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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上午，装扮一新的新人
们，一对对手挽手，面带笑容地乘坐 8
辆花车驶入新郑市各条主要街道，拉
开了集体婚礼的序幕。“花车巡游，一
方面是尊重结婚约定俗成的程序，另
一方面我们在路线上特意安排了郑
风苑、黄帝故里等景点，也是为了激
发青年们爱我家园建设美丽新郑的
干劲儿。”观音寺镇的团委书记周洋
说，“此次集体婚礼的 16对新人，或是
家就在观音寺镇的，或是在观音寺镇
工作的。”

礼拜黄帝，始祖见证爱情永恒。
当花车缓缓驶入黄帝故里后，一场庄
严的拜祖仪式即将举行。洁白的婚
纱，笔挺的礼服，靓丽的新人们静静
地矗立在黄帝像前。“短短的十几分
钟，却像走了一段很长的心路历程。
和爱人一起上香，我感受到了特别的
责任与使命。”新郎之一的李俊是扎
根基层的大学生村官，每年都参与新
郑市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筹备工作，
这次亲身经历拜祖各项仪程，感受特
别不一样。

随后，新人们一起写下爱的誓言，
虔诚地挂在祈福树下。

走出拜祖广场，穿越爱的拱门，伴
随着爱的宣言，一对对新人踏上通往
婚姻殿堂的红地毯。

“爱你是一种感觉，一种幸福的、
甜蜜的感觉。让你快乐，也让自己快
乐。”新郎杨豪和新娘王瑜的爱情宣言
响彻婚礼现场。是的，爱情宣言，就是
大声说出我对你的爱，婚礼现场进入
了新的高潮，台下新人们的父母也深
受触动，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同样，深受触动的还有台下的其
他观众——观音寺镇各村的党支部
书记。

“一直以来，农村的婚礼始终无法
脱离一些低级趣味的因素，比如要彩
礼重过要感情的，比如请的歌舞团里
良莠不齐的节目，比如部分闹洞房闹
得过火的，总之就是盲目攀比、铺张浪
费。”观音寺镇沂水村党支部书记白福
先说，“这个集体婚礼，让大家耳目一
新，今天全镇所有行政村的党支部书
记都来了，我想大家都会和我一样深
受启发吧。”

说到为什么举办这样的集体婚

新郑市和庄镇香坊吴村的村民刘明坡每天
都要到自己地里转转，看看小麦的长势。5月5
日一大早，他同样来到了自家的地头，不过与往
日不同的是手中多了一个本子。原来，这天市
农委的农技专家要来，这不，一大早村民们便都
早早候在了各家地头。

不一会儿，农技专家李翠琴便来了。“李专
家，你看看我家这地，这几天麦叶咋变黄了呢？”

“李专家，我家地里咋大面积出现病虫害，您赶
紧帮我瞧瞧吧”……李翠琴刚刚下车，人们就围
了上来。

李翠琴一边了解情况，一边走进麦田，在认
真查看后，她“确诊”老吴家的麦田发生了小麦
赤霉病。“小麦赤霉病，又称麦穗枯、烂麦头、红
麦头。小麦扬花时，在小穗和颖片上产生水浸
状浅褐色斑，渐扩大至整个小穗，小穗枯黄。湿
度大时，病斑处产生粉红色胶状霉层……”“那
咋办呢？您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吧。”李专家现场
开出了对症下药的“治疗单”——每亩可用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150克，或70﹪甲基硫
菌灵可湿性粉剂 70～100 克，或 25%氰烯菌脂
100～200克，兑水喷雾。“有了这个药方我就放
心了，真是感谢呀！”老吴拉着李专家的手连声
道谢。

“乡亲们，这是我们带来的小麦中后期病虫
害防治技术的一些宣传材料和册子，大家可以认
真看一下，哪些不懂的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新郑市农委的工作人员热心地为大家分发着。

该市农委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现在是
小麦最关键的时期，这时期病虫发生的话，不及
时防治对产量影响非常直接，造成损失非常严

重。”4月中旬以来的降雨天气为小麦赤霉病流
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之小麦赤霉病菌源充足，
使得该病大流行的风险明显增强。

