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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勠力同心打好防汛主动仗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珂

言 胡乐城） 豫东地区出现连续强降
雨天气以来， 郸城县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按照中央、省委、市委部
署要求，严防死守、科学调度，把各项
防汛备汛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 防汛
取得阶段性成效。 同时， 扎实做好应
对下一轮强降雨天气的思想准备、物
资准备、力量准备、组织准备，全面筑
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安全度汛。

以“汛”为令，党政干部坚守一线。
进入汛期，郸城县委副书记、县长董鸿
带领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奔赴一线、靠
前指挥，坐镇县防汛指挥中心，应急、
城管、气象、住建等部门集中办公，实
时视频调度指导全县防汛工作。 23 支
以县处级领导干部为组长的防汛指导

工作组，全部深入各乡镇（街道）督促
指导救援队伍预置、物资储备、农田积
水抽排等工作。

该县各乡镇（街道）、各部门保持
高度警觉，做到严防死守，确保不发生
群死群伤。对排查出的危房住户、独居
老人等立即转移，做到危房不住人、住
人不危房，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加强
巡堤、巡塘、巡路等巡查工作，对桥梁
涵闸、险工险段、易涝点等重要点位重
点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城管、 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人员持续
奋战在防汛一线。

关键时刻显担当。 该县党政正职
和班子成员全部在岗在位， 乡村两级
应急队伍、值班人员、抢险救援人员全
部在岗在位，严格落实“乡包村、村包
户”责任制，把防汛工作落实到位。

科学调度 ，全力排除积水 。 7 月
15 日以来 ，郸城县所有乡镇 （街道 ）

累计降雨量均超过 100 毫米 ， 部分
区域日降雨量达到 265.2 毫米。该县
科学精准调度 ， 确保农田周围的排
水沟渠畅通无阻 ， 加快积水的排放
速度 ，以减少农作物的浸泡时间 ，降
低损失。

在人员转移避险方面，该县各乡
镇（街道）、各部门工作人员实时动态
排查全县老旧房屋和乡村低洼地带

房屋 ，做到 “查全 、查细 、查实 ”，守牢
不发生人员伤亡的金标准。 在河道巡
堤查险方面 ，该县采取 “定人 、定岗 、
定责、定区域”的方式，派专人值守全

县 23 处桥闸并设置提醒标志， 在黑
河、新蔡河等主要河流险工险段预置
专业人员 200 人， 做到队伍到位、装
备到位、物资到位、指挥到位。 在农田
积水抽排方面，采取“人工+机械 ”的
方式，该县组织乡村干部疏通农田排
水沟渠 1200 多公里，打通竹节沟、断
头沟，确保农田积水及时排出。 在做
好城区排积水方面，城管等部门抽调
300 人成立防汛突击队， 准备各类应
急抢险车辆 50 多辆， 在多次强降雨
期间 24 小时排水， 确保了城区无积
水。 在地下空间防范方面，该县排查

深基坑 4 处 、 住宅小区地下空间 26
处， 每个深基坑都明确专人值守，确
保地下空间安全无忧。 在抓好安全防
范方面 ，该县上下齐心协力 、同舟共
济，汇聚防汛强大合力。

该县各乡镇（街道）成立 50 人的
应急救援队伍，村（社区）成立 20 人的
应急救援队伍，增强应急救援力量。县
乡村三级应急救援队伍共 593 支
13300 人，全部奋战在一线。

截至 7 月 22 日，郸城县城区无内
涝，正在组织人员、机械争分夺秒抽排
农田积水，确保秋粮生产安全。

石槽镇：抢排积水保丰收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

珂言 郑玉冰） 连日来，郸城县石槽
镇争分夺秒， 加紧推进农田积水抽
排工作， 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排净农
田积水，保障农作物正常生长。

“该你吃饭了！ ”7 月 19 日，在
孟庄行政村，一群赤脚、穿着短裤的
乡村干部和群众拼搏在一线， 为确
保不影响抽排积水工作， 他们轮班
吃饭。

“进入汛期以来 ，石槽镇全体
镇干部吃住在村 ， 指导村里开展
防汛工作 。 我们结合地块实际情
况 ，一个地块制订一个方案 ，确保
尽早排净积水 ， 把农民的损失降
到最低。 ”西北联村党支部书记庄
园说。

