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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固始县丰港乡桥沟街道居民委员会股份经济
合作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N2411525MF4845005W；左 上 角 编 号 NO:411525-
1525591），固始县丰港乡种子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411525MF4845128X；左 上 角 编 号 NO:411525-
1525603），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固始县丰港乡潘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中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固 始 支 行 办 理 的 账 号 为:
411534010100062903的基本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157001714101），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萨克斯协会在信阳珠江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办理的账号为:60001307000001141的基本户的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150004226201），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声 明

稻田来了“鸭管家”
6 月 18 日，商城县河凤桥

镇栏杆桥村碧水蓝天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的稻田里，一群憨态
可掬的“鸭管家”正穿梭于稻垄
之间。它们时而低头啄食杂草，
时而振翅搅动泥水，为青绿的
稻田增添了灵动的生机。

“ 鸭 子 下 田 ，不 缺 油 和
盐。”这句农谚在商城县有了
新注解。合作社负责人李英军
说，“稻田鸭”凭借杂食性优
势，天然承担起除草、除虫、施
肥、中耕的“田间四件事”——
它们啄食害虫与杂草，粪便化
作有机肥料，既节省了人工与
农资成本，又让稻谷品质实现
跃升。“今年我们‘稻鸭共作’
稻田面积 200 来亩，前段时间
山东鱼台县的同行还过来实
地考察了哩。”

该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标准化“稻鸭共作”模式
以10亩为单元，布设围网防逃
设施，每亩放养180只至200只

“稻田鸭”。这种“鸭稻共生”体系

形成了循环生态链：鸭子为水稻
“打工”，水稻为鸭子提供栖息
场，最终产出的无公害稻米与鸭
肉，成为市场青睐的“香饽饽”。

“按当前行情测算，‘稻鸭
共作’模式下，每亩可收稻谷
850余斤、出栏麻鸭15只左右，
扣除成本后，净利润超 2000
元/亩，是传统水稻种植效益的
4 倍以上，每亩还能减少各种
化肥、农药投入 100 元以上。”
李英军算了一笔账，“由于是
晚粳稻，10 月底才收割，昼夜
温差大，口感好极了。另外，每
年鸭子出栏后，我在朋友圈一
吆喝，就卖得差不多了。”

政策助力让绿色模式加速
推广。商城县将“稻鸭共作”示范
田纳入财政奖补，并与绿色防控
示范区、农业物联网建设协同推
进。2021年，全县依据《稻鸭共作
生产技术规程》打造3万亩示范
基地，年净利润达4500万元。

如今，这条生态产业链正
不断延伸，在农业部门的协调
下，信阳瑞禾食品以每斤 2.2
元的价格订单收购“稻鸭米”，

加工成婴儿米饼原料，出口东
南亚及欧盟国家；商城县炖菜
产业协会则负责采购、销售

“稻田鸭”，推进商城炖菜的
“小吃化”和标准化。目前，其
指导的豫圆食品公司已建成
马口铁罐装食品及小金碗罐
装食品生产线1条，量产后，可
年产马口铁罐装食品老鸭汤
等400万罐、小金碗400万碗；
此外，一些板鸭加工企业和电
商平台也纷纷上线相关产品，
如原耕公司团队谋划的“稻鸭
共作”产业项目，已发展“稻鸭
米”1.2万亩，订单式种植，全程
可溯，并通过其电商平台销往
全国各地，每公斤可卖到 20
元，一年销售200万斤左右。

从“单一稻作”到“有机双
收”，商城县的探索让水田兼具
生产、养殖、生态三重功能。这
种模式既打破了对化肥农药的
依赖，又让水禽养殖回归自然，
更让农户在绿色发展中收获了

“真金白银”。现如今，“鸭田稻”
和“稻田鸭”已成为商城特色产
业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县里不仅送来最新的技
改补贴政策，还手把手教我们
申报流程！”昨日，淮滨县绿锦
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尤如乐
说。6月以来，淮滨县以“万人
助万企”活动为抓手，组织全县

