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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首次！覆盖政务服务
清单全部事项
“小牟帮办”上线
提供全天候服务，秒回复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中牟
新区“小牟帮办”政务服务智能体
3月21日上线运行。“小牟帮办”是
基于DeepSeek等AI技术打造的区
（县）政务服务智能助手，但与众
不同的是，其聚焦全场景政务服
务，系省域内首次覆盖政务服务
清单全部事项，实现了咨询效率
与精准度的“双提升”，是积极探
索“人工智能+政务服务”的创新
实践。

借助大模型的深度学习和推
理优化，“小牟帮办”不断提升语
义理解与应答精准度，已支持全
量2000余政务服务事项的智能咨
询，实现对群众诉求的快速响应
和精准应答。

目前，“小牟帮办”已接入中
牟新区发布微信公众号和中牟新
区政务服务大厅查询机，提供全
天候在线服务。办事群众通过输
入咨询问题，即可实现“秒回复”。

登封市服务企业
一“码”当先

本报讯（记者 袁建龙 通讯
员 跃红 黄鹏）3月 21日，登封市
2025年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提升专
项行动暨“扫码入企”工作推进会
召开。即日起，登封市将对照 14
项任务清单，全面开展为期 3 个
月的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专项行
动，确保全市营商环境实现较大
提升。

同时，全面启动“扫码入企”
工作，全市各单位进入企业开展
行政执法、督查检查等所有工作，
一律扫码备案，切实做到无事不
扰、有事报备，让企业安心经营、
放心生产。

优化营商环境

惠济区全力保障
排水系统畅通
清理城市“呼吸孔”

本报讯（记者 王军方 通讯
员 成思）3月 20日至 24日，惠济
区城市管理局积极响应道路深度
保洁标准要求，针对城区雨水井
全面开展清洁疏通行动，全力保
障城市排水系统的顺畅运行。

此次行动惠济区城市管理局
共出动620名一线环卫工人，对天
河路天元路、开元路金河路、开元
路木马东街、文化路新兴街、金达
路香山路等重点易积水路段进行
地毯式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
能存在问题的雨水井。行动期
间，环卫工人共清理 1339处雨水
井，清运垃圾12吨。

环卫 9班班长王美玲说：“为
保障城区道路排水通畅，全体环
卫班组按照要求逐个排查疏通，
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力求达
到雨水井内无杂物、无垃圾、无淤
泥，确保排水设施畅通。”

下午3时许，包装车间外的空地支
起了三脚架，农场管理员组织几位工
人，拿出编排好的剧本，开始拍摄短视
频。镜头对准了采摘番茄的大姐：“喜
柿多农场又迎来大丰收咯，欢迎家人们
前来品尝和采摘，我替大家先尝一个！”
随着“咔嚓”一声，丰盈的番茄汁水溅到
旁边人身上，引来哄堂大笑。

这种“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新玩
法，让这个藏在山沟里的农场闯入都市
白领的视野。农场在抖音平台打造充
满趣味的乡村短视频，每条视频平均播

放量超50万。通过与胖东来等渠道的
合作，这些口感好、营养丰富的水果番
茄每500克卖到十几元仍供不应求。

看着这些，张华岭村党支部书记
陈俊卿发出感慨：“以前村民觉得种地
没出息，现在年轻人返乡创业已经成
为一种时尚和趋势。”据他介绍，该村
通过转变村集体经济运营方式引进

“新农人”，3年内已为村集体增加了
30万元的经济收益，累计带动监测户
就业10余人次，为其增加就业收入超
过30万元。

科技大棚里藏着乡村振兴流量密码

小番茄戴上“健康手环”

3 月，走进新密市袁庄乡
张华岭村的喜柿多农场，智能
温控大棚内藤蔓缠绕的吊幔
网架上，红宝石般的“酸甜果”
番茄在绿叶间若隐若现，工人
王大姐正给刚开花的番茄人
工授粉。“人工授粉更均匀，而
且可以顺带疏花疏果，保持更
好的顶端生长优势。”她扭头
对记者说道。

给番茄人工授粉

一颗种子的发现之旅

分拣车间，农场负责人陈
紫帅抓起一把刚采收的番茄
递给记者，记者尝了一个，入
嘴爆汁，酸甜可口。“我们这儿
的水果番茄，能让人一口回到
小时候。”这位毕业于河南农
业大学的 80后“新农人”手腕
翻 转 间 露 出 常 年 劳 作 的 茧
子。“当年为找这颗‘金豆子’，
我们团队试种了近300个水果
番茄品种”。

2017 年，陈紫帅开始创
业。细心的他发现市面上番
茄品种普遍存在表皮较厚、风
味欠佳等问题，难以满足都市
消费升级需求。在不断试种
的前提下，他最终锁定河南农
业大学自主培育的“酸甜果”
本地品种。为了这颗直径不
过 5厘米的小番茄，他们做了
30 余次土壤测试，建立包含
100多项指标的选种模型。如
今，这颗凝聚着中原大地基因
密码的喜柿多酸甜果，已成为
年销30万公斤的“当家花旦”。

掀开 3号草莓温室的保温帘，层
层覆盖的地膜下面，陈紫帅拨开根茎
指着水肥一体化设备介绍：“这套系统
能精准控制水肥的比例、灌溉时间等
参数。结合草莓低温花芽分化技术，
去年我们实现草莓定植后75天成熟，
比传统种植提前20多天上市。”

在隔壁的“酸甜果”无土栽培区，
记者看到令人称奇的场景：植株根系
悬空生长在特制管道中，营养液如溪
流般潺潺流动。“这是半基质式无土栽
培系统，能减少土传病害，避免连作障

碍的发生。”陈紫帅弯腰拨开茂密叶
片，露出根系监测探头。“每株番茄都
有‘健康手环’，湿度、温度、EC值实时
上传云端。”

科技感十足的种植车间里藏着更
多“黑科技”：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的
智能通风系统，草莓、水果番茄的全价
式营养液，大棚养蜂箱里专门用来授
粉的蜜蜂……这些创新让农场实现
四季有果，越冬茬口番茄亩产突破
6000公斤，较传统种植方式产量增加
了一倍。

午后，农场迎来几辆大巴车。一
群来自郑州的小朋友正在体验“番茄
盲盒”采摘，欢声笑语不断从茂密的番
茄藤中传出。望着起伏的温室群，陈
紫帅把眼光放在了更遥远的未来：“随
着社会进步，市场消费升级，人们在追
求以往的休闲度假、观赏、娱乐的同时
更注重精神世界的满足。我们必须做
到真正有内容、有文化、有延展，成为
在同质化竞争中更贴合市场需求、实

现产业融合的农场。”
从“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咋着咱

咋着”，到“庄稼活儿必须学，科学种植
才能活”，陈紫帅团队用8年时间实现
了从一颗番茄的品种革命到整个产业
链的产业化重构，书写了“新农人”的
答卷。当传统农业遇上硬核科技，当
短视频邂逅田间地头，乡村振兴的蓝
图正在中原大地上绽放出无限可能。
记者 郭涛/文 通讯员 王洪涛/图

把“实验室”搬进大棚

从“土里刨食”到“云上耕田”

“新农人”的星辰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