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小麦进入大收期
本报讯 （记者 朱东一） 目前，随

着麦收进程推进，我市各县（市、区）小
麦进入大收期。 截至 6 月 3 日 17 时，
全市已收割小麦 239.9 万亩， 占应收
面积的 24.2%。

淮阳、沈丘收割进度较快，已分别
完成 40.7%和 29.7%； 扶沟、 西华、郸
城、项城四县（市）收获进度在 21%至
24%之间；商水和太康分别完成 19.6%
和 15.4%。 总体分析，全市小麦普遍进
入大收期。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目前小麦成熟和收获情况看，
今年为正常成熟年份， 收获期接近常
年。 今年全市计划投入“三夏”生产的
各类农业机械在 40 万台以上，其中小
麦联合收割机达到 4 万台。 若不受天
气等因素影响， 全市夏收作业可望在
一周内完成。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 ，6 月 5 日夜
至 6 日白天， 全市将出现强降雨及大
风天气，局部暴雨，伴有雷电、短时强
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同时伴有 4 级至
5 级大风，阵风可达 6 级至 7 级。 本次
强降雨及大风天气可能对我市麦收造

成不利影响， 各地应抓住明后两天晴
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昼夜不停，抓

紧时间抢收，千方百计加快收割进度，
力争雨前全市小麦收割大头落地。 特
别是小麦种子田和优质小麦订单田，
要优先收打，确保收获质量。

各县（市、区）农业部门要加强收
割机械调度， 科学引导和调配收割机
械，提高机械作业效率；要充分发挥本
地农机专业合作社作用， 千方百计扩
大机收作业面积； 要做好夏收各项服
务工作， 组织各农机零配件销售部门
延长营业时间，交通、公安部门保持道
路畅通，石油、电力部门搞好燃油电力
供应； 要鼓励农机手抓住天气晴好的
有利时机，延长机械作业时间，最大限
度加快收割进度； 要积极开展夏收帮
扶工作， 重点对农村留守儿童、 军烈
属、“五保户”、外出务工劳力缺乏户等
家庭开展帮扶活动， 帮助他们做好夏
收工作；要做好优质强筋小麦专收、专
储工作，确保收获的小麦不混杂。 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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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卫”让辖区实现美丽蝶变
———市经济开发区太昊路办事处全力推进“创卫”工作纪实

记者 李一

������清除垃圾后的街容街貌整洁干净， 乱涂乱画的墙面被重
新粉刷，破旧墙体被拆后建成了“文化墙”，坑洼不平的地面被
重新修整……“‘创卫’让我们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
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炎热夏季，市经济开发区太昊路办事
处陈营居委会一位居民如是说。

“创卫”百日攻坚以来，太昊路办事处在总结“创卫”工作取
得成绩和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全员作战，全力以赴，突出重点，
强化整改，整体推进，使辖区环境焕然一新，把“创卫”这一民
心工作真正做到了百姓的心坎里。

攻破难点 老旧社区旧貌换新颜

5 月 30 日上午， 记者从韩营居委会单庄自然村步行到祁
楼自然村，走在整洁的路面上，看着道路两旁的绿化乔木，十
分惬意。 不远处，几位居民正拿着蒲扇坐在巷口聊天，脸上洋
溢着满足和幸福的笑容。 正在一旁散步的居民刘先生向记者
说：“你现在来的是时候，要是早来半个月，这里的环境真是和
现在没法比！ ”

“臭气熏天”“垃圾高如山”“周围环境差”……都是刘先生对
这里之前景象的描述。 “不仅看着不美观，到了夏天，蚊蝇满天
飞，附近居民出门都要捏着鼻子多绕几步路。 ”刘先生说。

开展“创卫”工作，垃圾清零是首要任务。 太昊路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赵愚带领韩营居委会干部奋战 7天 7夜， 清运生活垃
圾 1万多立方米。 清运垃圾只是韩营居委会整治工作的其中一
项，拆除旱厕和违建，粉刷照白墙壁，打造文化墙体，修补硬化路

