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丘：100余万亩小麦收割完毕
本报讯（记者 高洪驰） “你看，

周围的散户基本收割完了， 我这才
开始收割，大概得两天时间收完。”5
月 31 日上午，卞路口乡种粮大户李
伟说。当日，记者在沈丘县卞路口乡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看到几台大型联

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每往返
一次， 农机手就把收割机仓内的小
麦倒在地头的运输车上。 装满小麦

后， 运输车就会驶向不远处的一个
仓库，在那里将小麦倒进烘干机，烘
干后的小麦直接进入仓库。

“每台收割机一昼夜能收 150
亩左右， 全部收割完毕大概需要 4
天。 ”李伟说，他流转 7000 余亩土
地，全部种植优质小麦。为确保颗粒
归仓，乡里为他调配 10 余台大型联
合收割机。

“我们从安徽跨区到沈丘作业，
在这里县政府统一调度、统一分配，
效率很高。我们加班加点，比在其他
地方挣得多一些。”来自安徽界首的
一名麦客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今年麦收工作中，全
县投入各类农业机械 2 万多台
(套)， 其中本地和外地大型联合收
割机 2651 台。为切实做好今年小麦

跨区机收工作，全县设立 18 个机收
服务点。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根据各
乡镇 (街道 )小麦成熟情况 ，及时为
农机手提供机收时间， 统一调配收
割机械前往收割， 杜绝了农户沿路
随意拦堵收割机械现象发生， 有效
提高了机收效率。 截至目前， 全县
100 余万亩小麦收割完毕， 已经全
面转入抗旱补墒抢种工作。

确保党纪学习教育善始善终
本报讯（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李华东 吴顺利） 5 月 24 日下午，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

中心组党纪学习教育集中学习

（扩大）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许四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许四军对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提出“五要”，即：要学深悟透。 坚
持常学常新、常思常悟，让党纪学
习教育的主旨要义和规定要求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党纪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要强化执行。纪律
的生命在于执行， 县人大常委会
机关作为政治机关， 更要从我做
起、带头执行，把《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中涉及的内容落实到人大工作的

各个方面。要率先垂范。县人大常
委会党组成员、 机关党支部委员
要在遵守和执行纪律上走在前、
作表率， 坚持更高标准、 更严要
求，先学一层、学深一层，始终做
学纪、守纪、用纪的模范。 要以学
促做。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目的
是促进工作， 要搞清楚党的纪律
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
能干什么， 进一步明确日常工作
中的言行衡量标尺。要善始善终。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制度化、 规范
化、常态化，把党纪学习教育纳入
“人大讲堂”学习议程，采取“请进
来、走出去”等方式不断丰富学习
载体， 确保党纪学习教育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

社区干部勇救落水老人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刘慎 ） 5 月 22 日 ， 家住沈丘县槐
店回族镇张庄行政村的 67 岁老人
耿存良将一面写有 “无私救人献
爱心 品德高尚暖人心 ”字样的锦
旗送到该镇泰安社区干部冯建手

中 ，感谢他不顾个人安危 、英勇救
人的义举。

“救命呀！ ”5 月 21 日早上，耿
存良驾驶农用三轮车前往地里浇

水， 途中不慎连人带车冲进路边的
池塘，池塘里的水有两米多深，车子
连同耿存良迅速下沉。 正在池塘里
游泳的冯建听到呼救声后， 循声望
去，发现落水者距离岸边有数米远，
正在水中挣扎，只有头部露出水面，
情况十分危急。冯建来不及多想，快

速游到落水者身边， 奋力拖着落水
者向岸边游去， 直至将其转移到岸
边安全区域。

冯建将落水者救至岸边后，看
到其并无大碍， 立即用手机联系附
近村民找来一台吊机。 吊机司机赶
到后， 他又潜水将绳索拴在落水的
农用三轮车上。

众人忙碌间隙， 冯建悄悄离开
现场。耿存良经打听得知，救人者是
槐店镇泰安社区干部冯建。于是，他
托人制作一面锦旗想要表达自己的

感激之情。
“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遇到危险时， 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
冲在前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面
对记者的采访，冯建平静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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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变“黄金”
冯营镇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王子
悦） “秸秆打捆出售，不但减轻了我们的
防火压力，还能变成‘黄金’。 ”朱庄寨行
政村党支部书记朱合领告诉记者。 5 月
29 日， 记者走进冯营镇朱庄寨行政村刚
收割完的麦田， 看见几部秸秆打捆机在
农机手的操作下，在田间来回穿梭。 凌乱
的秸秆通过旋转、压实、打捆变成一个个
圆柱形的麦秸卷，躺在田地里。

