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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形式主义切莫“以形治形”
□晨曦

着力纠治搞“政绩工程”“形象工
程”“面子工程”等问题，解决精文减
会、督查检查、创建示范活动中存在
的问题……近日， 我市召开市级层
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

作机制会议， 再次向全市发出坚决
整治形式主义的动员令。

形式主义，古人用“金玉其外，败
絮其中”来形容。 我们党历来反对形
式主义。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
同志就批评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
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并
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
号召全党必须“揭破它”。 而最隐秘、
最难根治的形式主义， 莫过于以形
式主义整治形式主义。

马克思曾说：“如果形式不是内
容的形式， 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
了。 ”整治形式主义，必须拿出实招，
不摆“花架子”、不搞“一阵风”、不写
“应景文章”、不做“标准动作”。 有的
人认为，只要披上了“新马甲”，形式
主义就可以瞒天过海。 对此，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 “看似新表
现 ，实则老问题 ”，要求采取有力举
措防止形式主义以新面目、 新变种
回潮反弹。

何况， 形式主义即便花样百出，
也终究逃不过群众的火眼金睛。 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没有真正解决？
民生工程有没有真正惠及民生？ 发
展思路是不是对头？ 政策是不是符
合实际情况？ 最终由群众来评价。 因
此，整治形式主义，只能务实，不能务
虚。 整治形式主义的效果怎么样，广
大人民群众在看着。

“千形万象竟还空， 映水藏山片
复重。 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
奇峰。 ”唐代诗人来鹄用一首咏云诗
讽刺那些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的形式
主义者。 各级党员干部要从我做起，
力戒形式主义 ， 不做千形万象的
“云”，要真正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真正为自己减负、为基层减负。 ②15

“我种地 30 多年，今年小麦单产最高！ ”
□记者 付永奇

“实收面积 1.446 亩， 籽粒含水
率 12.5%，按国家粮食入库安全含水
量 13%计算 ， 折合总产 1258.99 公
斤， 实打验收最终亩产为 870.6 公
斤。祝贺周麦 49！ ”6月 1日上午，在
商水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商水县天

华种植专业合作社周麦 49 千亩方
内，河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河南
省小麦专家指导组组长郭天财宣布

实打验收结果， 麦田里响起热烈的
掌声。

今年麦收期间，省市相关部门在

我市多次组织测产验收和实打验收，
周麦 49 千亩方内的单产创造新高，
成为我市“三夏”生产的一个亮点。

周麦 49 是市农科院选育的小
麦新品种，今年 1 月通过国家审定。
在过去两年的国家对比试验、 区域
试验， 一年生产试验中表现优异 。
“这个品种具有抗病性好、 分蘖力
强、结实性好、抗倒性强、抗寒耐旱
耐高温、丰产性好等多个优势，是周
麦新品种中最具高产潜力的品种之

一。 ”市农科院副院长、全国知名小
麦育种专家韩玉林看到精心选育的

种子获得好成绩时， 黝黑的脸上洋

溢着喜悦的笑容。
播下好种子，丰收有底气。 今年

的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支持市农
科院持续推出周麦系列种质研发新

成果，支持商水创建制种大县。 看中
周麦 49 的巨大增产潜力和优良品
质， 勇于尝试的商水县天华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天华在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连片种植 1000 亩。 他说：
“这个实打验收结果让我喜出望外，
我种地 30 多年 ， 今年小麦单产最
高！ 明年我要扩大良种繁育面积，生
产出更多好种子， 带领更多农民多
打粮、打好粮。 ”

高标准农田夯实了粮食高产底

气，种质创新挖掘出粮食高产潜力。
市农科院党组书记陈亚成认为，周
麦 49 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离不开
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离
不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 离不开
农业战线大力推广的良田、良种、良
法 、良机 、良制 “五良 ”配套融合发
展。 “周口这几年通过加强科学研究
和技术创新， 探索适合当地生产条
件的栽培技术， 实现小麦产量和品
质连年提升， 为贯彻落实国家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作出了

