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启峰

庄稼收获的季节，他们像候鸟一
样飞回家乡。 62 岁的西华县农民马
清合就是其中一位。

5 月 25 日，他乘坐 K1007 次绿皮
火车，历经近 23 个小时，从广东东莞
赶回西华县大王庄乡霍坡行政村老

家，准备收割小麦。
今年的麦子比往年早熟了几天，

5 月 27 日，联合收割机轰隆隆轧过广
袤的麦田，旋进小麦，吐出麦粒，10 分
钟就能搞掂一亩地。

“现在收麦比以前轻松太多
了。 ”马清合由衷感叹道。 他家里有
8 亩多地 ，以前收割 、捆扎 、扛麦 、脱
粒、扬场……与天争时，丝毫不敢懈
怠，总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 高温酷
暑下的高强度劳作， 是每个老农民
不可磨灭的印象。 而现在，这个过程
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马清合今年的麦子收成不错，总
共打了将近 1 万斤粮， 平均亩产约

1200 斤。 5 月 28 日、29 日，他分 3 次
将麦子全部卖给附近一个面粉厂，1.2
元一斤，总共得了 11400 元钱。 “上一
季玉米卖了 11500 元，两季收入差不
多。 ”马清合笑眯眯地说。

如果他不那么着急卖，价格还能
再高一些。 5 月 30 日，小麦收购价格
涨到了 1.22 元/斤。可是，东莞的工地
在催着他速回，他急匆匆地订了 5 月
30 日下午 K1006 次返粤的火车票 ，
小麦必须尽快卖出。

8 年前， 马清合来到东莞一家名
为“金龙建设”的公司做水电工，带着
十几号工人干工程。 他一天工资是
280 元，加上加班费，一个月能挣万把
元。这份收入，足以令家乡人羡慕。如
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来到
东莞工作，老家平时只有老伴带着大
儿子的一对儿女。

这次收麦， 马清合只身返乡，儿
女们对庄稼已经没有太多执念 ，多
次劝他把地流转出去。 马清合却不
这么认为———农民怎能不种庄稼

呢？ 他甚至想过到外地包地，专业种
地。 “用心打理， 小麦、 玉米两季庄
稼，能赚一季的钱吧。 ”他认真做过
分析。

他家旁边的肥料店认同这个说

法。 “俺村有人到南阳包地，以前南阳
的小麦产量、品质都不如周口，现在
一亩也能打 1000 多斤， 品质也有了
明显提高。 ”这位大姐消息灵通。

曾经有人统计， 全国每 25 粒小
麦中，就有一粒来自周口。 粮食安全
的国之重托，周口从未辜负。

只是，仅靠土地的产出并不足以
让马清合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两季庄
稼卖了不到 2.3 万元，还要除去种子、
化肥、农药、管理、机收机种等种种费

用，净收入一万出头而已，对于马清
合这个大家庭来说远远不够。 户籍人
口 1200 多万人的周口市， 常住人口
不到 900 万 ，300 多万优秀周口人外
出谋生———是这片土地承载不了他

们更多的梦想吗？
麦收后，马清合希望下一场透雨，

那样就可以旋地、耩玉米。可是近期天
气持续晴热， 等不到雨来， 他只好把
“夏种”的活儿交给堂兄打理，他还要
去东莞做工。 “这趟回来，车票加上误
工费，花了 2000 多元，实在是等不起。
下次回来，就要等到收玉米了。 ”马清
合踏上南去的列车，有点遗憾，但也算
心满意足。粮食安全入仓，是万千如他
一样的农民，最欣慰的事。 ②6

返乡收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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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为推动我国工程科技
创新进步 、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工程科技是推动人
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希望中国工
程院在新的起点上，发挥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作用，弘扬科学家精神，引领
工程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强化国家高端智库职能，为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日上午， 中国工程院在京举行
“践行工程科技使命推进科技强国建
设”院士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
宣读习近平贺信并讲话。

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工程
院成立 30 年来， 坚决贯彻党中央和
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推动工程科技
发展，汇聚一流创新人才、产出一流
科技成果、贡献一流咨询建议、打造
一流学术平台，在国家发展进步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丁薛祥强调 ， 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 ，中国工程院要牢记建院初心、传
承光荣传统，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为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而奋斗的进程中争当排头

兵。 要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排头
兵， 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奋力抢占科技
制高点。 要当工程科技创新的排头
兵，解决好重大工程科技问题，推进
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 ， 更好服
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要当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的排头兵， 从国家急迫需
要和长远需求出发 ，加强 “卡脖子 ”
技术攻关， 力争在重要领域取得更
多原创性突破。 要当国家高端智库
建设的排头兵， 紧紧围绕具有战略
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 加强
前瞻性 、针对性 、储备性战略研究 ，

