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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雷云晓）

“俺家的地和村里的机井房离得近，村干

部及时帮忙拉电闸扯好了管子，家里这

几亩地浇水很方便，今年这庄稼种下去

不发愁了。”6 月 14 日，看着涓涓清水顺

着管子流进自家玉米地里，宝丰县赵庄

镇刘庄村村民赵金木高兴地说。

为有效应对当前旱情，赵庄镇高度重

视、提前部署、不等不靠，及时安排镇村工

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做到应浇

尽浇、能浇尽浇，不误农时。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旱情影响，我们

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全镇农田灌溉机

井、沟渠进行摸排检修，配备抽水泵、柴

油机、管道等机动抗旱设备 60 台，科学

调度水源。”在刚刚灌溉完毕的农田边，

赵庄镇常务副镇长岳贯彪介绍说。赵庄

镇地理位置优越，依托“引汝入宝”工程，

持续开展沟渠疏通、治理工作。该镇利

用全域水系连通的优势，将水源合理引

进各村河塘沟渠，有效节约浇地成本，持

续增加灌溉面积和频率。

截至目前，该镇已投入抗旱人员

850余人，利用机电井 473眼。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

时灌水补墒，抢墒抢种，造墒护

苗，不误农时种好秋粮，为秋

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赵

庄镇党委书记兰华表示。

赵庄镇

抗旱“解渴”有良方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吴一

铭）6月 18日，县委书记王代强主持召

开中共宝丰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

小组全体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中央、省委、

市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

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全 面 做 好 全 县 2024 年 统 一 战 线 工

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

的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和 2024 年

中央、省委、市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安排部署了统一战线重点工作，有关

单位作了交流发言。

就做好全县统一战线工作，王代

强强调，一要以更高站位凝聚思想共

识。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战略

高度，深刻认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

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

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

会议精神，自觉把统一战线放在“两个

大局”中来考量、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这个最大的政治中来谋划、放在团

结奋斗的时代要求中来推进，进一步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切实提高统战工

作科学化水平。

二要以更强担当服务发展大局。

要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围

绕全县中心工作，完善知情明政、考察

调研、协商反馈等工作机制，引导党外

代表人士积极建言资政。要发挥“联

系广泛、渠道畅通”作用，招引更多企业

家和人才到宝丰县兴业投资，助力宝丰

县产业做大做强。要发挥“团结引领、汇

聚力量”作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

极参与“光彩”行动，服务社会献爱心、展

风采。同时，要最大限度把各方智慧力

量汇聚起来，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

同心圆、激活最大创造力。

三要以更实举措推动工作开展。要

着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挖掘并利用好

宝丰县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好抓党建促农村宗

教治理工作，推动解决宗教领域突出问

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

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进一步优化全

县营商环境，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提

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要着力做好党外

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鼓励党外人士

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担当作

为，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

围。

四要以更优格局形成强大合力。要

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统战工作

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构建完善党委统一领

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

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拧紧“大统战”

责任链条、打造“大统战”过硬队伍、营造

“大统战”浓厚氛围，始终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踔厉奋

发、艰苦奋斗，扎实做好统一战线各项工

作，不断开创全县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

为建设“四强县”、迈入全国“一百强”贡献

统战力量。

凝聚思想共识 服务发展大局 推动工作开展 形成强大合力

宝丰县委部署推进统一战线工作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

林帅锋）6 月 19 日记者从宝丰县

财政局获悉，面对严峻的防汛抗

旱形势，该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树牢底线思维、风险意识，

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稳定。

提高政治站位。该局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

抗旱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把防汛

抗旱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抓

紧抓好，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压实

各级责任，并成立工作专班，对防

汛抗旱工作统一调动和指挥。

严明工作纪律。该局采取值

班公示、电话查岗、突击抽查、集

中检查等形式，要求值班人员坚

守岗位、认真履责，严格实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强化

灾险情的收集以及规范信息报送工

作；同时，要求驻村工作队人员密切

配合驻地党委政府，扎实开展防汛

抗旱工作。

加强应急准备。该局整合力量

组建一支 50人的应急救援队，随时

待命，全力支持应急救援工作。在

机关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进一步完

善应急预案，做好物资储备等工作，

一旦出现灾险情，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预案，有效开展防汛减灾工作。

确保资金保障。2024年财政预

算安排 175 万元，保障水利、应急管

理、气象等行业主管部门防汛抗旱

工作开展。筹措资金支持中小河流

治理、山洪灾害防治、中小型水库工

程设施维修养护，进一步提升河道

行洪、堤坝防洪能力，保障中小型水

库等重点水利工程设施安全运行，

为安全度汛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应急准备 确保资金保障

县财政局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

张焱）“关 爷 磨 刀 啦 ，关 爷 磨 刀

啦 ……”6 月 18 日，农历五月十

三，是民间俗称的关帝磨刀日，也

叫“雨节”。当天，在李庄乡翟集

村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关帝

庙，群众自发做起大锅饭，祈福祝

祷，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当地群众有吃大锅饭的习

俗，体现了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

谐友善的传统美德。村民们你拿

来面条、我拎来菜蔬、他送来餐

具，在关帝庙热热闹闹做起了大

锅饭。洗菜烧水，煮面盛汤，不一

会儿，热气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

传说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

关圣帝君会携青龙偃月刀降临人

间斩妖除魔，故称这一天为“关公

磨刀日”。当天如若下雨，便会传

为关公磨刀雨，预示一年风调雨

顺。每逢旱年，有“大旱不过五月

十三”的民谚流传。

“翟集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中国传统村落、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村内醋坊百余家，冯异

