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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保苗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卫东

区支援来的 3台环卫罐车已经投

入“战斗”、平顶山市林业局支援

枣林镇张营村的 3台水泵也已派

上用场……6 月 14 日，在舞钢市

夏播抢种保苗工作微信群里，一

条条信息传来，相关部门科学调

度、抢种保苗有序开展。

当天，骄阳似火，酷暑难耐，

位于舞钢市杨庄乡郜林村、尚店

镇顶门村等地的麦田里，一台台

环卫罐车穿梭于取水水源地和

农田间，对不具备灌溉条件的地

区轮番开展送水抢种保苗。

舞钢市北部平原乡镇水利

设施较为完善，农田基本应浇尽

浇，而南部处在浅山丘陵区的杨

庄、尚店、尹集等乡（镇、街道）的

大部分麦田，因为不具备水利灌

溉条件，抢种保苗工作面临不小

挑战。

6 月 16 日前，针对持续高温

天气给秋作物播种出苗带来的

不利影响，舞钢市统筹调度辖区

各单位、各企业的环卫罐车，利

用罐车浇灌的方式推进不具备

灌溉条件地区的播种进度，解决

水源缺乏地区农田用水问题。

该市加强组织领导，由农业

农村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属地乡

（镇、街道）等成立罐车抢种保苗

工作小组，全面负责罐车抢种保

苗工作，由专门调度人员根据辖

区灌溉条件和播种进度，合理安

排罐车的运行线路和时间。

该市做好统筹调度，在域内

调用 54台可用罐车的基础上，配

合平顶山市协调卫东区环卫部

门的 3台车辆，选取可靠水源，确

保水质符合农田灌溉要求，根据

干旱程度和实际灌溉条件设置

罐车的喷洒量、喷洒范围等，以

保证达到秋粮播种要求；及时对

罐车喷洒后的土壤含水量做好

监测，确保喷洒量满足秋粮出苗

需求。

该市罐车抢种保苗工作小

组还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和气

象部门的合作协调，每日定期获

取气象部门提供的降雨、气温等

气象数据，根据气象数据及各乡

（镇 、街 道）播 种 进 度 、灌 溉 条

件，调度罐车的行进路线及工作

时间，为抢种保苗工作提供科学

参考。

57台环卫罐车送水到田间
舞钢市全力以赴抢种保苗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6月 16

