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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入围
农业部“2013年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初
选。据悉，6月18日该活动大众投票评选环
节已结束，现正在进行票数二次统计和审核，
之后前20名的候选村将晋级专家评审环节。

近年来，泰山村按照“林业立村、生态富
村、旅游活村、文化强村”的发展思路，积极开
发泰山村特色旅游，让黄帝文化和各景区（黄
帝会盟祠、马武寨景区、水上乐园、拓展基地
等）配合起来，突出特色，让游客在工作之余
有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高凯 文/图

农民抱团成合力
长期以来，新郑乃至全国农业

一直面临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
矛盾。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
单个农民如同漂浮在大海上的“一
叶小舟”，无法掌握市场动态，经营
规模小，承担风险大，经济实力差，
获取利润低。为此，新郑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的要求，鼓励支持农民抱
团闯市场。

其中绿野养猪专业合作社、天
帮蔬菜专业合作社、农乐西瓜专业
合作社等就是新郑众多农民专业合
作社中的佼佼者。以“农乐”为例，
该社所有社员都采用同样的技术进
行规模化种植，产品由合作社统一
收购。“我们入社的要求就是在合作
社的统一指导下进行生产，不准滥
用药。”该合作社理事长刘建鹤说。
在这个基础上，“农乐”的社员们共
同组建了集约化、规模化的无公害
农产品基地。

新郑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开展
农业规模化生产，组建了一批无公
害生产基地，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提供了实施和示范平台。生产上
实行“统一选种、统一生产资料供
应、统一生产技术规程、统一包装、
统一销售”，使分散生产的产品质量
趋于统一，保证了农产品质量。由
于市场准入制度的实行，农民可以
统一认证，进行品牌整合，通过建立
可追溯的生产销售记录，建立起有
效质量安全追溯，形成一种“看得见
的农业”发展模式，全面落实农业标

准化生产。

腰包渐渐鼓起来
对于普通农户来说，通过“抱团”

加入合作社，一方面可以增强在市场
中的“抗摔打”能力，另一方面通过
合作社的统一组织，农产品生产和
销售成本得以降低。一“升”一“降”
之间，农民的腰包自然鼓了起来。

“与其他散户相比，我们的社员
收入绝对要高一茬儿。”在采访中，
绿野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陶建富
介绍说，以一头猪为例，市场价大概
1500元，而他们社员养的每头猪可
以增收 200 元左右。陶建富说，绿
野还通过建立直营超市，实现了农
商对接，减少了中间环节，让社员得
到了更多的实惠。据了解，绿野作
为新郑唯一一家国家级青年示范农

民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102户，户
均增收 5 万元，盈余分配户均 4800
元左右。

新郑市农委农经科负责人说，
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
有效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
好、办了不合算的问题，可以为有
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农民在农村
发展提供平台，更可以帮助农民在
生产上节本增效并分享产业化经
营利益。

如今，新郑的 260 多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已经覆盖了12个乡镇238
个村，社员总数达2.86万，带动一般
农户3.69万。合作社生产类别涵盖
了种养、养殖、畜牧、加工、农机作业
等，其中国家级示范社1家，省级优
秀社 2家，省级示范社 7家，郑州市
示范社30家。

网 格 化 管 理
给力乡村清洁

本报记者 陈扬李伟彬 通讯员 李天星张晓丽 文/图

8月 26日，新郑市观音寺镇姚张村的网格工作人员还
像平时一样，起个大早打扫村里的卫生。这是该村自网格
化管理实行以来，推行“网格化管理清洁乡村长效机制”的
一个缩影。

依托网格，姚张村分片区、设岗牌、明责任，将清洁任务
落实到人，确保清洁工作管理全覆盖。在这个网格中，网格
长既是“清洁员”，又是“监督员”，还是“宣传员”。门前卫生
主要靠各家各户清扫，主干道卫生由网格长组织网格管理
人员义务清扫；网格长早上9点正式上班之后，排查矛盾纠
纷时，还监督自己所负责片区内的卫生；走村串户时，除了
为村民传播清洁卫生常识、健康常识、生态文明建设等内
容，村里还定期不定期邀请专家对村民进行卫生健康知识
培训，让大家人人都做“清洁卫生明白人”。

