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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活力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

员 王昆） 近日，黄泛区农场党工委
书记张晓带队赴中央党校旧址调研

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 强调要
坚持“修旧如旧”原则，系统挖掘红
色资源， 推动红色教育与党员干部
培养深度融合。区领导谷静、胡海峰
参加调研。

张晓指出，中央党校旧址是中国
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重要见证，具有
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 他要
求，要以“最小干预”理念，开展保护
修缮工作， 最大限度保留历史原貌。
通过整合口述史料、 文献档案等，还
原历史场景，将中央党校旧址打造成
可感知、 可互动的沉浸式教育课堂，
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活力。

张晓提出， 要充分发挥中央党
校旧址的实景优势， 结合老同志口
述的历史故事等鲜活素材， 增强教
育的感染力， 引导党员干部在沉浸
式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 要创新形
式，打造“行走的党史课堂”，让中央
党校旧址的每一处都成为生动的党

性教材。 要推动红色资源与党性教
育、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将历史
场景中蕴含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

创业的实际行动。
调研中，张晓还与老同志代表座

谈交流，听取关于中央党校旧址修建
的意见和建议。他要求相关部门深入
挖掘红色资源， 探索其与乡村振兴、
基层治理等结合的路径，推动红色文
化赋能区域发展。

胸怀“国之大者” 守护好每一寸耕地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

员 尹鑫理） 4 月 27 日， 黄泛区农
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谷静
前往黄泛区实业集团一分场， 就耕
地保护工作展开督导调研。 黄泛区
农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胡
海峰一同参与调研。

黄泛区农场的耕地资源对于

保障粮食安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 谷静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
核心要素 ， 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
本。 相关单位务必始终胸怀“国之
大者”， 将耕地保护的各项举措落
实落细，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与
粮食安全底线。

谷静强调 ， 思想认识的提高
刻不容缓 ， 要将耕地保护置于更
为突出的位置 。 要以零容忍的态
度 、最严实的举措 ，全力遏制耕地
“非农化 ”“非粮化 ”现象 ，为粮食
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 要强化日常
监管 ，充分发挥 “田长制 ” 巡查
作用 ， 对耕地进行全覆盖 、 无死
角 、常态化巡查 ，将问题扼杀在萌
芽状态 。

谷静要求，要加强政策宣传，积
极引导群众增强耕地保护意识，鼓
励群众参与耕地保护工作， 形成全
社会共同筑牢耕地保护防线的良好

局面。

扎实开展“一喷三防” 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本报讯（记者 张猛 孙靖） 近日，

黄泛区农场社会事务工作局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深入尹坡村、 郭庄村、南
坡村 、 高庄村及黄泛区实业集团田
间，督导小麦赤霉病防治工作 ，全面
开展以 “一喷三防 ”为核心的综合防
治行动，力保 10 万亩小麦丰产丰收。

当前正值小麦抽穗扬花关键期，
也是赤霉病等病虫害的高发阶段。 为

抢抓防治窗口期， 农场采用科学混配
技术，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
节剂及叶面肥一次性喷施，实现“一喷
多效”。 此举不仅能有效预防赤霉病、
条锈病等病害，还可抵御干热风、延缓
早衰，促进小麦增粒重、提产量。 在飞
防作业中，农场严格监督配药流程，确
保药剂用量精准、质量达标，从源头保
障防治效果。

针对当前气候特点 ， 农场明确
“三天内完成 10 万亩喷施 ” 的硬任
务 ， 要求各村及实业集团集中人力
和机械，争分夺秒推进作业。 黄泛区
农场社会事务工作局负责人表示 ：
“赤霉病防控直接关系夏粮安全 ，必
须做到应防尽防、不留死角。 ”目前，
该局已调配无人机 、大型植保机等 ，
组建专业化防治队伍 ， 确保防治全

覆盖。
据悉 ，“一喷三防 ” 是小麦中后

期田间管理的核心举措 。 通过精准
施策 ， 黄泛区农场将病虫害损失率
控制在 5%以内 ，为小麦提质增效提
供技术支撑 。 此次行动不仅体现了
农业科技在防灾减灾中的关键作

