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柘城县纪委监委为党员干部过集体“政治生日”，颁发政治生日贺卡。自从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建立党员“政治生日”活动名册，掌握党员“政治生日”时间，精心
制作“政治生日贺卡”。每名党员“政治生日”的当月，都能收到一份贺卡。 宋谨星 张书珲 摄

同过“政治生日”永葆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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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区科协

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

4月 13日，春意盎然里的民权县
白云寺镇吴岗村，静谧而又清新。一
片片金黄色的油菜花间，蝴蝶翩飞，
仿佛在追忆峥嵘岁月。紧挨其南，是
一处石柱和青砖围起来的烈士陵园，
这里长眠着在睢杞战役中牺牲的部分
革命先烈，纪念碑上镌刻的“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吴岗村当时属睢宁县白云区，原
来属睢县六区。这个地方就是睢杞战
役的后方医院。小时候，俺经常听爹
娘讲他们用担架抬伤员的故事。”68
岁的村民吴诗颂对吴岗村村史颇有研
究，说起往事，神色凝重。

创业艰难百战多，革命史也是一
部厚重的创业史。73年前，一副副担
架抬着一个个血淋淋的躯体，穿行在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吴岗村成了一座
救治伤员的后方医院。

睢杞战役是1948年6月27日至7
月 6日发生在河南省睢县、杞县境内
的战役。击溃了国民党军25万人，彻

底歼灭了国民党区寿年兵团部、整编
75师和整编 72师一部，合计歼敌 5万
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削弱了国民党
军队在中原战场的有生力量，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顺利进行“淮海战役”打
下了坚实基础。

“那会打仗厉害得很，害怕人，抬
到俺村里来的伤员，血糊糊的，俺胆
小，都捂住眼，不敢看。孩子他爹，
力气大，抬伤员也使劲，回来脸上、
身上都是血。”102岁的吴程氏老人说
起往事，一个劲擦拭眼泪。

“这次战役打得很激烈，俺娘常
讲，那时候家家几乎有伤员，担架缺
少，就用木门板、草绳床代替。到现在
俺家还保存着两块旧门板。还有张草
绳床，俺娘叮嘱家人，好好放着，别弄
坏它。”看吴程氏难过，且叙述困难，
吴诗颂在一旁接过话题。

“当时的后方医院指挥部用的是俺
吴家祠堂，俺娘常去帮忙洗血衣，晚
上还要给伤员缝补衣服、做鞋袜穿。

年纪大的看护伤员，端水、喂饭、帮助护
士包扎伤口；青壮劳力去前线抬伤员，
有时候接到通知，饭都不顾得吃，说走
就走。战士们在前线打仗，为的就是老
百姓，俺吴岗村家家户户都支持。解
放军很守纪律，真的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83岁的吴协善老人回忆。

86岁的吴诗贤老人，曾跟着解放
军护士抬过伤员，说起这段历史，他
就心酸，治好的伤员随大部队走了，
牺牲的就埋在了村中间的一片地里，
也就是现在的烈士陵园。听老人们
讲，埋在这里的烈士有200多人。“那
时候经常打仗，老百姓整天担惊受
怕，还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一天心
静日子。哪像现在吃不愁，穿不愁，
家里住着小洋楼。”吴诗贤自豪而又舒
心地说。

睢杞战役的阴霾早已被黎明的曙
光淹没，新中国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
走向了新时代。与吴岗村烈士陵园隔
墙相望的农家三层小洋楼，似乎在宽

慰着烈士们的初心。
如今，漫步吴岗村，从村文化大

舞台环望四周，一条条宽敞明亮的水
泥路，一排排林立路旁的智能灯，一
座座新颖别致的农家小院，一辆辆来
来往往的私家小轿车，一张张洋溢着
幸福的笑脸，无不彰显出村民们的幸
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近年来，该村依托香葱种植基
地，通过土地流转等形式流转土地
1000余亩融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发展
香葱等特色蔬菜种植，通过务工、自
己种植等模式，带领村民共同发家致
富。