为切实做好以赤霉病为主的小麦病虫害防
控工作，4月28日，新郑市农委在城关乡刘庄村
举办了“新郑市小麦‘一喷三防’暨赤霉病防控
技术培训现场会”。在现场，出动了机动喷雾器
15台，电动喷雾器100台，进行了现场操作。会
上，郑州市植保站专家讲解了小麦“一喷三防”
及赤霉病防治技术要点，引导农民群众抓住有
利时机，迅速掀起小麦“一喷三防”高潮。据了
解，当天防治小麦面积达一万余亩，免费发放资
料2000余份，培训人员300多名，向农户免费提
供农药200多公斤。

此外，新郑市农委深入开展“万名科技人员
包万村”科技服务活动,组织 130名农业科技人
员，分包全市 12个乡镇270个行政村,迅速开展
行动，及时有效地指导农户科学防控小麦病虫
害。同时，实行技术承包责任制，要求在每位农
技人员承包的村庄政务公开栏中张贴小麦病虫
害防治技术资料，做到村村有农技人员指导，户
户有一张赤霉病防治明白纸，指导农民朋友喷
施多菌灵、烯唑醇等药剂预防，以减轻病害造成
的损失，切实加强以赤霉病防治为主的后期麦
田管理技术指导，确保小麦丰产丰收。

播种旺季
科学购种

种子市场的放开，种子经营形式的多样化，为广大农
民朋友购种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也给
种子市场带来新的问题：品种多样、包装各异的种子让大
家很难识别种子质量的好坏。为帮助农民朋友购买到放
心种子，特提醒大家如何防范假劣种子。

一、购种要查验种子标签。标签注明种子生产许可
证号、种子经营许可证号、种子审定证号、种子检疫证明
编号、产地、生产日期、生产商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内容。
标识不全的种子不要购买，无标识散包装的种子更不要
购买。

二、购买种子时要注意三看：一看色泽，二看形状，三
看有无虫、霉粒。看色泽就是看种子的颜色和光泽，一般
一种种子的颜色必须一致，不能有黄有红，更不能有其他
杂色，看种子有无光泽主要是判断种子的新陈，色泽鲜亮
是新收获的种子，色泽较暗的种子可能是隔年陈种，一般
发芽率要差一些；看形状大小是为了判断种子的真假，一
般一个制种区的种子形状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看有无虫
蛀或霉粒，除可判断种子新、陈外，还可判断种子的发芽
率高低。

本报记者 边艳 高凯 整理

雨后的山里空气格外
清新，在新郑市具茨山管委
会苗家沟村，村民们看着地
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的红薯
苗，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
原来，该市农委扶贫办联合新
郑市大脚岭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正在免费发放红薯苗。

具茨山里的苗家沟村民
不多，居住分散。靠着大山
生活的村民们，致富门路少，
日子过得很一般。为了做好
扶贫开发工作，不仅帮助贫
困地区农民解决温饱问题，
还要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达
到共同富裕，新郑市委、市政
府倾注了大量心血，2012年
就引进新的养殖模式，为村
民免费发放了 6000 余只柴
鸡雏鸡苗，帮村民们念活了

“养鸡致富经”。
养鸡帮助村民们拓宽

了致富之路，但不能取代村
民对田地的念想，无奈山里
田地贫瘠，农作物的收成
始终不太理想。考虑到苗
家沟地处丘陵区，土壤呈
中性，适宜种植红薯，新郑
市结合扶贫开发工作，再
次让村民迎来了“富贵敲
门”的好事——依托合作
社、“五统一”模式种植优
良品种红薯。

新郑市农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市扶贫办的
监管下，大脚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带动贫困户
引进推广‘脱毒徐薯 18’和‘脱毒豫薯 13 号’红薯种
植，采用‘合作社+农户’的市场运作模式，将扶持村
民发展种植红薯近 200 亩，合作社与受扶持的村民签
订包销和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为了使村民更好地
发展红薯种植，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统一购买种苗、
统一供肥、统一技术服务、统一收购、统一包装销售的