面，建设健身游园，种植绿化乔木……经过精心改造，昔日脏乱
差，如今美如画，环境的改变让韩营居委会的居民乐开了花。

韩营环境的蜕变，只是太昊路办事处“创卫”成效的一个缩
影。 “创卫”百日攻坚以来，在市直、区直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下， 太昊路办事处班子成员带头作战， 充分发动辖区党政机
关、企业和社区基层干群，合力整治，共同推进，夜以继日，攻
破了一个个难点，整改了一个一个问题，共拆除废品收购站 30
处，拆除旱厕 1852 座，清理垃圾 78045 吨，清除小广告 102714
个，粉刷墙面 214530 平方米，清理黑臭坑塘 36 个……“创卫”，
让太昊路办事处辖区旧貌换新颜。

创新方法 共建美好家园

“各位居民，欢迎你们参与‘我为创卫代言’活动，打扫家
庭卫生， 清理卫生死角， 并把打扫卫生照片转发至朋友圈 10
天，就可以到居委会领取一份精美礼品。 ”当日，在陈营居委

会，记者发现城管宣传车正循环播放“我为创卫代言”评选活
动的宣传语。

“‘创卫’是一项全民工程，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知晓率，
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营造全民齐‘创卫’的良好氛围，而
且能增强居民的文明卫生意识，形成长效机制。 ”赵愚介绍，为
了更好地发动辖区居民积极参与“创卫”，他们创新管理思路，
在各个社区相继开展了“‘创卫’示范街”“卫生家庭”“我为创卫
代言”等评选活动，群众参与就有奖，评选上“卫生家庭”的还
能得到一台洗衣机。 截至目前，太昊路办事处已举行评选活动
23 场次，参与群众 18860 人次，有效提升了居民参与“创卫”的
积极性。

与此同时， 太昊路办事处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各居
委会挨家挨户宣传，发放《周口经济开发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倡议书》《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并在各居

委会张贴“创卫”宣传标语，组织党员开展义务劳动、“小手拉
大手 共创卫生城”等活动，进一步增强居民爱护环境的意识，
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共建国家卫生城市， 共享文明卫生成
果，共同守护家园整洁。

“‘创卫’让这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解决了存在多年
的问题。 以后，谁要是再乱倒垃圾、乱贴乱画、破坏环境，我第
一个不愿意。 ”陈营居委会居民王女士说。

加强监管 让惠民工程常惠民

居住环境美了，如何做到常态化保持？ 督导检查是必不可
少的一环。 为此，太昊路办事处成立督导小组，把干部作风大
整顿同工作督导相结合，制订详细的督查考评方案，实行领导
实地检查、督查组多级督查考评机制，采取领导不定期检查和
督查组日常巡查的方式，进行日常监管。

太昊路办事处以人居环境提升为抓手， 以治理垃圾乱堆乱
倒、广告乱贴、摊位乱摆、车辆乱停、违章乱建、污水乱排等顽疾为
突破口，切实改善辖区环境，全力保持“创卫”成果。

对下一步工作，太昊路办事处分管“创卫”工作的副主任
刘新表示，他们将继续提升管理水平，加大市场化保洁力度，
防止整治后发生反弹，并形成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确保“创
卫”成果长效惠民。 同时，该办事处还通过制定村规民约，采取
开设道德讲堂、进行政策宣讲等方式，积极引导教育广大居民
改变生活陋习，树立文明新风，主动维护共同的生活环境，自
觉建设和爱护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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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先锋”助力郸城发展高质量
记者 徐松

新城，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发展方向。
郸城县新城办事处，亦然。

匠心独运丹青手，郸城新城展宏图。
北侧郸淮一级公路、 南侧文昌大道均已
连通周口交通动脉； 从县政府大院东侧
的■河调水渠向西至西四环， 千百楼宇
拔地起，“政、文、商、经、游”核心区建设
相得益彰。这是郸城县委、县政府挥毫写
就的新城区版图。

新城办事处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的
闯劲，竭力尽职、舍我其谁的信念，一往
无前、勇当先锋的决心，在郸城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中得到了最佳诠释。

点精锐、抓党建、强队伍———
“新城先锋”锻造精兵劲旅
这里是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 文明

城、园林城、双拥城“四城联创”的主战场；
这里是教育园区、商务中心区、卫生社区、
县委党校、智圣大道、体育运动中心等 30
多个省市县重点项目集中地……郸城县
委书记罗文阁、 县长李全林念兹在兹、无
日或忘，经常深入一线指导，细数“三军”点
将王一博、赵玉超两位年富力强、善战敢当
的同志任“先锋官”，对新城寄予厚望。

