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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耀华 文/图

本报讯 3米多高的瞭望台上，
工作人员注视着四周的动静。瞭
望台前，有序摆放着装满水的喷
雾器和灭火用的铁锨、扫帚等，特
别是村民自制的灭火“神器”，在
诸多灭火器具中更是吸人眼球。
这是记者5月29日下午在鲁山县
磙子营乡看到的一幕。

磙子营乡麦播面积 7 万余
亩。夏收尚未开始，该乡便组织宣

传车走街串巷宣传禁烧政策，在辖
区麦田集中的地方设立瞭望台。
其间，有的还把三轮车、发动机、水
管、水壶等配在一起制作成灭火

“神器”放到禁烧指挥部和田间地
头，确保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

“我们制作的灭火器不仅能
用来灭火，还能浇地、喷施农药
等，可谓一举多得，一次能装约一
吨水。”在磙子营乡大尹庄村，该
村党支部书记王新立展示了自制
的灭火器，随着三轮车上的发动

机启动，两股水柱喷涌而出，射程
足有 10多米远。灭火器旁边，还
停放着一台旋耕机。“一旦发生火
情，旋耕机可随时扒出防火带，阻
止火势蔓延。”王新立说。

据磙子营乡党委书记孙朝辉
介绍，为把秸秆禁烧工作做好、做
实，他们号召党员干部组成志愿
者团队助力群众夏收，与各村责
任人和包村干部签订秸秆禁烧目
标责任书，确保做到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不留死角。

设置瞭望台 自制灭火“神器”……

磙子营乡
筑起秸秆禁烧“防火墙”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真是太感谢了。”5月29日上午，
烈日炎炎，鲁山县辛集乡白村一麦田内，望着
装上车的麦子，70多岁的张嫩感激地说。当
天，市疾控中心驻白村第一书记李河新以及
驻村工作队员郭建沂、靳维纳等人一起帮助
张嫩收割麦子。

张嫩家中除了她还有一个患病的儿子。
眼看麦子熟了，她因身体原因无法劳动，收割
机也因地势不平无法进入地里。李河新得知情
况后，放弃周末休息时间，与妻子和两名驻村工
作队员拿着镰刀来到张嫩家地里收割。

“俺村驻村工作队真中，帮助俺把麦子收
拾得妥妥当当。”5月30日上午，82岁的白村
村民白同义激动地说。白同义家里只有他和
老伴，加之年事已高，收麦成了难题。李河新
听说后便与队友们一起帮他收麦。

村民收麦有困难
驻村人员来帮忙

□记者 李霞 高红侠

本报讯“收麦农忙已来到，焦麦炸豆禁烧
忙，四面八方要瞭望，田间不能现火光，杜绝
一切明火源，为了头顶的蓝天……”5月30日
上午8时许，湛河区河滨街道潘庄村“两委”成
员、禁烧宣传员刘双琴打开小喇叭，一边大声
播放她自编的“土味”禁烧顺口溜，一边骑着电
动车向村西头的麦地走去。

正在路边树荫下歇凉的村民魏太说，年
年村里麦收时节都会组织人宣传秸秆禁烧，
刘双琴今年编的“土味”禁烧顺口溜听着幽默
风趣、通俗易懂。

据河滨街道组宣办工作人员黑丕介绍，
他们街道属于城乡接合部，下辖郭庄、杜庄等
10个村庄，麦收面积近万亩。街道要求各村
设立禁烧指挥部，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24小
时值班巡逻，加大宣传力度，让“不燃一把火，
不冒一处烟，不黑一片土，不烧一棵树”的观
念深入人心。

河滨街道麦秸禁烧
顺口溜深入人心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5月 30日上午，高新
区遵化店镇汝坟桥村，麦收志愿服
务队队员李永钦等人驾驶三轮车，
将村民张慧、李付兴等四户村民的
小麦送到家里。

