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群一心排涝改种保“三秋”
胡集乡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
员 王晨 李红阳） “喂！ 我今晚
还要和村民们一起把地里这点

积水排完 ， 你和孩子早点休
息。 ”8 月 30 日，正在指挥村民
开展农田积水排涝的胡集乡胡

集村党支部书记杨庆山接电话

时告诉家人。
自 7 月份以来， 胡集乡总

降雨量达到 850 毫米， 居全县
第二， 低洼田地出现大面积内
涝。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因降雨
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胡集
乡党委、乡政府高度重视，全体
班子成员靠前行动， 统筹协调
机械和人员，不舍昼夜，积极推
进农田排涝、河道清淤、农作物

补种工作，确保农业生产稳定。
在农田排涝现场， 大型挖

掘机挥舞着机械长臂， 奋力挖
掘竹节沟，铺设沟渠管道，加深
排水通道。 党员、干部、群众齐
心协力，手持铁锹等工具，积极
投入到农田排涝工作中。 包村
干部陈安印钻进桥涵， 冒着生
命危险奋战 2 个半小时把秸秆
等淤堵物完全清理干净； 藕坑
村党支部书记王连生为疏浚排

水沟渠， 多次潜入 2 米深的水
塘， 他们用行动绘就了胡集乡
广大干群战天斗地、 敢为人先
的英雄画卷。 乡农技人员在田
间地头指导农民进行农作物补

种、改种，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损

失。截至目前，胡集乡共出动干
群 1100 余人次、挖掘机 35 台、
水泵 60 余台，完成农田排水 2
万余亩。

“谢谢！ 谢谢！ 多亏乡里及
时安排抽水机把积水排出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个别严重
被淹地块改种了其他农作物，
不影响秋季总收成。”种粮大户
贾公明说。

胡集乡党委书记崔鑫表

示：“我们立足实际， 继续坚持
‘抢’字当头，加强灾后田间管
理，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做到能
补尽补、能种尽种，尽最大努力
减少损失， 全力以赴保障 ‘三
秋’工作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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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松 通
讯员 牛宇飞 ） 连日来 ，在
农田排涝保秋工作中 ，张
完乡全乡上下迅速行动 ，
党员冲锋在一线， 干部群
众团结一心、并肩战斗，积
极开展抢险排涝和生产自

救工作， 凝聚起排涝减灾
的强大合力。

该乡科学指挥调度，乡
村上下联动， 层层压实责
任，形成全乡“一盘棋”。 全
乡 29 个村成立 8 个片区，
由班子成员分别担任片区

指挥长， 统筹片区人员、机
械、 物资等一切防汛力量，
形成党委统领、 片区协同、
村组包块的抢险应急机制。

张完乡地处洪河 、清
水河下游，上游来水较多，
河道泄洪缓慢， 张完乡党
员干部示范带头， 群众积
极参与，出动人员 1000 余
人次、挖掘机 100 余台、移
动泵车 20 余台、 水泵 300
余台 ， 使用 5000 条编织
袋、4200 平方米彩条布，每
条沟渠两侧开挖数条排水

沟， 形成万流分泄的毛细
水网， 保障每个地块都有
排水通道。 结合各村地势，
分析水流走势， 打通排水
堵点，保障水流畅通。

乡党委副书记、 邵堂
片区片长马立国和邵堂行

政村党支部书记张朝阳光脚踏入水中， 将堵
塞泵口的塑料袋等垃圾徒手抠出。 干部带头
干，群众信心足。不大一会儿，100 多名群众有
的用铁锨挖水沟、 有的调试水泵、 有的铺水
带、有的扯电线，很快就排净田间积水。

“你看，干部们一身水一身泥地排除田间
积水，不都是为了保住咱老百姓的口粮！ ”邵
天想老人激动地说。

截至目前， 全乡境内田间积水已全部排
完。针对绝收地块，该乡积极组织群众整地补
种蔬菜等应季作物。

这次排涝减灾， 不仅检验了党员干部的工
作作风，也增强了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不仅拉
近了干群关系，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干部冲在前 排涝显担当
虎岗乡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 “俺
父母去世早，我又是三级残疾，
独剩一人在家。下暴雨那几天，
家里进水了，地里也进水了，要
不是杨书记和村干部帮忙排除

积水， 我家今年秋季真是要绝
收了。 ”8 月 27 日，郸城县虎岗
乡长营行政村监测户杨世界站

在自家地头感慨地说。
杨世界所说的杨书记是长

营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杨依博。7
月 19 日凌晨 1 时许 ， 暴雨来
袭，群众正在睡梦中，杨依博立
即起床，叫醒村干部朱德岭、杨
光、杨光礼、史趁新、杨俊佳、杨
高志等人分组跑向监测户家

中。发现杨世界家雨水倒灌后，

杨依博当即决定把杨世界转移

到村室居住，随后又将全村 18
户监测户和在低洼地带居住的

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杨书记，地里也开始积水

啦，路边沟都满了，有些地方的
竹节沟还存在堵塞现象。”凌晨
4 时， 刚刚安置好群众的杨依
博等人顾不上休息， 就带着挖
掘机来到地头，一节一节、一段
一段打通竹节沟， 确保田间积
水顺畅流入地头沟渠、 缓缓流
向大河。

