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牛祎

蓓）5月 31日，走进观音堂林业生态旅

游示范区大石扒村，成片的麦子已经

成熟，麦穗颗粒饱满。

“今年我种了 3亩麦，本来想着过

几天收，今天村干部专门来通知我过两

天有雨，让我赶紧收。现在俺家的麦马

上收完了，解决了俺的心头大事……”

正在收麦的村民李中锁说。

该示范区位于宝丰县西部山区，

因为地势原因，部分麦田无法使用农

业机械进行收割。连日来，农户抢抓

晴好天气，采用机械和人工收割并行

的方式进行抢收。

为切实做好“三夏”生产工作，保

证小麦颗粒归仓，该示范区提前召开

夏粮抢收工作会进行部署，成立夏粮

抢收工作专班，建立示范区干部包

村，村干部包网格，网格人员包户、包

地块的分级负责制度，80余名党员干

部奔赴分包村指导小麦收割，深入田

间地头动员农户抓住有利时机尽早

收割小麦。

“我们是洛阳市宜阳县的收割机

司机，咱们观音堂的服务真好，不仅

为我们提供食宿、发放慰问品，还有

一定的补贴，真暖心。”农机手史雷

雷说。

由于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

该示范区想方设法协调收割机，为外

来的农机手发放山区补贴，并为他们

提供食宿、道路保障、气象预警、用油

优惠等服务。

“我腿部残疾，行动不便，父亲今

年 70 多岁了，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要不是服务队来帮忙，我这块地三天

也割不完。”看着在田间忙碌的应急

抢收服务队员，大石扒村村民李晓魁

感动地说。

为做好抢收兜底保障工作，该

示 范 区 成 立 了 以 每 村 15 人 为 一 组

的 应 急 抢 收 服 务 队 ，奔 赴 田 间 地

头，及时为困难群众和交通不便的

群众提供应急抢收服务，确保应收

尽收。

观音堂示范区：

干部包村来服务 志愿帮扶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朱盈

盈）5月 31日，在闹店镇西牛村的麦田

里，收割机正忙着收割小麦。连日来，

该镇 4万余亩（1亩≈666.67平方米）小

麦陆续成熟，全镇上下抢抓有利时

机，精心组织、迅速行动，全力以赴抢

收。

该镇成立 4 支麦收突击队，组织

收割机械 80台，每支突击队配备农机

维修员、安全员、宣传员和联络员，构

建完善的农机作业服务体系。突击队

到田间地头协调农机，帮助群众引机

进地、电话统筹调度，确保机械安全快

速到达收割地块，及时开展小麦抢收

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帮助群

众在通村道路、文化广场、学校操场、

闲置厂房、平房屋顶、房前屋后等场所

抢天晾晒，引导群众将收割后的小麦

摊薄勤翻，防止直接堆积造成发热霉

变。由机关干部、党员、村干部组成服

务队，开展“温情帮扶”志愿服务，对各

村在外务工无法返乡人员、特殊群体

和现有劳动力进行摸底排查，建立帮

扶台账，帮助困难群众协调农机、抢收

小麦、晾晒转运。

闹店镇：

麦收突击队
田间奔走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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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朱亚