米醋酿造技艺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妙善观音传说、大树将军冯异

传说、关帝庙传说、关公磨刀故事等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群众

中口耳相传，影响广泛。”李庄乡文

化站站长叶子欣说。

近年来，李庄乡积极融入说唱

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加强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利用传统节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等节点组织开展节庆活动，按照《宝

丰县乡村集镇“老日子会”文化赋能

计划》要求，为经担舞、传统游艺、中

医针灸、戏曲表演等各类非遗项目

提供活态传承场所，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截至目前，全乡有非遗工坊 3

家，已列入四级名录的非遗代表性

项目 8项、非遗传承人 15位。

“我们将围绕本土特色，继续加

大对非遗项目发掘宣传和对非遗传

承人的保护。进一步深挖非遗价

值，让群众更好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的同时，发展非遗经济，促进文旅融

合，助力乡村振兴。”李庄乡党委书

记冯宇航说。

乡亲同吃大锅饭
非遗民俗迎甘霖

本报讯（记者巫鹏）“请拿起

您的拍摄设备，来宝丰探源汝窑，

用镜头记录‘汝瓷烧制技艺’这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

力吧”。记者 6 月 13 日从宝丰县

汝窑瓷业保护和发展服务中心获

悉，为深入推进我市汝窑陶瓷产

业创新发展，普及汝窑文化知识，

展现汝窑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

价值，近日，“一亓九窑杯”宝丰县

“汝瓷之源”汝窑文化短视频征集

活动启动。

此次活动由宝丰县汝窑瓷业

保护和发展服务中心主办、平顶

山又见天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

办，活动以“‘汝瓷之源’——传承与

创新”为主题，邀请全国优秀自媒体

达人及汝窑文化爱好者参与，围绕

汝瓷烧制技艺创作真实、生动且能

够展现汝瓷艺术独特魅力和文化价

值的原创优秀短视频。

征集截止时间为 7 月 15 日，活

动参与者需关注“宝丰汝窑”微信

公众号，报送作品即视为许可活动

主办方以公益宣传为目的，自身或

授 权 给 第 三 方 无 偿 使 用 该 作 品 。

活动详情可关注“宝丰汝窑”微信

公众号。

征集截止时间为7月15日

“汝瓷之源”汝窑文化
短视频征集活动启动

6 月 13 日，宝丰县城关镇东

中社区邻里服务中心员工为环卫

工人送上祛暑凉茶。

当天，东中社区邻里服务中

心员工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

员等送去祛暑凉茶、藿香正气口

服液等防暑物品，表达对高温下仍

坚守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的感谢和敬

意，同时叮嘱他们多喝水，注意防暑

降温，保护好身体健康，随时可以在

该中心 4个站点休息。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夏日炎炎送清凉

抗旱保苗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王

旭歌）春争日，夏争时。6 月 14 日，

在张八桥镇斋公庄村的农田里，一

排喷灌设施正喷洒着“甘霖”，争分

夺秒为土地“解渴”。

面对持续旱情，该县农业农村

部门把抗旱抢种作为当前“三农”工

作的压倒性任务，及时印发《关于开

展抗旱抢种保苗工作的紧急通知》

等文件，出动 13个生产技术指导组

分包乡镇，下沉基层摸排灾情，通过

多种宣传形式，组织动员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有针对性地选择灌溉方式，最

大限度扩大灌溉面积。通过以大带

小，带动群众利用一切水源和水利

设施开展抗旱浇水造墒抢种或抢种

后浇蒙头水，加快播种进度，确保一

播全苗；对已出苗的地块，指导群众

加强秋作物的田间管理，适时开展

中耕除草、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

等管理措施，确保秋作物稳健生

长。同时，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

技术，通过滴水出苗，提高出苗质

量，全力种足种好秋作物，确保秋粮

面积稳定。

此外，该县持续加大对机井、坑

塘、水库灌区等农田水利设施的排

查维护，目前全县有大型灌区 1 个、中

型灌区 3 个；中小型水库 16 座，河流 17

条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12.4 万 亩（1 亩 ≈
666.67 平方米）；农用机井 3672 眼，可

灌溉面积 26.3万亩。

截至 6月 18日 18时，宝丰县秋作物

播种面积达 45.03 万亩，灌溉面积 57.4

万亩。

“我们将积极挖掘一切水源，组织

一切力量抗旱抢种，让灌溉条件好的多

增产、灌溉条件差的少减产，努力把干

旱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确保全县秋粮

稳产。”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文胜伟表

示。

争分夺秒为土地“解渴”

