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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家住新密市曲梁乡高洼
村的高大哥一家，在忙活了整整一晚后，
终于把家里的 6 亩麦地浇了一遍。看着
那片喝饱水的麦田，他的双眼眯成了一
条线。“这下，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此时此刻，记者跟着他在麦田里来回折
返跑也将近 13 个小时了，亲眼见证了大
旱之下，农民兄弟对水的渴望。

2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新密市曲梁
乡高洼村，在麦田的一处机井旁见到了正
在准备灌溉设备的高大哥。地上摆着几
节白色的塑料水管，他正在小心地将水管
对接。他的老父亲拿着钳子、铁丝将塑料
管道的接口处与机井出水口拧在一起。

“今年天太旱了，我们得赶紧把地浇
浇，不然麦子就保不住了。”高大哥一边干活
一边说，头也没有抬一下。就这样忙活了
半个多小时，他把机井上方的电闸推了上
去，看到清澈的井水开始向麦田涌去，便拿

起铁锨，把鞋往地头一撇，一脚就踏入了麦
田。“大哥，你光着脚不冷啊?”记者问道。

“冷？麦子收成不好就该心冷了，这点罪咱
受得起。”他的回答干脆利索。

天渐渐黑了，挖土堵洞、疏导水路、
更换水道，高大哥不住地小跑着，在田里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水突然停了，“老
弟，帮忙看看是不是跳闸了？”他大声喊
着。记者赶紧跑到机井处，发现果然是
跳闸了，刚想抬手把闸推上去，他的话音
就传入了记者的耳朵：“让它歇会儿吧，
时间长了就该发热了。”

趁着休息，高大哥和他的老父亲坐
在地头，点了根烟。“这地不浇是真不行
了，麦苗旱得蔫黄蔫黄的。幸亏村里为
大家买了几台水泵，不然今年全都得抓
瞎。”他一边说一边用手使劲地拧着湿漉
漉的裤腿，“我在外面打工，所以行动慢
了点，看着旱得发黄的小麦，我连觉也睡

不好。不过今晚可以浇完，今年收成就
有保证了。”一会儿工夫，爷俩站起身，走
到机井旁，把电闸推了上去，悦耳的“哗
哗”声再次响了起来。

“吃饭吧！”大约晚上11点，高大哥的
家人给他俩送来了饭。“不吃了，明天浇
完了再吃，你们都回去吧，这儿有我自己
就中了。”夜，突然就静了下来，只听见哗
哗的流水声以及从田间不时传来的他

“啪啪”的踩水声。此时，记者也掂起一
把铁锨，甩掉鞋袜跳入了那片散发着泥
土香味的麦田。寒意刺骨地钻入脚心，
然后瞬间到达头皮，一个个的冷战也接
连赶来，但听着小麦“咚咚”的喝水声，心
里却出奇的温暖……

早上 8 点，高大哥站在地头，看着浇
完的小麦，紧绷的面皮松弛了下来，“回
家吃两个馍，喝两杯酒，然后好好地睡个
觉。”

登封打造灯光夜景，少林大道上火树银花，迎宾公园和嵩阳
公园彩灯流光溢彩。 本报记者 陈 靖 摄

“人家都是忙着过元宵节,供电所小
同志却忙着为俺村安装变压器，电业局
服务真让人没啥说的！我代表全村
3200 口人感谢电业局！”2 月 11 日上午，
新密市人大代表、曲梁乡草岗村支书李
朝峰高兴地说。

2 月 11 日一大早，新密市曲梁供电
所值班人员接到电话报：“草岗村现在浇
地热情非常高，但发现上水比前两天慢
了许多！”新密市电业局负责人接到电话
后，立即特事特办，派人给草岗村送去了
一台 250KVA 的变压器，然后由主管农
电的李反修率队赶往现场监督安装。

“登杆、打接地线、拆卸旧变压器、
置放新变压器……”一系列工作都那
么井然有序，服务队员在寒冷的天气
里竟然个个汗水往下流。为了百姓能
及时浇上地，近一个月来，哪天不是如
此呢！可他们无人叫苦、无人喊累，反
而都觉得能为村民做点贡献特别高兴
呢！用他们的话说：“咱都是农民的儿
子 ，谁 家 里 没 地 ，帮 他 们 就 是 帮 自
己。”

“来电喽，来电喽！”10点多钟，人群
发出一阵欢呼，继而响起了一连串“噼里
啪啦”的鞭炮声。

“感谢政府帮忙，要不然，村里几百
亩小麦可就完了。”在中牟县九龙镇，抗
旱服务打井队昨日正在忙碌着，看着清
澈的泉水伴着轰隆的水泵马达声，欢快
地奔腾着流进干涸的麦田里，村民们一
直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杨国安是中牟县水利局水利抗旱服
务打井队队员，旱情发生后，他吃住在工
地，争分夺秒，打好每一眼机井。老杨和
队员一起抗旱打井，饿了吃块方便面，渴
了喝点矿泉水，他已记不起自己几时回过
家、睡过几个囫囵觉、吃过几口热饭菜。

