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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新 闻

6 月 2 日上午，中铁郑州局房产管理所主任

许福缘一行到我县协调推进铁路地区环境及危房

治理工作，副县长、铁路地区党工委书记杨康鑫及

铁路办事处相关负责同志陪同。

许福缘一行先后到市场一巷、原劳动服务公司

皮鞋厂、皮件厂、原机务段俱乐部、单身宿舍等地实地

查看了闲置土地、废弃场院及部分老旧铁路职工住房

现状，并与当地铁路部门负责人及居民进行交谈，了

解目前房屋使用情况。随后又召开了协调推进会。

许福缘表示，下一步要落实房屋权属单位和房

屋危险性等级，明确牵头单位，根据房屋情况进行分

类拆除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提升环境面貌，为铁路

职工和居民打造美丽宜居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

据了解，今年以来，铁路办事处积极谋划铁路地

区环境及危房治理工作，成立工作专班，利用一个月时

间摸排统计了辖区内全部236亩闲置土地及危房现

状，形成工作台账，上报县政府。县政府高度重视铁路

地区危房治理工作，向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致函，争取铁路部门配合支持。铁路办事处与郑州局

集团公司积极沟通协调，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工作合

力，推动铁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焕发新活力。（王硕）

许福缘一行到我县协调推进
铁路地区环境及危房治理工作

芒种至，仲夏始。

农谚云：“春争日，夏争时，五黄六月争回

耧”。6 月 5 日，闹店镇农民收完小麦后，积极抢

抓农时，引水灌溉麦茬地，大面积抢种花生，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巫鹏 摄影报道

6月2日，石桥镇石桥村阿楠草业秸秆回收

利用专业合作社社员驾驶搂草机穿梭在邢庄村田

间回收秸秆。当前，石桥镇迎来小麦大面积机收

时节。该镇组织草业合作社将机收后的小麦秸

秆打捆回收，不但避免了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

染，而且也解决了养殖企业冬季饲料短缺问题，还

增加了群众的经济收入。王双正 摄影报道

“师傅辛苦啦，喝点水歇歇吧。”

“谢谢!”

6月6日上午，在赵庄镇吴庄村

麦田边，见有作业的收割机，县农机

中心应急服务小组工作人员主动上

前为路边休息的农机手送上纯净水，

并仔细询问机手当前机收情况、是否

遇到困难等，向村民和机手发放《致

机手的一封信》、机收减损宣传页、安

全教育宣传单等，大力宣传机收减

损、秸秆综合利用和安全作业意识。

眼下正是夏收大忙季节，县农机

中心充分发挥部门优势，集中人力物

力，周密组织，紧紧围绕“三夏”农机

生产、开展安全、技术宣传、作业信息

互通、机具调度、后勤保障等工作，组

织志愿者服务队节假日不休息，全力

以赴服务“三夏”生产。

引机调度，做好“三夏”信息保

障。组织4支志愿者服务队伍，由中

心领导带队到各乡镇走访排查，对

本地收割机、播种机进行统计汇总，

科学调度。积极对接乡镇，掌握各

地麦收进度、用机需求等信息，并通

过微信服务平台实时发布，切实做

好引机调度信息保障。

志愿帮扶，确保应收尽收不误农

时。我县第一时间成立了县、乡、村三

级联动小麦助收志愿服务队，组织

3000多名志愿者成立336支志愿者服

务队，900余台收割机、1800余名机手

投入“三夏”作业，对因疫情无法返乡

收麦的在外务工人员家庭开展代收、

代种等服务，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广泛宣传，消除“三夏”生产安

全隐患。志愿者服务队利用宣传

车、条幅、深入田间地头等方式，向

群众广泛宣传疫情防控、“三夏”安

全生产、机收减损技术、禁烧防火等

知识，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生产意

识，确保“三夏”安全生产和疫情防

控两不误。截止目前，深入全县各

个乡镇出动宣传队32次、悬挂条幅

16 条、张贴标语 16 副、发放宣传单

3000余份。（高耀伟 王振霖）

农机人奔走田间地头 助力“三夏”保丰收

6月5日，正是“三夏”生产的忙碌时节。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干部职工一行不惧夏日炎炎，来到石桥

镇，深入开展“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活动，为石桥

镇送来矿泉水、桶装面、八宝粥等爱心物资，助力

“三夏”丰产丰收。

在“一对一”结对帮创活动中，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与石桥镇成为结对帮创单位，两个单位之间的结