宝丰县全力以赴抗旱抢种保苗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马启萌）

6月 14日，在周庄镇林营村，当地群众冒

着酷暑利用机井及燕子河河水抗旱抢

种。“我们借助高效基本农田改造 15 眼

深井，加上燕子河有利的条件，带动群众

不等不靠，抗旱播种。”正忙着调度灌溉

的林营村党支部书记何增旺说。

近段时间，持续高温天气和缺少降

雨，造成土壤失墒较快。“春争日，夏争

时”，抢时早播是夺取秋粮丰收的关键。

周庄镇全体干群紧急动员，因地制宜，利

用现有机井、沟河、干渠等水利资源，迅

速掀起抗旱抢种高潮。

周庄镇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利用广

播喇叭、网络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动员

群众克服靠天等雨的麻痹思想，利用一

切水源，迅速掀起抗旱高潮。在此基础

上，该镇注重发挥地处净肠河流域、燕子

河流域、昭平台水库灌区的有利条件，及

时引水灌溉，保证抗旱需要。

该镇机关干部全员下乡，分包 26个

行政村，协调好上下游之间的用水关系，

指导村民开启所有灌溉机井，利用抽水

机、潜水泵、喷灌机等灌溉设备，昼夜不

停抽水浇地。

“我们将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

任，紧盯抗旱抢种，持续关注天气情况，科

学管理调配水资源，全面排查土壤墒情，

确保农田水力设施正常运转，做到应浇尽

浇、能浇尽浇，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周庄

镇党委书记宋同珂表示。

周庄镇

抗旱润农田
抢种保丰收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朱

盈盈）6 月 14 日，骄阳似火，在闹店

镇东军营村的田间，种植户靳小苛

此时正忙着调试全自动喷灌头，从

机井中引水，对玉米地进行浇水。

“我种了 200多亩地，其中玉米

130 亩，花生 20 亩，已经浇第二遍

了。”靳小苛介绍说，今年麦收后天

气干旱，刚进入 6 月，镇党委、政府

就组织人员对村里的机井进行检

修，接上泵就能浇地，解了自己的

燃眉之急。

为确保抗旱工作高效推进，闹

店镇组建“镇、村、组”三级抗旱抢种

包保网络，深入田间地头，全面摸排

机井等灌溉配套设施及田间缺水地

块。积极协调农业、电力部门修机

井、通电路，及时统筹调配水源，集

中人力、机械，加快抗旱浇水进度，

保障村民抢种用水。

与此同时，该镇加大抗旱设备

投入，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利用滴

灌、喷灌等进行灌溉，竭尽所能减少干

旱对秋作物的影响；科学指导农事活

动，联系农技专业人员，指导群众通过

“种肥同播”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农作物

的抗旱能力，确保农作物正常生长和农

民收益。

“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情况，科

学调配水资源，及时掌握土壤墒情，

确保农田水利设施正常运转，竭尽全

力保秋保苗。”闹店镇党委书记魏前

豹表示。

闹店镇 确保设施正常运转 竭尽全力保秋保苗

本报讯 （记者巫鹏）6月 12日，

在肖旗乡解庄村的“麦辣套种”基地

里，小麦收割后，垄畦之间套种的辣

椒长势喜人。

“我今年种了 60 多亩的‘麦辣

套’，预计小麦平均亩产 1000 斤左

右，辣椒平均亩产 4000多斤。头茬

我们烘干卖干辣椒，秋后卖鲜辣椒，

收入比单纯种庄稼强太多了。”说起

麦田套种的好处，种粮大户任自立

如数家珍。

肖旗乡解庄、张伍庄等村有种

植辣椒的传统，近年来又探索出“麦

辣套种”的种植模式。该模式通风

透光、水肥丰宜。“今年我们村及周

边种植有 1200多亩‘麦辣套’，辣椒

是订单化种植，预计亩产可增收

2000 元以上。”解庄村党支部书记

解建军说。

近年来，解 庄 村 立 足 辣 椒 产

业优势，探索出了“党支部+合作

社 +基地 +农户”的发展模式，从

单一的散户种植，发展到订单化

规 模 种 植 ，种 植 了 酱 用 的“ 线

椒 ”、火 锅 用 的“草 莓 椒 ”、调 味 用 的

“ 朝 天 椒 ”等 众 多 品 种 ，实 现 了 从 田

间 卖 到 工 厂 的 无 缝 链 接 ，让 群 众 增

收无忧。

同时，该乡的游游蔬菜加工坊、庆

海种植合作社创立了“解老乡”“陈家

酱”等辣椒酱品牌，形成了集种植、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将小麦、辣椒

种植户纳入产业联盟，以“订单收购+分

红”“土地流转+劳务+社保”等多种利益

联结方式，带动周边 500多名群众实现

增收。

肖旗乡 麦田套辣椒 增收有绝招

6月17日，在宝丰县前营乡大

连庄村，农户在趁墒播种。

6 月 16日的一场降雨缓解了

旱情，前营乡迅速行动，动员群众

抢墒播种。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趁墒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