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市立足县域
产业，将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作为率先建成农业强市
“七个专项行动”之一，多策
并举，强力推进，全市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有力带动了全市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图为近
日，大有兴业(扶沟)现代农
业产业园番茄日光温室大
棚内，工人正在为番茄整枝
和打叉。

记者 金月全 摄

以农业园区化引领农业现代化

周口中视眼科医院协
办

安全生产群众“吹哨”有奖 部门查处不手软
本报讯（记者 王凯）近日，记者

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强化
安全生产社会监督， 发挥广大群众
“吹哨人”作用，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向好， 我市积极落实奖励措
施，并公布一批典型案例，推动安全
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村中一住宅长期大门紧闭 ，
院内铁皮房近期有异常动静 。 夜
晚，听到有汽车进出院内搬运物品
的声响……”2025 年 4 月， 沈丘县
莲池镇牛营村一村民在日常生活

中留意到村中的异样，凭借敏锐的
安全意识，怀疑此处非法储存烟花
爆竹，当即向牛营村委会和莲池镇
政府进行举报。 经查，群众举报属
实。 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和我省有关烟花爆竹的规定，莲池
镇政府对其进行了查处， 对非法储
存的烟花爆竹依法予以没收。 按照
《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
施办法》规定，沈丘县安委会奖励举
报人 1000 元。

同样是非法存储，2025 年 3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左右， 沈丘县刘湾
镇群众向镇政府举报： 在刘塔桥自
然村与安徽省交界处， 一辆报废厢

货车内存放有液化气瓶， 怀疑是液
化气黑窝点。接举报后，镇政府组织
应急办、消防站、派出所、市场监管
所工作人员立即前往核查。经查，厢
货车内装有 30 多个报废液化气瓶，
为谷某所有，瓶内已无液化气体，准
备作为废品出售给他人。 为鼓励举
报人勇于举报的社会责任感， 沈丘
县安委会奖励举报人 1000 元。

和违法存储违禁品不同的是，
一些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同样

存在安全意识淡薄，甚至特种作业
人员违规上岗的情况。 近日，太康
县应急管理局接群众举报反映，某
化工设备有限公司特种操作人员

李某、王某在特种操作证到期后仍
上岗作业，涉嫌违法。 太康县应急
管理局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核

查。 经查，群众举报情况属实。 李
某 、王某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规
定，太康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
司处以 2 万元处罚，并责令其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 按照《河南省安全
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 》规
定，太康县应急管理局对举报人奖
励 3000 元。 ②11

道德文化普及巡回宣讲活动走进商水
本报讯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李莹莹）6 月 10 日， 老子研究院道
德文化普及巡回宣讲活动走进商水

县。 300 余名商会代表、企业骨干及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与活动。

老子研究院研究员陈大明以

《人间正道是沧桑———成功企业家

的老子商道文化实践》 为题展开宣
讲，通过解析张瑞敏、任正非等标杆
企业家及杭州“六小龙”企业的创新
案例，提炼出“柔弱胜刚强”以韧性
思维应对行业危机、“上善若水”以
用户需求为核心锚定市场定位、“大
道至简” 聚焦主业精简决策链条等
七大实践启示。陈大明强调，老子商
道文化并非简单套用古训， 而是通
过“道法自然”的哲学思维，为企业
战略决策提供底层逻辑支撑。 当传
统文化智慧深度融入现代商业文

明，企业将在“人间正道”中释放发

展动能， 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文化底气。

“‘无为而治’是‘顺势而为’的管
理哲学。”听完宣讲后，商水县东马家
居有限公司负责人马科展表示，宣讲
内容为企业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了哲

学支撑，听完之后深受启发。下一步，
公司将把“顺势而为”理念融入产品
研发与渠道变革，借鉴老子商道文化
智慧，推动企业在传承与创新中走出
更稳健的发展之路。

与会企业家代表纷纷表示，此
次活动以“正道”为纽带串联古今智
慧， 其蕴含的治理哲思为企业发展
理清了思路。 这不仅是一次道德文
化的普及， 更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思想动能”，助力更多企业
以文化软实力破局转型升级， 探索
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深度融合

的新路径。 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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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麦十年铸“金仓 ”
———西华县喜俊喜家庭农场产业兴农之路

