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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好少年 绽放新时代
商城县肖乃军获河南省“新时代好少年 ”称号

本报讯(记者 周 涛) 昨日记
者获悉，由河南省文明办、省教育
厅、团省委、省妇联 、省关工委主
办的 2020 年河南省“新时代好少
年”先进事迹发布会于 5 月 31 日
举行。 会上，我市商城县上石桥二
中肖乃军获评 2020 年河南省“新
时代好少年”，并以“星空故事会”
的形式通过网络直播生动展示了

他的先进事迹。
肖乃军，2004 年 3 月出生，商

城县上石桥镇第二初级中学九年

级四班学生。 他的父亲年轻时患
上了精神分裂症， 而妈妈又有智

力障碍。2016 年 5 月，父亲被确诊
为鼻咽癌。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仍
没能康复而逝世， 年幼的肖乃军
从此承担起一个家。

他每天放学后， 总是先去给
有智力障碍的妈妈做饭，洗衣服，
之后，还要挖地 、种菜 ，忙完再去
写作业。 为了补贴家用，周末或节
假日肖乃军经常跟随邻居下网捕

虾，再带到集市上卖。 虽处逆境，
肖乃军的成绩一直名列学校前

茅，在校期间，还多次主动将辛苦
攒来的钱捐给生活困难的同学。

肖乃军的事迹感动了无数

人， 被媒体报道后更迅速引爆网
络， 引来社会广泛关注和热情点
赞。2019 年 5 月，肖乃军被评为河
南省 “最美孝心少年”；10 月获得
2019 年全国 “最美孝心少年”称
号，其事迹在央视《新闻联播》《朝
闻天下》《新闻袋袋裤》 等栏目中
进行展播。 2020 年 1 月他的事迹
荣获“搜索正能量，点赞 2019”年
度青少年好故事。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中，共
有 10 名 2020 年河南省 “新时代
好少年”，向观众及网友分享了动
人的故事。

今年 4 月份以来我市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

全市迅速行动抗旱保苗掀高潮
本报讯 （记者 唐 车 ）昨日 ，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 5
月 底 ， 我 市 秋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671.72 万亩。 由于近期持续干旱
少雨和高温晴热天气， 导致土壤
失墒加快， 我市因旱不能播种面
积 51.9 万亩， 白地缺墒面积 10.3
万亩， 水田缺水面积 66.09 万亩，
秋作物受旱面积 39.09 万亩，其中
秋作物严重受旱面积 4.58 万亩。
针对旱情，我市迅速行动，集中人
力、物力、财力，全面掀起抗旱保
苗高潮。

据市气象部门统计， 今年 4
月份以来我市气温持续偏高 ，降
水为 47.7 毫米， 较往年同期偏少
73%，为 1961 年以来同期最少，预
计未来 10 天全市降水量仍然偏
少。 根据市水利部门数据，截至 5
月 27 日 8 时，全市各类水利工程
总蓄水 8.072 亿立方米，较多年同
期偏少 45%。 大型水库蓄水 5.91
亿立方米，较多年同期偏少 37%；
中型水库蓄水 1.38 亿立方米，较
多年同期偏少 20%； 小型水库蓄
水 0.3 亿立方米，较多年同期偏少
83%； 各类塘湖堰坝总蓄水 0.48
亿立方米，较多年同期偏少 81%。
为了满足农作物用水需求，5 月以

来，鲇鱼山、泼河、五岳、铁佛寺等
大中型水库已为农业生产供水近

1.02 亿立方米。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如果旱情继续发展 ，还会对
已插秧苗产生不利影响 ，进而影
响秋粮产量。 为抓好当前抗旱工
作 ， 我市将密切关注天气条件 ，
抓住有利时机 ，适时开展人工增
雨 ，最大可能缓解旱情 ；根据各
大中小型水库现有水量和供水

需求 ， 分类制定蓄水保水措施 ，
把有限的水资源 ，用在最需要农
业灌溉的地方 ；充分利用流动提
灌泵抽河流及沟渠现存水 ，做到
能抽尽抽 ；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
式 ，激励农民尤其是农业新型经
营主体打井 ， 提高抗旱能力 ；充
分发挥 2019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新建的机井 、 提灌站的灌溉作
用 ，努力做到水稻多插一分是一
分 ，多插一亩是一亩 ；确实没有
灌溉用水的 ， 改变种植模式 ，选
择生育期较短的水稻品种 ，进行
旱直播，在岗地 、坡地改种谷子 、
玉米、红薯、花生、大豆、绿豆 、红
豆等旱作物；对于 “稻渔共作 ”的
田块 ，要根据旱情 ，适时加大捕
捞强度，合理降低养殖密度 ；对

