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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天盖地”
是防治病虫害的法宝

“我的番茄种在了篷布上面
的有机营养槽里了，没有直接种
植在地里面，采用水溶肥滴灌
技术，省去了既浇水再施肥的
步骤。水溶肥又都是有机肥，
纯天然的无公害的蔬菜……”
郭大猛掀起篷布让记者看番茄
的根部，“这也就是所说的无土
栽培技术。”

看着碧绿的番茄枝叶，记者
询问，如果出现病虫害咋办？
“‘遮天盖地’就是我们防治病虫
害的法宝。”郭大猛解释，塑料大
棚挡住了外面虫害的攻击，篷布
阻挡了地下虫害的侵蚀，加上紫
外线物理防护，根本不会出现病
虫害现象，更不用说用农药喷洒
防治了。

“昔日一个大棚 3人管转变为
3个大棚一人管，科技让农业生产
从体力活转向成了技术活，智慧农
业为现代化农业注入了新活力，也
给乡村振兴带来了新希望。”大金
店镇相关负责人说。

金水区为黄河大堤添新绿
130余人栽植海棠400株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王翠 鲁慧 通讯员 任艺）大
地回春，万木更新。3月 18日上
午，金水区组织区级领导、区直机
关、街道办事处干部职工共 130余
人，在黄河大堤马渡下延工程周边
开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大家热情高涨，干
劲十足，按照划分的种植区域，分
工明确、密切配合，挥锹铲土、扶苗
踩实。经过一番劳动，当天共计栽
植海棠 400株，栽植面积 10余亩，
为黄河边又添一抹亮丽的新绿。

此次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开
展，对金水区生态质量、人居环境
及生态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进一
步增强了生态环保意识,营造了植
绿、爱绿、护绿、兴绿的良好氛围，
以实际行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金水力量。

巩义市明月村：
积分管理助力移风易俗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李晓霞）红白事一律不发帮
忙烟，一律大碗菜，取消乐队；积分
制管理，年底得分多有奖励……在
巩义市米河镇明月村，这些年来群
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

2014年，坐落在米河镇偏远
南山的明月村整村搬迁，群众走出
大山，搬到镇区。在老村，群众住
得较为分散，现在大家抬头不见低
头见，办红白事也想摆场面。2018
年，明月村“两委”班子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办一场红白事开销太
大，群众苦不堪言。为快速有效解
决此问题，明月村迅速组织村“两
委”干部对此事进行讨论研究，通
过了明月村红白事五项规定。

一开始有些群众觉得吃大碗
菜丢人，随着村干部、党员、村民代
表带头执行，群众也通过红白事简
办极大地减少了办事费用。

为促进文明乡风，持续助力移
风易俗，明月村逐渐摸索建立起积
分管理制度。每一户每年基础分
都是 80分，参加志愿日活动，获得
市级、镇级荣誉加分；违反法律要求
扣分。比如说，不遵守村规民约扣
5～10分，不遵守村里红白事规定扣
5～10分。村民们每参加一次公益
活动，每办一件好事，都会获得积分
奖励。年底村里对每户得分情况进
行通报公示，根据积分结果评选星
级文明户、评选年终荣誉、发放村民
福利等。如果出现扣分情况，会根
据扣分多少取消相应福利。

“积分管理是个宝，手机排名奖
励高；文明乡风靠大家，比赛赶超氛
围好。”这句朗朗上口的顺口溜，目
前在米河镇明月村耳熟能详。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马燕 陈海潮 通讯员 王海
英 文/图）早晨是环卫工人最忙碌
的时间，加上环境限制，环卫工人
普遍存在吃早餐难问题。为切实
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郑东新区城市
管理局要求，近期，河南东越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积极联系协调社会
爱心组织机构，在龙湖区域联合开
展“环卫工人爱心早餐”试点工程，
让环卫工人吃上放心、舒心的爱心
早餐。

春节以来，每天早上 7点到 8
点，晨扫工作结束后的环卫工人陆
续来到就餐点，有序领取热粥、馒
头、小菜等早餐后落座就餐。春节
至今，试点现已惠及环卫工人2000
余人次。

“之前没按时吃过早饭，自从
有了爱心早餐，每天都能吃上热乎
饭，心里暖暖的。”陈师傅来自周口

扶沟，在郑州干环卫工作已有6年。
下一步，东越市政将进一步加

强与社会爱心机构的沟通协调，增

加人力物力投入，扩大“爱心早餐”
覆盖范围，让更多一线环卫工人切
实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文明郑州

从一个大棚3人管到3个大棚一人管

科技赋能“菜篮子”
登封菜农力气省了收入增了

晨扫结束，环卫工人吃上热乎乎免费早餐
“环卫工人爱心早餐”试点获点赞

目前，正是大棚蔬菜种植管理的关键期。记者昨日在登封市大金店镇雷村的现代农业科技种植园看到，大
棚种植户郭大猛正悠闲地在大棚里转悠，毫无忙碌之意，但刚种植一个月的番茄枝叶繁茂、长势喜人。“我承包
了3个日光温棚，种植的是水果番茄，平时我一个人都管理过来了。”见记者有些疑惑，郭大猛就在大棚里给记
者谈起他的“科技种植经”。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宋跃伟

“我们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专
项债项目已落地，项目总投资
1.17亿元，共包含投资 8000万元
的 370亩设施蔬菜生产基地、投
资 2500万元的辣椒酱全产业链
生产基地、投资 1200 万元的年
味记忆传统焖子加工等 3 个子

项目。仅雷村设施蔬菜生产基
地建成后，255个大棚年销售额
在 2500万元以上，园区可以提供
管理、种植、服务等工作岗位 100
多个，每人每年可通过务工增加
收入 6万余元。”大金店镇负责人
介绍。

技术专家指导到棚，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在梅村哈密瓜种植基地，郑
州市蔬菜研究所的技术专家曾
维银正蹲在大棚里指导种植户，
给瓜苗加盖“棉被”。“前两天的
一场大雪，使棚内的温度降到零
摄氏度左右，要不及时在棚内叠
加几层拱棚，瓜苗就会冻死。”这
几天老曾一直来往于村里的 62
个大棚之间，一个棚一个棚指导
叠加提升大棚温度。“你看看这
个棚里的瓜苗几乎没受寒潮影
响。”老曾指着已叠加 3层的大棚
眉头舒展开了。

新型农业让蔬菜种植户尝到

了“科技甜头”。为加强技术指
导与科技赋能，大金店镇特邀郑
州市蔬菜研究所专家担任技术
团队专家顾问，负责日常技术培
训，并聘请扶沟县蔬菜种植专家
为专业技术指导员，负责全镇蔬
菜大棚生产技术指导工作。目
前，大金店镇已建造蔬菜大棚
610 座，有 985 户参与了蔬菜种
植，12家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参与
蔬菜产业发展。去年，该镇凭借
蔬菜产业发展优势，被农业农村
部列入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创
建名录。

资金助力，园区岗位务工每人年可增加收入6万余元

环卫工人在吃爱心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