记者 王吉城 徐启峰

六月的豫东平原，热浪灼人。 在
西华县迟营镇喜俊喜家庭农场千亩

黑麦田深处， 农场负责人王春丽穿
梭其中，指尖轻捻一穗黑麦，饱满的
麦穗绽开， 黑紫色的麦粒在阳光下
闪烁着油亮的光泽， 仿佛诉说着丰
收的喜悦。

“老天爷考验人，今年旱得厉害，
倒躲过了赤霉病！ 加上咱设施跟得
上，科学管水，黑麦落黄干净，品质是
10 年内顶好的一季！ ”这位扎根乡土
10 年的女创业者摩挲着来之不易的
丰收果实，笑容里透着泥土般的质朴
与坚定。

十年磨砺 打造“黑金”产业
喜俊喜家庭农场核心区，是王春

丽农业理念的生动实践场地。千亩黑
麦示范田如绒毯般铺展，喷灌设施交
织成细密的水网， 滋养着每一株麦
苗。 田边林下，鸡鸭在果木间欢快穿
梭，啄食着由麦麸加工而成的饲料。

“土不能闲，物尽其用。 ”王春丽
弯腰拾起树林下一枚带着余温的土

鸡蛋，话语朴实却充满力量，“麦麸喂
禽畜，粪肥还沃土，产业链从地头直
通餐桌，环环相扣。 ”

从单一的黑麦种植，到如今形成
涵盖种植、养殖、加工的生态循环产
业链， 王春丽用 10 年时间完成一场
农业变革。 在她手中，黑麦不再是简
单的农作物， 而是整个产业链的核
心———通过黑麦衍生出一系列绿色、
健康产品，实现了从“单一粮”到“多
元宝”的华丽转变。

黑麦又称“长寿麦”，具有富硒、
多钙、花青素高、营养均衡的特性。十
年磨一剑，黑麦产业链在王春丽的精
心培育下，已颇具规模。

2019 年，在家庭农场基础上，王

春丽又创办大喜岗黑麦种植合作社

并担任理事长， 誓把黑麦产业链拉
长，造福乡邻。企业秉承“健康生活从
一粒小麦开始”的理念，用心做好每
一款产品。一组数据见证这份坚持与
成长：农场每年消化黑麦 80 万斤，其
中 30 万斤酿成醇香四溢的美酒，50
万斤加工成优质面粉、挂面，还有曾
荣获项城市焦馍大赛优秀奖的芝麻

焦馍。 产品种类从最初的单一原粮，
扩展到如今的八大品类，黑麦酒更摘
得城隍庙会桂冠。

荣誉背后，是王春丽沉甸甸的社
会责任。 王春丽是中级农艺师、西华
县人大代表，还获得“河南省优秀返
乡创业好青年”殊荣；团队中的王军
珲也晋升为高级农艺师。 企业获评
“河南省巧媳妇创业示范基地”。

这条由王春丽打造的黑麦产业

链，成功实现从初级农产品到精深加
工食品业、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助力
乡村振兴，带动百余人就业，70 余户
家庭走上致富路。

严守品质 守护舌尖上的健康

“农业现代化， 不仅仅是追求产
量，更重要的是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
的健康！”在石磨面粉车间，王春丽抓
起一把黝黑发亮的麦粒，斩钉截铁地
告诉记者。

对于食品安全，王春丽有自己的
坚守，她将其总结为“三道铁闸”———
源头锁死： 彻底告别高浓度化学农
药， 坚持用发酵家禽粪便滋养土地；
过程锁紧： 建立精准灌溉预警机制，
在黑麦关键扬花期严防霉变，科学施
策；技术锁牢：沿用石磨低温加工，最
大限度保留黑麦珍贵花青素，每批产
品必须检测重金属残留。

面对食品安全之问， 王春丽声
音洪亮：“食品安全， 其实从种子落
进土里那一刻，我们就筑牢这‘三道

铁闸’了！ ”
她对产品质量的执着，赢得了最

有力的认可。 2021 年，央视著名主持
人海霞造访农场， 目睹王春丽剁菜、
蒸黑麦馍。海霞掰开一个热气腾腾的
黑麦馍， 连连称赞：“这麦香纯正，骗
不了人！”这一幕，成了王春丽心中最
珍贵的“质量认证”。