“眼看着地里积水排不出去，我
心里急得不能行！”孟庄村种粮大户
李先生说，他今年种了 120 亩玉米，

连片成方的大田地里没有排水沟，
好多地势低洼地块积水严重。 西北
联村党支部紧急从其他村调来 1 台
挖掘机和 2 台大功率水泵， 在地中
央开沟通渠，抽水排涝，3 个小时便
排净了积水。

据悉，今年石槽镇种植玉米 7.6
万亩， 此轮强降雨天气造成约 3.2
万亩农田积水。目前，石槽镇出动挖
掘机及大型喷灌机各 26 台、抽水泵
101 台， 动员镇村干部、 党员群众
800 余人，打通 17 个行政村的竹节
沟，及时排出农田积水。

“我们发挥联村党支部‘抱团’
优势，集中力量全力攻坚，加紧推进
农田积水抽排作业， 还联系了农技
人员入村讲授田间管理知识， 指导
群众适时开展病虫害防治、 合理追
施速效氮肥工作， 确保秋粮丰产丰
收。 ”石槽镇党委书记王阳说。

东风乡：分秒必争排积水保秋粮
本报讯（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珂言 梁博 于浩

洋） 连日来，为切实减少雨情汛情对农业生产带来
的不利影响，东风乡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抢时间、
抓进度，全力以赴做好农田积水抽排工作，坚决扛
稳粮食安全责任。

一线调度，靠前指挥。 在东风乡大韩行政村蔬
菜大棚旁，乡干部正指挥人员抽排棚内积水。 东风
乡班子成员全部下沉一线，组织乡、村干部深入田
间地头摸排积水情况，指导村民开展排水清淤等工
作。 每村成立党员先锋队，为独居老人等困难群众
做好田间积水抽排工作。

干群同心，强排积水。无论白天黑夜，一台台挖

掘机持续作业， 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排净农田积水。
全乡干群通力配合、人机协同推进，挖开竹节沟、打
通断头沟、疏通堵塞点，保证积水顺利排出。

加强管理，稳产保秋。 为减少积水对农作物的
影响，东风乡进一步加强农田管理，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张贴宣传资料、发放技术手册、微信群转载等，
指导群众做好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防控，
组织 12 名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群众做好倒伏玉米扶
直及补栽改种等工作，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全力
守好人民群众的“粮袋子”“钱袋子”。

东风乡乡长王晓伟表示，东风乡将继续坚持“全
员上阵、全天作战、全域协同”，确保秋粮稳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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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珂
言 张琰 李红阳） “我们村党支部书记
和乡干部用挖掘机连夜疏通沟渠，把
水引到革新河，我这 30多亩辣椒地才
没有进水。 ”7月 21日，郸城县胡集乡
李庄行政村村民李刚激动地说。

7 月 15 日以来， 胡集乡累计降
水量达 300 毫米。该乡集中力量做好
转移安置、清淤除障、物资储备、疏通
沟渠等工作， 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打好“提前量”，有备无患。 该乡
汛前集结应急抢险队，打通竹节沟、
复耕沟 40 处， 清除阻塞桥涵 56 处，
打通崔家沟、黑河堵塞点 2 处。 该乡
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如雨伞、雨衣、铁
锹、抽水泵、沙袋等。

防汛做实功，严防死守。 各村成
立青年党员突击队和应急小分队 ，
提前转移危房户、 老人户、 困难户
134 户 169 人。 全乡干部挂图作战，
出动挖掘机 35 台，新挖沟渠 20 余公
里，打通水系。调动抽水车 6 台、大中
型抽水泵 35 台， 以有力的措施确保
群众安全度汛。

服务求实效，做好答卷。 该乡党
委书记、乡长统筹调度，重点攻坚，和有关单位对
接协调，引进防汛物资，组织学校、卫生院等腾出
宿舍、公共服务空间接收受灾群众，确保群众有饭
吃、有安全住处、有医疗服务，用心用情用力答好
防汛救灾“最美答卷”。

“我乡将集中力量全力攻坚，严防次生灾害发
生，最大限度减少财产损失，即刻开展卫生防疫、
农田追肥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胡
集乡党委书记崔鑫说。

张完乡：为秋粮丰收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珂言 牛宇飞）

“一定要尽快抽排水，把田间积水排干净，抓紧追肥
防病害，最大限度减少秋粮损失。 ”7 月 21 日，张完
乡张湾村党支部书记张九仁看着泡在泥水里的庄

稼心疼地说。 连日来，该乡大街上、庄稼地里、沟渠
河道边，随处可见乡村两级干部的身影，他们全力
守护一方平安。

汛期到来之前，张完乡党委、乡政府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提前安排部署，层层压实责任。乡党委书
记和乡长靠前指挥，乡班子成员分片指挥，包村干
部下沉到田间地头，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两委”

