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赵娅君 编辑 马艺波 校对 宋 利

电话 67655285 E－mail：zzrbxzxw@sina.com

ZHENGZHOU DAILY T3

7 月 19 日，夏雨初霁，混着特有的泥土清
香，美丽的乡村更显宁静祥和。新郑市郭店
镇石羊寨村的文化大院内，朗朗的讲课声和
不时响起的热烈掌声，为温馨的乡村增添了
别样的活力与风采。原来，一场由新郑市委
党校带来的别开生面的《文明礼仪讲座》正在
这里“浓情上演”。

自 2011 年以来，石羊寨村就是党校的结
对帮扶对象，近 3 年来,驻村帮扶工作队和乡
亲们同吃同住，修房舍、建道路，调矛盾、化纠
纷，洁家园、慰贫苦……乡村面貌为之一变，
气象为之一新。2013 年，党校更是结对帮扶
该村精神文明建设，关注村民精神世界，促进

乡风文明、加速文化发展。此次驻村帮扶工
作队不仅带来精彩的讲座，还送来了“精神食
粮”——500余册书籍，内容涵盖政策法规、党
史党建、种养殖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

“健康的书籍是人类的良师益友，一本好
书甚至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尽管募捐
活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要进行分
类整理、打包捆绑，但当我们把家里闲置的各
类书籍、杂志和学习资料收集起来送到农村
后，不但能满足群众的求知欲，同时也为这些
书籍找到它们的最大价值。”驻村帮扶工作队
负责人说。

“这些年村子里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石羊寨村党支部书记连全仓打开
了话匣子，“就说我们面前的这条水泥路吧，
帮扶工作队来之前，可是多年的‘水和泥’
路。还有我们文化大院的桌子、椅子，都是他
们或协调或捐赠的。还有村子里党员活动的
组织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

精神文明帮扶，如夏日里的缕缕清风，如
寒冬里的一丝火焰，在燥热中送来清新和凉
爽，在严寒中带来燎原的火种，必将在推进城
乡社会的共同进步和繁荣中发挥更加重要的
作用！

左图 村民们兴高采烈地把党校捐的书
搬进文化大院。

烈日当头，新郑市观音寺镇唐庄村的
养鸡户沈桂明头戴草帽、满头大汗地揣着
一包钱来到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观音寺支
行的营业大厅。

“昨天王经理打来电话，说我的 5 万
元贷款快到期了，让我这几天准备一下。
我上午刚把长成的肉鸡卖了，这不 6 万
元，还了贷剩下的存到这儿，咱是优秀信
用户，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说起贷款
给自己带来的收入，老沈笑得合不拢嘴。

听银行客户经理讲，老沈 7年前从青
海务工回来手里仅有600元，但在银行的
帮助下，他贷款2万元，在家乡办起了养鸡
场。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老沈已拥有一
个占地10亩的养鸡场，能容纳6000只鸡的
鸡舍，近 3000 只鸡的存栏量，每天产蛋
1000多枚，一年内纯收入就达10多万元。

“几万块钱对于人家企业来说也许不
算啥，但对于我们普通创业的农民来说，

有时候就是‘救命’钱。”回忆起当初靠着
贷款走到今天，老沈感慨万千。

相较于老沈的“信用户”，还有“信用
村”。该市梨河镇官庄村在被新郑农村商
业银行评为“信用村”后，不仅全村每个人
贷款方便了，而且贷款额度也从几万元提
高到了20万~30万元不等。

据了解，官庄村原来的贷款模式属于
“五户联保”，即五家互相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因为一直没有出现过不良贷款，官庄
村被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评为“信用村”。
之后，梨河支行还为该村每人办了一张金
燕快贷通福农卡，需要贷款时，农户只要
拿着卡和身份证到营业厅就可直接办理。

官庄村党支部书记赵景中告诉记者，
以前农民贷款没有有效的抵押物，往往托
了人情才能贷出几千元。而被评为“信用
村”后，贷款方便多了，所以大家都格外珍
惜这个荣誉，也都特别重视自己的信用。