于参保农业保险的田块 ，尽快启
动保险理赔程序 ，将农户损失降
到最低。

此外， 我市还要求各级各部
门明确责任， 确保抗旱抢种工作
落到实处。 各县区政府真正担负
起抗旱抢种责任， 从速研究应对
措施，细化责任 ，压实责任 ，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 统筹好相关部门
力量，以形成抗旱抢种合力。 全市
农业农村及农业科研部门切实加

强农业生产技术指导， 尤其是对
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一对一

进行技术服务。 气象部门及时提
供气象信息，做好天气预测、预警
等服务工作； 财政及金融部门加
大抗旱资金的投入和信贷支持 ，
落实经费保障； 农业机械服务中
心做好机械调度， 统筹农业机械
向抗旱抢种方面倾斜。 水利部门
做实做细抗旱预案， 加强用水调
度管理，科学配置水资源，做好主
要河流及大型灌区的用水调度及

应急处理等工作。 公安部门切加
大依法管水力度， 积极协调处理
各类用水矛盾， 打击破坏用水设
施的违法行为。 电力和石油部门
优先保障抗旱用电和用油需求 ，
服务到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 杨长喜

你愿干 我来帮
———返乡创业者姜涛倾情帮

扶乡亲们脱贫致富

“4 月份，我的工资拿到了 5000 多元。 ”6 月 2
日，王传云一边忙着采摘香菇，一边回答着记者的提
问。香菇基地的大棚里有些闷热，王传云不时用肩膀
上的毛巾擦下头上的汗水。

王传云是罗山县庙仙乡高庄村的一名普通村

民，她务工的地方就在家附近的信阳市官庄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香菇基地 ， 所做的工作也比较简
单———采摘香菇。王传云说，她的工资计件，工作量
大的时候，每天能有 200 多元的收入，工作量少的时
候也有四五十元的收入。 不过考验人的地方就在于
大棚里比较闷热， 采摘下来的香菇要搬运到方便运
输的地方。

“5000 多元的工资，在农村算很高的了，不少男
劳动力也挣不到这个数。 多亏了公司姜总给我们提
供了这个机会。”王传云说。王传云所说的姜总，就是
信阳市官庄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涛 。 2010
年，为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在广东打拼多年的姜涛
毅然返乡创业，并流转土地进行反季节蔬菜种植、水
产养殖、花卉苗木栽种等。 2014 年，公司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开始做市场空间广阔的香菇。

“这一片差不多有 300 亩。 ”在公司的香菇种植
基地， 姜涛指着连片的大棚向记者介绍各处大棚的
不同作用。 “香菇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投入后采摘
周期长。 一般来说，两年只需要换三次菌棒，每年除
了最热的两个月，其他时间都可以采摘。像现在这个
季节，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4 点，6 个小时的时间里，
香菇的直径就能长 4 厘米。因此，这个季节需要的工
人也相对较多。 ”姜涛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菌
棒进价约 4 块钱，每个大棚能放置约 5000 个菌棒，
除去成本， 每个大棚每年的纯利润能在 1.5 万元以
上。 乡亲们只要愿意干，就能够脱贫致富。

姜涛的香菇销售市场已经打开。 目前， 他的干
菇、菌棒等产品在国内销售到省内、广东、湖南等地，
在国外则销售到东南亚、韩国等地。 前几年，每年出
口的菌棒都在 400 万棒左右。

香菇产业已经做大， 但姜涛从一开始就牢牢记
着自己回到家乡的初心———帮助乡亲脱贫致富。 公
司已经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
扶贫模式，以公司香菇种植基地为“树干”，负责加工
销售；以合作社为“树枝”，负责组织生产和管理服
务；以贫困户为“树叶”，负责生产劳动，形成了“干壮
枝繁叶茂”的效果。 对于贫困户，他优先帮助 ，贫困
户如果愿意种植 ， 他只象征性地收取菌棒费用 ；
附近村民可以在他的香菇基地选择采摘 、挑选等
工作 ； 可以自己种植 ， 他提供菌棒和技术支持 ；
村民们生产的香菇 ，可以自产自销 ，也可以卖给
他，价格不低于市场价；村民们也可以承包他的大棚
……形式多样的创收方式， 正在带动越来越多的村
民增加收入。

面对今年春夏之

交降雨稀少的困境，平
桥区及时筹措财政资

金 300 万元，计划引导
水库、坑塘等存水量少
的 20 个乡镇， 新建抗
旱机井 500 口左右。 各
乡镇很快行动起来，农
田里井架高耸，钻机轰
响。 图为平桥区肖店乡
赵庄村打井现场。
本报记者 程云 摄

打打井井抗抗旱旱保保生生产产

记者在基层

不不忘忘初初心心 牢牢记记使使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