今年，黑麦种植基地采取人工除
草、科学灌溉、合理使用生态有机肥，
黑麦种植走向国家认可的 “绿色通
道”。麦收期间，郑州大学青耕实践团
成员到这里调研考察， 通过实地走
访、深度访谈，他们对农场的创新发
展历程赞不绝口。

“王春丽人实诚， 产品绝对让人
信得过！”连村里最挑剔的老年人，都
成了她 “良心面 、匠心业 ”的铁杆粉
丝。 他们真诚的话语，代表了村民共
同的心声。

科技引领 新农人绘就新蓝图

千亩麦田，麦浪滚滚。 王春丽指
着远处的收割机笑着说：“今年旱情
严峻，但我们的黑麦田得益于完善的
灌溉设施，不仅‘喝饱了水’，产量愣
是翻了一番！ ”

作为县人大代表，王春丽的目光
早已超越自家农场。 今年，她在县两
会上提交《关于加快黑麦产业基地基
础设施完善及高标准良田建设的建

议》，得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谈及未
来，她规划清晰且充满激情：“我们要
让黑麦成为‘移动的农田’！ ”

在政府援建的现代化挂面生产

包装车间，王春丽拿起新研发的“黑麦

土鸡蛋挂面”样品，眼中闪烁着希望的
光芒：“农业发展的方向， 在于让农产
品摆脱单纯卖原料的困境， 在产业链
上不断提升价值，让麦粒变金粒。 ”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只有不断引入新技术、新理念，才能
让黑麦产业走得更远。 如今，农场里
不仅有传统的农事劳作，还能看到大
学生们操作无人机巡田的身影。他们
通过直播平台，将农场的“黑金子”销
往全国各地。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农场办公室
桌面上。 翻开县人大代表提案本，王
春丽的目光望向远方：“下一个十年，
我们将全力申报省级黑麦产业园，与
科研院所合作攻关功能性产品！ ”她
的笔记本扉页上 ， 一行字力透纸
背———“让土地成为最可靠的保障，
让农民成为最体面的职业。 ”这不仅
是她的初心，更是对这片土地的庄严
承诺。

暮色渐浓， 收割机的轰鸣声惊
起归巢的飞鸟。 在政府规划的千亩
高标准良田里，黑麦正颗粒归仓。 王
春丽戴上草帽， 身影再次融入金色
的麦浪中。

王春丽的农业梦想没有终点，正
如她常说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
手里；碗里装的，必须是实实在在的
健康！ ”

黑麦十年铸 “金仓”。 在产业兴
农、科技兴农、生态兴农、创新兴农的
道路上， 王春丽和她的黑麦种植基
地，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正书写
着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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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先进工作者刘正良：三尺讲台三十载 师心灼灼育芳华
□记者 王晨

时光酿桃李，三尺写春秋。 在西
华县第一高级中学， 有这样一位教
育工作者：他用 30 年光阴扎根三尺
讲台，书写着教育的赤诚篇章。他就
是西华县第一高级中学党支部书

记、校长刘正良。
从教 30年来， 刘正良始终秉持

“没有爱，便没有教育”的信念，将学生
视为己出，甘做托举学子梦想的人梯。
连续 15年， 他坚守清北班班主任岗

位，同时担任学校奥赛班数学教练。在
他的悉心培育下， 十余名学生叩开清
华、北大校门，近百名学子走进复旦、
上海交大等名校殿堂。 每一年的高三
大联考后， 他总会抽出时间与学生促
膝长谈，总结经验、明确目标。

走上校长岗位后， 刘正良推出
一系列暖心举措： 为教师送上生日
蛋糕与祝福，配备四季工作装，为退
休教师举办荣退仪式， 重阳节邀请
老教师返校共叙情谊。这些举措，让
学校教师团队的凝聚力不断增强。

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 刘正良
积极探索。 他多次带队前往各地学
习，博采众长，引进先进教学模式，
与教师团队共同钻研，创新出“一课
一研”高效集体备课模式和“6+1”高
效课堂模式。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办
学成果斐然， 被清华大学、 武汉大