当日上午11时，农机手任文志
驾驶一台大型收割机驶入汝坟桥
村村北张慧家的麦田里，十几分钟
后，张慧家在村北的两亩麦子收割

完毕。这时，54岁的李永钦驾驶一
辆机动三轮车停在收割机旁边，三
轮车车厢接下黄灿灿的麦粒，然后
一车又一车送入张慧家里。

今年40多岁的张慧说：“我和
丈夫李永奎养育了一儿一女，丈夫
在湖北打工，因为疫情的原因，一
时不能回家。家里种了三亩多小
麦，村里联系的收割机收割后，全
部由志愿者帮忙拉回家了。”

今年80多岁的李付兴，家里还

有老伴、儿子、儿媳和三个孙女，30
多岁的儿子李永怀患病偏瘫。五
亩多小麦成熟后，村里的麦收志愿
服务队协助收割，并将2000多公斤
小麦运送到李付兴家里。

汝坟桥村党支部书记陈顺立
说，汝坟桥村全村种有小麦1100多
亩。麦收前，该村组建了一支22人的
麦收志愿服务队，主动联系数台大型
收割机，帮助100多户缺乏劳力和运
输车辆的村民收割、运送小麦。

志愿服务队帮汝坟桥村100多户村民收麦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5月 30日上午，在郏
县李口镇韦楼村田间，60岁的高
得欣指挥着3台大型麦秸打捆机
在作业，所过之处，麦秸被“吃”进
机器，两三分钟后圆柱状的麦秸捆
又从机器里“吐”出来被丢在了地
上。“有了这麦秸打捆神器，俺这里
的麦秸都成香饽饽了，到处都是打
捆机，抢着拾麦秸。”该镇副镇长杨
冰铺高兴地说。

据今年 60岁的高得欣介绍，
他和儿子高洪涛2010年就开始拾
麦秸了。起初他们开着三轮车去

麦田里拾麦秸，后来他们买了3台
麦秸打捆机，一个麦收季节就可赚
取10多万元的收入。

2020 年以来，高得欣坐镇老
家，儿子高洪涛则购买了 5 台大
型麦秸打捆机，带着一班人马远
赴南阳市唐河县、邓州市和湖北
省老河口市等地，在麦收季节拾
麦秸打捆，每年拾到麦秸5000多
吨，随后将麦秸销售到内蒙古、宁
夏、青海等地，可实现收入300多
万元。

今年，60 岁的高得欣淘汰了
方捆打捆机，投资30万元添置了2
台圆捆打捆机。“有新机助阵，今年

拾2000吨麦秸不成问题！”高得欣
笑着说。

在李口镇东北村的一块田地
里，打成圆捆的麦秸堆成了山，两
辆小货车不间断地把打成捆的麦
秸拉到这里。

今年，32 岁的张原野和合伙
人张吁果卖掉了老式麦秸打捆机，
投资100多万元添置了5台新式圆
捆打捆机。“今年可拾麦秸 2000
吨。”张原野说。

杨冰铺介绍，该镇小麦种植面
积有 25000 多亩，现有 23 台麦秸
打捆机，年收储麦秸6000多吨，全
镇大田麦秸基本全部回收。

麦秸打捆“父子兵”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5月30日，记者从叶县叶邑镇大
乔村了解到，该村新近购置的一台农用三轮
车和粉碎机，在村民运送小麦、粉碎秸秆中显
出威力。

今年70多岁的冯大爷是大乔村的一位孤
寡老人，他种有近三亩小麦。当天上午，大
乔村志愿者崔大兵、李铁军轮流驾驶村里一
台新购置的农用三轮车帮他拉回小麦。村民
乔自衡家收获的4000多公斤小麦也由他们帮
忙运回家里。

该村新购置的一台粉碎机在农机手的操
作下，将大量秸秆粉碎后就地还田处理。

据大乔村驻村第一书记张亮介绍，驻村
工作队了解到大乔村缺少大型农机后，利用
2022年市派驻村第一书记专项资金20万元
购买了拖拉机、旋耕机、粉碎机、三轮车和配
套犁具。5月20日下午，这批农机具全部运
抵大乔村，目前正在大乔村麦收中发挥作用。

新购农机具
助力大乔村麦收

禁烧工作人员展示他们自制的灭火“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