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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任富强 陈军强 文/图

“梅书记 ，再给我们派俩师傅行
吗？ ”“我们的观摩团后天到，梅书记
可得多传点‘真经’呀”……

9 月 5 日上午，全国劳模、扶沟县
柴岗乡梅桥村党支部书记梅根清站

在村室门口，手机响个不停。
在他身后，由农业农村部授予的

“一村一品示范村”的招牌高高挂着。
村子周围，日光温室大棚如块块白玉
镶嵌在大地上。

眼下，大棚内空无一人。 “我们村
的菜棚进入了休棚期，现在是棚闲人
不闲，很多人都被外地菜农聘走当师
傅了，收入相当于多种了一茬菜！ ”看
到记者有些诧异，梅根清解释道。 记
者拉开棚门， 一股热浪迎面袭来，棚
内悬挂的温度计显示：70 摄氏度。 梅
根清告诉记者，他们从 6 月中下旬开
始“闷棚”持续至 9 月中旬，利用夏季
高温杀死棚室和土壤中的大部分病

菌、虫卵。
“梅盘根七八年前就被外地菜农

聘去当师傅了 。 ”梅根清说 ，因种植
结构差异 ， 他们村的休棚期正是外
地部分菜农的农忙期。 近几年，随着
叫响全国的 “梅桥蔬菜 ”品牌越做越
大 ， 许多菜农开始利用这段时间外
出当师傅。

“去年， 许昌禹州一蔬菜园区请
梅盘根等人去当师傅。 3 周内，梅盘
根等人就帮他们解决了上千亩大棚

蔬菜的病虫害问题。 今年开春，他们
又向我们发出人才帮扶的邀请。 ”梅
根清说，村里的菜农如今是越来越抢
手了。

向梅根清要人的多半是许昌、新
郑 、 商丘等地的日光温室大棚经营
者，也有云南、贵州的，因为那里的大
棚蔬菜种类和梅桥村十分相似。

梅桥村菜农受欢迎 ， 靠的是技
术。 土地深耕、挑垄、施农家肥、移栽
幼苗、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棚内温
度控制……这些技术，被梅桥菜农拿
捏得十分精准。

“他们 3 人来我们蔬菜种植基地
才 1 个多月，就让我们多收入了近百
万元 ，梅桥师傅的种菜技术 ，我们佩
服！ ”洛阳一名菜农在接受记者电话
采访时说。

“农忙卖黄瓜，农闲卖技术！ ”柴

岗乡干部罗春艳说，如今梅桥村菜农
已经成了“香饽饽”，日工资 300 多元，
休棚期的收入十分可观。

为了全流程服务外地菜农，梅桥
村专门成立“建棚小分队”，向外地菜
农提供施工服务。 今年，开封、漯河、
信阳、许昌等地的菜农已经下了订单，
秋收后，梅桥村菜农将为他们指导建
设日光温室大棚。

“梅桥村是农业农村部表彰的农
业科技入户示范村，多次受到专家赞
扬。 ”罗春艳告诉记者，2002 年，梅根
清建成村里第一座日光温室大棚，后
来成立合作社，全村人参与，注册“梅
园”商标，种植蔬菜 1020 亩，占耕地面
积的 92%，亩均效益 5 万多元。

“梅盘根的技术在当地小有名气，
禹州的菜农想高薪把他留下；梅根长、
梅现力二人带队去周边乡镇帮菜农建

大棚了；后天柘城县农业考察团要来
观摩学习……”谈起近期的事，梅根清
如数家珍。

依靠大棚蔬菜，如今的梅桥村家
家户户盖起了“小洋楼”、用上了天然
气、开上了小汽车。

“群众致富多亏党的好政策，俺要
把这项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有需要

的各地菜农，为建设农业强国作出应
有的贡献！ ”挥手告别之际，梅根清向
记者说出了心里话。 ②2

□记者王健付永奇马治卫 文/图

本报讯 “借助田野里的监测传感
系统，我们在这台计算机上可实时搜
集秋作物的苗情、墒情、病情、灾情等
信息 ， 研判后发给园区里的 ‘新农
人’， 由他们通过手机软件实现自动
灌溉，按需施肥。 ”

8 月 31 日，在商水县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管理中心，县农业农村局农业
技术推广研究员祁勇指着墙上的显

示屏向记者介绍：“今年的秋田管理，
科技助力 、指导到位 ，相信会有一个
好收成！ ”

商水县是全国超级产粮大县，今
年麦收遭遇“烂场雨”，略有减产。为切
实做好“夏损秋补”工作，该县今年秋
粮播种面积增至 124 万亩， 其中玉米
104 万亩，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
近期受降水、 气温及病虫害等因素影
响，部分地块的玉米不同程度出现“南
方锈病”，并有蔓延趋势。 为切实做到
“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发现一片，防治
一田”，该县主要领导多次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秋粮生产， 召开农业农村重点
工作推进会，部署玉米“南方锈病”防
控和“一喷多促”工作。 该县把秋粮管
理作为重点工作来抓，迅速掀起防控

高潮。
秋田要丰产，管理是关键。商水县

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 整合各类资金
1232 万元， 财政投入资金 677 万元，
用于秋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 该县按
照特事特办、不误农时的原则，简化招
投标程序，8 月底之前如期完成了统
一喷防。该县还充分利用植保、农机等

社会化服务组织， 出动无人机近千架
次，加快喷施作业。

科技兴农， 直通基层。 7 月份以
来，该县召开秋作物病虫害防治动员
会、现场会，组织技术培训，受训人员
达 6 万人，辐射带动 20 余万人。 该县
农业农村局抽调 12 名农技专家 ，成
立秋粮生产专家指导组，依托各地的

虫情监测仪， 及时推送虫害信息，指
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开展规模化喷防作业，带动周边
农民进行科学防控。 全县抽调 200多
人组建 23个农技服务小分队，到田间
地头或群众家中开展技术宣讲服务，
切实做到技术人员到户、 科技成果到
田、技术要领到人，把科技创新的“关
键变量” 转化为农业增效的 “最大增
量”。 截至目前，全县秋作物已完成第
一次防治工作。

“孢子信息自动捕捉系统将孢子所
携带的病害信息自动上传至后台服务

器，农技专家鉴定后，通过手机反馈给
我们。 我们用手机远程调度防控设备，
就可以及时实施‘一喷多促’预防病害
了。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邱守先边
拿手机演示边对记者说：“每粒粮食，过
去是汗水的结晶， 现在科技帮了大忙，
是国家农业现代化‘金扁担’让我们种
田有信心、生活更有奔头了。 ”

“夺取今年秋粮丰收意义重大、
责任重大。 我们将提高政治站位，扎
实抓好以 ‘一喷多促 ’为主的秋田管
理， 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为
扛牢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作出商水贡

献。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赵
社会表示。 ②2

商水：“夏损秋补”尽显“科技范”

蔬菜专业村的新鲜事———

棚休人更忙

�������纸上春秋，跳动道德名城脉搏；笔底波澜，见证中原港城巨变。为大兴调研之风，践行“三贴近”，增强全媒体记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周口发
展故事，传播周口好声音，助力周口高质量发展，本报组织开展“百名记者大走访”活动。 本报记者将深入基层，走进群众生产生活一线，多角度、多平台
呈现来自田间地头、工厂企业、社区村庄等带着民生温度的新闻报道，以发展变化增强信心决心，以笔墨镜头见证周口速度。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商商水水县县种种粮粮大大户户周周卫卫山山在在高高标标准准农农田田里里查查看看玉玉米米长长势势。。

柴岗乡梅桥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