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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全媒体记者 李玉荣 见习记者 余川

春日渐暖，春雨渐密，正阳大地春耕春播
陆续展开。淮河岸边，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稻
农翻地、浇灌稻田、育秧苗的身影。

4月20日，水稻种植大户陈海州带领村
民在正阳县皮店乡卢寨村水稻育秧基地劳
作。搬运、摆盘、覆膜……大家抢抓农时，确
保秧苗在最佳节令育出移栽。

“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收。”陈海州说，
育秧是整个春耕生产的关键环节，秧苗的好
坏直接关系到水稻是否丰收。自幼生活在淮
河岸边的陈海洲家世代种植水稻，善于钻研
的他掌握了一定的育苗技术，成为当地的育
种“土专家”。陈海洲抓起一把种子说，育苗
首先要选择优质的水稻品种，再采用机械化
科学育秧，有效提升育秧效率和秧苗质量。

记者看到陈海洲家的一条水稻育秧生产
线正在运转，村民有序地准备基质土和水稻
种子、洒水盖土，再小心翼翼地把从传输带上
传出来的秧盘移到紧挨着的大棚里，整齐叠
放着进行催芽。

陈海洲说，在催芽期间，他白天每小时要
到大棚里一次，查看温度、湿度、发芽情况，夜
晚每两小时查看一次，温度太低了发芽慢、不
发芽，太高会“烧苗”。

“放入大棚的秧盘三四天后，水稻种子就

会露出嫩芽，再把秧盘搬到水田里，盖上无纺
布，20天左右就可以插秧了。”陈海洲说，这
样的秧苗质量好，水稻产量高。

像陈海州一样，连日来，正阳县水稻产区
春耕生产按下“快进键”，种植大户带动小农
户抢抓农时，积极进行水稻育秧播种，为今年
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今年，首批40多万盘订单早稻秧苗已
经陆续育苗中。”陈海州说，每天有20多人在
育秧基地流水线干活，村民们抢抓农时播种、
浇水、铺地膜，各项育秧工作有序开展。

陈海洲说，他家流转了6000多亩水田，
每年不仅为自己育秧苗，还为村民及外地种
植户育秧苗。他家购买了10台水稻插秧机、
3台收割机、2台拖拉机、2台汽车。很多农
民家的水稻从育秧、翻耙、插秧、收获他全包
了，水稻产业让他家过上了殷实的日子，还带
动10多位农民就业。

“正阳县地处淮汝之滨，是驻马店市水稻
种植面积最大的县，达30万亩，主要集中在
紧靠淮河岸边的几个乡镇。”正阳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管霞介绍，近年来，正阳县高度重视特
色产业发展，推广优质水稻种植、稻虾养殖、
特色水稻种植，水稻优良品种覆盖率稳定在
98%以上，做强了稻米产业，把正阳大米打
造成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
往全国各地。

正阳：育出好秧苗 期盼大丰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佳瑞 通讯
员 秦挺占）为更好地服务农民春耕生产，
连日来，平舆县邮政分公司充分发挥县、
乡、村三级物流平台优势，搭建起直通田
间地头的“绿色通道”，适时将农资、农技、
资金、报刊送到田间地头，切实保证农民
春耕生产需要。

为开展好支农助农惠农活动，分公
司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同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以全
县223个便民服务站点为依托，适时为

农民配送春耕生产中急需的生产、生活
资料，使农民足不出户就能买到质优价
廉的农资。同时，组织农艺师、农资厂家
到村组举办科技知识讲座，及时把种植、
管理及农资产品使用等新技术送到农民
手中。

截至目前，全县邮政已配送各类生
活资料和优质农资600多吨，组织技术
培训 9场次，协同邮储银行发放贷款
300多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农民春耕生
产。

平舆县邮政分公司

履行社会责任 助力春耕生产

4月23日，上蔡县开展以“阅读新时
代新经典 奋进新征程新伟业”为主题的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旨在激发全民阅读
活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走实走深。

启动仪式在说唱古诗《小池》的精
彩演绎中展开。诵读古诗《诗词歌赋里

的中华》、情景剧 《书香一路 你我同
行》、儿歌表演 《二十四节气歌》等精
彩节目依次上演，营造了“书香上蔡”
的浓厚氛围。

（全媒体记者 刘永奇 通讯员 张彩
丽）

文/图 全媒体记者 邓丹华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眼下的
汝南县金铺镇金铺社区工业产业园
区，机声轰鸣，镇程浩服装厂、县达
胜鞋业有限公司、镇硕梅服饰有限
公司等乡村车间，几百名工人在忙
着赶制订单。走进农耕文化园区，
54座日光大棚整齐排列，蔚为壮
观，近百名村民在春耕春管（如图），
一派生机勃勃、繁忙的景象。

“我家的两亩多地都流转了，平
常我就在园区里干活，一天70元
钱，虽然不多，一年也能挣近2万
元。”正在给刚种植的姜压膜的社区
居民冯稳笑着告诉记者，这几年随
着粮食作物市场价提高，种地收入
增长了不少，但和她在园区务工比，
还是务工挣得多。今年初以来，随
着园区规模增大，她的活也越来越
多，同时来园区干活的人也逐渐增
加。

“在这里干活，不耽误接送孩

子上学，收入也不错。如果不缺
工，一个月能挣6000多元。”在金
铺镇硕梅服饰有限公司加工服装
的该镇任庄村村民闫香平说，在
这里务工的人大多有孩子需要照
顾，除去干家里杂活和照顾孩子
的时间，一个月最多干20天，一
天干 6～7个小时，能挣到 4000
多元。

据了解，近年来，该镇依托气
候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以温室大
棚种植为主的高效设施农业和代加
工产业，在生态农业上不断促进设
施农业规模化和品牌化，逐步构建
起集种苗培育、生产加工、冷链配
送、观光采摘等于一体的产业链，
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在代加工产业
上，该镇积极引导当地企业在做大
做强的同时，提升自主品牌竞争
力，企业呈现出订单稳定、产销两
旺的良好态势，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动能。

上蔡县开展“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万象“耕”新不负春

村民有序地放置育秧盘。

村民搬运育秧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