日，一场久违的降雨让石漫滩水库

流域旱情有所缓解，至此，该水库

为期半个月的补水抗旱工作稍作

停歇。自 5 月 31 日开闸放水至 6

月 16日 8时，石漫滩水库运行中心

已 累 计 向 下 游 补 充 抗 旱 应 急 水

701 万立方米，灌溉农田 8 万余亩

（1亩≈666.67平方米），切实提高了

抗旱水源的利用效率，使有限的水

源发挥了最大效益。

在汛前对闸门启闭设备、检修

门机和备用发电机组进行现场试

车运行的基础上，石漫滩水库运行

中心对水库大坝、溢洪道、底孔、廊

道等进行全面排查，并对供电线路、

变压器、雨量站运行情况等进行细

致排查，对洪水预报调度软件、雨水

情遥测自动化软件、卫星电话等进

行运行测试；及时修订完善方案、预

案，编制完成汛期调度运用方案、防

汛抢险应急预案、大坝安全管理应

急预案等，增强预案针对性、时效

性和可操作性。

该中心备足防汛物资，对达到

储备年限需报废的物资，按照程序

及定额要求及时报废补充更新，加

强防汛仓库规范化管理，完善防汛

物资出入库登记相关手续。

该中心适时完成水库防洪库

容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水

库防洪效益，提高水库拦蓄能力，

委托专业测绘公司对水库进行淤

积测量和库容曲线复核；启动数字

孪生工程建设，搭建智慧水利工程

体系，提高“五预”能力。

补水701万立方米 灌溉农田8万余亩

石漫滩水库发挥水利效能

6 月 16 日降雨前，舞钢市部分

区域最高气温升至 40℃，传统香菇

种植大乡杨庄乡的数千座香菇种

植大棚迎来大“烤”。

“香菇发菌培养阶段如果遭遇

高温天气，菌棚温度持续在 32℃以

上极易发生‘烧菌’现象，一定要做好

不利天气的应对防范，为香菇种植产

业提供科学有效的保障措施。”杨庄

乡党委书记赵巨博在乡里的微信

工作群里发出提醒。

近年来，杨庄乡采取“基地+农

户+专业技术团队”的方式大力发

展食用菌产业，叶楼、五座窑、郜

林、臧坪等村已走上香菇种植规模

化之路。

位于叶楼村的金菇菌业公司，

是杨庄乡乃至舞钢市的香菇种植

龙头企业。连日来，公司负责人王

晶第一时间敞开技术大门，为大家

提供帮助。

当天，在金菇菌业公司的会议

室里，不少香菇种植户前来咨询求

教。王晶耐心提供高温下香菇的

种植“凉”方：“温度升高会使菌丝

呼吸速率加快，菌袋内氧气不足，

菌丝细胞启动无氧呼吸，一方面产

生大量乙醛、乙醇和乳酸等有毒代

谢产物，另一方面产生大量热量使

菌袋内的温度进一步升高，致使菌

丝活力和抗性下降甚至死亡。同

时，杂菌滋生还会导致菌棒污染甚

至腐烂。因此，最大限度降低菌棚

内温度、定时进行通风换气是当前

的关键选项。”种植户认真听讲、仔

细记录。

王晶还给出了具体建议：“应

对高温干旱天气的措施第一是温

度控制，通过增加菌棚顶部及四周

遮阴层厚度或搭设双层遮阳网，减

少热辐射增温，保持通风，并在菌

棚顶部安装喷水带喷淋降温、地面

喷水蒸发降温；第二是调整技术措

施，减少菌棒摆放层高，尽可能近

地面摆放以利用地面温湿度条件，

同时在高温期严禁刺孔、搬动菌

棒，以免引起菌丝呼吸代谢加快产

热增强，加剧菌棒高温烧菌；第三

是保持室内湿度，在菌棚内设置水

喷头，每隔一段时间喷一次水，增

加空气湿度。”

通过技术指导和科学应对，该

乡香菇种植形势有序平稳。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杨庄乡:菌棚降温有“凉方”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关素昭）“编筐编篓，重在

收口”。6月 17日，本学期已近尾声，舞钢市一高周密部署、

精心安排，确保期末各项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该校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通过开展“我的大学我的

梦”“我要上高三啦”等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在重要节点加强师德建设，通过召开全体

教职工会议和发送期末工作纪律提醒短信等形式，对全体

教职工进行纪律提醒和期末复习备考指导，营造积极向上

的期末校园氛围。

该校常态化加强教学管理，利用集体教研和集体备

课，对复习课进行研究，切实提高课堂效率和复习效率；

加强安全工作，在做好期末复习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

安全教育特别是防溺水教育、消防安全教育和交通安全

教育，全面进行安全隐患检查，确保安全防范措施落实

到位。

周密部署 精心安排

舞钢市一高加强期末管理

本报讯 （记 者 杨 德 坤）连日

来，舞钢市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点

点“橄榄绿”跃动的身影，他们头

顶烈日、脚踩泥泞，忙着帮群众

收麦、装袋，修机井、拉管子，抗

旱浇地，成为“三夏”生产的亮

丽底色。

自“三夏”工作开展以来，舞

钢市积极组织民兵成立“三夏”

帮扶队，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和 民 兵 自 身 优 势 ，深 入 田 间 地

头，奋战在麦收前线，帮助困难

户、军烈属、外出务工家庭、孤寡

老 人 等 困 难 群 体 做 好 夏 收 夏 种

各项帮扶工作。

枣林镇张卜庄村村民王迅身

体不好，丈夫在外务工，麦子收割

后，眼看邻居家都在忙着浇地抢

种，她却犯了愁。正当她一筹莫展

之时，该村民兵张光亮主动与她联

系帮她浇地，不到一天，几亩地便

全部灌溉完毕。“俺家本身干活的

人就不多，我又干不了重活。关键

时候，咱们民兵真是帮了大忙了!”

王迅说。

目前，该市民兵“三夏”帮扶队

累计帮扶 1200余户。

地头“橄榄绿”“三夏”显担当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王丽）“多亏乡里、村里党员

干部没日没夜泡在田间地头，夏收夏种才能这么及时顺利。

看这长势，后期管理好，秋季又是个丰收季。”6月 12日上午，

看着自家麦茬地里刚刚冒出的一片嫩绿玉米苗，武功乡大李

庄村村民李天喜说。

“种玉米和种小麦不一样，早一天和晚一天差别大得很，

所以说咱不能等、不能靠，得自己想办法。”村党支部书记李金

定说，“在这次的禁烧抢种工作中，村里党员包户网格化管理

机制得到充分激活和发挥，收到了很好效果。”

针对当前持续的高温天气，武功乡不等不靠、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把本次禁烧保秋工作作

为检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的一块“试金石”，充分发挥基层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机关全体党员

干部全员下沉到各村田间地头，协助开展秸秆禁烧工作和抢

种保秋工作。

根据当前秸秆禁烧形势，该乡成立秸秆禁烧工作专班，结

合各村地理位置，划分成东西两个禁烧片区。各片区又分成

4个禁烧小组，全体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都充实到班、到片、

到组，与各村党员干部一起参与秸秆禁烧值班值守，并统筹指

导抢种保苗工作。

各村灵活运用党员包户网格化管理机制，实现秸秆禁烧

和抢种保苗分包到人到户到地块，确保不让一个农户在抢种

保苗中掉队。

该乡 22个村均成立党员帮扶先锋队，精准对接各自村的

困难户、无劳力户、高龄户等，帮他们收割麦子、浇水灌溉，抢

播抢种；同时，各村的志愿者组成义务巡逻宣传队，手持大喇

叭宣传秸秆禁烧和抢种保苗的重要性，鼓励大家不等不靠，充

分利用现有河流、沟渠、机井、石漫滩自流灌溉系统等供水设

施积极主动抢种。

武功乡：

禁烧抢种两不误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6月 16日前，高温和旱情给枣林镇

秋作物抢种生长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为此，枣林镇驻村干

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力以赴帮年老体弱监测户解决浇地

难问题。

在田间地头，该镇动员各村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对所有可利用的浇灌机井进行排查维修，最大限度为群众抢