“现在，小麦收割后，收储企业对秸秆
进行打捆， 我们的防火压力减轻了很多，

村民也多了份收入。”朱合领说，以前，小麦
收割后，由于大量秸秆无处存放，村民就
随意堆放在田间地头、沟渠两旁，不仅污
染环境，还容易引发火灾，给村民造成困
扰，给“三夏”防火工作造成很大压力。

据了解，这些秸秆是在村民自愿的基
础上收集起来的， 由镇农业服务中心、村
委会联系秸秆收储企业前来打捆回收，回
收的秸秆大部分被送到牲畜养殖场做饲

料，既帮助群众处理了没有利用价值的秸
秆，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政协主席讲党纪学习教育专题课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

员 马洁） 5 月 29 日，县政协党组
书记、主席种飞围绕“学纪、知纪、
明纪、守纪，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
发展”，为县政协全体党员干部和
部分政协委员讲授了一堂特殊

的党纪学习教育专题课。
种飞强调， 要把坚持党的领

导贯穿到政协工作全过程，县政
协全体党员干部和政协委员中

的党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
识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意

义。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把学
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时时严以修身律己，以
严明的纪律， 确保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做到知
行知止、 令行禁止。 要把握学习
重点，准确把握《条例》修订的主
旨要义。 坚持原原本本学、 逐字
逐句悟、 融会贯通做， 自觉对照
“六项纪律”检视言行，真正把纪
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 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 要严守纪律规矩，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把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同政协助力县

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紧
扣中心履职，广泛凝聚共识，提升
协商实效，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成
果转化为政协履职的生动实践，
以优良作风和实干实绩迎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和人
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

利用“三夏”开展普法宣传
县自然资源局

本报讯（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刘
卫军） 近日，县自然资源局充分利用
“三夏”农忙时节群众相对集中、流动
性好的优势，以“民法典宣传月”为契
机，组织开展“四送一助力”结对帮扶
暨“三夏”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县自然资源局政策法
规股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民法典

及远离非法集资、预防电信网络诈
骗 、安全生产等知识 ，耐心讲解耕
地保护 、土地节约集约 、地质灾害
防治 、制止耕地 “非农化 ”、防止耕

地“非粮化 ”的法规政策及自然资
源科学知识，进一步引导群众树立
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
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理念 ，增强群
众节约利用资源和保护自然资源

的意识，呼吁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切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

“我们利用群众集中的有利时机
进行普法宣传，扩大了法治宣传的覆
盖面，真正让结对帮扶送政策进村入
户。 ”县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说。

气象服务为农业丰收保驾护航
县气象局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李昊） 为确保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沈丘县气象局积极发挥气象服务在

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提前部署，
周密安排，为群众提供全方位、精准
化的气象服务，为麦收保驾护航。

建立完善的气象监测预报体

系。 县气象局通过使用多源数据融
合、数值预报模型等先进技术手段，
实时监测天气演变过程， 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 针对夏收期间的气象特
点， 县气象局组织专家团队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 专家
根据作物生长周期和气象条件，为
农民提供播种、施肥、灌溉、病虫害
防治等方面的科学指导。 专家将气
象服务信息及时传达给农户， 引导
他们做出科学的农事决策。

注重提升气象服务技术水平。
县气象局引进先进的气象观测设备

和预报模型，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
加强与农业、水利等部门合作，实现
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共同为农业
生产服务。 通过技术创新和人才培
养， 不断提升气象服务队伍的专业
素质和服务能力， 为农民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气象服务。

开展气象知识宣传普及活动。
为了提高农民对气象服务的认知

度 ， 县气象局通过举办气象知识

讲座 、发放宣传资料 、设置气象科
普展板等 ，向农民普及气象知识 ，
增强农民的防灾减灾意识 。 县气
象局利用广播 、电视 、网络等 ，广
泛宣传气象服务成果 。 县气象局
提前向农户发布高温 、干旱 、强降
雨等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 建议农
户合理安排农事活动 ， 有效预防
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 ， 避免
夏粮大面积减产。

科普大篷车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5 月 29

日至 30 日，沈丘县科协联合河南省
科技馆的科技人员先后到沈丘县颍

水路小学、纬二路小学，为学生上了
一堂科普实验课。

“通过体验科技产品，我坚定了
探索科技奥秘的信心， 今后我一定
好好学习， 长大后去探索科技的奥
秘。 ”5 月 30 日，在纬二路小学的科
学实验课上，五（2）班学生申宇琪激
动地说。

在实验课上， 来自河南省科技
馆的科普人员现场为学生演示 “神
奇的火”。 科普人员端来一盆清水，
往清水里倒一些普通洗洁精， 充进

一些丁烷气体，然后用手搅拌，他的
手上沾满了盆中的液体。此时，科普
人员让助手点燃他手上的液体，瞬
间一股明火包围他的手掌， 火灭后
他却毫发无损。随后，科普人员让学
生上台亲自体验。