“长寿果”笑迎八方客
本报记者 边艳

走在通往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柿树行村的路上，放眼
望去，一片连着一片的核桃园映入眼中，沉甸甸的核桃挂满
枝头。8月 25日，恰逢周末，一批又一批的客人蜂拥而至，
品尝购买新鲜的核桃，一阵阵笑声回荡在核桃园中，一张张
笑脸映在核桃树下。

在该村秦保荣的核桃园中，记者见到了来自许昌市的张
先生一家。只见张先生手拿一根长长的竹竿，顺着搭在粗大
树干上的木梯，麻利地爬上核桃树，对着结满核桃的树枝，

“叭叭叭……”几棒打去，一颗颗油亮亮的核桃应声而落，噼
噼啪啪地砸在地上，不一会儿，树下便堆满了核桃。树下的
孩子可乐坏了，先用衣服兜，满了又用太阳帽装，“妈妈，妈妈，
爸爸说这核桃还叫‘长寿果’，我要带回去给奶奶吃。”孩子开
心地举着手中的大核桃说。

硕果盈枝，秦保荣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今年又是一个
丰收年，我们摘下的是核桃，卖出去的可是‘脑白金’呀！”秦
保荣指着自家园中的核桃对记者说，“我们这园里有辽核清
香、香铃、8518等品种，从 7月份核桃刚下来就有人前来采
购了，那时的青皮核桃最低也要3元一斤，现在晒干后的核
桃价格能卖到20元左右。我们这一亩地能种55~60棵核桃
树，亩产量有二三百斤呢。”

据了解，该村最初只有几十亩核桃地，自2009年之后，
核桃种植突飞猛进，以每年60％的增幅递增。现如今该村
的核桃地已发展到800多亩，260多个种植户。“核桃从幼苗
到盛果期一般需要5年时间，今天的核桃能获得大丰收，技
术指导和科学管护起了决定性作用。农技专家朱德正对大
家伙儿的帮助实在很大，他每次都亲自到果园给大家指导
核桃育苗、除草、修剪、嫁接、管理等技术，帮助农民解决了
很多难题。”村干部赵君宝说。

走出果园，看见该村村民郭金发开着三轮摩托车往家
赶，记者和他聊了起来。“咱的核桃一个个好得没得挑，带去
的那些很快便卖光了，我得赶紧回去再装些核桃送去。”说
完，郭金发开着三轮摩托车急忙往家赶去。进入 8月份以
来，该村的核桃已全面上市，无论果园里还是市场上，这些
新鲜的核桃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核桃一年又一年的丰
收，着实让柿树行村农民的钱袋子一次接一次地鼓起来。

玉米联合收获机
类型及特点

快到了玉米收获的季节了，您对“玉米联合收获机”
知多少呢？

我国目前开发研制的玉米联合收获机大体可分为
四种类型：背负式机型（与相应拖拉机配套摘穗）、自走
式机型（摘穗、摘穗及剥皮）、玉米专用割台（与收获小
麦割台互换，可兼收玉米）、牵引式机型（只在大型农场
使用）。

背负式玉米联合收获机 即与拖拉机配套使用的玉
米联合收获机，它可提高拖拉机的利用率，因机具价格也
较低，回收成本快，但是受到与拖拉机配套的限制。另
外，背负式玉米联合收获机，前挂摘穗台、中间跨过果穗
升运器、后拖带果穗收集箱，组装后，机组总长不小，调头
转弯半径大，显得笨重。目前国内已开发有单行、双行、
三行等产品，分别与小四轮及大中型拖拉机配套使用。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 即自带动力的玉米联合收
获机，该类产品国内目前有两行、三行、四行及更多行，
同时又分摘穗型和摘穗型及剥皮型，专一用途的自走式
玉米联合收获机，其特点是工作效率高，作业效果好，使
用和保养方便，但其用途专一。