种保苗提供便利；要求各村组织党员干部成立抢种保苗工作

队，帮助无机械设备、无劳动能力的群众做好帮扶工作，确保

抢种保苗工作顺利进行。“感谢村里组织党员干部帮我浇水，

我这几亩玉米今年是要丰产了。”袁庄村监测户苗随有说。

该镇喜庄村、晃张村、袁庄村等的驻村第一书记联合行

动，发挥水利部门和困难群众纽带作用，汇集群众用水需求，

发现并解决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清理渠中淤堵杂物，确保应浇

尽浇。该镇境内东、西干渠先后开闸放水，沿途 22个村的近 4

万亩耕地在 6月 16日前得到了有效灌溉。

枣林镇：

党员干部帮扶浇地
“及时水”润田润心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6月 14日，在舞钢市政务服务大

厅，舞钢市市场监管局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中心服务窗口，

前来办理业务的企业人员只需拿着相关资料就能轻松办理

执照。“我们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统一发证，

提高审批效率，打造‘一站式服务’企业开办新平台，破解

‘准入容易准营难、办照容易办证难’，营造便利化营商环

境。”窗口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该市不断完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机制，畅通

企业诉求反映渠道，从政务服务与保障机制、市场秩序、

发展安全等方面，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推动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

企业开办有速度，企业运转同样有保障。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奖补政策出台后，该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科工作人员马不停蹄走访企业，面对面和企业负责人

沟通，了解生产经营状况，讲解最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奖补政策，鼓励企业开展专利、商标挖掘和申报工作，

进一步提高企业政策类奖补知晓率，转化为现实效益

服务企业，帮助企业实现政策有效对接，助力企业高质

量发展。

“结合市场监管职能，细化措施，责任到人，从行政审

批、登记注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等方面入手，多点发力，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以赴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秉承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的理念，坚持‘温度’与‘力度’相结合

的原则，寓监管执法于服务指导，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

市高质量发展筑根基、增动能。”舞钢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姜

耀军说。

此外，该局还将食品经营许可审批权下放到属地市场

监管所，让审批再提速、环节再压缩；加大经营主体培育力

度，免费为新开办企业刻章，缩减企业开办成本，并推进跨

区域合作，与舞阳县市场监管局签订协议，为经营主体“异

地”办理证照。不仅如此，服务窗口还先后推出“首违不罚”

执法制度、个体工商户住所申报承诺制度，宽严相济、柔性

执法，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持续创新政务服务模式，优化政

务服务流程，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舞钢市优化市场监管服务
为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随着气温升高，外出游玩、戏水

的孩子越来越多，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也随之进入攻坚

期。连日来，寺坡街道未雨绸缪、统筹部署，扎实开展好未

成年人溺水预防工作，切实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6月 12日上午，寺坡街道龙泉社区、奋飞社区的志愿者

带着游泳圈等救援设备，到石漫滩水库北岸进行巡视，并向

在此纳凉的市民发放防溺水宣传资料。

“进入夏季，天气炎热，又到了防溺水的关键时刻。按

照街道办事处的统一部署，我们到水库岸边进行防溺水宣

传，提醒家长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到水边玩耍、

游泳，做好孩子的安全防护。接下来，我们社区将坚持 24

小时志愿巡逻，不间断地在水边进行安全巡视。”奋飞社区

党支部书记张国欣说。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溺水事故发生，寺坡街道组织志

愿者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水”系列活动，向居民、学生

发放防溺水安全知识资料 500 余份，提醒家长和监护人

提高防范意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并加大对重点水域的

巡查力度，补齐配全相应的救援设备，切实保障未成年

人夏季安全。

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

6月 14日，医务人员在宣传无偿献血。

在第 20 个“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舞钢市医疗机构

的医务人员和社区居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彰显社会大

爱。 段泓涛 摄

无偿献血显大爱

6 月 14 日，田岗灌区灌溉助农志愿者在排查一处水闸。田岗水库运行中心发挥调水管水职能，最大限度保

障灌区用水，为抢种保苗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排查水闸 保障用水

6 月 16 日，舞钢市水利部门组织人员对尹集镇尹集村的供

水管网进行维修，确保群众供水安全。

舞钢市水利部门等排查并落实好供水应急措施，组织人员

对整改成效进行核实，对供水情况进行走访，掌握供水实际情

况，确保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彻底解决不反复。

当天，该市对尹集、武功及尚店等乡（镇）个别村增压、抢修

设备管道 5处。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走访核实保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