为彻底解决长营行政村

农田和村庄排水不畅问题，杨
依博带领村干部和党员群众

实地查看易积水点位，优化排

涝体系，将长营村 3 条主干道
两侧的排水沟全部疏通，流向
虎岗沟。 长营行政村共有农田
2860 亩，在全村上下的努力下
保住 2500 余亩 。 杨依博及时
带领村民将 100 余亩受灾地
块改种芹菜，尽全力将村民损
失降到最低。

目前， 长营行政村组织村
干部、 党员、 群众共 260 余人
次，出动挖掘机 5 台、大型抽水
泵 3 台、 小型抽水泵 30 余台，
疏通沟渠 5000 多米，制作排涝
水系暨易积水地块总示意图 1
张， 着力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
力， 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有力
支撑。

人大“站产”融合
助力农业强县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张
昱） 今年以来， 郸城县人大常委会
以产业代表联络站为抓手， 发动人
大代表力量， 助力农业特色产业链
式发展， 将站点建设与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深度融合， 把人大制度优势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试点先行， 选准产业代表联络
站试验田。 郸城县选取河南周口国
家农高区内的三禾益民设施蔬菜基

地先行先试， 设立特色农业产业代
表联络站。 组织人大代表， 走访种
植户、视察调研、听取意见等，组织
农业专家代表、 农艺师等对种植户
开展培训，先后组织市场监管、自然
资源、 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人和业
务骨干到基地座谈、现场办公 50 余
次，破解基地在融资、土地、电力、用
工、 销售等环节出现的问题 49 个。
“联络站＋特色农业产业”模式让特
色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真正成为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加油站”、
发现问题的“诊疗所”、民情农情的
“集聚地”。

规范建设，推动产业代表联络
站全覆盖。县人大常委会在全县九
大农业特色产业基地设立产业代

表联络站 5 个，由乡镇人大主席团
负责人任联络站站长，聘任产业基
地负责人为联络站副站长，从省市
县乡四级人大代表中遴选 15 至
20 名具有农技专长 、 农村工作经
验丰富的代表编组进站，邀请老党
员 、老干部担任特邀指导员 ，推荐
人大代表中的律师担任法律顾问，
为联络站的高质量运行奠定坚实

基础。
丰富活动， 实现产业发展和代

表履职“双促进”。 该县充分发挥联
络站设在产业、 代表履职在产业的
优势， 完善常委会成员联系代表联
络站、驻站代表联系种养农户“双联
系”制度，每月开展一次活动，解决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技术问题。 开展
“局长进站 ”活动 ，通过 “代表＋局
长” “部门＋企业”等形式，把农业特
色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进

行现场交办， 推动政府部门靠前服
务、主动服务，营造最优营商环境。
截至目前， 产业代表联络站共开展
技能培训、视察调研、“局长进站”等
活动 137 场次， 提出意见建议 103
条，助力解决园区规范管理、用电等
问题 97 个。

“黑脸支书”排积水保丰收显身手
石槽镇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张念 周佳） “秋收事关村民的切
身利益，必须下大力气。 本来我
的皮肤就黑，这一段时间晒得更
黑了。 ”8 月 30 日，石槽镇孟庄行
政村党支部书记侯海彬被问到

看见积水农田的心情时，他这样
回答。 孟庄行政村位于石槽镇最
西部， 地势偏低又背靠新蔡河，
积水严重，与其他片区相比排水
压力更大 、工作量更大 ，是一块
难啃的“硬骨头”，但孟庄行政村
却打了场漂亮仗。

“连续多天顶着大太阳排除
田间积水 ，大家都叫他 ‘黑脸支
书’。 ”孟庄行政村村民每次提到
侯海彬时 ，总是称他为 “黑脸支
书”。 侯海彬每次听到这个称呼
总是笑呵呵的。 “这也是群众对
我工作的认可 ，只要对党 、对群
众问心无愧，黑脸白脸都中。 ”

8 月 25 日 9 时，侯海彬带领
村干部打通竹节沟时发现水管中

卡了一个树根， 刚好卡到水管中
间严重影响水流速度， 他没有丝
毫犹豫，脱掉上衣、挽起裤腿、跳
进竹节沟，身下是泥水，头顶是烈
日，他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
花了五六分钟才将树根从水管中

拽出来。接下来，他又用近一小时
的时间与村干部一同清理淤泥，
确保水流畅通。

据了解， 孟庄行政村共有农
田 4000 余亩。此次排涝共出动群
众 100 余人次、大型抽水泵 6 台、
大型挖掘机 3 台。目前，孟庄行政
村 10 个农田积水点全部抽排完
毕， 竹节沟全部贯通， 引导帮助
35 余户村民改种蔬菜，对接保险
理赔 500 多亩， 最大限度减少村
民经济损失， 让党旗高高飘扬在
排涝减灾第一线。