白云寺镇党委书记党新建说：“启
动睢杞战役后方医院遗址和军事博物
馆项目，做好对吴岗村红色教育资源
的挖掘、保护与提升工作，打造红色
教育基地，建设‘精神粮仓’，以红色
教育警示后人，从而带动我镇红色旅
游开发，助力乡村振兴，是白云寺镇
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

本报讯 （记 者 李 娅 飞） 近
日， 梁园区科协举办的“科普大篷
车进校园”活动在水池铺乡水池铺
小学拉开序幕。满载科普展品的

“科普大篷车”进入校园，受到了师
生的热烈欢迎。

据了解，本次科普大篷车共展
示 20 余件科技作品，内容涉及光
学、力学、电学、教学、电磁学等
学科，学生们三五成群地探索着每
一个科普仪器的奥秘。当天，梁园
区科协还向水池铺小学赠送了书籍
和体育用品等1000余份。

此次科技大篷车进校园活动，
将以往只能在实验室看到、听到、
摸到的科技模型、科技展品带进校

园，让学生们足不出校就可以在
“玩”的过程中学到课堂上、书本里
所学不到的科学知识，亲身体会到
科技的神奇，不仅开阔了学生们的
眼界，而且激发了孩子们探索科学
奥秘的兴趣。

据了解，从 2021年 4月至 12月
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将在梁
园区中小学校进行巡展。活动主要
通过引导学生动手操作与亲身体验
科普产品，感受科技的魅力和神
奇，充分调动他们热爱科学、参与
科普的兴趣和热情，激发学生动手
动脑的能力，增强探究意识和创新
思维，营造崇尚科学、尊重知识的
浓厚氛围。

本报讯（梁 磊）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按照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部署要求，4月 9日，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党史教育集中学习。

会上集中观看了两集微纪录片《百炼成钢》，学习了
《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靳广忠强调，一是要准确把握好
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学习内容和工作安排，推动学习
教育融入日常、严在经常，确保党史学习教育高标准高质
量扎实开展。二是要坚持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坚
持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
的学习教育，领导班子成员要以身作则，带头深学真学，
讲好党课，示范带动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切实做到学有所
悟、学有所获。三是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以学习教育
成果推进各项目标任务高质量落实，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

通过学习，大家表示要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等要求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把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同农机工作结合起来，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办实
事结合起来，在办实事、开新局中“争先晋位谋出彩”。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

2021年豫东地区花生品种利用
及播种技术指导意见

□ 吴继华

为了推动商丘市农业高质量
发展，加快花生绿色高质高效生
产技术应用步伐，全面提升商丘
市花生种植水平，根据《2021年
河南省花生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发布的《2021年春播花生种
植指导意见》，结合豫东地区花生
生产实际，提出《2021年豫东地
区花生品种利用及生产技术指导
意见》。

一、选用优良品种，提高花
生品质。根据市场导向和生产需
求，合理选择增产潜力大的高
油、高油酸、高蛋白优质专用品
种，逐步满足油用、食用、加
工、出口等不同用途的差异化需
求。沿黄河故道民权、宁陵、睢
县等传统大果花生产区选用生育
期 125 天以内的普通形中早熟优
质大果花生，虞城、夏邑、睢阳
区等夏直播产区选用生育期 115
天以内的中小果品种。要选择成
熟一致性好、果柄韧性较强、适
宜机械化收获的品种。根据商丘
市生态、生产实际，大果花生区
宜优先选用高油花生远杂 9847、
豫花 47、商花 21号、商花 511和
高 油 酸 品 种 商 花 26 号 、 开 农
176、开农 1715、豫花 93 号等新
品种，搭配种植豫花 9719、豫花
25号、商花11号、商花18号等品
种。中小果区宜优先选用高油酸
品种豫花37号、豫花65号、开农
71、商花 30号和高蛋白品种商花
5 号等，搭配种植豫花 22 号、豫
花 23 号、远杂 6 号、远杂 12 号、
商花32号、商花43号等品种。