支撑党和国家决策。 丁薛祥希望广
大工程院院士带头大力弘扬科学家

精神， 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
的事业中，深怀爱国之心、秉持报国
之志、勇攀科技高峰，不负党和人民
的殷切期望。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负责人和
院士代表作了发言。

中国工程院成立于 1994 年 6 月
3 日。 30 年来，中国工程院牢记中国
工程科技界最高学术机构职责使命，
聚力科技创新、汇聚领军人才、建设
高端智库、坚持学术引领，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成果。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工程院建院 30周年强调

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出席院士座谈会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黄佳）5 月 31 日，
市人社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关于促进高质

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
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上，市人社局领导班子成员及
相关部门科室就如何贯彻落实“促进
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行了深入交流和
研讨。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勇敢担负起
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任

务、 新使命， 准确把握就业工作新形
势、新定位，守正创新，拿出真招实策
破解当下存在的就业问题。 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更加突出就
业优先导向，积极拓宽就业渠道，不断

挖掘就业新资源， 释放出更大就业空
间，实现从“未就业”到“能就业”的进
步； 要全力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作用，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大就
业”工作格局，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新业态、 新产业发展， 强化助企纾
困，扩大就业增量，提高就业质量，推
动从“能就业”到“好就业”的迈步；着
力做好校企联动和技能提升， 持续深
化“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积
极拓展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构建
“实训基地+毕业实习+就业促进”人
才培养模式， 强化职业素质培养和技
能实训， 提升劳动者的创新创业就业
能力， 提升劳动者应对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岗转业的能力，推动从“好就业”
到“就好业”的跨步，全力绘好我市高
质量充分就业的“幸福底色”。 ②6

绘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幸福底色”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杜猛

“多亏了有咱们驻村工作队联
系的党员志愿者帮忙， 要不然俺家
的麦子还真让人发愁。 ”昨日，西华
县大王庄乡李庄村村民赵应秋看着

忙得满头大汗的党员志愿者说。
当前，正值“三夏 ”小麦抢收关

键时期，大王庄乡李庄村 60 多岁的
赵应秋老汉却发了愁。 原来，赵应
秋家有六口人 ， 他和老伴身体有
病 ，前几年 ，靠党的富民政策和驻

村工作队的帮扶，很快脱贫。 儿子、
儿媳也在外务工， 也能挣钱了 ，自
己和老伴在家照顾孙子、 孙女 ，一
家人其乐融融。 前不久，儿子、儿媳
打回来电话称工厂太忙 ， 请不了
假，不能回来收麦了。 这可把赵应
秋愁坏了，眼看邻居家的小麦都收
割完运回家了， 自己家的 5 亩小麦
还在地里长着，赵应秋老汉试着联
系小麦联合收割机，人家都以他家
的麦子地块小、不好收割为理由拒
绝了。 为此，赵老汉又急又愁，却无

能为力。
“大爷 ，这几天天气好 ，麦子

该抢收了， 有啥需要帮忙的吗 ？ ”
赵应秋老汉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
西华县纪委监委驻李庄村帮扶工

作队员程耀辉主动找到了他，询问
了他家的麦收情况。当了解到赵老
汉的困难后，驻村工作队员答应一
定帮赵应秋老汉解决麦收困难问

题。 随后，驻村工作队组织党员志
愿者帮赵老汉联系了一台收割机，
不到一个小时就帮赵老汉收完了

5 亩小麦 ，看着金黄的麦子 ，赵老
汉高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三夏”期间，西华县纪委
监委驻驻村工作队扛牢驻村帮扶

责任，把没有劳动力的孤寡户、留守
户、特困户的麦收、夏播任务当成工
作重点， 组织成立了党员麦收帮扶
队，义务帮助农民及时抢收抢种。截
至目前， 工作队共组织党员志愿者
帮助困难群众联系收割机 4 台 、机
收小麦 60 余亩 ， 帮助检修水井 5
眼。 ②6

驻村工作队抢收忙

������本报讯（记者 金月全）当前正是
夏收夏种的关键时期，种子、化肥、
农药等农资进入销售旺季。 连日来，
扶沟县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执法行

动，为全县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此次专项执法行动以种子 、农

药、化肥为检查重点，严格做到“三

个严查”。 行政执法人员对各农资
经营门店仔细查阅台账，溯源管理
辨真伪。 同时结合执法行动开展普
法宣传 ，向经营户宣传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法 》《肥料登记管理办
法》《农药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 ，
面向农民群众普及农业法律法规 、

农资识假辨假、法律维权以及农业
投入品科学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
间隔期等知识，确保广大农户在夏
播生产中能 “播下放心种 、施上放
心肥、用上放心药”，不断提升农民
群众的识假辨假能力、依法维权意
识。

