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6日，在前营乡乡村振兴示

范基地的大棚内，一座座绿色棚架排

列有序，大棚中，一个个“吊”着长的西

瓜在藤蔓之中时隐时现，村民正忙着

采摘装箱，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前

营乡袁庄村党支部书记王俊生介绍，

这种吊瓜因其纵切面像一道美丽的彩

虹，所以叫‘彩虹西瓜’，是省农科院去

年最新研发出来的新品种。当前，“彩

虹西瓜”已进入盛果期，每斤售价在5

元左右，虽然相比普通瓜价格稍贵一

些，但凭借皮薄如纸、瓤美如花、甘味

多汁等特点受到游客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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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上午，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前期

学校食堂专项督导检查

的基础上，结合近期学

校食堂食品安全重点工

作，对辖区部分学校食

品安全主要负责人及食

堂管理人员进行行政约

谈。

据了解，此次约谈

主要针对学校食堂未认

真落实“校长是食品安

全第一责任人”责任，未

按照《食品安全法》《学

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管理规定》要求，对风险

排查出的问题进行面对

面行政约谈。当天，各

学校食堂负责人现场签

订了承诺书。

“下一步，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将进一步加强

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依

法从严从重处罚，以实际

行动筑牢学校食品安全

监管责任，全力守护校园

食品安全。”该局负责人

表示。 （秦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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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 上 午 8

时，在李庄乡尚王村集

中连片的农田里，无人

机正在进行低空“一喷

三防”作业。

“粮食可是咱老百

姓的命根子，这回‘一

喷三防’作业是把杀虫

剂、杀菌剂、叶面微肥

混合配成一次性喷洒，

可以预防干热风、促进

小麦籽粒饱满。”尚王

村党支部书记贺鹏飞

说。

当前，冬小麦已全

部进入抽穗扬花期，是

小麦产量灌浆最关键

时期。加之最近天气

潮湿，容易受蚜虫、赤

霉病等多种病虫危害，

影 响 小 麦 品 质 及 产

量。为保证夏粮持续

增收增产，该乡邀请农

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

手把手指导农户开展

作业，现场给村民普及

小麦中后期管理知识，

提高村民的病虫害防

治技术；同时组织无人

机及机手分赴各村进

行作业，为全乡小麦丰

收奠定基础。

“原来都是人工打药，现在乡里用无

人机代替手工，我这3亩地不到十分钟

就喷完了，一天算下来一台机器可以喷

600亩地，喷的是又快又均匀，还节约水

和农药！”翟庄村农户张向辉笑呵呵地

说，为了加快进度，他还主动拉来机械共

同参加作业。

截至目前，该乡共投入11台无人机

设备，邀请农机人员深入农田 10 余次，

为 150 余名村民送知识到地头，辖区内

小麦已全面完成喷防任务。 （杨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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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桥镇石桥村

的麦田垄畦之间，辣

椒、西瓜、烟叶等经济

作物长势喜人，麦田

套种会不会影响小麦

的产量和质量呢？5

月16日，记者来到麦

田套种模式由来已

久、广泛推广的石桥

镇寻找答案。

“麦地里套种辣

椒已经 3 年了，从以

前 每 亩 小 麦 产 量

1100斤，到现在1300

斤左右，效益还是不

错的。看到套种能

增产增收，附近好几

个村里种植大户都

专门跑来‘取经’。”

该村种植大户张新

宽信心满满地讲起

了他的“种植经”。

据张新宽介绍，

麦地里套种辣椒相

比较于传统单一的

小麦种植，有效解决

了传统种植小麦高

密度不通风、易生虫

问题，小麦套种辣椒

产量不减反增，颗粒

更加饱满。每亩地

又增加收益2000-3000元。以套种20

亩辣椒计算，毛利润就可以达到15万

元左右，农忙的时候需要用工 50 余

人，给村内的闲散劳动力创造了就业

机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扛稳粮食‘千金担’，服务三农促

发展。下一步，石桥镇将继续守牢粮食

生产安全重任，深度挖掘新农人，综合

运用新方法，提高粮食产能，探索种植

收益新模式，在确保粮食丰产丰收的

基础上，蹚出农业致富的新路子。”石

桥镇负责人说。（魏景涛 史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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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县统计局获悉，据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县共有回