石灰窑村地势较高，水资源贫乏，对

此，老杨和队员一起承包了该村的浇麦任
务，联系村干部加班加点和一些村民为沟
渠清淤补缝，并在田间地头打好深水井。
自打抗旱工作开展以来，老杨和队员们坚
守在抗旱第一线，每天三班倒，只顾上吃
两顿饭，每天都坚持干到晚上10点来钟。

中牟县引黄淤灌公司的梁社立，今
年52岁，患有糖尿病，感冒发烧10多天，
仍然坚持抗旱浇麦。毛玉河是抗旱打井
队员，患坐骨神经病，春节前刚做完手
术，听说组建抗旱打井队，他二话没说，
主动请缨，一边吃药，一边和大伙一起打
井抗旱，每日深入田间浇灌小麦。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
讯员 张温良）昨日，距己丑年
黄 帝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还 有 45
天，新郑市拜祖大典指挥部及
其 11 个筹备工作组业已“机
构 到 位 、人 员 到 位 、职 责 到
位”，筹备大典“机器”全面运
作升温。

据了解，3 月 29 日将在新
郑举行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今年拜祖大典的主题
是：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
和谐。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增加了中国侨联、台联两个主
办单位，规格更高、要求更严、

任务更重。按照省、市领导提
出的坚持“稳中求新、新中求
好”的要求，新郑市的各项筹
备不仅快速启动，而且力求做
到细节上精益求精。各筹备
组所司之责细化到每个人、每
一天，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环境
综 合 整 治 ，分 列 出 203 个 小
项，明确了集中开展“沿街十
四乱”专项治理、入市口综合
整治等 7 项总体任务。黄帝
故里人民力争以“绿、亮、静、
美”的市容环境和高效精致的
筹备，笑迎八方宾客，确保大
典成功。

昨日下午，记者本来和新郑市农业局
的农技站站长韩华民约好见面采访的，没
想到被他足足“晾”了半个小时。这是怎
么回事呢？

机关唱起“空城计”

原来，抗旱浇麦期间，韩华民还身兼八
千乡区域中心农技站站长，午饭后到花园
村下乡送技术，被老乡们“缠磨”了半天。
在新郑市农业局，记者果然看到了“人去楼
空”的景象。该市农业局局长苗松发告诉
记者，全局百十来号人，除了留下十几个值
守人员，其余全部下乡抗旱。

针对旱情变化，新郑市坚持浇管结合，
点面互动，边抗旱，边管理。该市下发了春
季麦田管理意见，进行全面指导，市农业部
门迅即开展了查墒情、查苗情、查病情、查

虫情“四查”活动，为力保丰收装上“双保
险”。

农技小队活跃在田野

通过多年来的结网连线，新郑市的农
技推广服务体系派上了大用场：农业局技
术人员作为总牵头，不再是“孤军奋战”了，
乡级农技服务中心为支撑，千名科技示范
户为基础，农技服务队伍大扩军。

眼下，该市已组建了六个区域中心农

技服务站，每个服务站分包两个乡镇，12支
农技小分队已出动 1.2 万人次。他们吃住
在乡下，服务到地头，成为农民抗旱浇麦、
科学种田的好帮手。

带着“礼品”下乡

“俺服务队下乡可不是空手去的，得
带着技术、‘礼品’下乡呢。”说着，刚从八
千乡花园村回来的韩华民顺手掏出包里
的“技术服务明白纸”，只见粉红色宣传

单上，图文并茂，一看便知。韩华民给记
者指指点点说：“你看，如何早施拔节肥
呢？对一类苗、二类苗，每亩要施尿素 5～
7.5 公斤，才能促进小穗小花发育。”像这
样的明白纸，他们已给农民派发了 10 万
多张了。与此同时，由该市农业局编发的
土壤墒情动态、病虫情报等权威信息，通
过媒体刊发、农技人员散发等多种途径，
适时向群众播报，便于农民及时、科学地
加强麦田管理。

机关唱起 技术骨干抗旱忙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张温良

润了麦田 暖了心田
本报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朱韶瑞 文/图

打井队员一天只吃两顿饭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段世杰 文/图

本 报 讯（记 者 刘俊礼
通 讯 员 王炎军）为 应 对 目
前经济发展挑战，新密市在
昨 天 的 2008 年 度 总 结 表 彰
会上，对省重点上市后备企
业郑州振东耐磨材料公司，
省优质产品企业才华耐材、
建信耐材，重大贡献企业郑
煤 集 团 、杨 河 煤 业 、裕 中 能
源 等 44 家 企 业 重 奖 550 万
元。

