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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偏南风 2级到 3级，最高气温

31℃，最低气温20℃

5 月 21 日上午 9 点多，一台收

割机在叶县常村镇月台村二组村

民闫秀荣家的 10亩（1亩≈666.67平

方米）麦田里忙碌，59 岁村民杨献

民的四轮车停在田间。看到收割

机停下，杨献民就赶紧开过去。不

一会儿，刚刚收获的麦粒就装满了

车子。

“我给你拉过去，家里还有人帮

你晾晒。”麦粒满车，杨献民边开车

边对闫秀荣说。

在村内的一块空地上，杨献民将

麦粒卸下来后，60 多岁的村民牛国

协便带着几个人把粮食摊开晾晒。

“这些年，都是俺组里的人帮着俺

干的，不然俺还得让孩子回来收麦。”

闫秀荣感慨地说。

闫秀荣今年 59 岁，一只手有残

疾，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全家 9口人

7口都在外地。

“现在有机器收得也快，让孩子们

从千里外赶回来不划算。”杨献民说。

月台村二组有 100多口人，户主全

部姓杨，其中一半在江苏昆山务工，老

人、妇女和孩子在家留守，平时相处融

洽，有事儿都相互照应。随着农业机

械化程度的提高，抢收抢种工作也变

得轻松起来。

抢收抢种时间紧迫，谁家有事有

困难了咋办？该组村民达成邻里互助

协议：无论给谁家收麦，大家都要根据

自己的能力伸把手。

杨 献 民 会 开 拖 拉 机 ，家 里 购 置

了 四 轮 车，平时靠着它运输肥料和粮

食。当天，月台村二组的麦子开始大面

积收割，他便一早来到田间地头，与其他

机手轮流运粮食；另有一帮人帮着摊晾

麦子。

“这么多年，俺就没有操过麦收的

心，孩子们也没有回来过。”闫秀荣说。

“由于邻里亲如一家，有事大家商量

着来，这个组的啥事儿都好办。”村党支

部书记白小娟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邻里互助 同心收麦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5 月 21

日，从鲁山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传

来消息，该县已组织联合收割机

450 台、拖拉机 4000 多台、秸秆粉

碎还田机 600台、打捆机 200多台、

播 种 机 5000 多 台 ，全 力 备 战“ 三

夏”生产。

为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

仓，秋作物适时播种，鲁山县农业机

械技术中心积极行动，多措并举，扎

实做好农机服务保障工作。

该中心严格按照联合收割机

跨区作业管理办法等规定，对申领

人员和机车信息通过全国农机化

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登记备案，目前

已免费为机手发放联合收割机、插

秧机跨区作业证 139 张；组建两支

“三夏”农机服务队，到农机合作

社、农机大户和田间地头开展农机

技术、安全生产指导服务，帮助机

手维修保养农机具，为返乡创业大

学生机手杜梦圆提供技术物资保

障。目前，该中心已指导帮助群众

维 修 保 养 机 车 及 机 具 300 余 台

（套），张贴农机安全生产彩页 500

份，发放农机安全驾驶操作读本

800本。

此 外 ，该 中 心 还 建 立 县 、乡 、

村农机网格化管理和“三夏”应急

值班制度，保证值班电话畅通，及

时帮助协调解决农户、机手在作

业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汤阴

县签订农机应急互助协议，麦收

时遇到紧急灾情，开展应急救援

互助。

鲁山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

厉兵秣马备战“三夏”