学、东北大学等名校授予“优质生源
基地”称号。

凭借突出的教育贡献， 刘正良
先后获得省先进工作者、 省优秀教
育工作者、 省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
号， 这是对他三十年如一日坚守教
育初心的最好褒奖。 ②27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本报讯 （记者 侯国防 通讯

员 朱月月） “三夏”生产关键期，
鹿邑县鸣鹿街道纪工委立足监督

职责，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干部职
工以严实作风投身 “三夏 ” 工
作， 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

该纪工委督促干部职工坚决

摒弃形式主义，精简工作流程，每
日下沉黄盆社区、 商厉社区等夏
季秸秆禁烧指挥部， 主动驻扎一
线。 通过明察暗访， 严查层层陪
同、 扎堆调研等增加基层负担的
行为， 确保人员力量全部投入到
实际工作中。紧盯廉洁纪律执行，
要求干部职工轻车简从， 杜绝铺
张浪费， 工作全程未发生一起违
规违纪问题。

在工作开展中， 该纪工委干
部职工聚焦夏收夏种关键环节，
既当 “监督员” 又做 “服务员”。
一方面， 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督察
夏收进展，紧盯秸秆禁烧风险点，
加密巡逻频次， 筑牢生态安全防
线。 另一方面，主动靠前服务，积
极对接粮食收购企业， 协调拓宽
小麦收购渠道，联系农资供应商，
保障化肥、种子等物资稳定供应，
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农户家中，指
导抢抓农时推进夏种工作。

截至目前，该街道“三夏”生
产工作有序推进，夏粮颗粒归仓、
夏种稳步开展， 切实将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转化为推动农业生

产的务实成效， 赢得群众广泛好
评。 ②27

（上接第一版）
倡导文明新风， 绘就邻里和睦

“同心圆”
竹园村和刘岗村以党建引领推

动乡风文明建设，营造邻里和睦、守
望相助的良好氛围。 竹园村依托村
文化广场，常态化开展“好媳妇”“好
婆婆”“文明家庭”评选活动，树立先
进典型，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同
时组建文艺宣传队，编排广场舞、腰
鼓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宣
传邻里和睦、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
刘岗村打造 “村民议事亭”“家风家
训长廊”等文化阵地，组织开展家风
故事分享会、邻里互助活动，引导村

民互帮互助、和谐共处。 同时，两村
共同制定村规民约，将邻里和睦、团
结互助等内容纳入其中， 约束村民
行为，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 让文明新风吹拂乡村每个
角落。

竹园村和刘岗村的党建引领基

层高效能治理生动实践， 使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网格服务管
理效能显著提升， 矛盾纠纷有效化
解，邻里关系更加融洽，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实现基层治理现
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②11

痛心！ 周口 35岁公安民警王振因公牺牲
本报讯（记者 任富强 通讯员 郁

发顺 姚金耀）2025 年 6 月 9 日凌晨
2 时许，周口市太康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民警王振在江西九江出差办案期

间突发心脏疾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当日凌晨 2 时 51 分因公牺牲，年
仅 35 岁。

王振，男，汉族，中共党员 ，1989
年 10 月出生，大专学历，2011 年 7 月

参加公安工作， 生前系太康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常营中队中队长、三级警长，
曾荣立个人三等功 2次， 先后获得太
康县政法工作先进个人、 周口市公安
交通管理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丹心耀警徽，垂泪颂英魂。6月 11
日上午， 太康县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告
别大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王振同志
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庄重举行， 王振

同志的遗属、亲友、同学及同事等 300
余人含泪送别。

“我们原计划就是今天返周，没
想到竟是以这种方式……” 提起王
振，同事郝永昊哽咽不已。

从警 14 年来， 王振同志长期扎
根刑事侦查、交通管理一线，忠诚履
职、勤勉尽责、甘于奉献，把全部精力
都献给了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用一

生赤诚忠实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

使命，在打击犯罪、保障道路畅通、守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作

出了突出贡献。
王振同志牺牲后，公安部政治部、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河南省公安厅政
治部、 河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来唁
电， 对王振同志因公牺牲表达深切哀
悼，对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②11

郸城：并蒂花开“五星”路“姊妹”共绘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