族、满族、土家族、侗族、壮族、苗族等 28

个少数民族，涉及人口4935人，主要分布

在城关、李庄、大营、杨庄等乡镇。

据 了 解 ，2020 年 我 县 常 住 人 口

498157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4935人，

占全县常住人口的 0.99%。各少数民族

人口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回族、满族、

土家族。回族人口数量最多，是我县少数

民族的主体，共有4085人，占少数民族总

人口的82.78%；其次是满族，为562人，占

11.39% ；第 三 位 是 土 家 族 为 56 人 ，占

1.13%。

据“七人普”10%长表抽样数据显示，

少数民族就业人口大部分从事第三产

业。在被列入调查的161名15周岁及以

上的少数民族就业人口中，住宿和餐饮行

业 占 24.22% ，其 次 是 批 发 零 售 业 占

13.66%，其余相对较多的是从事农林牧渔

业占11.18%，还有从事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行业等。 （李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县共有 28 个少数民族

近日，县城一在建楼盘由于饮用水设备规划建设不规范，

不符合饮用水供水安全标准，县银龙水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

该楼盘负责人提出限期整改要求。这是该公司“零距离”服务

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为了让全县人民吃上安全优质的自来水，县银龙

水务有限公司对全城用户实行分区管理，准确监测各用水户用

水情况，及时处理压力、流量异常等各类问题。加大探漏、治漏

力度。两年来，精确探出漏点597出，已经全部维修完毕，治漏

率100%。夜间最低流量由原来的每小时900多立方米，下降到

现在的每小时496立方米，跑冒滴漏减少一半；加快城市供水

管网改扩建工程进度。截止目前，新建管网38.72公里，改造老

旧管网9.88公里，供水管网覆盖全县28平方公里，日供水能力

4.5万吨，供水用户近6万户，服务人口近12万人。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用水专项稽查，处理违规违章用水91期，挽回损失水量

21.39万吨。与此同时，该公司通过优化报装流程、压缩报装时

限、规范费用收取、网上查询缴费等多项便民措施，让供水信息

透明化，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李萍 郭跃峰）

银龙水务——

聚力品质服务 水润千家万户

（上接第一版）投资建立了赵庄镇百源渔

具加工厂，实现网络销售由渔具加工带

销售的突破。如今，公司投资建设了太

空豆、鱼线组、钓椅、子线钩等加工企业，

年销售额以千万元计。

看到渔具电商产业的广阔市场前

景，我县因势利导，成立了渔具电商产业

发展服务工作专班，从场地、技术、用工、

房租和政策性资金等多个方面，制定了

渔具电商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聚焦渔具

电商产业全域发展，整合直播、生产、配

送全产业链平台。同时，每两周召开一

次渔具电商产业发展推进会，现场解决

难题，助力渔具产业做大做强。

目前，我县的渔具产品通过电商销

往湖北、湖南、江西、云南等全国各地，已

培育一魅湖光、湛龙、逆流上等本土品牌

69 个，授权销售品牌 40 多个，主销产品

100 多种，实现了渔具的本土化生产，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渔具电商产业链。

为进一步推动渔具产业发展，去年

11 月，我县还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签

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阿里云将整

合自身资源，启动渔具产业大数据平台、

渔具产业智能供应链示范标杆、中国渔

具产业直播基地、渔具品牌打造等项目

建设，全面助力我县创建中国渔具电商

产业之都。

渔具产业的突飞猛进，还带动了县

域内群众的就业。肖旗乡磁叭岭村监测

户李兴无家中一儿两女全是聋哑人，以

前妻子要在家照顾孩子，一家人全靠他

打工挣钱补贴家用。如今，妻子和女儿

在家从事子线钩加工，每人日收入保底

50元。目前，渔具产业已覆盖全县10个

乡镇，带动就业4万人，人均年增收近两

万元。

“我们要抓住机遇，继续扩展渔具产

业链条，积极开展以商招商、以链招商，

完善电商人才培训机制，早日成功打造

渔具电商之都，形成覆盖全域新的产业

成长点、经济增长点，走出一条乡村振兴

的新路子。”县委书记许红兵说。

“微风吹，细雨蒙，芦摇动，鸟儿鸣，

荷塘蜻蜓舞不停，正是钓鱼好时景……”

当日，在石桥镇刚刚建成的休闲垂钓基

地，一首欢快的《钓鱼歌》正在水面回

荡。歌曲唱出了垂钓人的好心情，也唱

出了宝丰人无中生有建起渔具电商产业

链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