“还款从没逾期过，都是提前还，如果刚巧
碰上手头紧，就是借，也得先把银行的钱
还上。你想想，一个人不还，全村人都会
跟着受影响！”赵景中笑着说。

如今，在官庄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贷款，不用再为资金不足的问题发愁，村
民们靠着养殖、种植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该村 46岁的养鸡户赵跃东告诉记
者，去年他贷了6万元，刚还完，现在禽流
感疫情得到了控制，禽类市场销售行情开
始回暖，他准备过两天再贷些款，购买鸡
饲料。说起收入问题，赵跃东信心满满地
说：“只要有贷款做资金保障，一年收入20
万元不成问题。”

小额贷款在破解农民资金瓶颈的同
时，更推动着新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向前
发展。这些专业合作社在获得这些贷款
后，往往将资金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用于
规模化的生产，或者市场的流通和营销。

相比一家一户的小额贷款，这种贷款能带
来更大的效益。如今，在新郑越来越多的
农民通过专业合作社一起贷款、一起闯市
场。截至目前，新郑 260多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中，有90%的专业合作社依靠小额贷
款在一步步发展壮大。

据了解，目前新郑的农民朋友可选的
小额贷款业务种类很多，除了新郑农村商
业银行的“金燕快贷通”、邮政储蓄新郑支
行的“好借好还”、农业银行新郑支行的

“金穗惠农卡”等普通业务外，更有针对新
郑畜禽业和大枣生产量身打造的“勤致
富”和“枣致富”生产经营贷款，它们不仅
为“雏鹰”及“好想你”等龙头企业的发展
壮大注入了活力，更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农
户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使一大批农民
走上了富裕路。

现今，小额贷款为新郑农民打开了一
个新的世界。

乡村厨师高展：

一 门 好 手 艺
烹出“幸福味”

本报记者 赵聪聪高凯

农村“婚丧嫁娶”时在家里置办酒席，
必有一支厨师队伍。今年39岁、家住新郑
市新建路街道南街社区的高展，就是乡村
厨师队伍其中一支的领班人。

记者见到高师傅时，他刚忙完新华路
街道仓城社区某户人家的婚庆喜宴，虽然
略显疲惫，但讲起他的厨师之路还是滔滔
不绝。

谈起怎么做厨师这行的，高展说，他爷
爷是厨师，从十六七岁开始就给爷爷打下
手，刷碗、洗菜、扫地什么杂活都干过。为
了练就一手绝活，他曾端着十来斤的大锅
练习炒沙子，拿着自家地里种的菜一遍遍
地练习切菜，一个月下来，不仅手磨出了水
泡，连小腿也站得浮肿了。“不经历一点艰
辛，就做不出一手好菜。”高师傅说，虽然厨
师这个行当十分辛苦，但他依然坚持了 20
多年，这份坚持凭的就是他对这个职业的
热爱。

“刚当厨师那会儿，农村办酒席还很简
单。”高展回忆说，那时候原材料少，不像现
在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也不能买到种类
多样的干菜。遇到条件一般的家庭，只有
地里种的白菜、萝卜做配头。但他们也要
精心准备，为客人做上一桌丰富的菜。“比
如豆腐，可以用凉拌、油炸、热炒等不同的
方法做出不同的口味。没有做配菜的材
料，我们就用白菜、胡萝卜做配搭，这样让
菜的颜色和品相看起来更好。”高师傅有声
有色地描述着当年的经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的口
味也在发生变化，对厨师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火候、分量、口味……每一个细节都不
能马虎。”高展说，不同性质的酒席，菜式
不一样；不同地方的酒席，口味又不一
样。鱼、虾等海鲜怎么做最鲜美，每个地
方的人喜欢的菜式是怎样的，他基本上都
了如指掌。

“家庭宴席一开就是十几桌，甚至几十
桌，我最多时一天做过 200 多桌。除了菜
味要地道，最关键的还要掌握好上菜的节
奏。”高师傅介绍说，“我们一般都是头一天
开始准备，遇到桌数多的就会增加人手。
有哪些炖菜，几个蒸笼开火，哪些菜现炒，
分几锅炒，都得心中有数。”