据了解， 此次专项行动共出动
执法人员 350 人次， 出动执法车辆
45 台次 ， 排查各类农资经营门店
457 家，悬挂宣传条幅 63 条，发放宣
传资料 6700 余份，有效维护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优化了全县
农资市场的营商环境。 ②6

扶沟：农业执法“亮剑”护航粮食安全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法院诉前调
解效率，进一步提升川汇区人大代表
参与法院诉前调解工作能力，5 月 31
日，川汇区人大组织人大代表开展法
律知识和诉前调解技能知识培训。川
汇区部分人大代表及法院、 司法局、
银监会相关人员等 40 余人参加了培
训。

此次培训会首先传达了市人大

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调研川

汇区法院时关于人大代表参与诉前调

解的有关意见建议，集中学习了《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司法厅关于
加强诉前调解工作的规定（试行）》《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诉

前调解工作的意见》。区法院立案庭法
官围绕 “提升诉前调解技能切实化解
矛盾纠纷” 这一主题与人大代表进行
了深入沟通交流， 并以物业案件为例
进行了认真培训。培训会上，授课老师
还就如何使用人民法院多元调解 APP
的调解员端进行了现场操作。

此次培训受到与会人大代表一

致好评，大家表示，本次培训对提升
代表诉前调解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

十分重要，今后将在实际调解中进一
步加强学习， 不断提升调解技能，丰
富调解经验，尽心尽力调解好每一起
案件，真正为人民群众解决诉讼方面
的困扰和难题。②6（马东清 李守伟）

川汇区人大常委会为诉前调解人大代表“充电”

������日前，周口市市场监管执法支队驻商水县邓城镇许村工作队为村内 20 余
名留守儿童送去书包、文具盒等学习用品，陪他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
的节日。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刘飞 摄

□刘猛

前不久，周口市正式下发《进
一步推进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
案》）。《方案》 聚焦垃圾分类工作
“十条重点任务”，提出加快构建完
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工作体系，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进一步创优城市环境。

垃圾分类的标准化、 精细化、
系统化折射出更多的人愿意参与
到这项利国利民的事业当中。古人
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又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 仔细想来，垃
圾分类看似是群众生活中的小事，
实则关系到民生问题，深刻影响着
生态文明建设。面对日益增长的垃
圾产量，不论是从加强资源综合利
用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引导公众树
立低碳环保理念出发，实施垃圾分
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更需要常
抓不懈、久久为功。

但有些地方将垃圾分类简单
等同于设置一个写着“可回收”“不
可回收”的垃圾桶，既看不见分类
者，也见不到分类处理者。 一些小
区虽然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是容
量有限，加之清运不及时，逐渐变
得中看不中用。垃圾分类工作绝不
仅仅是在街边、小区内放置几个标
有分类字样的垃圾桶便万事大吉
了，何为可回收物？ 何为不可回收
物？应当让群众知晓具体的分类标
准和规范。

“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
惯， 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
时尚。”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虹口
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回
信， 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出殷切
期望。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垃圾分类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认真把垃圾分
类工作做细做实， 积极引导广大居
民建立分辨生活垃圾类别的能力和
养成生活垃圾分类的习惯， 共同建
设美好绿色家园。 ②6

垃圾分类应当久久为功

������夏收后， 许多秋作物需要立
即种植，这时候土壤的水分状况
直接关系到种子的发芽率和幼
苗的成活率。 合理的灌溉能够确
保种子在适宜的水分条件下快
速萌发，促进幼苗健壮生长。 图
为 6月 3日， 淮阳区郑集乡的村
民正在田间灌溉。

记者 刘俊涛 摄

（上接第一版） 就是没有儿子种出来
的甜、脆———一上市还卖到脱销。

“咱们就当是陪老爸疯一回。 ”
一旁的牛秀说，“老爸早就看好了这
个果园，说路旁有几棵树，他早就想
在树荫下卖瓜 ， 这样人生才算圆
满。 ”牛秀是一个娇憨俏皮的姑娘，
本来是负责陪父亲安度晚年的 ，却
陪着他干了一件 “大事 ”，辛勤劳作
于果园。

瓜果卖到脱销， 收入应该不错

吧？
“牛老汉，种瓜甜，一亩能赚一万

元。 ”牛秀脱口而出。 周围人都笑了，
空气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息。

如今，牛国增的果园得到了淮河
路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办事处负
责人鼓励他多流转土地，并承诺给予
政策上的扶持。 牛国增虽已暮年，在
儿女的鼎力相助下， 依然干劲十足。
他的瓜田好梦， 正在一步步照进现
实！ ①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