“一联三帮”服务专班深入企业
一线，送政策、解难题、保安全、
促发展，以“零距离”服务为企
业注入强劲动能，持续擦亮“淮
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走访过程中，“一联三帮”
人员积极向企业宣传最新的惠
企政策，详细解读政策内容，确

保企业对各项优惠政策应知尽
知、应享尽享。他们与企业负
责人亲切交流，耐心倾听企业
的心声，全面了解企业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诉求，
并认真记录下来。对于企业提
出的问题，能够现场解决的当场
予以解决；对于一些复杂问题，
也明确了后续跟进解决的步骤
和时间节点，积极协调各方资
源，为企业排忧解难。

“线路隐患整改后，生产更
安心了。”在助企干部督导下，
淮滨县川大纺织有限公司完成
全厂电路检修。活动中，各专
班同步开展“安全生产护航行

动”，指导企业完善应急预案、
排查风险点位，并通过“案例教
学+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
力织密企业发展“防护网”。

“政府服务越贴心，我们扎
根淮滨的信心就越足！”多位企
业家在座谈会上感慨。如今，淮
滨县“一联三帮”机制已成为政
企连心桥：定期举办“企业服务
日”、搭建跨部门协作平台、推动

“单向帮扶”向“双向奔赴”升级。
下一步，淮滨县将紧扣企业

需求，创新“数字助企”“产业链
帮联”等举措，以更实作风、更优
服务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淮滨县：干部跑腿 企业暖心

本报讯（尚游轩）汛期
将至，潢川县上油岗乡积极
行动，多举措做好防汛准备
工作，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该乡迅速成立防汛工
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
工，确保防汛工作有序推
进。组织乡村干部对辖区
内的河流、水库、低洼地带
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建立台
账，明确整改措施和责任
人，限期整改到位。

加强防汛物资储备，按
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
而无备”的原则，提前储备
了充足的编织袋、铁锹、救

生衣、应急照明设备等防汛
物资，并安排专人管理，定
期检查维护，确保物资性能
良好、随时可用。

此外，上油岗乡还组建
了应急抢险队伍，开展防汛
应急演练，提高队伍的应急
处 置 能 力 和 协 同 作 战 能
力。同时，通过广播、宣传
栏、微信群等渠道，广泛宣
传防汛知识和避险技能，增
强群众的防汛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

上油岗乡以扎实的工
作举措，全力以赴做好汛期
准备，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保驾护航。

本报讯（曹贞飞）为应
对即将到来的强对流天气，
近日，浉河区谭家河乡多角
度出发，提前把握风险点，
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全。

抓落实。根据上级安
排部署，该乡及时召开防汛
调度会，对辖区各村防汛具
体要求做出细致安排，强化
各站所、村（居）之间沟通协
调能力，严格落实“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要求，将预
警、预防体系具体到人。

细排查。该乡针对辖
区内三条主要河流及其他
地质灾害风险点细致摸排，
列出暴雨来临时可能出现
的风险隐患问题清单，具体
责任部门逐条现场核对，能
解决的提前消除风险，不能
解决的安排具体人员做好
监管，确保出现险情能及时
发现、高效解决。

尽宣传。该乡坚持线

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上依托
辖区各村（居）微信群及普
发短信，线下利用农村大集
和学生放学高峰向群众发
放宣传册并讲解宣传展板，
强调暴雨天气危害及教授
应急处突方法。同时提醒
群众各村应急避险场所，确
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转
移地点。

强应急。该乡组织村、
组干部等关键人群开展防
溺水应急救援专题培训，系
统讲解溺水识别、岸上救援
优先原则及如何正确利用
救生圈、救生绳、救生杆进
行安全施救等知识，杜绝盲
目下水救援。此外，安排专
人对乡、村两级抢险队伍、
器材等进行点验查看，根据
天气预警情况制定相关值
班排班制度，确保应急人员
能及时响应，应急器材趁手
好用。

潢川县上油岗乡：

未雨绸缪备汛忙

浉河区谭家河乡:
走稳防汛四步棋

6月18日，在新县八里畈镇聂潭村五谷丰现代农业产业园种植大棚里，瓜农们正忙
着采摘已经成熟的哈密瓜。近年来，新县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
能加力，哈密瓜等水果种植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焦汉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