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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突突……”走进素
有新郑市“粮仓”之称的观
音寺镇，一台台农机在玉
米地里来回穿梭，一棵棵
玉米秆被它吞入腹中，吐
出金灿灿的玉米棒。

农机手杨勇峰家住附
近十里铺村。他说，五年
前，很多外地农机手来给
他们收粮食，看得他心里
直痒痒，于是他拿出家里
的积蓄购买了一台玉米收
割机和一台犁地机。几年
下来，凭着勤劳与诚实，他
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机
“好把式”。

杨勇峰熟练地操作着
机器，不一会儿就收割了
一大片。他告诉记者，他
们家里种了 10 多亩地，
要是靠人纯手工掰玉米，
全家上阵还得用五六
天。现在一个人两小时就
能搞定。

在收完的玉米地里，
被机器粉碎后的玉米秆均
匀地撒在地面上，散发着
植物独有的清香。杨勇峰
介绍说，这些玉米秆有的
直接粉碎还田，有的被农
牧公司收走做成饲料。与
以往相比，现在农业生产
更注重绿色环保。

耕种机械化的同时，
种植结构也走向多元化。
几年前，新郑市的秋粮大
多是玉米、花生等传统农
作物，如今田野里——一
串串葡萄挂满枝头，一箱
箱猕猴桃散发着清香，一
个个吊瓜等人来采摘……
近年来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中，新郑市不断调整种植
结构。

“种了一辈子玉米、小
麦，没想到我们这地里还
能长出这么好吃的猕猴
桃。”观音寺镇十里铺村63

岁的村民赵喜德跟土地打
了一辈子交道。2017年，
他开始种植猕猴桃，施肥、
除草、修剪枝叶，田间管理
需要更加精心。

“今年是第二年挂果
了，收成比去年好。”正在
给猕猴桃装箱的赵喜德
说，一部分送往附近超市，
一部分通过手机卖到网
上，一亩地能多收入两千
多元。除了猕猴桃，新郑
市还鼓励村民种植核桃、
桃、葡萄等，已经初步形成
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比例合
理的种植结构。

不远处的新郑市具茨
山管委会白庙村，第一书
记李付军正带着该村的
“稷风小米”，到郑州参加
丰收节扶贫产品推介会。

“具茨山小米是新郑
老品牌，白庙村是主产
区。之前，群众缺少市场

经验，种植不集中，长期以
来销售不理想。”李付军
说，近年的脱贫攻坚中，白
庙村成立了稷风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村民种植的
小米，合作社统一收购，注
册“稷风”商标，申请了商
品二维码和条形码，“稷风
小米”逐渐成名。

“合作社解决了后顾
之 忧 ，只 要 种 好 地 就
中。”村民房子娟说。近
年来，新郑市落实《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以民办、
民管、民受益为原则，围
绕农业主导产业、优势产
业和特色产业，不断巩
固、规范、提高、发展农村
合作产业，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越来越多的农民
加入合作社，成为新型
农民。从单打独斗，到
抱团发展，成为乡村振
兴的新主角。

金秋十月，走进黄帝故里新郑市田间地头、农家小院，感受农民丰收喜悦的背后，
是近年来乡村振兴带来的变化。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拴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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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为进一步激励我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干事创
业、担当作为，昨日，记者从省
人社厅获悉，该厅日前下发通
知，决定对在全省脱贫攻坚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和集体开展专项奖励
工作。

奖励范围包括：在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聚焦脱贫攻坚重点任
务，减贫带贫事迹突出、成效显
著，群众认可、社会公认的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对符合
奖励条件的已故人员，可以追
授奖励。

奖励包括嘉奖、记功和记
大功三类。其中，积极投身脱
贫攻坚，深入农户、对口帮扶，
精准帮助贫困户脱贫，受到贫
困户和当地群众认可，在当地
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给予嘉
奖。深入扶贫一线，扶贫扶志
扶智，带领群众脱贫，出色完成

扶贫任务，在本地区创新扶贫
经验和模式的，给予记功。精
准开展脱贫致富，树样板、立标
杆，勇于探索，攻坚克难，开拓
创新，取得了成功的扶贫经验
和模式，在全省范围内产生广
泛影响的，给予记大功。

本次专项奖励按照向基层
一线倾斜，向扶贫任务重、脱贫
难度大的省辖市倾斜，向重点
扶贫领域倾斜的原则，推荐名
额。嘉奖名额原则上按非贫困
县（市、区）20个、贫困县 25个、
深度贫困县 30个、省辖市市直
30个分配。记功名额按嘉奖名
额的 10%确定，记大功名额按
记功名额的 10%推荐，集体奖
励按照相应个人奖励的 20%确
定，由省辖市统筹掌握。各省
辖市原则上推荐 1~2个集体记
大功。省直定点扶贫单位、定
点扶贫高校，校地结对帮扶精
准扶贫行动高校原则上推荐1~
2名嘉奖，表现特别突出，取得
显著脱贫成效，产生较大社会
影响的人员可推荐记功、记大
功奖励。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文/图）今后，越来越多市
民将在“家门口”的小剧场就能
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演出。昨晚，
“郑好看”小剧场揭牌仪式暨首
场演出活动在百顺国际酒店六
楼小剧场举行，吸引众多市民前
来欣赏精彩节目。

据了解，随着人们文化品位
不断提高，都市小剧场成为郑州
人的文化生活新时尚。与传统
大剧场不同，小剧场表演空间较
小，演员与观众接近，文化气息
浓郁。它一般位于繁华都市区
以及新兴商业综合体、文化产业
园区内，表演形式包括脱口秀、
幽默剧、话剧、艺术电影放映、相
声专场、互动亲子剧等，演员不
多，形式活泼，内容更接地气，门
票价格更亲民。在小剧场中，观
众可以得到内心的归属感，享
受到轻松而闲适的文化氛围。
此次全新开放的“郑好看”小剧
场位于二七区繁华路段，拥有
座位 100余个，环境优雅，适合
形式多样的演出，而且周边交

通便利，覆盖居民小区众多。
演出现场，豫剧、相声、短话剧、
脱口秀等精彩演出不时博得观
众阵阵掌声。

据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两年，我市小
剧场建设全面提速，一批彰显本
土文化特色的演出节目纷纷推
出，小剧场以其独特的文化魅

力，正在赋予古都郑州浓浓的文
化气息。10月 1日，郑州市文化
旅游惠民消费第四季暨郑州市
首届“黄河杯”小剧场艺术节拉
开帷幕。在历时一个月的文化
惠民活动中，戏曲、话剧、相声、
脱口秀、儿童剧等一批好节目轮
番上演，为市民送上一道道文化
盛宴。

“家门口”也能“看大戏”
“郑好看”小剧场揭牌

我省开展事业单位
脱贫攻坚专项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