玉米专用割台联合收获机 玉米专用割台又称玉米
摘穗台，玉米割台的使用是与麦稻联合收获机配套作
业，扩展了现有麦稻联合收获机的功能，同时价格低廉，
3~4 万元/台，目前国内开发该类型的产品主要与福田
GE25、福田GE40、新疆-2、佳木斯-3060、北京-2.5等型
小麦联合收获机配套。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小麦联合收
获机都能互换割台。这类机具一般有果穗摘取、升运、
收集及秸秆还田功能，一般没有果穗剥皮功能。

牵引式玉米联合收获机 牵引式玉米联合收获机是
由拖拉机牵拉作业，所以在作业时由拖拉机牵引收获机
再牵引果穗收集车，配置较长，转弯、行走不便，主要应
用在大型农场。 本报记者 边艳高凯 整理

新郑13个设施农业
建 设 项 目 获 批 复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高凯）近日，郑州市农委召开了设
施农业项目建设推进会并下发了《关于2013年第一批设施
农业建设项目计划的批复》，新郑市获批复设施农业建设项
目 13个，建设面积 924.7亩。为督促各项目单位完成建设
任务并提供跟踪服务，新郑市召开2013年新郑市设施农业
项目建设促进会。

促进会就项目建设标准、项目进展情况周报制、设施茬
口安排、施工安全问题及下一步验收工作进行了细致解读。
会议要求，项目单位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资金准备，量体
裁衣，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建设，要争取实现高标准建设、
高投入、高产出；相关委局要尽最大力量协调解决项目单位
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全程为设施农业单位搞好服务。

省畜牧局8月14日消
息，省畜牧局、省财政厅日
前联合出台《河南省 2013
年扶持“菜篮子”产品生产
畜牧项目实施方案》，提出
重点支持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并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
的畜牧业农民合作社，而
科研、技术推广等事业单
位不能作为补助对象。

实施目标
以技术运用和装备提

升为抓手，突出标准化建
设，重点扶持建设一批有
一定规模、生产技术基础
好、在增加产品产量和提
高产品质量方面有示范带
动作用的畜禽养殖基地，
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和品牌
建设，推进标准化、集约
化、现代化生产，提高抗御
灾害能力，增强“菜篮子”
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和应急
供应保障能力。

支持畜种
主要包括生猪、蛋鸡、

肉鸡、肉牛和肉羊。今年
支持肉牛、肉羊的资金不
低于总资金的 60%，优先

支持饲养母畜的养殖场
户；支持蛋鸡、肉鸡的资金
不低于总资金的 30%；支
持生猪的资金严格控制在
10%以内。

补贴标准
这次补贴要求企业的

养殖规模达到以下标准：
生猪出栏0.5万~5万头；蛋
鸡存栏1万~10万只；肉鸡
出栏5万~100万只；肉牛出
栏 100~2000 头；肉羊出栏
300~3000只。生猪、蛋鸡、
肉鸡每个项目补助50万元；
年出栏100~1000头的肉牛
项目每个补助30万元，年出
栏 1000~2000 头的肉牛项
目每个补助60万元；年出栏
300~1000只的肉羊项目每
个补助 25 万元，年出栏
1000~3000 只的肉羊项目
每个补助50万元。这次补
助资金扶持建设的企业必
须符合“五化”要求：一是畜
禽良种化，二是养殖设施
化，三是生产规范化，四是
防疫制度化，五是粪污无
害化。优先支持粪污处理
设施建设，优先支持具有
环评手续的养殖场建设。

我省补贴“菜篮子”畜牧项目
重点扶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畜牧业农民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引领农民走向大市场
本报记者 刘佳美陈扬李伟彬 文/图

新郑市富桃源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8月22日在辛店镇桃源
新村社区挂牌成立。

农时农事

“通过合作社，我们的社员比散户农民收入要高出20%。”新郑市天帮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孟文超自豪地说。作为郑州市“十
佳”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天帮，在大力探索现代农业的同时，也给社员带来了收入的大幅提升。

从2007年新郑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到如今26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花开遍地，短短6年时间，新郑农民专业合作社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新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新生力量。

休闲请来
泰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