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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郑州局部有大雨
主要降水时段在午后

至前半夜
本报讯（记者 张华）5月 20

日，来自郑州市气象台的消息，受
低槽东移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
响，22 日，我市有中阵雨、雷阵
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主要
降水时段在午后至前半夜，累计
降水量10～20毫米，局部25～35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 20～30 毫
米。22日白天最高气温 25℃，较
前期下降 12℃～14℃，东北风 4
级，阵风7级。23日至月末，无明
显高温天气过程。

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趋势及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
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
号和气象风险提示，做好防范
应对。

■影响与建议
1.大风时段需关好门窗，加

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
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
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
设施农业、畜牧养殖业大棚要提
前做好加固、维修工作。

2.降水将导致路面湿滑、能
见度降低，请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194.5万立方米
郑州日供水量
突破历史极值

本报讯（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徐清）近几日，郑州持续高温，城
区日供水量节节攀升。记者从郑
州水务集团获悉，5月 19日单日
供水量达194.5万立方米，较去年
提前28天刷新历史极值，创单日
供水量新高。据统计，今年 1月
至 4 月，全市累计供水量已达
1.8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83%。

据了解，今年郑州高峰供水
保障方案覆盖“从源头到龙头”的
供水全流程保障体系，共计14项
重点工程、3项保障措施，全方位
保障今夏高峰供水工作。根据高
峰供水保障方案部署，所有在用
水厂均已完成设备检修维护、构
筑物清洗等迎峰度夏准备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石佛水厂经过提
升改造已投产运行，作为运用“超
滤+纳滤”双膜处理工艺的水厂，
其出厂水质全面优于国家标准。
目前，郑州水务集团日供水能力
由 204万立方米提升至 234万立
方米，供水能力显著增强，全市供
水布局更加优化，东西互济、南北
互补、成网成环的水网体系更加
健全。

针对即将到来的持续高温天
气，因用户在晚上 9点至 10点 30
分用水较为集中，可能导致个
别区域多层高楼出现水压不足
的现象。在此，郑州水务集团
呼吁广大市民和用水单位树立
节水意识，节约用水、错峰用
水、适量储水。

如出现供水问题，广大市民
可以随时拨打 24小时供水热线
67680000。

乡村治理不仅是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基础,更是实
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保障。

根据意见，要进一步加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整
治形式主义，培育文明乡风。
推进移风易俗，推进农村高额
彩礼问题综合治理，打击婚托
婚骗等违法行为，持续整治人
情攀比、大操大办、厚葬薄养、
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
经验”，充分发挥“党建+网格
化+大数据”作用，深化平安单
位（村、社区）建设，强化农村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营造积极健
康的社会氛围。

意见提出，深化农业科技
创新。开展中原农谷建设新一
轮三年行动。推进中国农业科
学院在豫高质量创新发展规划
实施。推动河南农业大学、省
农业科学院、中原农谷“校院
谷”教学科研融合改革。加快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
设，打造以种业为核心的农业
创新高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巩固粮食、油料领域研发
优势，加强果蔬、食用菌、中药
材领域科研力量，培育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支
持国家粮食加工装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航空植保重点实验
室、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建
设，加快短板机具、智能农机、
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研制。

完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大
力发展智慧农业。深化农村改
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工作。
加强农村资源资产管理使用。实
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强
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创新乡村
振兴投融资机制。健全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统筹推进
林业、农垦、供销合作社等改革。
本报记者 袁帅/文 马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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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全省粮食播种面积
稳定在稳定在11..66亿亩以上亿亩以上
重点打造重点打造18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条乡村富民产业链

今年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500万亩以上

千 方 百 计 推 动
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

农民增收入。5月20日，记者从
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印发《关
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从7个方面提出33项举措，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
农业强省。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坚决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意见提出，稳定
提升粮食产能。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稳面积、增单
产，确保全省粮食播种面
积稳定在 1.6 亿亩以上，
粮食产量稳定在 650 亿
公斤以上。落实新一轮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任
务 。 巩 固 大 豆 扩 种 成
果。扩大主要粮油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
施规模。加快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加强
蔬 菜 应 急 保 供 基 地 建
设，实施大中城市周边
现 代 设 施 农 业 更 新 工
程。压实“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
加强耕地保护和质

量建设。严格落实耕地
总量管控和“以补定占”
政策，将各类耕地占用纳
入耕地占补平衡统一管
理，确保省域内年度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高质量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2025 年新建和改造提升
高标准农田 500 万亩以
上。扎实提高防灾减灾
能力。落实粮食生产支
持政策。全链条节约粮
食和食物。

意见要求，切实提升
帮扶工作质效，健全帮扶
机制，加强帮扶项目资产
规范管理，确保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致贫。

重点打造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

让农民群众可感可
及、得到实惠。意见要
求，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实施
县域富民产业培育工程。

意见提出，做精做优
乡村特色种养业，推动农
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培
育壮大万亿级绿色食品
产业集群和冷链食品千
亿级产业联盟，推动发展
粮食、畜牧、油脂油料、特
色果蔬、乡村农文旅、乡
村 商 贸 流 通 业 产 业 集
群。打造大豆、特色油
料、蔬菜、生猪、肉牛、奶
业等 18条乡村富民产业
链，分类型组建产业联
盟。高质量建设现代农
业产业园、产业强镇。加
快酒业、奶业、中医药业
振兴，促进全产业链发
展。加强农业品牌精品
培育，开展“豫农优品天
下行”活动。推进乡村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争取
国家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试点。加快农村电
商高质量发展。

完 善 联 农 带 农 机
制。引导龙头企业、中小
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与农户等紧密联合
与合作，通过保底分红、
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方
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
增值收益。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是关键。意见提出，引导
农民发展适合家庭经营
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
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
宿经济。加强大龄农民工
就业扶持。推动农民工工
资支付保障制度全面覆盖
和有效运转。深入推进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
设，开展高素质农民培
育。扩大以工代赈项目实
施规模，在重点工程项目
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推广以工代赈。加快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持续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意见要求，持续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要统筹县域城
乡规划布局，提高村庄规划编制
质量和实效，不得要求村庄规划
编制全覆盖，不得要求村庄规划
编制工作进度“齐步走”和成果
深度“一刀切”。推进“设计河
南·美丽乡村”、“千村引领”乡村
设计精品工作。合理确定村庄
建设重点和优先序，开展“和美
村、富美村、洁美村”建设。加强
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保护利用。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打好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深
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深化“治理六乱、开展六
清”，建设美丽乡村。加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推进城
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
化建设，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
水 工 程 规 范 化 建 设 和 改 造 。
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

动，规划建设一批县乡村客货
邮融合站点和线路。推进快
递进村工作，加强村级寄递物
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推动冷
链配送和即时零售向乡镇延
伸。推动农村消费品以旧换
新 ，完 善 废 旧 家 电 等 回 收 网
络。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
工程，加强农村分布式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

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
校，有序解决乡村学校空、城镇学
校挤问题。全面加强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确保
食品安全和资金规范使用。推动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
新建 100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
心。健全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
制，对连续参保和当年零报销的
农村居民提高次年大病保险最高
支付限额。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打造以种业为核心的农业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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