风吹麦浪丰收景，乡村田野遍地

黄。5 月 21 日，在宝丰县前营乡北郭

庄村，金黄的麦穗随风翻滚，5台联合

收割机开足马力，在麦田中来回穿

梭。一会儿工夫，满载而归的收割机

便停靠在田头，将麦粒倒进路边等候

的车里。

为做好“三夏”生产，前营乡提前

谋划、科学部署，及时召开“三夏”工

作专题会议，成立工作专班，明确任

务重点，组织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

100 多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麦情，做

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依托禁烧指挥

部与小麦机收接待站，及时登记作业

人员相关信息，全力做好用水、用电

等方面服务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

机手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各村

成立“三夏”志愿者服务队，为困难家

庭及家中无劳动力的弱势群体提供

收割服务。

“今年，我们共种植小麦 2.6万亩，

已收割 6000 余亩。”前营乡党委书记

王冰说。

当天，该县石桥镇交马岭村的麦

地里也是一派忙碌景象。

“今天是第二天收割，俺村调来了

十几台联合收割机，收割完直接晾晒，

估计一周时间全村小麦就能收割完

毕。”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二臣介绍说，

如今，农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角”，不

仅省时省力，还能有效提高生产效

率。小麦在收割的同时，秸秆就地粉

碎还田，为后续种植玉米等农作物提

供保障。

作为宝丰县的“粮仓”，石桥镇今

年大力推广小麦耕、种、防、收全程机

械化技术，共种植小麦 5.2 万亩（1亩≈
666.67平方米），从 5月 20日开始自西

到东陆续开镰。

（本报记者 巫鹏 通讯员 柴亚品）

风吹麦浪好“丰”景

5 月 17 日，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

预警，我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直逼 40摄

氏度。高温高热之下，与劳动者切身利

益相关的高温津贴发放又成为人们热议

的话题。近期以来，各地关于发放高温

津贴的消息也持续引发关注。

根据我省相关政策，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高温津贴补贴标准提升为每人

每工作日 15 元，并连发 4 个月。据劳动

监察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根据相关行

业特点，这一津贴发放的主要对象为建

筑工人、快递员、露天环卫工人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高温津贴是

企业单位依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要求，给予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法定

劳动津贴。但在实际执行中，仍有部分

企业和个人无视法律法规，对相关津贴

进行克扣或者不发。在相关消息的评论

区中，有网友留言“户外工人真的收到过

高温补贴吗”“只有一天一块钱，三个月”

“仨月 90 块，要不要无所谓”“希望对特

殊工种也有所照顾”，也有网友直接评论

“没有”。由此可见，让高温津贴落地落

实，还需努力。

不发或少发高温津贴现象的存在，一

方面是由于有些企业和用人单位法律意

识薄弱，对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够重视，另

一方面是由于高温津贴额度不高，多数劳

动者不会为“小钱”而耗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去与违法企业或个人对簿公堂。

高温津贴的足额发放，彰显着用人

单位的社会责任感，也显示着城市服务

的温度。相关政策能否落地，考验的是

用人单位和企业的良知，接受检验的则

是相关部门发挥法律法规约束作用的举

措实效。

酷暑之下，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建

筑工人……相关职业及其从业者是我

们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是我们生活幸

福感的重要支撑。然而，由于从业人员

流动性较大、临时工基数大、受教育程

度不高等因素，能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者少之又少。希望相关部

门积极作为，加大引导宣传力度，提高

劳动者权利意识，引导全社会形成关心

关爱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以法律为准绳，做好做细相关工作，设

立公布投诉举报电话、邮箱等，让劳动

者投诉“有门”、举报“有路”；及时发放

提醒书，对相关行业及其负责人做到

“常提醒+勤督查+严惩处”，让高温津

贴发放落地落实，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心

有慰藉、身感清凉。

焦葵葵

让高温津贴落地落实

本报讯 （记者王孟鹤）5 月 21

日，从市城市管理局传来消息，从

即日起，市城市管理局开展“人民

城市人民管 人人争当采集员”活

动，邀请市民朋友积极对城市管理

工作建言献策，解决在城市管理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市民通

App”和“掌上鹰城 App”，将身边

发现的公用设施、道路交通、市容

环境、宣传广告、园林绿化等城市

管理问题及时反映至市城市管理

局智慧城市运行服务中心。

市城市管理局智慧城市运行

服务中心将及时予以解决，每月对

上报问题数量前 50名市民分别给

予 50元、80元、100元的话费奖励；

每半年评选“城市管理热心市民”

50名，颁发证书，并致信感谢所在

工作单位，通过媒体广泛宣传；每

年开展一次“智慧城管市民开放

日”活动，邀请各级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城市管理热心市民”参加，

颁发城市管理监督员聘书。

人民城市人民管 人人争当采集员

市城管局邀请市民“挑刺儿”

本报讯 （记者程颖）近日，从

市房产事务中心传来消息，河南省

委社会工作部、河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近日公布了省“红色物业”示

范点名单，我市5家单位上榜。

卫东区东安路街道获评“红色

物业”示范街道，湛河区马庄街道

电力社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应

滨街道建业社区获评“红色物业”

示范社区，春华国际茗都小区、汝

州市万基名家小区获评“红色物

业”示范小区。

省委组织部、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强调，各街道、社区要认真落

实物业管理属地责任，指导监督辖

区内物业管理活动，积极推动所辖

小区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

会或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推动业

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成立党组

织，建立健全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

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

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形成社区治理

合力，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城市基层

治理水平。

我市5家单位上榜

省“红色物业”示范点名单揭晓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为生动

展现最美家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良好风貌，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5 月 20

