商品菇产量2.92千

克。按照每亩土地实际利用率65%计算，折合每亩羊肚

菌商品菇产量1263.6千克。综合分析，我县羊肚菌生产

的2种出菇方式，都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和前景。

近年来，我县立足本地特色，把发展珍稀菌作为农

业结构调整、乡村振兴产业谋划、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载

体，本着“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化、销售多元化、发展持

续化”的要求，我县珍稀菌产业发展挺上潮头，以产业兴

旺助推乡村振兴，珍稀菌已成我县特色产业。

目前，我县已建设多种规格的种植大棚2000座，羊

肚菌、赤松茸种植面积达到2300亩，配套建设了日生产

能力10万袋标准化工厂2家，日处理鲜菇3吨的烘干车

间8个，带动就业3000余人，年产值1.5亿元。实现了赤

松茸亩产达万斤、羊肚菌亩产超千斤的目标，种植技术

和栽培成效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珍稀菌产业前列。“宝丰

赤松茸”“宝丰羊肚菌”等通过绿色食品认证，成为河南

省重要的珍稀菌种植基地。 （巫鹏）

市专家对我县羊肚菌鲜菇测产结果显示

鲜菇产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3 月 24 日，周庄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积极入

户做好全员核酸检测信息登记和预约工作，全力

构筑疫情防控安全网。

“你好，我是周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因为要进行全

民核酸，所以现在要进行信息登记，你们扫一下二维

码和这个小程序，进行信息登记和核酸预约，到时候

有消息会在群里及时通知大家”。当日，该镇党员干

部深入分包村庄挨家挨户进行敲门登记，开展核酸检

测信息登记工作。“中午也不休息，你们辛苦了！”“还没

吃饭吧，刚做好，留下来吃吧。”“坐下来歇会儿，我去给

您倒点水。”一次次重复的话语，一句句相同的工作，他

们不辞劳苦，一心向前，体现了工作人员的责任与担当。

“周庄镇将全力以赴推进全员核酸信息采集工

作，保证不落一户、全员预约，只有人人做好防疫战

斗员，才能让疫情防控的堡垒更加坚实。”该镇有关

人员表示。 （张晓艳）

周庄镇：积极入户做好全员核酸信息采集工作

“请放心！我现在就组织员工到镇卫生院接种加强

针……”3月23日，张八桥镇应急办深入镇区的万润发超

市检查疫情防控情况时，超市负责人对工作人员说道。

为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消除辖区“九小场所”

疫情防控隐患，近日，张八桥镇应急办联合镇市场监管

所开展“九小场所”及沿街门店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检查中，执法人员深入餐饮、超市、药店等人员

密集场所，对口罩佩戴、体温测量、健康码查验、消

杀记录和“一米线”设置等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现场查看，并要求所有商户要持续做好室内通

风、环境清洁消毒、查验场所码等防控措施，确保不

存在违规营业情况。同时，执法人员还加大对辖区

商户负责人的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力度，要求他们克

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定期到镇卫生院进行核酸

检测，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确保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50 余人次，对辖区 112 所“九小场所”及沿街门店

进行了全面检查，张贴疫情防控宣传海报 30 张，

发放《“九小场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规范》

200 份，督促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加强针 22 人，现

场指导查看疫情防控应急预案门店 35 家，卫生

消杀沿街垃圾箱 60 余个，有效保障了辖区居民

的健康安全。 （张鹏）

张八桥镇：对“九小场所”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张嘴，啊……”3月21日，在石桥镇机关院内

核酸检测点，医务人员正在对机关干部逐一进行核

酸检测。

尽管天空下着蒙蒙细雨，石桥镇卫生院的“大

白”们却不辞辛苦，登记、消毒、采样，熟练的动作背

后，凝聚着“大白”们背后辛苦汗水的付出，高效、快

捷、有序，整个过程用时不到一分钟，在最大程度上

减少了等待时间，保证了机关干部在核酸采样后迅

速入村，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从冬天到夏天，从夏天再到春天，一次次的疫情

防控，“大白”们始终奔赴在前线，没有节假日，没有

休息天，有的只是日日夜夜的严守以待扛责任，有的

只是风里来雨来去的进村入户测核酸。她们是无名

英雄，是石桥镇人民群众的贴心“大白”。（窦传阳）

石桥镇：“大白”贴心服务 全员持“证”上岗

创文创卫进行时创文创卫进行时

▲3月22日，县住建局对县城人民路中段的路

面进行翻修铺砖。 杨跃峰 摄影报道

▲3月22日，县城管局对县城街道的“牛皮癣”

进行清理。 赵晓丹 摄影报道

▲3月22日，县水利局对玉带河城区段的垃圾进

行清理。 胡亚伟 摄影报道

3月22日，我省“天眼”系统第一个监

控点位在我县肖旗乡朱洼村的中国移动

基站铁塔上安装完毕，并与省自然资源厅

执法监察指挥中心连接成功。该点位的

开通，标志着全省“天眼”系统建设取得实

质性进展。

在朱洼村，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向

记者展示了“天眼”系统摄像头的强大功

能。工作人员打开电脑，联通“天眼”系统，

只见半径3至4公里范围内的耕地、村庄、

道路、行人等清晰呈现。平顶山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杨奇儒介绍，“天眼”系

统有区域入侵监测、越界监测和进入区域

监测等十多项功能，还显示经纬度。“如果

某一区域施工，系统会自动拍照、报警、分

析，执法人员就能第一时间发现土地违法，

将违法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他说。

省自然资源厅执法监督局有关负责

人说，全省将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20348

个摄像头的安装工作。系统安装完成后，

将与农业农村部门的“蓝天卫士”、林业部

门的森林防火，以及交通运输、水利等部

门的摄像头联通，实现对监控范围内土

地、矿产等的有效监管，对地质灾害、森林

资源等进行实时监测，对违法违规行为和

突发事件进行及早发现、智能提取、自动

推送、及时处置，极大提升自然资源科学

管理水平，守护好万顷良田。（李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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