“我们绝不辜负县委、 县政府的期
望，坚决干出新城样板、跑出新城速度、
擦亮新城名片，助力郸城高质量发展。 ”
正如王一博、赵玉超的承诺，郸城县委、
县政府要的就是这干练与果断。

“党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
障。”郸城县新城办事处精心培育机关干
部队伍；选优配强 9 个社区“三委”班子，
新一届社区干部本科 10 人、大专 16 人、
高中 21 人、35 岁以下 17 人；利用“三会
一课”“以会代训”等形式，提升社区党员
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锻造了一支“机关+
社区+党员”共 595 人的招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争先锋、作表率、强党性———
“新城先锋”处处皆是先锋
眼下， ■河生态水系建设、 智圣大

道、红星美凯龙、棚改安置区等用地征迁
和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但凡是新城办事
处的任务，总能在第一时间完成。

“我们有‘战地大锅饭’，每天 6 点必
到指挥部分配部署任务，9 点早饭、13 点
午饭，20 点总结汇总， 目的就是错峰到
居民家做工作。”王一博自豪地说，“由于
我和赵玉超指挥到位， 所有成员没有一
个掉队的。 ”

作为“新城战队”带头人，王一博讲
起征迁工作有一肚子的故事：“特别是■
河生态水系建设一期，12 个指挥部中新
城占了 6 个。我们打响了‘征迁第一枪’，
3 天完成 800 多户、93015 平方米的摸底
调查 ，7 天完成丈量评估 ，30 天完成签
约、搬迁、房屋整体拆除任务，而且实现
和谐拆迁、零上访、零事故。 ”“郸城建业
城项目落地时，企业方打算 1 个月签约。
结果企业方图纸还没有绘制完成， 我们
就在 20 天内完成 178 亩征地及附属物
清除任务。 ‘新城速度’让企业方十分震
惊。 ”“压茬推进的智圣大道 216 户征迁
任务已基本完成，确保了项目提前开工、
稳步推进。 ”“你看，590 亩的安置区，南
片区 190 多亩围墙已建好， 麦收后即可
开工，又提前 2 个月完成任务。”“保障重
点项目建设，保障民生工程落地，我们丝
毫不敢懈怠，许多队员脚磨破、腿跑肿，
输液不耽误上战场……”

任伟、 孙涛是郸城县棚改第一指挥
部（新城）副指挥长，二人并肩作战在智
圣大道的征迁工作中。 党员干部一线征
迁的无私奉献故事也让他们感慨难忘：
“张华伟是前罗堂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监
委会主任，他带头先拆自家房子、爷爷的
老宅、 哥哥的新房， 随后党员干部带头
拆，最后社区居民纷纷跟进，无一怨言。”
“说句实话不好听， 但是心里很有触动，
张华伟 92 岁的爷爷养了一条小白狗，曾
多次回到被拆的房屋原址狂叫， 赶都赶
不走，何况是住在这里一辈子的人呢？ ”

切身体会征迁户的情感， 是新城办事处
以情征迁的具体体现。

每次“战斗”，党员干部都冲在最前
面，时时处处当先锋。 这样的事例，在新
城办事处不胜枚举。 更令人感动的是那
些积极主动征迁的居民，他们变“要我拆
迁 ”为 “我要拆迁 ”，如前罗堂社区征迁
户：张道房、张高峰、张海广、张海林、张
文锋、孙恒……

讲大局、甘奉献、一盘棋———
新城人浓墨重彩写“新城”
看新城， 新姿多靓丽。 看 “丹成游

园”，徽式风格，假山绵延，绿草如茵，长
廊两边桂花芬芳，亭台周围斑斓交错。特
别是游园小广场的 10 面书法屏风 ，是
“中国书法之乡”的最好诠释。 看公园东
路两侧法桐郁郁葱葱，迎春花、棕檀树巧
妙点缀。 看迎宾大道俨然就是一条生态
长廊，红叶石楠、香樟、碧桃等数十种花
木，根据四季不同精妙布局，赏心悦目。
每条主干道的十字路口附近都精心布置

