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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在石桥镇大牛村的田间地头，

当地村民趁着天时，正紧锣密鼓地开展小麦播

种。只见村民将种子倒入播种机后，驾驶着播

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将一粒粒充满希望的小

麦种子均匀地播撒在肥沃的土壤中。

“家里种了六七亩，我自己也耩不成。预报

说今天有雨，我赶紧打电话叫俺侄子来给俺帮

忙耩耩，明年肯定还是个丰收年。”正在地头忙

碌的村民牛全江说道。

据了解，为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明

年夏粮丰产丰收，石桥镇在做好秸秆禁烧的基

础上，积极引导动员广大群众抢抓下雨的有利

时机，加快小麦播种作业，促进全镇5.2万亩小

麦播种工作的快速推进。同时，为扎实做好小

麦播种的技术指导，组织“土秀才”“田专家”，深

入各村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助力小麦

播种有序进行。

近年来，石桥镇坚定不移地把粮食安全这

一重要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中，严格落实“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重点在灌溉排水、田间

道路建设等方面加大力度，切实提升耕地蓄水

保肥、抗旱防涝能力，不断释放粮食增产潜力，

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下一步，石桥镇将继续抢抓当前时令节气，

广泛开展助农服务，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充分调

动广大农户的种植积极性，全面提升小麦播种

进度，助力粮食增产，为来年丰产丰收奠定坚实

基础。 （窦传阳）

石桥镇——

应天而种 助推小麦稳增产

10月17日清晨，凉风习习，露水还

在草叶上滚动，麻雀、喜鹊在枝头轻快

地蹦来蹦去，叽叽喳喳得叫个不停。一

块块田地里，一大早就有农机在来回穿

梭翻耕，田间一派繁忙的秋种景象。

在李庄乡翟庄村，村民翟耀钢开

着自己的轮式大马力拖拉机，车后套

着犁，在自家的田地里来回穿梭，所过

之处翻出一行行深褐色新鲜的泥土，

脚下的田地也变得松软。“趁快下雨了

赶紧把地犁一遍。机器一过可以深耕

30 公分，下过雨一有墒就开始种，麦

苗种子根扎得好。”

南牛村的董国防夫妻紧锣密鼓地

搬出种子，均匀的倒在播种机里，旁边

播种机的发动机在地里散发着阵阵热

气，显然已忙碌了好一阵子。“我们前

两天把地已经犁好了，今天一种上，下

完雨七八天就出苗了。你看那边，别

人都已经种完了。”董国防指着旁边大

片平整的地块说道。

“与春耕不同，‘春耕深，秋耕浅’

‘秋耕深一寸，顶上一层粪’。‘耕得深，

耙得烂，一碗泥巴一碗饭’。趁天气把

麦播下去，播麦不能播得太深，3至4公

分，最多5公分。播种机一定要安装镇

压装置，确保一播全苗。”李庄乡农业

农村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余少晖说。

目前，李庄乡秋收已超九成，秋播

秋种全面铺开，计划播种 2.1 万亩小

麦。乡村干部、农技管理人员深入田间

开展田间指导和技术培训，面对面讲解

农机播种工序要领，为提高耕种效率，

增加作物产量，促进全乡小麦标准化种

植提供技术支持。

（刘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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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上午，县政协视察龙兴寺水库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

情况。县政协副主席李俊杰参加活动。

视察组先后到商酒务镇扈庄村北干渠9号泵站、前营乡何寨村北干

渠4号泵站、龙兴寺水库、大营镇苏家洼村南干渠5号泵站进行实地察

看，听取相关情况的汇报，并就下一步更好开展工作进行了交流探讨。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就如何做好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一要

提高思想认识。灌区建设关系农业生产，要切实提高对灌区建设紧迫

性的认识，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完善管理机制，确保灌区工程建设高

效运转。二要抓好灌区建设。按照“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能

管理”要求，加快建设设施完善、管理科学、节水高效、生态良好的现代

化灌区，确保年底前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建设圆满完成既定目

标任务。三要做好运行管理。要严格落实水库安全管理责任制，加强

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整治。抓好水利设施日常运行管护等相关工作，

切实解决好群众生产用水需求。 （牛晨阳）

县政协视察龙兴寺水库
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

10月17日，第八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山东济南开幕。

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杨淑祯带领我县部分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非遗产品参加展会。

本届非遗博览会，在“美在生态更生动”板块，全国23个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全部参展。

在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展示专区，汝瓷烧制技

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君子带来的汝瓷含蓄淡雅、技艺精湛。经典

名著《红楼梦》中出现的汝窑瓷器美人觚、汝窑花囊和汝窑盘，使名瓷、

名著紧密结缘、相映生辉，也增加了《红楼梦》与我县的缘分。宝丰魔术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献坡表演的《三仙归洞》等节目魔力四射。冯异醋

业有限公司作为省级非遗项目冯异米醋酿造技艺的保护单位，不仅带

来了小米酿造的老陈醋，还有新的文创产品——林黛玉醋坛子、银杏小

米醋、黑豆小米醋等新产品。刺绣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巧亮的作品曾

经亮相韩国国际手工艺品展，此次展出的布老虎、虎头鞋等文创产品立

即引起各地游客的兴趣。

为参加本届非遗博览会，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

心精心组织、布置展区。设置了介绍说唱文化数字化保护成果的电子

触摸屏，带去了说唱文化系列丛书以及图文并茂的宣传页。为增加与

游客的互动，专门设了1个茶席，进行汝瓷现代制品的欣赏，以及宝丰

传承人制作的汝瓷、醋、酒、虎头鞋、香包、布老虎、木偶戏偶人以及八角

鼓等小型乐器的欣赏。

本届非遗博览会通过新颖的展陈设计、丰富的内容供给、专业的呈

现方式，充分展示非遗保护成果、宣传非遗保护理念。博览会将持续至

10月21日。 （郭敬伟）

赏汝瓷 观魔术 品陈醋
——中国非遗博览会宝丰文化绽光彩

10月18日，县市场监管局在平顶山职业

技术学院召开2024年秋期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培

训会，学校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管理员以及

从业人员等共计100余人参会。

会上，该局餐饮股工作人员围绕《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管理规定》等内容，并结合监管工作实际，从原料

采购贮存、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毒、留样管理、

三防设施、应急处置等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

解。同时，强调了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性，

推动学校食堂深入开展“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通过此次培训，使参训人员对食品安全知识

有了更系统、更深刻的了解，进一步提高了食品

安全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安全意识和从业水

平，为做好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对校园

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全面落实学校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防范化解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陈丛丛）

县市场监管局召开秋期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培训会

10月18日，红星教育集团举行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

验区知识培训会。该教育集团办公室、督导室、各学部负责人以及宣传

骨干30多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邀请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干部、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郭敬伟授课。授课内容包括设立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的意义、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

果综述、宝丰非遗项目概况、非遗进校园的时代意义等方面。参加培训

的人员纷纷表示，通过培训，对宝丰文化和文化生态保护区有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大“非遗进校园”力度，为说唱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的建设积极贡献新的力量。

当天，该教育集团还就新闻宣传业务和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

培训。 （刘畅）

红星教育集团举行国家级说唱文化
（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知识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