郸城：免费康复站（点）建在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孙

爱霞） “我有脑梗后遗症，行动不方
便，自从社区建了免费康复点，我天
天来锻炼。 ”8 月 30 日，郸城县新城
街道前罗堂社区居民张道森一边在

社区卫生室的残疾人免费康复点进

行康复训练，一边欣慰地说。
今年以来， 郸城县不断完善县

乡村三级残疾人康复服务保障体

系，在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中
心医院、 县妇幼保健院建立县级康
复机构的基础上， 不断推动优质康
复资源向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延
伸，在乡、村级医疗机构建设残疾人
康复站（点），让残疾人不出村就能
享受到免费康复服务。据了解，郸城
县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荣获 “省
级示范基地”称号。

“俺就在路对面的小区住，出了
小区门口再走几步就到康复点了，
很方便。俺天天来，经过一段时间的
康复训练，走路越来越稳了。 ”张道
森的妻子罗明英高兴地说。

记者走访新城街道响盘社区、
前罗堂社区等地看到， 社区康复点
配备有平衡杠、助行器、腋杖、踝关
节训练器、 伸缩移动坡道等康复训
练器械和辅助器具。 社区卫生室主
任免费指导辖区残疾人进行康复训

练。
新城街道前罗堂社区卫生室医

生张柯栋说：“咱这个康复点主要锻
炼残疾人的肢体，如走路不稳的、不
能站立的、上肢无力的，经常在这里
锻炼能使他们更好地康复。 ”

为有效满足残疾人康复需求，
郸城县残联依托四家医疗健康服务

集团，与乡镇卫生院加强沟通，强化
培训，配备康复设备，并为残疾群众
提供“一人一策”康复方案，帮助残
疾人恢复身体机能， 提升残疾人的
自我康复能力， 确保残疾人及时得
到有效的康复服务。

钱店镇卫生院康复科医生曾伟

博说：“如果村级没有更好的治疗方
法，可以来我们乡镇卫生院，我们有
中频仪器、红外线仪器和拔罐技术，
这些仪器和技术可以让残疾人得到

更好的康复。 ”
郸城县第二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郸城县中医院康复科护士长宋瑞华

说：“我们与县残联开展深度合作，
充分发挥县级医院康复治疗资源优

势， 为残疾人提供更加全面的康复
治疗服务。 ”

截至目前， 郸城县共投入资金
360 万元， 在全县范围内建成残疾

人康复站 （点 ）226 个 ，其中 ，乡镇
（街道） 级残疾人康复站 22 个、村
（社区） 级残疾人康复点 204 个，配
备各类康复器材 1500 件。 总投资
4700 万元的郸城县残疾人康复中
心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 拟建康复
综合楼 1 栋， 设置康复床位 42 张，
内设综合康复设施用房、 儿童听力
语言康复设施用房、 儿童智力康复
设施用房、 孤独症儿童康复设施用
房等。

郸城县残联理事长朱子凤说：
“我们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及下半年工作

紧密结合， 按照全年工作部署推进
重点任务落实， 特别是要在强化残
疾人民生兜底保障、 提升残疾人自
身发展能力、 加快助残科技研发应
用、 密切联系和热忱服务残疾人等
方面深化改革， 不断谱写中国特色
残疾人事业现代化新篇章。下一步，
县残联将加大管理与服务力度，着
力打通为残疾群众服务的 ‘最后一
公里’，使残疾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康
复服务，提升其生活品质，让他们拥
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

医生指导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记者 徐松 摄

新生军训“军”味足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麻

文昌） “稍息、立正、跨立……”今年
高中、初中新生入学后，郸城县人武
部组织优秀退役军人对新生进行军

训，让学生的国防教育第一课“军”
味十足。

近年来， 郸城县教育品牌名扬
全国，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优秀兵员。
为了增强郸城学生的爱国情怀，县
人武部以国防教育强县、 兵员强县
为宗旨，让学生们接受国防教育、铸
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
硬作风，努力成长为高素质人才、国
家栋梁。

军训中， 县人武部还开展急救
能力训练，筑牢生命防线。教官为学
生们讲解包扎时需要掌握的方法和

技巧， 带领学生们亲自动手尝试头
部帽式包扎、胳膊包扎。教官通过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们进

行急救技能培训， 鼓励学生们积极
参与实践操作。

“推掌、出拳、踢腿。 ”教官指挥
学生们进行军体拳训练， 学生们一
举一动专业有范，一招一式、一拳一
脚气势如虹，展现了坚韧不拔、顽强
拼搏的斗志， 尽显阳光少年的英姿
飒爽和意气风发。

特别是轻武器射击训练 ，让
学生们了解轻武器的战斗性能 ，
掌握卧倒 、举枪 、瞄准 、击发等射
击动作要领 ， 达到在军训课上能
“开枪 ”的效果 ，把从军报国的种
子种在学生心田。

“国无防不立 ， 善教得民心 。
我们组织专业而优秀的退役军

人对学生进行军训 ，并开展国防
教育 、党的纪律教育 ，对入学新
生非常有意义 。 ”郸城县人武部
负责人说 。

学生们正在进行轻武器射击训练。 记者 徐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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