有两三处街角公园，土丘、圆石、桂花、迎
客松等独具特色。 千亩人民公园天蓝水
碧，绿树成林，曲径逶迤，风光旖旎……

“最难忘，我们办公的地方就是当年
征迁一线指挥部。即使现在，我们几个社
区工作的驻地就是一线指挥部。 这是历
届新城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甘奉献
的良好传统。 ”王一博说，“战地扎营、前
线作战，作为先锋队，理所当然。 ”

在目前一系列征迁工作中， 新城办
事处把 9 个社区一分为三， 成立了 3 个
指挥部 。 正在全效运行的是第一指挥
部———主攻征迁， 协同运行的是第二指
挥部———主攻安置， 即将运行的是第三
指挥部———后期工作。 3 个指挥部的成
员都在一线，没有一人闲着。 原来，历经
多年征迁工作， 已总结无数实战经验的
新城人早已明白了“一盘棋”统筹作战的
工作真谛。

记者在第一指挥部看到，从指挥长、

常务副指挥长、副指挥长和队员，分工明
确、分户到人，从登记造表、公示名录、外
围访谈、协议进度直到征迁进度，事无巨
细，全部公示上墙，即使一名普通征迁户
来到这里也能对征迁政策和邻居的享受

待遇一目了然，实现了真正的公正、公平、
阳光。 第二指挥部和第三指挥部成员，除
有“战斗”任务的之外，所有人员均要积极
协助第一指挥部工作，不懂就学、学会就
干、干好有奖，为下一步工作打好基础。

一直以来，新城党工委、办事处把项
目建设作为锻炼干部的主阵地， 把征迁
一线作为检验干部的试验田， 做到干部
在一线历练、在一线提拔。孙涛在西四环
征迁时曾兼任丁寨社区党支部书记，不
但提前完成了征迁任务， 而且为丁寨村
组建了新的“三委”班子。如今，孙涛被提
拔为新城综治办副主任、 郸城县棚改第
一指挥部（新城）副指挥长。 还有，“五一
劳模”、干部表率的梁涛，被誉为勇挑重
担、铁骨柔情、征迁先锋的吴峰，即使家
庭遭遇重大变故、 仍忘我工作的钱罗堂
党支部书记曹春玲， 把自己房屋租给拆
迁户的冯涛，脚步匆匆、无言苦累、耐心
细致的齐海霞、王卫平等，每位干部身上
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建业” 的楼群雏形已现，“方远”的
新区也已封顶，“万洋” 一二三期陆续建
成，“润商”的商城、酒店已成地标，“体育
中心”正高架飞虹……曾记否？ “新城先
锋”在一个个省、市、县重点项目落地之
前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迎宾大道南接文昌大道直抵周口，智
圣大道横贯郸城南区正在推进， 柿园沟
已清澈见底， 安置区的附属物已清理结
束、奠基在望……

在郸城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新城先锋”奋战在一线，始终坚守“让利
于民”的原则，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为美丽、繁华、宜居、宜业、宜商的郸城高
质量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川汇区：老旧小区批量改造升级“幸福家园”
本报讯 （记者 韩志刚） “这么大的

休闲广场， 即便是新建的高档小区也很
少见。 看来我不用再考虑换房的事了。 ”
6 月 2 日中午， 在位于市区交通大道和
文明路交叉口西南角的胜华小区， 居民
李先生望着昔日烂尾楼位置“长”出的休
闲广场乐呵呵地说。

胜华小区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
共有 11 栋楼， 房龄长的有五十年左右，
短的也有三四十年，住户来自多家单位，
被居民戏称为“大杂院”。 由于一直无人
管理，小区环境脏乱差，尤其是小区中心
位置有栋刚出地面的烂尾楼，2000 多平
方米的楼地面被分割成大大小小几十个

“私人菜园”，天天浇粪施肥臭气熏天，四
周居民苦不堪言。 “‘创卫’以来，我们对
这个小区进行了升级改造，清理小广告，
粉刷墙体，规范线路，铲除菜地，修建广
场，使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受到了居民的
一致好评。”七一路办事处新闻社区居委

会主任段秀真告诉记者。
像这样的老旧小区， 在川汇区还有

800 多个， 其中有物业的小区仅有 100
多个。 这些老旧小区普遍存在陈年垃圾、
线路杂乱等问题，有的陈年垃圾、违法建
筑甚至已有数十年时间。老旧小区的改造
提升，既是“创卫”的难点，也是“创卫”的
重点。 面对这项艰巨工作，川汇区不等不
靠，主动作为，全面启动老旧小区环境卫
生“大革命”，着力做好“清、拆、建、管”四
篇文章（即清垃圾、拆违建、建设基础设
施、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力求让“创卫”成
果惠及众多老旧小区居民。