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妇联召

集镇（街道）妇联主席和村（社区）

妇联主任 50 余人，在滍阳镇开展

“最美家风润万家”家风家教宣讲

活动。

活动现场，平顶山市最美家庭

获得者——应滨街道花山村村民

阙艳娜，围绕长辈如何勤俭持家，

家庭成员如何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及良好家风对晚辈产生的积极影

响等进行讲述，倡导大家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做良好家风家

教的传承者、弘扬者、践行者，以好

家风促进好民风。

滍阳镇妇联副主席刘二娟分

享了《周恩来的家风家规》，活动

现 场 还 播 放 了 家 庭 廉 洁 微 电 影

《悔》。

妇女干部纷纷表示将从典型

案例中深刻反思，不仅要带头做

好“贤内助”，而且要当好“廉内

助 ”，与 家 人 和 辖 区 妇 女 共 同 守

护好“廉洁门”，筑牢“防火墙”，

营造健康清廉的社会风尚。

以好家风促好民风

示范区妇联举办宣讲活动

几天前，一场大风席卷河南，郏县

茨芭镇部分地区风力达到 10 级，正待

成熟的麦子一部分倒伏。倒伏的麦子

还能不能用机器收割？

5月 18日，在茨芭镇东姚村南的麦

地里，村民姚石头面对倒伏的小麦束手

无策。

姚石头是村里的种粮大户，今年种

了 25 亩（1 亩≈666.67 平方米）小麦，村

南的 10 亩小麦由于受到大风影响，用

他的话说“像石磙碾过一样”。

现在村里没有打麦场，人工割麦也

不现实，要是不能用机器收割，这块地里

的麦子该怎么办？

“割是能割，但收费要高些。”站在

倒伏的麦地前，姚石头领来的机手张宗

亮说。

张宗亮住在茨芭镇天城洼村，去年

在县农机部门的支持下买了一台收割

机，和儿子一起为周边农户收割小麦。

“倒伏的麦子不好割，要割就得把

车头的割刀压得很低，我们这里是山

岗地，割倒伏的麦子车子不敢跑快，浪

费油不说，万一割刀碰住石头就得停

下来修理。”说起涨价的理由，张宗亮

满腹苦衷。

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每亩 80 元

的价格成交。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倒伏的小麦被一

点点卷进机器。之后，麦粒从收割机里流

出，装满了姚石头停在地头的三轮车。

姚石头从衣袋里掏出钱，数了 800

元交到张宗亮手里说：“村西还有 5亩，

下午你要是去割麦就给我打电话，还用

你的收割机。”

（本报记者 张鸿雨 通讯员 李世旭）

倒伏的麦子也能机收

5 月 21 日上午，郏县李口镇小

昝庄村瓜果种植大棚内，技术员在

查看甜瓜新品蜜露的长势。

近年来，小昝庄村聚焦“五星

支部”创建目标，采用“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采摘+加工+运输+销

售”的生产经营模式，以党建链赋

能产业链，助推乡村产业提档升

级，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百

万元。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种出美好生活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近日，

从市图书馆传来消息，为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营造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浓厚氛围，

以诵读的形式礼赞家乡、歌颂祖

国，厚植家国情怀，感悟 红 色 精

神 ，增 强 文 化 自 信 ，我市将举办

“红 心 向 祖 国 ”平 顶 山 市 诵 读 大

赛。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主办，市图书馆、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市图书馆学会承办。本活

动为公益活动，不收取费用。活动

面向全市广大诵读爱好者，共设 5

个组别，分别是幼儿组（4—6 岁）、

少儿组（7—12岁）、青少年组（13—

17 岁）、成人组、银发组（女：50 岁

以上，男：60岁以上）。

参赛诵读时鼓励穿插舞蹈、吟

唱、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以进一

步提升诗文诵读的艺术表现力，参

赛篇目时间控制在 5 分钟以内。

咨 询 电 话 ：0375- 2582669、

7030929。

红心向祖国 邀你来诵读

5 月 21 日，一辆收割机在湛河区荆山街道辉

岗村一侧的田间收割小麦。

时下，我市近郊小麦渐次成熟，农户

纷纷趁时抢收。荆山街道组织各村

成立志愿者服务队，帮助独居、

空巢老人和家中缺少劳动

力的家庭收割小麦。

本报记者 姜

涛 摄

田间来了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