贡献。 ”郭天财表示。 ②15

科技赋能“慧”管良田
□记者 徐松

6 月 3 日，麦收完毕、秋作物播
种完成，灌溉保墒正当时。 豫丹生态
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雷在自己

流转的 1700 多亩田里查看灌溉进
度。 科技赋能农业，“新技术+新装
备” 让粮食生产从种到管再到收割，
全部实现智慧化、智能化。“田地需要
灌溉时，只需通过手机遥控打开智能
喷灌设备，即可进行自动喷灌，方便、
轻松、省时、省力！ ”王雷说。

“我流转的 1700 多亩地大部分
种的是小麦良种， 有与中国工程院
院士、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育种首席
专家许为刚团队合作繁育的郑麦

1860， 有与周口市农科院合作繁育
的周麦 36。”王雷借助河南周口国家
农高区发展的“东风”，渐渐成为郸
城县农业种植领域的 “排头兵”，带
动周边 200 多户农户致富。

王雷介绍，原来浇水 、喷药 、除
草、收割大都靠人工，即便自己本领
再高强，也只能流转 200多亩地。 河
南周口国家农高区于 2022年 4 月经
国务院批复建设， 郸城县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核心区又在自己岳父的村

庄附近， 作为种植大户的他便借助
这个机遇在郸城县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流转了 1700 多亩地，采用种、管、
收一条龙的机械化、 智慧化管理模
式种地。

“高标准农田智慧化太方便了。
以往一人一天只能灌溉 5 亩地 ，现
在通过手机打开智慧农业 APP 软
件，一台中心支轴式喷灌设备 10 小
时能浇 400 多亩地……” 王雷一边
说着， 一边向记者展示自己手机上
的智慧农业 APP。

王雷手机上智慧农业 APP 的
指令来自于周口国家农高区智慧农

业信息中心 （以下简称信息中心），
这里就像是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的“芯片”，由中国科学院设计
实施大数据物联网， 自动防治病虫
害、自动检测土地地力缺项、自动提
醒氮磷钾缺失等。

信息中心大厅的显示屏上 ，孢

子仪、气象站、杀虫灯、吸虫塔、墒情
监控、太阳能监控、叶面积指数一目
了然，土壤的 pH 值、盐分、温度、含
水率，以及空气相对湿度、风速、气
压等信息可随时掌握。 这个“芯片”
能控制田间的每一台高科技机械。

“许为刚团队、市农科院团队经
常来现场指导， 全周期给予技术支
持，包括测土配方、病虫害防治、收
割收购等。 ”王雷说。

记者在郸城县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看到 ，田成方 、路成网 ，道路
两侧的法桐枝繁叶茂 、 百日红花
开正艳 。 田间的中心支轴式喷灌
等智能机械设备保障了今年夏粮

大丰收。 ②15

前 5 个月我市农产品出口额达 4.2亿元
本报讯（记者 苑美丽 通讯员 杨

贝贝 杨晓霞）6月 2日，记者从周口海
关获悉， 为培育壮大本地特色优势，
周口海关优化服务，助力农产品扩大
出口，为全市“拼经济”赋动能、增底
气。 今年前 5 个月，周口市农产品出
口额达 4.2亿元，同比增长 2.2%。

周口海关结合周口农产品特点，
量身定制出口帮扶措施，让企业高标
准、高起点驶入出口快车道。 “扶沟县
金稻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西

蓝花生产基地年产西蓝花超 1600吨，
为助其顺利出口，我们以‘技贸帮扶+
预约查检’，做好‘一对一’出口帮扶指
导，助力该企业首次打入新加坡市场，
首次出口达到 18 吨，货值 22万元。 ”
周口海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位于项城市的河南
三利食品有限公司主营加工和出口

脱水蔬菜，年产量达 35000 吨。 周口
海关采取一系列举措助力该公司产

品出口，如深入种植基地、食品生产
车间指导企业规范生产管理体系运

行； 定期收集国外同类产品水分、灰
分等检测项目限量技贸措施 20 余
条， 帮助企业规避通报退运风险；提
前掌握企业出口计划， 对出具熏蒸、
重量等涉外证书需实施现场监管的