干部深入村组，及时摸排低洼地段、排水沟、农田积
水点等重点部位，及时畅通水系“毛细血管”。

该乡紧急动员，周密部署，党员干部迎难而上，
冲锋在前，对泵站、渠道、低洼田块等重点区域开展
巡查， 多渠道调集水泵等排灌机械设备满负荷作
业，全力向外排水，缓解上游压力；调动机械疏通行
洪河道、沟渠，打通田间地坎“堵点”、疏通排水“经
络”，实现沟相通、渠相连。

“张完乡将继续抓实抓细防汛工作，不断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和水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为秋粮丰收保驾护航。 ”张完乡党委书记梁程飞说。

“三个强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县政府办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
珂言 张祥 孙亚璞） 今年以来，为了
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

实，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
领和政治保障作用， 郸城县政府办
以“三个强化”为抓手，把政治监督、
日常监督与廉政教育有机结合，有
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强化政治监督， 确保党中央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 始终把 “第一议
题” 制度贯彻落实情况作为推进政
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重要

抓手，督促各单位及时跟进学习、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重要
要求， 确保党中央部署要求在基层
实施中不走样、不变形。

强化日常监督，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 。 将 “四风 ”问题等作

为日常监督重点 ， 通过向党员干
部发送廉洁过节提醒短信 、 谈话
提醒函等方式 ， 督促党员领导干
部自觉筑牢抵制歪风邪气和节日

腐败的 “精神堤坝 ”，切实把 “严 ”
的主基调贯穿日常 ， 以党员干部
的优良作风 ， 带动党风政风民风
向好发展。

强化廉政教育，不断增强防腐
拒变能力。 结合教育整顿和党纪学
习教育 ，持续加强教育培训 ，组织
党员干部到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 、观看警示教育片 ，深入剖析身
边典型案例，教育党员干部增强廉
洁自律意识， 促使其依法履职、廉
洁从政。 坚持制度约束、提高觉悟
一体发力， 推动清明政治引领、清
廉政府提质 、清正干部塑造 、清朗
社会构建落实落地。

张完乡干部群众为农田筑堤坝排积水。。 记者 徐松 摄

郸城：推动全县掀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热潮
本报讯（记者 徐松） 7 月 22 日

上午，郸城县委副书记、县长董鸿主
持召开中共郸城县十三届县委常委

会第 63 次（扩大）会议。县领导宋一
兵、贾庆伟、王伟、曹来凌、蒋磊、毛
茹、庞艳杰、张艳斌、韩卫东等参加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

神， 省委书记楼阳生在全省 2024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会议和在全省重点产

业链培育工作推进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市委书记张建慧在市委重点工作
第二十二次推进会和在全市 2024年
二季度“三个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观
摩讲评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狠刹违规吃喝、省
市纪委监委开展违规吃喝专项整治

“百日行动”的文件精神，群众身边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关批

示、文件和会议精神，全市老干部工
作暨关工委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全
县集中整治工作、2023 年度县管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综合考评工

作、2024年度“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以及全县村“两委”干部后备力量培
育储备工作、全县就业创业工作开展
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县上下的重大政治任

务。县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深
入研究， 以上率下带动各级党员干
部学深悟透笃行； 县委组织部要认
真抓好教育培训，坚持一级带一级，
通过集中培训、支部学习、入户宣讲
等形式，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
地生根。 县委宣传部要抓好宣传引
导，精心组织宣传报道，广泛开展集

中宣讲，深化理论研究阐释，落实文
化领域改革任务。 各级党委（党组）
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抓好学习培训，推动
全县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

神的热潮。
会议要求， 要坚决扛牢政治责

任，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
底线，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持续做好防返贫监测帮扶， 加强涉
农资金项目监管， 扎实做好问题整
改，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升。

会议强调，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
把开展违规吃喝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与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纪学习教育、
深化能力作风建设等工作紧密结

合，持续净化全县政治生态。
会议要求， 要严格落实国家和

省、市年度考核有关要求，进一步优

化考评内容，科学制定考评细则，强
化结果运用，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充分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 担当
作为的内生动力。 要把“五星”支部
创建和软弱涣散村整顿结合起来，
实现强村富民。

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 积极落实就业优先政
策，为现代化郸城建设提供有力支
持，进一步营造良好创业就业社会
氛围。

