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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建窗口 服务农民家门口

中牟县农委“农业技术推广”扎实便民

7月8日早上7点半，今年58岁的王海全
已经来到了王成洲的蔬菜大棚。王海全
是中牟县农业技术推广官渡区域中心站
的一名助理农艺师，王成洲是官渡镇大
段庄的菜农。“老王差不多每天都过来，
看看大家的黄瓜有没有落秧，有没有脱
水，有没有脱肥，有没有病虫害，就跟他
自己种菜一样，心细得跟针尖似的。”说
起王海全的好，王成洲赞不绝口。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中牟县农业技术推
广韩寺区域中心站站长马虎彪正与韩寺
镇徐庄村的种菜能手徐建军问长问短。
“俗话说，老马识途，这几年马站长和中
心站的专家们没少给俺出点子想办法，
俺这菜棚收入一年比一年好。”徐建军今
年65岁，体壮，话直。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郭倩楠
通讯员 周艳丽 马兰 文/图

据中牟县农委主任樊守峰介绍，2011
年，根据中央、省、市关于改革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创新农技推广工作的有关精神，中牟
县农委先后成立了姚家镇、狼城岗镇、大孟
镇、官渡镇、黄店镇、韩寺镇等 6 个新型农技
推广区域中心站，覆盖中牟县全域。通过高
标准建设，提升了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手
段和技术水平，改变了原来农技推广“看病靠
眼看、指导靠经验”的简单模式；形成了科技
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
直接到人的农技推广应用新机制，深受农民
群众欢迎。农业部、省农业厅、市农委等各
级领导到中牟县调研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时，
对中牟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区域站的服务就是网格化服务，服务
的宗旨在于构建‘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
缝隙’的农业服务网格，服务内容包括农业新
品种、新技术、新机械的引进、实验、示范、推
广，优良农作物种子、农药、化肥推介。”官渡
区域中心站站长王留杰对官渡镇蔬菜种植可
谓如数家珍，“全镇各种蔬菜包括黄瓜、西红
柿、豆角等种植面积在17380亩，农作物如小
麦13064亩，玉米62800亩，花生12800亩，大
蒜61000亩，棉花2230亩。”在网格服务中要
求区域站下沉人员做到：现场咨询的当场答
复；需要出现场的，8 小时到场解决；不能现
场解决的，24小时内给予答复。

王小红今年47岁，是中牟县农业技术推
广官渡区域中心站的一名助理农艺师，在官
渡区域站工作已经两年了。“我们每天都会
去转转，随时解答直至解决菜农的问题。有
时候会接到菜农的求助热线，平均一天都会
有两三个，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王小红
说。据了解，王小红是官渡农业技术推广区
域中心唯一的“女战士”。

2014 年，中牟县农委按照县长效办要
求，结合部门自身实际，重新下沉了工作人
员。14 名班子成员分包全县现有的 14 个乡

（镇、街道），下沉到一级网格；44名干部分包
全县 280 个村（社区）下沉至二级网格，并覆
盖所辖的三级网格。农委主任樊守峰为组
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下设办公室，负
责开展协调全委网格化管理工作。

韩寺区域中心站站长马虎彪告诉
记者，针对菜农反映的草莓病虫害，他
们采取了套种除虫的方法。每隔五行
草莓就种一行大蒜，大蒜隔30～40厘
米一株，等到大棚里温度一高，蒜母就
会发出气味，杀菌驱虫。“对于草莓这
种采摘水果，大量喷洒农药是不安全
的，我们采取这种方法既节省了用药
成本又安全可靠。同时我们还给试验
田的农户免费提供了防虫网，效果非
常好。”马虎彪说。

对于防治病虫害方面，马虎彪介绍
说，旱生虫，湿生害，每到雨前和雨后是

病虫害的高发期，每次雨停后要及时喷
洒杀菌药来防治病害，比如多菌灵。“俺
离区域站比较近，雨一停，老王就会挨
着过来看看，提醒俺注意病虫害的发
生。”韩寺镇徐庄村种菜能手徐建军说。