对帮创实现了强强联合，促进合作共赢，打开了文明

创建的新局面。

在秸秆禁烧工作中，广大企事业单位和团体也

纷纷爱心捐助，送来慰问物资。豫丰村镇银行为该

镇禁烧执勤点进行慰问；县金融办、县文明办、荣泽

水利等单位人员顶着烈日高温为值班一线人员送

去清凉物资，为“三夏”生产的有序进行贡献力量。

“汇聚各方力量，助力‘三夏’生产。我镇将持

之以恒做好秸秆禁烧工作，守护碧水蓝天，全力保

障夏粮的丰产丰收。”石桥镇镇长王凤雪在接受捐

赠时说道。 （窦传阳）

石桥镇 ——

汇聚各方力量 助力“三夏”丰收

6月1日下午，团县委对李庄乡“三夏”秸秆禁

烧工作人员进行慰问，向奋战在秸秆禁烧一线的人

员送去慰问品和社会的关心。

团县委书记王成龙、副书记王灿一行为奋战

在秸秆禁烧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了方便面、矿泉

水、八宝粥等慰问物品，并详细询问了驻村人员

的工作、生活状况。 （周琦滢）

秸秆禁烧送清凉 团团关爱暖人心

“三夏”生产进行时

（上接第一版）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升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树牢系统观念，增强底线思维，把防汛救灾

各项工作做到前面、落到实处，牢牢守住防汛金标准。

二要压实主体责任。要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

“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担负起全过程领导责任，确

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要一线检查指导，督促各职

能部门发挥作用，加快构建“横向覆盖到边、纵向落

实到底”的责任体系，确保防汛抗灾准备到点、安全

到位，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要抓实问题整改。要全面对照《河南郑州“7·

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指出的问题和漏洞，结

合我县实际，全面查摆潜在风险隐患，切实把教训变

教材、把教材变方案、把方案变行动。要躬身入局，

对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全面提升县

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能力水平，为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要建立长效机制。要把“当改”与“长久立”结合起

来，完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工作机制，坚决防范和遏制

安全事故发生。要把以案促改和“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本领、改进作风、实干立身、争先

出彩，把责任落实到位、问题整改到位，为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李前进 姚西慧）

县政府党组召开“7·20”特大暴雨灾害
追责问责案件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芒种忙，忙着种”。芒种时节，我县

龙兴寺水库灌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农忙

景象。为确保灌区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县

水利局及时开闸放水灌溉，一股股清流缓

缓而下，流进了万亩农田，滋养着干渴的

土地，润泽了灌区百姓心田。

6月6日，在大营镇牛庄村的农田里，

播种机来回穿梭，村民们正忙着施肥、播

种、引水浇灌。

“今年和往年不一样了，灌溉用上了

水库水！我家种的花生一上午就浇完

了，比机井灌溉节省了不少钱。”该村村

民白雪峰高兴地说。

据悉，此次灌溉是大营镇近年来首

次使用水库水进行大面积灌溉。“本次

灌溉将持续 1 个月，届时将完成灌溉农

田 1 万余亩。”大营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

人赵雪峰表示。

“农资都准备齐全了，就差浇地，刚刚

给镇上联系，说明天水就可以到我这里

了，这次水库水可是给我这40多亩地解了

燃眉之急。”该镇苏家洼村种粮大户郭国

红激动地说。

龙兴寺灌区于1963年开发建设，由于

年久失修，大部分工程无法发挥效益。2019

年我县投资2035万元对灌区南干渠和中干

渠实施节水配套改造，拆除重建灌溉洞进水

闸、渠道清淤衬砌13.735km，拆除重建渠系

建筑物共52座，新建分水口20座，有效解决

大营镇1万余亩农田灌溉问题。

麦收后，县水利局根据龙兴寺水库蓄

水和大营镇旱情实际情况，决定启用龙兴

寺水库灌区。

灌溉期间，为合理利用灌溉水，避

免涉水纠纷发生，保障灌溉有序进行，

县水利局联合大营镇，组建巡查组，每

天到干渠开展徒步巡查，沿途清理渠内

障碍物。

“截至目前，已累计向灌区输水55万

立方米。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沿线实际情

况，及时调整调水流量，确保群众都能浇

上水。”该县水利局局长肖国欣说。（李鑫）

龙兴寺水库开闸放水助夏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