业务实施“即报即验即出证”等，助力
企业高效通关。

周口海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持
续巩固主题教育成果，在周口这片土
地上深耕细作，通过开展“关长送政
策上门”活动，宣传 RCEP 产地证签
发、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等海关惠企
政策，持续提升企业获得感，助推农
产品开拓国际市场， 为周口经济发
展贡献海关力量。 ②15

我市外汇企业名录登记迈入“银行直办”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李艳华 通讯员 冯

路平 彭绍锐）6 月 3 日，太康县河南
泓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商水县
河南省南洋防爆电机有限公司分别

在中国银行太康县支行直接办理了

外汇名录登记， 并同时开立了外汇
结算账户，整个流程顺畅高效，企业
十分满意，连连感叹“银行直接办太
方便了！ ”

据了解，为进一步助力外贸企业
发展，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国家
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贸易外

汇业务管理的通知》， 规定自今年 6
月 1日起，取消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
局核准办理 《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
录》登记的要求，改由境内银行直接
为企业办理名录登记。

按照新规定，企业只需选择线上
或线下任一方式向银行提交申请表，
银行可直接将企业信息登记至“数字
外管平台”。 由于名录登记业务可直
接关联企业档案信息， 平均 3-5 分

钟即可完成业务审核办理，实现了名
录登记与银行开户、收付汇业务无缝
衔接、一体化办理。

为保障名录登记改革政策在我

市平稳落地，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质效，5月份以来，国家外汇管理
局周口市分局统筹部署， 精心谋划，
制订名录登记改革衔接工作方案，与
银行联动组织培训从业人员 126 人
次，指导各银行开展多载体、多渠道
宣传， 不断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影响
力。同时，与各银行建立线上+线下双
轨沟通机制，确保改革信息传递无障
碍， 问题能够迅速反馈并及时解决，
保障了名录登记改革政策顺利实施。

下一阶段， 国家外汇管理局周口
市分局将继续加强对名录登记改革

工作的宣传指导，扩大政策改革成效，
方便经营主体跨境贸易业务办理；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提升
外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助力周口市
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 ②15

科学养护防虫害 精准施策美家园
������本报讯（记者 李瑞才 通讯员 孙
家乐）夏季是苗木生长旺盛的季节，
也是病虫害猖獗的时期。 为确保苗
木正常生长 ， 打造良好绿化景观 ，
连日来 ，市园林绿化中心按照 “预
防为主 、综合防治 ”要求 ，科学部
署 ，精准施策 ，组织人员扎实开展
园林花草树木病虫害防治工作 ，增
强花木绿植的免疫力 ，全面提升中
心城区的园林景观效果 ，精心呵护
绿色家园。

“为提升防治效果 ， 我们要求
在施药作业时严格按照农药安全

使用规定 ，选用高效 、低毒农药 ，严
格控制用药比例 ，避开上下班人流
高峰期或者夜间喷洒作业 ，减少施
药作业对群众生活造成的影响 。 ”
据市园林绿化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 ，今年 2 月底病虫害防治工作启
动后 ，他们结合我市近年来病虫害
发生情况 ，加强巡查 ，做好虫情 、病
害监测 ，根据不同防治对象适时调
整防治方案 ，有的放矢开展病虫害
防治工作。 如 2 月底开始用石硫合
剂对乔灌木进行清园作业 ；3 月下

旬开始防治蚜虫 ；4 月开始防治天
牛、吉丁虫等蛀干害虫；5 月开始防
治红蜘蛛 ，对于大叶黄杨 、红叶石
楠等植株的白粉病 ，瓜子黄杨上的
黄杨绢叶螟等使用多菌灵 、 三唑
酮 、苯醚甲环唑 、高效氯氰菊酯等
药物进行针对性防治。