用 ，更为保障粮食安全 、促进农民增
收注入信心。

拧紧“安全阀” 守护“烟火气”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

员 郭万华 张学根 ） 近日 ， 黄泛区
农场经济发展与规划建设工作局

联合消防 、公安和南部社区 ，对辖
区夜市开展燃气安全及消防安全

隐患专项排查行动 ，现场督促整改
隐患 5 处 ， 进一步拧紧夜间经济
“安全阀 ”。

在此次行动中 ， 工作组以 “四

严查 ”为抓手 ，全面排查燃气安全
隐患 。 严查 “问题瓶 、问题阀 、问题
管 、问题灶 ”，重点检查燃气设备是
否合规 、 安全装置安装是否规范 。
检查发现 ，5 家餐饮商户存在违规
使用三通连接燃气管道问题 ，工作
组当场责令更换合规设备 ，并要求
限期整改 。 强化消防安全措施 ，督
促夜市摊主配备灭火器 、灭火毯等

消防器材 ，现场指导从业人员掌握
基础消防技能 。 工作组及时建立隐
患台账 ，确保问题 “发现一处 、整改
一处 ”。

黄泛区经济发展与规划建设工

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是落
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
举措。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联合多部
门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开展隐患整

治“回头看”，形成安全管理闭环。 加
强安全用气 、防火知识宣传 ，增强商
户和群众的安全意识，切实拧紧夜间
经济 “安全阀 ”，为群众营造安全 、有
序的消费环境。

此次行动有效排除了潜在安全风

险， 彰显了黄泛区农场统筹发展和安
全的治理效能， 为夜间经济持续繁荣
保驾护航。

“技术 +服务”双轮驱动 助力农业降本增效
本报讯（记者 张猛 孙靖） 近日，

智能灌溉系统在许昌市襄城县湛北

镇麦田正式启动，黄泛区实业集团农
业第一分公司 （以下简称第一分公
司 ） 首次跨区域开展 2000 余亩小麦
精准灌溉作业。此举标志着第一分公
司在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实现重要

突破。
时值小麦抽穗扬花关键期， 第一

分公司组建专业技术团队， 投入智能
水肥一体化设备，构建“精准计量+智
能管控”技术体系。 通过调度平台，对
灌溉系统进行分区控制， 结合土壤墒
情监测， 实现每小时动态调整水量输
送。作业现场，第一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相较于传统漫灌方式，新技术可
节水 30%以上， 确保每块麦田获得最
适灌溉量。

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
该项目整合了企业的三大核心优势：
构建覆盖耕、种、管、收的全链条服务
体系 ，形成 “1 个指挥中心+5 个技术
小组+N 台智能终端” 的快速响应机
制， 开发出适配不同区域农情的标准
化服务模块。在跨区作业中，企业创新
采用“本地农机手+自有技术员”协同
模式，既保障了作业质量，又助力当地

农机服务质量提升。
“我们将以此次跨区服务为起

点，推动农业服务向深度发展。 ”第一
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计划年
内实现升级，服务范围从单一环节向
全程托管延伸，技术应用范围从水肥
管理向病虫害智能预警拓展 ， 通过
“技术+服务”双轮驱动，助力农业降
本增效。

“订单 +技术”双保险 让职工吃下“定心丸”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4 月

28 日，黄泛区实业集团农业第四分
公司（以下简称第四分公司）召开高
粱订单种植专题会议， 通过技术培
训、政策解读与现场答疑，构建全周
期种植保障体系， 与地神公司续签
种植订单，实现“产供销”全链条闭
环管理。

面对当前高粱市场价格波动频

繁等挑战， 该公司以订单农业化解市
场风险。会上，农业技术人员重点讲解
主推品种的生育特性、 抗逆表现及配
套栽培技术， 通过比对近几年田间数
据，为职工提供科学选种依据。产业办
负责人现场公示订单收购的核心条

款，并对容重、水分、杂质等质量指标
作出可视化示范， 消除职工对销售环
节的顾虑。

经过多轮磋商，第四分公司与地
神公司就种植规模、价格条款、质量
标准达成一致意见，成功续签高粱种
植订单，不仅延续了“保底价+市场溢
价”的弹性定价机制，还引入农资统
供、技术托管等增值服务，为职工吃
下“定心丸”。 “全流程保障，让我们敢
放开手脚搞生产。 ”一种植户说。