二、适期足墒播种，提高播
种质量 。一是做好种子处理。播
种前 10—15天种子剥壳，剥壳前
可带壳晒种 2—3天。摊晒时间在
晴天上午 10点左右，厚度 7cm，晒
果不晒仁，掌握温度最好 20℃—
30℃。避免在水泥地、柏油路或金
属板晒果，以防高温烫伤种子。剥
壳后剔除霉变、破损、发芽的种子，
选择饱满整齐、色泽好、没有机械
损伤的籽仁，按籽粒大小分级保
存、分级播种，保证种子活力
强，发芽率高。采用机械脱壳的
种子，一定要进行发芽试验，根
据发芽率情况确定适宜播量。播
种前进行拌种或包衣，阴凉通风
处晾干即可播种。二是适期播
种。一般露地春花生适播期为 4
月 25日至 5月 10日，注意高油酸

花生品种应适当晚播，避免倒春
寒影响花生出苗。应掌握大粒
型、小粒型和高油酸品种播期
5cm地温应分别稳定在17℃、15℃
和 19℃以上，地膜覆盖播期可比
露地提早 10—15天。麦套花生要
在小麦收获前 10—15天播种。麦
后夏花生在前茬作物收获后抢时
早播，越早越好，力争 6月 15日前
播完。三是足墒下种。播种时土
壤相对含水量在 65%—75%为宜。
在无水浇条件时，适播期内要抢
墒播种，应做到有墒不等时，时
到不等墒。春花生和麦后夏花生
要整地灌溉或趁墒播种；麦套花
生结合浇小麦灌浆水加紧造墒播
种。墒情不足又来不及造墒，可先
适期播种，播种后浇蒙头水，保证
出苗期水分供应。四是规范化种
植。春花生要推广露地起垄种植
模式、起垄覆膜播种模式，采用起
垄播种一体化播种机一次完成起
垄、播种及喷酒除草剂、覆膜、压土
等多道工序。垄距 75—80cm，垄
高 10—15cm，垄 面 宽 45—50cm，
一垄双行。地膜要选用诱导期适
宜、展铺性好、降解物无公害的降
解地膜或厚度≥0.01mm的聚氯乙
烯地膜。麦后夏播花生要推广露
地起垄种植模式，应用起垄播种一
体化播种机进行播种或推广麦后
少免耕机械化种植模式；麦套花
生区，要在推广麦垄套种规范化
种植模式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早
熟品种替代中熟品种示范工作，
改麦垄套种为麦后夏播，示范推广
麦后机械化少免耕种植模式。垄
距 65—75cm，垄高10—15cm，垄面
宽40—45cm。一垄双行，垄上花生
窄 行 距 20—25cm，沟 宽 20—
30cm，播 种 行 与 垄 边 距 离 ≥
10cm。推广单粒精播技术，播种
深度 3—5cm，种植密度春播 1.8万
—2 万株/亩，夏播 2 万—2.2 万
株/亩。种植密度和垄距可根据土
壤肥力和品种特性及生育期长短
适当调整。

在选好优良品种和高质量播
种的同时，花生生长期间还应做
到：一是增施有机肥，科学施
肥，大力推进绿色生产；二是不
同生长时期根据气候变化和苗情
加强应变管理；三是推广病虫草
害绿色防控技术，实现产品源头
控制；四是抓好生产风险防控，
确保稳产增收。 （作者为商
丘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

睢杞战役的后方医院——民权县白云寺镇吴岗村

赓续红色记忆 助力乡村振兴
□ 朱光伟

4月 13日上午 9时许，平
时热闹非凡的民权县林七乡付
庄村小卖部异常冷清，按往常
这个点会挤满 10多个拉家常、
打麻将的妇女。该小卖部老板
李钦以向人们道出实情：“现在
谁还有闲工夫打麻将啊，她们
都在家忙着挣钱呢。”