在乡村当厨师，还要做到节省，不给主
人造成浪费才是真。高师傅凭着多年的经
验，早已能精确地算出每桌菜需要多少材
料，成为大家竞相聘请的“香饽饽”。

如今，高展的厨师班队伍越做越大，不
仅提供碗、筷、桌、凳，他还开了一家干菜
店，以更加实惠的价格为顾客提供一条龙
服务。“现在社会发展变化越来越快，我们
厨师班也要与时俱进，不仅要创新出更加
丰富的菜品，更要创新一下我们的经营模
式。”谈起未来，高展满怀信心和决心。

盛夏玉米田间管理

一、查苗补苗防缺苗断垄。为保证全苗，应及时查苗补
苗，用早熟品种催芽后补种或在幼苗4~5片叶龄前，于下午或
阴天带土移栽补苗。玉米 3~4叶时及时间苗，5~6叶定苗，拔
除弱苗、小苗、病苗、圆秆苗，选留大小一致的健苗。

二、及时中耕防草荒。苗期应中耕除草 2~3次，定苗前，
中耕宜浅，深5厘米为宜。拔节前中耕灭草1~2次，促次生根
深扎，深度 10厘米，行间深，苗旁浅。提倡化学除草，用玉米
宝或乙阿合剂每亩100~120毫升，兑水50公斤，均匀喷雾。

三、查病治虫防病虫危害。及时清除田边、地头杂草，消
灭蚜虫、飞虱。在喇叭口期是防治玉米螟的关键时期，在虫
害发生较重的地方，应每亩用“BT”乳剂 150 毫升，加水 1 公
斤稀释后，拌细沙土 15 公斤制成颗粒剂，每株用 3~4 克投放
入心叶喇叭口内。也可用 50%辛硫磷乳油 150 毫升，加水 1
公斤，拌过筛煤渣 5 公斤并堆闷 1~2 小时后制成颗粒剂投放
心叶内。

四、追偏心肥防壮欺弱。对弱苗应及早采取措施，单株管
理，促弱转壮，使之迅速赶上一般植株高度，防止后期因严重
郁闭，造成空秆或果穗细小，秃尖缺粒。常用的方法是施偏心
肥，每亩施速效氮肥5~10公斤，穴施于植株附近，追施后及时
松土。

五、排灌结合防芽涝。玉米苗期显著特点是耐旱怕涝，只
要不严重干旱，一般不需浇水，但遇涝应及时排水。在玉米苗
期暴雨、急雨较多，雨后应及时排水，防止热雨伤害茎叶及根
系，引起死苗，特别是洼地及整地质量差的地块，更应及时排
水，并做到及时中耕，散墒通气，防止芽涝。

本报记者 边艳高凯 整理

又到一年葡萄成熟时。走进位
于新郑市城关乡端庄村李现甫的葡
萄园里，一串串葡萄挂满支架，一颗
颗葡萄晶莹剔透、珠粒饱满，在绿叶
的衬托下格外喜人，光泽圆润、果香
浓郁、酸甜适口、皮韧易剥的葡萄令
人食指大动，流连忘返。

从 6 月底首批葡萄成熟以来，李
现甫就一直在自家这 40 多亩的葡萄
园里忙碌着，每天从早到晚忙得汗
流浃背的他，心里却乐呵呵的。瞧
着我们对葡萄身上的“白色外衣”感
兴趣，老李笑道：“这是‘葡萄专用套
袋’，它的作用可不小呢，抗水、透
气、防菌，还防虫呢，有了它们的保
护我们可省心不少。再说，这也符
合‘绿色、健康’的理念嘛！”

摘一颗葡萄放进口中，那股香
甜、鲜美让我们连连称赞。“我们这儿
人工除草，施农家肥，不打激素，不添

加催熟剂，货真价实的无公害绿色食
品。”老李自豪地说。

这是青提、这是早红提、那是巨
峰、右前方那些是黑无核…… 从
2000 年开始种植到现在已 13 年了，
在这 13 年的时间里，老李葡萄园里
的这些葡萄品种已经增至近二十
个。“这些葡萄最早的一批在 6 月底
成熟，最晚的会持续到 8 月底，亩产
大约 3000 斤。说真心话，我们发家
致富可多亏了这些葡萄啊。”