旭）5 月 30 日晚，在收看收听全市“三

夏”工作专题视频调度会议后，县委书

记王代强主持召开全县“三夏”生产工

作会议，传达省、市夏收工作会议精神，

对全县近期“三夏”生产工作进行部

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景华、县政协

主席汤红漫等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王代强要求，一是切实提高思想

站位。充分认识当前夏收工作的严

峻形势，近期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三

夏”生产、夏粮收割会战上来，坚持夏

粮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松。二

是精准开展抢收工作。所有县级领

导干部及乡（镇、示范区）、村干部都

要压实责任，以上率下，制订措施计

划，精准指导夏收工作，确保最大限

度止损。县农业农村局要向每个乡

（镇、示范区）都派出科技人员，为群

众提供精准服务，为夏粮抢收解难释

惑 。 三 是 落 实 工 作 责 任 。 联 系 乡

（镇、示范区）的县领导近几天要坐镇

指挥，乡（镇、示范区）领导干部要全

力以赴，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

集中时间、人力和物力，坚决做好小

麦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四是工

作要形成合力。各相关单位要以“三

夏”生产工作为重，坚持夏收、夏种、

夏管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紧盯天

气信息，立足于早、立足于快，选良

种、抢天时、施好肥、重管护，确保玉

米等秋粮作物播种不误农时、苗匀苗

壮，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王代强强调，粮食安全关乎国计

民生，保障粮食安全是一项严肃的政

治任务，不容有失。要迅速开展麦收

工作，全力加快抢收步伐，统筹谋划烘

干收储及夏粮收购，最大限度保障群

众利益，确保全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

大局安全稳定。

宝丰县安排“三夏”生产工作

加快抢收步伐 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王旭

歌）5 月 29 日下午，在张八桥镇东火

山行政村郭岭自然村的麦田里，农技

人员正忙着察看小麦生长情况。

为最大限度减少降雨带来的影

响，该县把麦收作为当前的头等大

事，及时发布《做好当前小麦生产紧

急通知》，千方百计、克难攻坚，确保

夏粮颗粒归仓。

该县加强预警和监测，气象部门

及时发布气象信息，做好灾害预警。农

业农村部门实行班子成员分包乡镇工

作制度，深入田间地头，指导乡、村两级

排查辖区内小麦成熟情况，结合气象信

息，研判每个村、每块地的收获时间。

对有萌动发芽迹象的小麦，抓住降雨暂

停间隙，尽快抢收、烘干晾晒。

同时，该县积极有序组织机械抢

收 。 县 农 机 部 门 与 各 乡（镇 、示 范

区）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强化对农

机手的管理，切实做好农机调度工

作，组织快收抢收。积极组织人力

物力，摸排辖区内烘干设备的分布、

运转情况，做到应登记尽登记、应运

转尽运转，确保小麦收获后及时烘

干，不发生霉变。

此外，该县加大互助帮扶力度，

在各乡（镇、示范区）成立“三夏”生

产党员志愿服务队，对老弱病残和

家中无劳力的农户摸清底数，进行

结对帮扶，确保小麦收获不落下一

户、夏种不落下一块田，做到应收尽

收、应种尽种。

截至 5 月 31 日 18 时，该县累计

收获小麦 19.5 万亩（1 亩≈666.67 平方

米），夏种完成 4.5546万亩。

加强预警监测 加大帮扶力度

宝丰县千方百计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李

洪昌）5 月 29 日上午，县妇联联合

县人民检察院到肖旗乡初级中学

开展“关爱儿童 法护成长”法治宣

传活动。

当天上午，县人民检察院第

五检察部副主任兼未成年人检察

办公室主任李亚军就明晰法律与

自身的关系、民事责任及刑事责

任年龄构成、预防性侵害、抵制校

园欺凌、远离校园贷等方面，结合

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

深入剖析，以案说法、以例释法，

以 学 生 喜 闻 乐 见 的 方 式 宣 讲 宣

教、互动交流。县妇联干部结合

工作实际，向大家讲解在日常生

活工作中怎样运用法律武器更好

保护自己。

听了这堂普法宣传课后，肖

旗乡初中学生梁子怡说：“今天的

活动让我受益颇深，作为未成年

人，非常有必要学习法律知识，增

强法律意识，让法律为我们保驾

护航。”