据了解，以前徐建军灌溉菜地都
是用传统方法大水冲灌，浇一个大棚
要用8度电，90斤肥料，一个大棚的收
入还不到2万元钱。在区域中心站专
家的指导下，利用滴灌技术，浇一个大
棚只要2度电，20斤肥料，一个大棚的

收入增至 3 万多元钱。“这就是科学
啊，不但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还省
事，而且产量比以前高出来快一倍
了！”徐建军说。

由于试验田的老井水量很小，年
久失修，供不上周围的陆地和大棚的
灌溉。马虎彪亲自协调，花了 4 万多
元钱为徐庄村的老百姓打了一口新
井。这口井可同时供应 17 个大棚和
方圆50亩的陆地灌溉，切实为老百姓
解决了灌溉难的问题。

2014 年，中牟县农委启动建设 9
个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此项目
为跨年度实施，目前，已完成勘察、设
计和规划编制工作，正处在组卷上报
阶段；并完成了2013年度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3.5亩和启动建设2014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7万亩。

截至记者发稿，市农委已对中牟
县未来农业和春峰专业合作社192亩
的设施农业项目进行批复，2 个项目

单位已基本完成建设任务，正在申请
验收。同时，完成项目外设施农业面
积820亩。截至目前，全县蔬菜生产累
计面积49万亩，总产量 89 万吨，预计
全年蔬菜总产量有望达到110万吨。

据了解，去年农委共完成脱贫人
口 0.59 万人，占全年脱贫 0.71 万人的
83%；刁家乡赵集社区和狼城岗镇瓦
坡社区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已经启
动；5 个整村推进项目开始实施；实施

市扶贫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6 个；
推进 7 个乡镇、27 个贫困村的贫困户
建档立卡工作。

自去年 11 月 1 日起，农委将原
（杂）粮、干菜（果）、茶叶列入农产品检
测范围，新申报完成 7 个生产企业 18
个农产品 8500 余亩的“三品”认证及
产地认定；集中整顿农资市场8次，排
查农资经营户 389 家，查处经营违法
农资案件316起，结案302起。

据了解，今年以来，中牟县农委借
力网格化建设，大力实施农产品质量安
全保障工程，按照“标本兼治、重在治
本”的原则，将督促经营者自律与健全
长效机制相结合，严厉打击使用违禁农
药、生产销售不合格农产品违法行为。
上半年对全县农产品生产基地生产的
草莓、芹菜、生菜、黄瓜、番茄等蔬菜进
行定量检测20余批次，全部合格，并把
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100%
纳入质量安全监测范围，每天对进入
市场销售的蔬菜、水果进行抽样检测，
截至目前，共检测农产品样品66314个，
检测结果均未发现农残超标。

网格员和下沉人员发挥优势，重
点指导农田作物春耕管理。上半年，

开展农业生产统计64期，报12316（热
线电话）各类农情信息 25 篇；上报河
南省基点县调查生产者价格采集 32
期，物价采集8期；完成河南省遥感监
测地面调查6期，水位监测1期。

上半年，农委成立了春季农资打
假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深入开展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宣传活动，与农药
生产、经营单位（户）签订禁止生产销
售高毒农药承诺书 206 份，集中整顿
农资市场 3 次，检查农资生产企业 10
家，排查农资经营户304户，立案查处
经营违法农资案件 116 起，重点搞好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共出
动网格、执法和科技人员178人次，悬
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举办现场咨询

培训，接受农民咨询、投诉，展示农资
产品，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 2.5 万元，
得到了农民的好评。

今年4月中旬，农委对刁家乡、狼
城岗镇部分村庄麦田开展小麦病虫害
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统防统治面积
16300 亩，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
用；对全县农作物病虫发生情况进行
详细普查及对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作
出准确预测预报。上半年共开展 18
次病虫害普查工作，发布病虫情报 7
期，周汇报 15 期，合格率在 95%以
上。开展植物检验检疫，上半年共检
查种子经营市场1个，经营门店30户，
企业单位 5 个，结案率 100%；共调运
检疫玉米种500批次49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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