科普人员不但现场为学生讲解

科学知识，还带来了机器人等供学生
参观。 在一台拉力设备前，五（2）班学
生王思琪饶有兴趣地体验了一遍又

一遍，她惊讶地说：“这太神奇了！ ”
在两天的科普活动中， 科普人

员通过现场操作、 让学生亲自体验
等形式， 激发了学生探索科学奥秘
的浓厚兴趣。

秸秆变废为宝
石槽集乡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王倩
倩） “买饲料实在是太贵了，自从去年我
用麦秸和玉米秸当饲料后，大大降低了养
殖成本。 今年，我打捆了 300 多亩地的麦
秸秆，够养殖场一年的草料了。 ”近日，沈
丘县万顺种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杨阳站

在石槽集乡一块刚收割过的麦田里，看着
地里打成捆的秸秆说。

王湖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文明说，原
来麦收后，秸秆不烧的话没地方放，要么
拉走随意堆放，要么粉碎返田。但是，秸秆
粉碎返田存在很大缺陷，种子撒在秸秆上
发不出芽，即使能出芽，由于秸秆挡着，过
不多长时间还会死去。 在这种情况下，村
民会偷偷点燃秸秆，给“三夏”防火造成很

大压力。 秸秆回收利用，不但让村民多了
一笔收入，还减轻了我们的防火压力。

近年来，王湖行政村大力发展养殖产
业。以前每到冬季，草料短缺，养殖场负责
人只能到驻马店、临泉等地购买草料。 自
去年麦收开始， 附近乡村引进秸秆打捆
机，周围乡村都成了养殖场负责人的草料
供应地，满足了养殖场的草料需求，有效
降低了养殖成本，提高了王湖牛羊肉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

石槽集乡党委书记程建华说：“秸秆
回收利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乡党
委、乡政府将大力引导辖区群众把秸秆变
废为宝，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让群众的
创收路越走越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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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李?

?） 老城镇把“三夏”防火工作作为当前一
项重要任务来抓，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按照预定方案多点发力，为“三夏”护
航，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明确分工，狠抓责任落实。 老城镇成立
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的 “三夏” 防火指挥
部，实行各管理区书记“包片区”、村干部“划
分地块”、村“两委”干部和村党员定“责任
地”，明晰权责，构建“镇、村有分工，干部有
责任，党员全参与”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建立“三夏”抢收群，各管理区每日两次群
内汇报所属地收割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

题，做到有问题当日研究、当日解决。
加强宣传，营造禁烧氛围。 老城镇通过

张贴通告、悬挂宣传横幅、微信群转发《致
农民朋友一封信》、微信公众号发布《老城
镇人民政府关于禁烧秸秆的公告》等，全方
位、多角度宣传禁烧政策、露天焚烧秸秆的
危害、 秸秆禁烧的相关法律和秸秆综合利
用的主要途径，围绕“疏堵结合、决不能烧”
的目标，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
让秸秆禁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联防联控 ，打好禁烧 “狙击战 ”。 老
城镇全面贯彻落实秸秆禁烧有关规定 ，
搭建防火棚 ，配齐消防器材 。 管理区干
部不间断巡查 ，确保全镇秸秆禁烧工作
有人包 、有人盯 、有人管 、真达效 。 镇消
防队队员全天候备战 ，做好随时出动准
备。 老城镇结合秸秆禁烧 “蓝天卫士 ”高

空视频监控系统 ，实行 “人防+技防 ”“空中+地面 ”全方
位立体式巡查 ，提高火灾事故处置效率 ，确保秸秆禁烧
无空白 、责任落实无盲区 、监督管理无缝隙 ，形成齐抓共
管的良好局面 。

监督问责，保丰收惩违法。 镇辖区派出所、镇农业服务中
心、镇综合执法大队联合查处焚烧秸秆行为，对故意点燃秸秆
不法行为者从速、从严、从重处理，对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影响
“三夏”防火落实的相关部门和个人严肃问责，确保禁烧期间不
燃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黑一片地、不发生一起火灾事故。

截至目前，老城镇设立禁烧防火指挥棚 43 个、出动宣
传车 50 余辆、张贴禁烧宣传标语 600 余条。

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麦田里来回穿梭。。 记者 高洪驰 摄

视 角

近日，沈丘县委宣传部、县教体局、共青团沈丘县委、县妇联等单位
联合举办以“童心向党 复兴有我”为主题的合唱比赛，赢得广大群众和
师生的盛赞。 图为演出现场。 记者 高洪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