近年来，宝丰县妇联高度重视

普法宣传活动，先后在全县开展

“ 巾 帼 法 律 明 白 人 ”培 训 63 场

（次），6600余人次参与；开展线下

法律宣传活动 20 场（次），发放法

律宣传手册 10000余份。

法治宣传走进肖旗乡初级中学

关 爱 儿 童 法 护 成 长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原

晋洋）“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意义，平

时我和社区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也会捡拾垃圾、爱护环境，大人都

会夸我们。”5月 26日，被评为社区

文明小使者后，西城门小学四（4）

班学生谷馨田高兴地说。

为了动员更多力量参与文明

创建，当天上午，宝丰县委统战部

联合城关镇大寺社区和西城门小

学，将日前选出的 7名优秀小学生

聘为社区首批文明小使者。

“文明小使者聘任活动是继我

们对分包小区进行硬件环境提升、

成立业主委员会、选出楼栋长之后

的又一创新举措。”县委统战部二

级主任科员赵要强说，通过“小手

拉大手”行动，既能加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主动宣传文明新

风，也能借助未成年人桥梁纽带作

用，把教育活动向社区、家庭延伸，

推动社区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县委统战部分包城关镇和谐

小区后，积极对接社区开展文明创

建工作，用心用情为民服务，受到

社区居民的好评。

“我们将联合学校在暑期陆续

开展‘家庭小孝星’和‘文明礼仪宣

传员’评选等一系列活动，探索长

效机制，将文明小使者聘任活动作

为分包社区的一项特色活动继续

做下去，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为全县的文明创建

工作添砖加瓦。”赵要强表示。

小手拉大手 共建文明城

7名小学生获聘社区文明小使者

55 月月 3131 日日，，石桥镇交马岭石桥镇交马岭

村村民杨白妮将收获的小麦装村村民杨白妮将收获的小麦装

车车。。

当日当日，，该村村民抓住晴好天该村村民抓住晴好天

气有利时机气有利时机，，积极抢收小麦积极抢收小麦，，并并

对收割的小麦及时烘干晾晒对收割的小麦及时烘干晾晒，，

确保颗粒归仓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巫鹏巫鹏 摄摄

抢抢 收收

5 月 24 日，前营乡袁庄村丰华

果蔬·五星工坊产业基地的吊瓜

丰收，村民抢抓时节进行采摘分

拣。

“五星”支部创建以来，该县围

绕“一村一品”，采取“党支部+合

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的发展模

式，推动产业振兴。截至目前，该

县成立农民合作社 411 个，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 317 个，梳理农业龙头

企业 31个。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发展特色产业

“五星”支部创建 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白

帅彬）5 月 31 日，在宝丰县龙王沟

乡村振兴示范区垂钓基地内，龙泉

寺村村民李拥军正在巡查。“每天

的工作就是在垂钓基地内巡查，为

前来钓鱼的钓友提供服务，每月能

挣 2000 多元，工作不累还能照顾

家。”李拥军说。

该垂钓基地是龙王沟乡村振

兴示范区开展“五星”支部创建以

来，围绕“五星工坊”建设，着力打

造的集观光、赏花、游览、垂钓、餐

饮、住宿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的

“农文之旅·五星工坊”项目的组成

部分。

为建设该工坊，提升经济效

益，龙泉寺村采取农户以土地经营

权入股实现保底分红的模式，把

2000 亩（1亩≈666.67 平方米）土地

流转给村合作社。村合作社与宝

丰县龙王沟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

同，由公司统一运营、统一管理，将

流转的土地连片种植油菜、油葵等

经济作物，在提升农业种植收益的

同时，将农田变成花海田园风景

区，打造乡村旅游品牌，推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

龙泉寺村将集体经济项目建

设房屋出租给宝丰县恒洋渔具商

贸有限公司，建成垂钓基地，每年

给村集体带来经济收益 8万元，同

时带动周边 20余户农户流转土地

210 亩种植牡丹、芍药等发展特色

花卉产业，并改建家庭民宿 22处，

使村民参与基地管理和饭店服务，

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据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党

工委书记赵振华介绍，该示范区通

过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延伸产业链

条，依托“农文之旅·五星工坊”项

目发展鱼饵加工、渔具生产等产

业，植入特色餐饮、传统手工艺、文

化创意、民宿经济等新业态，以农

塑文、以文兴旅，将工坊打造成为

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型产业发展

空间，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农文旅

的转变，将党建转化为乡村振兴的

“红色能量”。

龙王沟示范区：

党建赋能劲头足 产业兴旺“星”光闪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马钰

沛）5月 29日，在大营镇段寨村的麦田

里，收割机往返穿梭，一场与时间赛跑

的夏粮抢收行动正在进行。

为有效应对降雨对夏粮收获的不

利影响，大营镇超前谋划、提前部署，

全力打好“三夏”生产主动仗。

该镇坚持提前谋划，自 5 月 23 日

开始，由各工作区长负责，利用微信群

进行宣传，村“两委”干部、网格员逐户

动员，提前发动群众，营造全员抢收的

氛围，对愿意抢收的群众优先安排机

械进行收割。

同时，该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

早行动，5 月 23 日召开党政班子联席

会议，专题部署夏粮抢收工作；成立

“三夏”生产服务队，组织农技人员、包

村干部、第一副书记、网格员等 80 余

人为服务队员，专门负责发动群众抢

收、协调收割机械、服务农机手、协调

晾晒场地和帮助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

抢收等工作。抢抓降雨暂停的有利时

机，提前对接农机部门，联系收割机

80 余台，镇领导靠前指挥，带领“三

夏”生产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机

手做好道路指引、后勤保障等服务。

对收割等情况每天三次汇总上报，及

时掌握进度，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

块、播种一块。

大营镇：

与时间赛跑
从龙口夺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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