在村支书陈永林的引领
下，记者来到了平时爱打麻将
的王霞家，一进大门，只见院
子里堆满了玉米皮、编制绳。
王霞笑着说道：“丈夫外出打
工了，我在家照顾老人和孩
子，前段时间参加了乡里的培
训会，学会了草编技术，一个

月能挣2000多元呢！”
“平时你光看俺闲玩，那

还不是没事干，现在搞编制能
挣钱，谁还出门瞎逛。”同是
留守妇女的李红说。

记者了解到，编织玉米皮
挣钱的行当不仅在付庄村干得
热火朝天，而且在周边邻村的
留守妇女也都悄然干起了这项
副业。林七乡妇联主任陈梅介
绍说：“为解决农村妇女找不
到创收门路的难题，我们积极
联系有关部门培训留守妇女学
会一项技能，让她们足不出户
就可打工挣钱，今年新春伊始，
我们就给她们培训了玉米皮草

编加工技术，此举既解决了留
守妇女的后顾之忧，又为他们
创造了施展才能的空间。”

据悉，该乡妇联充分发挥
妇女编织生产的才能，组织到
青岛、曹县等地实地参观学习
玉米皮草编加工技术，并聘请
草编出口加工企业负责人到该
乡考察，开展订单生产。目前，
该乡安庄村部分女编织能手同
企业联姻办起了家庭草编加工
厂，初步形成了付庄、安庄、郑
庄等草编专业加工村，她们编
织的产品远销日、韩及东南亚
地区，草编已成为该乡部分农
村妇女稳定增收的一大亮点。

林七乡：巾帼巧手创收忙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苗发波

4月 12日，夏邑县司法局驻会亭镇莲花台村第
一书记刘彪在扶贫车间了解打火机生产情况。

4月 12日，夏邑县卫健委驻郭店镇孟集村第一
书记蔡晓非在养殖户家中走访。

4月12日，夏邑县教体局驻郭店镇金庄村第一书
记潘琳在和乡村干部一起规划光伏发电。

今年以来，夏邑县把特色产业作为巩固脱贫的支柱，
立足特色，打造品牌，培育市场，不断完善产业扶贫利益
联结机制，提高产业扶贫的效益和可持续性。苗育才 摄

4月10日，睢阳区冯桥镇表彰一批在种植业、养殖业、工业企业、商业、服务业、电商
等各个行业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的典型代表人物。“十大致富状元”的评选，将引
导更多有志青年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特色产业巩固脱贫成果

坞墙镇

建设安居养老“暖心房”
本报讯（记者 白 鹏）“这都是

政府给俺们分的房子，啥都是政府
给装的，方便得很。真是特别感谢
党和政府！”4月 12日，睢阳区坞墙
镇白庙陈村的脱贫户老人孙庆林提
起住上的老年安居房赞不绝口。

据悉，白庙陈村通过征求群众
意见建议，由河南农大规划设计院
高标准进行了规划设计。把科学规
划与群众需求、方便群众生活的美
好愿景相结合，采取“先安置、后
拆迁”的办法和滚动式建设模式，
卫生室、文化广场、棋牌室、超市
等生活配套设施同步使用。目前该
村的老年安居房已全部入住，“家门
口”养老托起老人稳稳的幸福。

为让全区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今年，睢阳区积极建设农村
安居养老“暖心房”，让住进安居房
的老人离宅不离村、离家不离亲，
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打造“家门
口”幸福养老。

该村党支部书记张坤表示：“老
年安居房的建设使用不但提升了村
内孤寡老人幸福指数，腾出的建设
用地也解决了村内产业发展的土地
难题，真正做到了产业发展与群众
幸福感同步提升。”

坞墙镇还将统筹考虑群众参与
意见、中心村发展、空心村整治等
要素，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
策，全面推进老年安居房建设，进
一步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为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土地需求，激活乡
村振兴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