‘五统一’模式。”
在红薯苗发放现场，苗家沟的村民井然有序地排队

领取此次扶贫活动发放的优良红薯苗。村民苗棉妞高
兴地说：“以前是靠天吃饭，最多的时候一亩能收 600
斤小麦，碰到收成不好时可能减半，按一斤一块钱，只
能收入 300 多块钱。这红薯就不一样了，听专家说俺
这里适合种，产量高，价值也高，将来上了深加工项目，
那就更值钱哩！听说一会儿还有专家培训会呢，俺得
好好听听、学学。”

据了解，新郑市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将扶贫搬迁、农业发展、社区建设等纳
入扶贫开发大盘子统一考虑、统一规划。在产业发展扶
贫上，采取到户增收扶贫、定点帮扶等措施给予贫困户大
力扶持，逐步实现科学化、规模化种植，直接增加农民经
济收入，加快了山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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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的“公开课”
本报记者 边艳高凯 通讯员 李浩 文/图

农技专家正在为村民们讲解如何防治小麦病虫害。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5月4日

上午10点，在新郑市黄帝故里的姓

氏广场，一场简朴而不失浪漫、温馨

而不失庄严的集体婚礼，正在举

行。作为当天主角的 16 对新人，

“搭乘”新郑市观音寺镇举办的“情

定黄帝故里·爱满锦绣新郑”青年集

体婚礼“列车”，携手步入神圣的婚

姻殿堂，完成人生角色的转变，也度

过了不一样的五四青年节。

礼，观音寺镇党委书记陈定的话更加言简意
赅：“就是要用先进的文化占领主阵地，倡导文
明新风。”陈定还告诉记者，先进文化建设是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体婚
礼将是观音寺镇大力推进“先进文化树新风”
的第一个载体，此外还要通过“百千万工程”、
各行政村篮球联谊赛、文化阵地建设等载体的
不断创新和引领，既接地气、又脱俗气，真正实
现“文化惠民、乡风文明”。

“之前也参加了不少朋友们的婚礼，他们都说
自己像个木偶一样走程序，只想快点结束，只是感
觉累，而不觉得有意义，之前的筹备也时时有浪
费的地方，却无能为力，因为跳不出约定俗成的
东西。”新郎之一的贾楠说，“相比较而言，我们今
天的婚礼太有意义了，简单、庄重、大方，跳出了俗
套的条条框框，展现了新时代的青年风采。”

婚礼在象征爱情永恒的气球升空中结束
了，而代表文明新风的种子，却在黄帝故里新郑
全面播撒！

后记：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概
念。观音寺镇举办的集体婚礼是倡导婚事新
办、弘扬文明新风的具体体现，也是新郑市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之举，其积极作用散
发出勃勃的正能量。参加集体婚礼的青年朋
友，率先转变婚俗观念，积极参与文明婚礼，大
力弘扬文明社会新风尚，为该市青年移风易俗
开了先河，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充分体现了当代
青年崭新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观音寺镇举办
的青年集体婚礼“点赞”！

16对新人喜结良缘。

低碳婚礼，文明我先行。

甜蜜心，满满爱。

如何正确麦套花生
1. 晒种、分级、拌种 剥壳前将种果在土质地面上摊

5～7cm厚，勤翻动，晒种果 2～3天，以提高种子活力和
消灭部分病菌。最好于播种前几天剥壳，不宜过早。剥
壳后剔除秕仁、破伤仁、捂霉仁，再将种仁按大小分为 3
级，提倡用 1 级种，淘汰 3 级种，分级播种。播种前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按种子量的0.3％～0.5％或2.5％
咯菌腈乳油(适乐时)按种子量的 0.1％拌种，水分晾干后
即可播种。应避免使用浸种。

2. 播种时期与方法 小麦收获前 10～15天，一般在
5月15日～20日，采用人工点种或播种耧要趁墒播种，播
种深度 5cm左右，深浅一致。每亩用种 20～25㎏。掌握
好适宜的播种密度，大果型高产品种豫花 15 号、豫花 7
号、豫花11号每亩播种0.9万～1万穴，每穴2粒。根据小
麦行距，调整好花生株行距，一般行距 40～50㎝，株距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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