下一步， 第四分公司全体干部
职工将■力同心推进项目落地，携
手攻克市场难关， 实现公司与职工
互利共赢。

近日，黄泛区实业集团 2025 年职工运动会在黄泛区农场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举行。 记者 张猛 孙靖 摄

近日， 黄泛区
农场对城区主干道

管 网 进 行 改 造 升

级， 旨在完善排水
管网体系、 提升城
市排涝能力。
记者 张猛 孙靖 摄

5 月 2 日，千余人共赏泛麦 65 风采。泛麦 65 高产多抗，以良种致敬
每一份辛勤耕耘。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张东亮 摄

视 角

唤醒红色记忆 激活文旅新动能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李军 张薇

近日， 黄泛区农场迎来一场特
殊的“文化会诊”。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赵中枢与周口市副市长张建

党带队调研， 为这片承载着黄河治
理记忆的红色土地 “量体裁衣”，探
索红色基因活化利用的破题之道。
当专家驻足黄泛区农场场史馆里斑

驳的青砖墙前， 一场关于历史与未
来的对话就此展开。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活教材”

穿过麦浪翻涌的田野，调研组
走进黄泛区农场场史馆。 泛黄的治
黄图纸、 锈迹斑斑的灌溉工具、记
录知青劳作的老照片，串联起治水
兴农的峥嵘岁月。 这些实物不是冰
冷的展品 ， 而是会讲故事的 “老

师”。 黄泛区文化既是黄河文化的
“活化石”，又是新时代奋斗精神的
载体。

在黄泛区农场场史馆内， 讲解
员的讲述令人动容。 1950 年，学员
们白天在田间地头指导排涝， 夜晚
在油灯下学习政策理论。 这里的一
砖一瓦都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
见证。

在黄泛区农场场史馆内， 一张
1951 年的航拍图记录着当年的苍
凉：漫天黄沙吞噬村庄，流动的沙丘
吞噬良田。 来自五湖四海的数万名
干部职工用独轮车运土、 肩挑手扛
筑堤，硬是在“黄龙”肆虐之地建起
万亩良田。

治黄史浓缩于场史馆的每一件

展品： 锈迹斑斑的水车曾是抗旱主
力， 刻着俄文字母的苏式拖拉机见
证了农机械化起步， 泛黄的报纸记
录着“人定胜天”的壮举。时光荏苒，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耕耘， 数代农垦
人始终秉承“艰苦奋斗、勇于开拓、
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 的黄泛区精
神， 将昔日的荒凉沙滩打造成为花
果飘香、林茂粮丰、宜游宜居宜业的
“中原明珠”。

让红色课堂“活”起来

在黄泛区农场场部， 红色印记
与农耕文明深度交融。 从泛黄的老
照片中可以看出， 第一代黄泛区农
场人意志坚定：“一定要把黄河的事
情办好”。黄泛区农场场史馆院内停
放着当时较为先进的农机， 虽历经
风雨， 但依然能展现当年机械化农
场的面貌。

黄泛区 ，过去是灾难的代名
词 。 黄河水持续泛滥 ，千里黄泛
区饥荒连年 。 1951 年 ，黄泛区农
场成立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第一批机械化国有农场 ，第
一代女拖拉机手曾在这里书写

青春 。
70 多年来，历经一代代农场人

的不懈努力，这里从“一杯茶水半杯
泥” 的贫瘠之地变成全国现代农业
的示范区， 从黄水泛滥的 “中原沙
漠”变成麦浪滚滚、机声隆隆的“中
原明珠”。现在，农场人在 10 余万亩
的土地上， 开展高标准农田改造工
作， 建成 15 个大型农机合作社，拥
有 1000 多台先进农机具，主要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9%，
粮食产量连年提高。

每年的 “三夏 ”时节 ，黄泛区
农场麦浪锦绣 ，沃野流金 ，大型收
割机穿梭来往 ， 预示着又是一年
好收成。

当红色记忆与时代脉搏共振，
黄泛区农场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
还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