在葡萄园中，我们见到了来自郑
州的李先生一家。他们穿梭于葡萄
架中，一边剪下成熟的葡萄，一边还
不忘摘一颗丢进嘴里大快朵颐。“我
们可是慕名而来的，之前朋友拿给我
吃过，味道确实不错，今天就专门带
着全家过来了，主要也想让孩子享受
一下采摘之乐。”看着身边的儿子像
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四处采摘，不多时

便采摘了好多，引得大家伙儿竖起了
大拇指。李先生的儿子说，以前只在
超市、书本上看到葡萄，今天终于知
道葡萄是怎样长出来的，过几天还要
爸爸带他来。

“自采、尝鲜、品葡萄，客人到这
里亲手摘葡萄与到市面上直接去买
葡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
里更接近大自然，既让客人们体会
了劳动的乐趣，也呼吸了新鲜空气，
还品尝到了最新鲜的葡萄，一举多
得嘛！”老李说，“正因为这样，我们
这儿刚开园客人就不断，根本就不
愁销路。”

吃着葡萄，哼着小曲，依依不舍
地走出来，只见左右两旁的葡萄种植
户们也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不停地把
客人摘下的葡萄过称、包装，嘴里还
不停地向客人推荐自家的葡萄，真是
葡萄成熟，大家乐呀！

小额贷款助农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刘佳美

农时农事

助力乡村文明 别样帮扶更给力
本报记者 陈扬沈磊 通讯员 董静 文/图

七、八月是盛夏季节，常年月平均温度为
27℃左右，极端最高温可达35℃以上。这个
时期，也是玉米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这
期间玉米植株生长迅速，因此，七、八月份的
玉米管理主要是增墒、保墒、补充养分。

又又到葡萄成熟时到葡萄成熟时
本报记者 边艳沈磊 文/图

新郑政策奖补
鼓励农村土地流转
为大力发展全市现代农业，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

序流转（以下简称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
化和产业化经营，新郑市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农民
自愿、依法有偿、流转有序、管理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加快农民就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
农村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农村土地流转农户享受财政奖补的条件、标准

2013年1月1日以后，土地年流转价格不低于1000~1200
元/亩，流转期限在 5 年以上，且土地流转合同已在所辖乡镇
土地流转服务站和市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备案、审批，流转时间
已满1年，流转收益按合同约定每年均向流出方（农户）兑现，
土地流转集中连片在200亩（含200亩）以上的，按每亩300元
标准对流出方（农户）给予一次性奖励。农村土地流转财政奖
励资金直补到农户。

（二）现代农业示范区内农村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享受财政
奖补的条件、标准

对2013年1月1日以后，在新郑市现代农业示范区内，单
个经营主体利用流转土地进行集中连片规模经营，面积达到
1000亩（含 1000亩）以上，土地年流转价格不低于 1000~1200
元/亩，流转时间已满 1年，流转期限在 5年以上的农业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各类经营主体，且土
地流转合同已在所辖乡镇土地流转服务站和市土地流转服务
中心备案、审批，流转收益按合同约定每年均向流出方（农户）
兑现，在郑州市政府奖补基础上，自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日
起5年内，每亩每年给予300元奖励，经营主体主要用于生产
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新品种示范推广、教育培训等。

（三）乡镇、村（社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组织享受财政奖
补的条件、标准

乡镇、村（社区）要重视土地流转工作，成立农村土地流转
服务组织，制度健全，服务优质，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农
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及有关规程等开展工作，能够及时提供
指导和服务，流转合同档案管理规范，建立土地流转台账。土
地流转合同、委托书等资料登记、电子备案及时，信息数据录
入准确，档案齐全。没有因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发生群众上
访事件，土地承包、流转等纠纷调处率达到 100%。当年辖区
内新增土地流转集中连片规模经营面积在 1000 亩（含 1000
亩）以上，对所在乡镇、村（社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组织按每
亩100元标准整体共给予一次性奖励。当年全市新增土地流
转规模经营面积达到5000亩（含5000亩）以上，对市农村土地
流转服务中心一次性奖励10万元。

本报记者 陈扬高凯 整理

惠农政策惠农政策

看着累累的硕果，果农心里乐开了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