值得一提的是， 川汇区不少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知名企业也积极参与“创
卫”，主动认领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其中
不乏万基、万国车世界、万果园、兴源建
材等本地知名企业。 这些企业发挥自己
的资源、人力优势，出钱出力改造老旧小
区，为“创卫”工作注入了新动力。

胜华小区是万果园认领的 5 个老旧
小区之一，也是任务量最大的一个小区。
“我们公司抽调专人每天监督工程进度，
其他相关部门全力配合， 各项改造工作
正在稳步推进。预计再有两天时间，这个
烂尾楼就会变成美丽的大广场。”负责老
旧小区施工的万果园集团有关负责人对

记者说。
与此同时， 其他数百个小区的改造

也在进行中。 封堵垃圾道，粉刷墙面，修
补破损路面，规整杂乱线路，增绿补绿插
绿，建设充电车棚……随着“创卫”的持
续推进， 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老旧小区悄
然发生了变化。在此基础上，川汇区各办
事处因地制宜， 对基础条件较好的小区
进行规划提升，精心打造亮点。

老旧小区的脏乱差问题都是相似

的，而改造后的小区则各有各的美。在七
一路办事处， 绿苑小区是较早完成改造
的老旧小区。 如今，这里环境优美，管理

规范，没有人安装防盗窗，居民安全感指
数较高。在小桥办事处，鑫家园小区统筹
推进“创文”“创卫”，宣传氛围浓厚，各个
单元楼取名“诚信”“敬业”等，别出心裁，
润物无声。在荷花路办事处，原电厂家属
院等众多老旧小区纷纷披上 “新外衣”，
一改过去“垃圾围楼”的局面，群众支持、
参与“创卫”的热情空前高涨。

“改造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巩固
‘创卫’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实现老旧小
区的规范管理。 ” 川汇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要求各办事处提前介入，帮助老
旧小区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 引入有资
质的物业管理公司， 尽量做到小区改造
和物业接管无缝对接。 5 月 31 日，荷花
路办事处怡心苑小区业主委员会正式成

立，成为“创卫”工作以来第一个成立业
主委员会的老旧小区。 这标志着川汇区
在破解小区管理难题方面迈出了十分重

要的一步。 ①6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为 绿 色 发 展 可 持 续 发 展 作 贡 献

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
近平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
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
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近平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
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
惯养成。 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
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要开展广泛的教育引导工作， 让广大人
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
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
会人人动手， 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
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
贡献。

（下转第七版）

丁 福 浩 到 项 城 调 研
“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三夏”大
忙之际， 豫东大地麦浪滚滚、 满目金
黄，到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 6 月 3 日
下午， 市长丁福浩到项城市调研 “三
夏”生产、秸秆禁烧等工作。 副市长王
少青、 市政府党组成员孙鸿俊陪同调
研。

丁福浩来到项城市红旗合作社和

丁集镇沈庄村禁烧点、 代桥行政村优
质小麦生产基地及丁集镇绿色基地，
了解合作社全程社会化服务、 秸秆禁
烧、小麦收割等情况。

丁福浩指出，我市“三夏”生产已
进入关键时期，夏粮丰收在望。各级各
部门要把“三夏”工作作为当前重点，
立足服务，强化保障，全力以赴，抓实
抓好。要立足于“抢”，全力做好“三夏”
服务保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农

资市场监管，及早开展机收组织、信息
服务、油品保障等工作，科学高效组织
机收会战。对困难群众要及时帮扶，切
实做到及时收割，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要抓好夏粮收储，落实最低保护价，组
织好市场化收购，保障农民增产增收。
要着眼当前形势，抓住夏种时机，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巩固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进
一步优化作物种植结构、品种结构，促
进秋粮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为全年
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各级干
部要继续发扬连续作战、 不怕吃苦的
精神，严格落实秸秆禁烧责任制，坚持
疏堵结合、严防严控，提高秸秆综合利
用率，扎实做好秸秆禁烧工作，确保全
市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有效防治
大气污染。 ②6

“三夏”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