会议还听取了各位副县长关于

分管领域近期及下半年重点工作部

署情况和推进情况的汇报， 董鸿逐
一进行点评， 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完善工
作推进机制， 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
工作， 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

李楼乡：全面打好防汛组合拳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

珂言 王旭阳） 连日来，为有效应对
强降雨天气，郸城县李楼乡闻“汛”
而动、向“雨”而行，全面打好防汛组
合拳，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压实责任， 靠前指挥。 7 月 18
日下午， 李楼乡党委书记从良鸣主
持召开防汛救灾工作会议， 要求全
体干部积极开展农田积水抽排工

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乡党政领导干部靠前行
动，班子成员、包村干部深入田间地
头，全面摸排农田积水情况，因地制
宜制订应急处置方案， 全力确保田
间沟、地头沟和排水沟畅通。

组建队伍，备齐物资。为应对强
降雨天气， 李楼乡迅速成立乡应急
队、村应急队，随时接受调度，做到
出动快、到位快、任务清、责任明。同
时，备足备齐救生衣、雨衣、雨鞋、照
明灯具、铁锨等防汛物资，确保险情
发生时能够有效应对。

联动巡查，强化落实。李楼乡纪
委下沉督导各地块积水抽排工作，
督促各村落实落细防汛工作； 倾听
群众诉求，实时上报反馈，及时协调
物资、解决群众困难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积极做好应急信息
通报、灾情信息上报、有关事件处理
等工作，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农业专家雨后下田防病害保秋收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

珂言 李佳茹） “我这 300 多亩地种
的是郑单 5176 玉米，是和省农科院
玉米耕作栽培室乔江方教授联合培

育的，现在田间正在抽排积水，乔教
授和县农业专家及时开出追肥、防
病‘药方’，太感谢了。 ”7 月 18 日上
午， 郸城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豫丹
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雷在

其流转的 1700 多亩地里查看积水
深度时说。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郸
城县迅速成立 19 个农业专家组深
入 19 个乡镇， 查看农作物受损情
况，防治病虫害，为秋粮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

郸城县是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

所在地、全国产粮大县，全县秋粮种
植面积 140 多万亩 。 7 月 15 日以
来，郸城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部
分低洼地块有不同程度积水。 该县
组织县处级领导干部驻守乡镇一

线，和全县党员干部、群众携手并肩
抽排田间积水， 最大限度降低农作
物受损率。

王雷是郸城县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的种粮大户，凭借河南周口国家农
高区郸城核心区的优势，与省农科院
联建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品种培育基
地，带动 200多户群众致富。 这次豫
东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部
分低洼地块积水。 那么，积水多久会
对玉米生长造成伤害，积水抽排后如
何追肥、防病，成为像王雷一样的种
粮大户的头疼事。

“按照县委、县政府安排，我们

迅速联系省农科院， 请来了玉米专
家现场问诊、对症下药，并且组织全
县 100 多名农艺师分成 19 个小组
进入各乡镇，实地查看受灾情况、指
导群众为农作物追肥。”郸城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徐汝敏说， 乔江方现任
省农科院玉米耕作栽培室主任、河
南省秋粮生产专家组成员、 河南省
抗逆减灾协会理事， 研究方向为玉
米栽培生理生态， 对于玉米种植及
病虫害防治有丰富经验。

“这是省市县三级农业专家一
起研判出来的方案， 请你根据这个
方案，在雨后及时追肥、喷药防病。”
在王雷的玉米地， 县农业农村局高
级农艺师徐其领和王保全、 张宁向
王雷发放专家研判的“药方”，并一
一解答王雷的疑问。

记者看到 ， 这份方案简明扼
要、通俗易懂。 首先是及时抽排田
间积水 ， 尽量缩短农作物浸泡时
间。其次是雨停后及时利用无人机
或人工进行叶面肥喷施，用优质调
节剂（如噻苯隆、芸苔素内酯）加优
质叶面肥（如氨基酸、叶面锌肥、海
藻酸等大量元素水溶肥）再加杀菌
剂和杀虫剂均匀喷施，增加农作物
抗淹和抗病虫害能力。再次是在积
水排净后 ，追施速效氮肥 ，建议尿
素 15 公斤 ／亩~20 公斤 ／亩 ， 防止
农作物后期脱肥。合理处理倒伏植
株， 根倒伏角度大于 45°的， 建议
人工及时扶起 ，培土抗倒 ；倒伏角
度较小 、不影响正常授粉的 ，不宜
人工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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