据悉，该市还制定出台
支持工业企业的相关政策，
开展“双百企业抓技改、保运
行”活动，以大项目、大企业
为中心，着力培育绿色耐材、
造纸循环经济和曲梁服装三
大产业基地，搞好光伏产业
聚集区、裕中能源综合开发
区建设，打造百亿企业、百亿
园区，确保新密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
讯员 巴明星）记者昨日从新郑
市获悉，由农民日报、中国畜牧
兽医报牵头中央新闻单位推举
宣传的“2008 年全国畜牧富民
功勋人物暨畜牧业最具影响力
品牌”揭晓。河南雏鹰畜禽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建芳荣获

“全国畜牧富民功勋人物”称
号。

侯建芳组建的河南雏鹰
畜禽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有
20 年发展历史的大型养殖企

业，是中原地区最大的青脚麻
鸡、特快黄鸡生产基地，华北
地区最大的种猪、商品仔猪生
产基地。通过公司+基地+农
户的形式，拥有 5000 多个加
盟饲养户，每年可直接增加农
民收入 1.1 亿元，安排城镇下
岗工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近 2
万人。公司还获得中国农业
部颁发的“全国乡镇企业管理
工作一级企业”，获河南省、国
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等称号。

本 报 讯（记 者 王亚楼
通讯员 马文博 王江飞）为
了进一步加强巩义市生态环
境 建 设 、美 化 城 市 环 境 、提
升 城 市 品 位 、促 进 生 态 和
谐，2 月 12 日，巩义市举行生
态建设全民义务植树暨创建
国 家 园 林 城 市 工 作 动 员 大
会 ，动 员 和 号 召 全 市 各 级 、
各部门、各行业和广大人民
群众行动起来，扎实推进创
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再次
吹响了向国家园林城市进发
的号角。

据了解，去年以来，巩义
市委、市政府周密部署，狠抓
落实，圆满完成了年度目标任
务，林业生态市建设实现良好

开局。今年巩义市在生态城
市建设方面提出了完成人工
造林 4.8 万亩；完成森林抚育
和改造工程 1.2 万亩；完成林
业产业工程 0.2 万亩；创建 8
个郑州市林业生态村这一目
标。

为此，巩义市委、市政府
要求，细化城市园林绿化资源
统计数据，健全园林绿化档
案，保护绿化成果。改革义务
植树形式，采取以资代劳、缴
纳绿化补偿费的形式，进一步
增强群众植树积极性。同时
明确完善各部门、局委绿化工
作任务，各镇加大镇区绿化投
资力度，5 年内全部达到园林
镇标准。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王炎军 杨建敏）昨
日，来自刘寨镇小李寨村的邵武喜告诉记者：“今年政
府政策这么好，买一台机器补助2万，农民购机的积极
性当然提高了。”随着农机补贴计划的提前实施，新密
市掀起了农机购买热潮。

在新密市万通农机有限公司内，前来选购农机的农
民络绎不绝。据新密市农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每天来
农机业务办理大厅申请农机补贴的农民有上百人。今
年，国家加大对农机的补贴力度，仅新密今年就拿出了
200多万元补贴资金。加上各级财政补贴，购机补贴额
将达到800万元，这笔资金将直接带动农民投入5000万
元，从而有力地拉动农村生产资料消费市场。

与此同时，新密市农机局通过招标降低农机价格，
并与农机销售部门、乡镇农机连锁店和农资生产厂家
三方通过签订农机购销协议，集中购进农机的方式让
农村群众买到物廉价美的农机。农民只要一个电话，
厂家和农机连锁公司就可直接将农机送到家门口，这
样既保证了机器的质量，又节省了农民的采购成本。

据介绍，面对严峻旱情，新密市提前启动农机补贴
计划，市财政首先拿出80万元对抗旱期间购置农用水
泵及农药植保送水车进行补贴。计划补贴农用水泵
500台，每台补贴标准为购置价格的 30%，农药植保送
水车每台补贴 2 万元。截至目前，该市已补贴农用水
泵182台，农药植保送水车1台。

本报讯（记者 刘国润 通讯员 潘杰昌 文 陈靖 图）2月 12日上午，荥
阳市广武镇河王水库灌渠河道人声鼎沸，一片繁忙景象。郑州某预备役
高炮师出动现役和预编兵力 200余人，参加清淤工程，畅通水路，共清理
河道1500米，淤泥1000余立方，有效缓解不灌区500多亩麦地旱情，赢得
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赞誉。

补贴提前到位 参与积极性高

新密农民热购抗旱机械

军民携手
疏通河道

筹备拜祖大典
新郑运作升温

巩义争创国家园林城市

新密550万元重奖企业

“养猪大王”当选功勋人物

13小时不吃不喝，记者亲历——

农家人的“抗旱一夜”
本报记者 梁 晓 王 璇 文/图

空城计空城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