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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秸秆禁烧引向“深入"

秸秆禁烧工作是政府主导的一项民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对

维护环境安全、保持社会安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

意义。在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秸秆禁烧工作职责前些年一直由农

机部门承担；2012年秋季以后，该项职责转由环保、农业等部门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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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农机展看玉米收获机发展趋势

“老牛"二十载“征战"之路

——记临猗县王寮农机专业合作社董事长牛文江

山西省临猗县牛杜镇王寮村是春秋时期大商人猗顿的故里，牛

文江就是这个村的副书记、王寮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董事长。大家都

习惯叫他“老牛”。老牛从1992年开始，经营农机已整整20年了，

先后获得农业部“跨区作业能手”、省“五一劳动模范”等荣誉，中

央电视台对他们的跨区作业做过跟踪报道，省市领导参加过他们的

出征仪式。怀着对猗顿故里的崇敬与对老牛的钦佩，笔者走进了王

寮，走近了老牛，探寻他20年的“征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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