“截至 5 月底，我们已累计喷施
各类药液约 188.65 吨， 有效遏制了
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和扩散。 下一步，
我们还将采取 ‘喷打药剂+人工剪
枝’等方式，持续对中心城区公园广
场、街头游园、道路绿化带内的绿化
苗木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 预计今
年 11 月初结束。 ”该负责人表示，在
全力抓好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同时 ，
他们还把浇水施肥、整形修剪、清除
杂草、 清理垃圾等日常养护工作作
为提升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的

主要抓手 ，多措并举 ，狠抓落实 ，全
力提升城市景观效果。 他在此提醒
广大市民，为了您及家人安全，施药
期间尽量避免接近公园里和道路上

的苗木，遇到夜间施药作业时，请广
大关闭门窗。 ②15

������左图：“三夏”时节，我市各
地多措并举抢收抢种，农业生产
有序推进。 图为 6 月 4 日，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许湾村村民正

在田间播种花生。
记者 刘俊涛 摄

������右图：6 月 3 日 ， 淮阳区郑
集乡殷古洞村民正在田间打捆

秸秆。
近年来 ，我市践行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 ，大力推
广秸秆回收再利用，回收的秸秆
用于养殖、 生物质发电等领域，
提高了秸秆综合利用率。 既能当
饲料又能当燃料 ， 秸秆变废为
宝，富农增收，环保节能，助推农
业绿色发展。

记者 刘俊涛 摄

刷卡浇地真方便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谢辛凌

“智能刷卡浇地真方便！ ”6月 4
日， 沈丘县周营镇王寨行政村村民
王建华看着汩汩清水流进自己刚播

种的玉米地里，乐得合不拢嘴。
记者在该村高标准农田里看

到， 地头的机电配套设备和智能刷
卡喷灌井格外显眼，受到村民欢迎。
“拿卡往水泵感应器上一贴，‘嘀’的
一声，水就自动流出来了，省钱省时
又省力， 再也不用笨重的机械拉着
水泵浇地了，方便得很! ”王建华说，
“浇好这遍‘补墒水’，玉米出苗就没

有问题了。 ”
王建华告诉记者 ， 智能刷卡

浇地用多少电 、 扣多少电费一目
了然 ，“费用比使用机械抽水灌溉
省一半多 ， 劳作时间也减少了一
大半 ”。

当日上午， 在孟寨行政村高标
准农田里， 一眼机电配套深水井发
生故障， 周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周喻接到群众反映后，立
即赶来排查故障。 30多分钟后，故障
排除， 眼瞅着井水顺着水管喷涌而
出，围观的村民欢呼起来，“出水了！
出水了！ ”

“下播无早 ，越早越好 。旱天时
更不能等下雨 ，时令耽误不起 。 ”
孔营行政村的种粮大户王书鹏今

年种植 600 余亩小麦 ，收完麦就把
玉米播种到地里 。 他告诉记者 ，为
确保玉米出苗 ， 他当即安装 3 台
自走移动圆盘式喷灌机进行喷灌

浇水 。 “这 3 台喷灌机 ，一天一夜
能浇 100 多亩地 。 ” 坐在树荫下 ，
瞅着正在作业的喷灌机 ， 他显得
尤为轻松 。

据了解 ，目前 ，沈丘县 100 余
万亩小麦全部收割完毕 ， 大部分
地块已播种玉米等秋作物 。 连日

来 ， 由于持续高温 ， 没有有效降
雨 ，致使已播种的秋作物底墒差 ，
无法保证苗全苗齐 ， 部分地块无
法正常播种秋作物 。 针对这一情
况 ， 该县积极主动应对 ， 及早谋
划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 ，
指导群众采取先播种后浇水的办

法抢时间播种 。
沈丘县县长余长坤表示 ： “面

对当前旱情 ， 全县所有乡镇要充
分发挥现有水利资源优势 ， 动用
一切抗旱机具 ， 组织发动群众抗
旱种秋保苗 ， 确保全年粮食安全
生产 。 ”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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