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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走进商酒务镇犁湾沟村南的田野，麦浪翻

滚，机器轰鸣，一台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隆隆的

机器声与农民的笑声交织成一片，演奏出一支夏日丰收

交响曲。

据了解，商酒务镇小麦种植面积4.8万余亩，今年小

麦长势较好，夏收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为确保夏粮丰

产丰收，该镇提早谋划，多次召开专题调度会，对“三夏”

期间抢收抢种、农机调度、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周密部

署，充分发挥机械化优势，打好“速收”“抢收”战，为粮食

安全“保驾护航”。

为抓好小麦烘干晾晒工作，该镇组织动员群众，利

用文化广场、学校操场、闲置厂房、平房屋顶、房前屋后

等各类场所，摊薄晾晒收获小麦。同时联合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主体，利用各类粮食烘干

机械，为农户提供烘干服务。

“今年我们提早联系农机手到村作业，根据收割进度

和播种面积，合理调度农机机械。同时组织镇村志愿服

务队到田间指导群众做好‘三夏’期间的田间管理，帮助

群众抢收抢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该镇镇长崔俊豪说。

近年来，该镇注重“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镇域内

打造万亩高标准农田的同时，全力推动农业生产机械设

备的普及，为“粮食安全”托底。目前，该镇区域内粮食

烘干中心有7个，粮食收购点12个，基本实现了全镇粮

食烘干设施全覆盖。 （郭文华）

商酒务镇 ——

机声隆隆麦收忙
奏响丰收“交响曲”

“焚烧农作物秸秆易引发火灾，破坏公共安全，威胁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5月28日，在石桥镇田间地

头、沿路各村，随处可见载着小喇叭的巡逻车正在进行秸

秆禁烧宣传，既增强了群众的环保意识，又营造了家喻户

晓、人人参与禁烧的浓厚氛围。

为切实做好秸秆禁烧工作，石桥镇按照全面动员、全

面部署、全面行动的原则，一方面积极组织机关干部在自

己车上安装宣传小喇叭，精准开展禁烧宣传，确保“收割

机在哪里作业，广播就在哪里响”；另一方面，镇村禁烧值

班人员与派出所联合成立“白加黑”秸秆禁烧巡逻队伍，

深入禁烧一线，全天24小时不间断、高密度巡查，切实做

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做到“人人有地、地地有人”。

流动喇叭声声入耳，不仅让禁烧宣传“响”出了特色，

“喊”出了质量，更让禁烧政策、环保意识深深植入到群众心

中。通过广泛宣传，形成家喻户晓的舆论宣传氛围和高压

势态，营造出“不敢烧、不能烧、不愿烧”的禁烧氛围，筑牢秸

秆禁烧防线和大气污染防治屏障。

“下一步，石桥镇将继续加大秸秆禁烧各项工作力

度，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全力

保障实现‘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黑一块田’的目

标任务，全面打好打赢‘蓝天保卫战’。”该镇有关负责

人表示。 （李赛歌）

石桥镇 ——

“流动”小喇叭
播出禁烧“最强音”

5月27日下午，平顶山市新华

区佳田塞纳城科普文化广场上器

乐声声，热闹非凡。由新华区总工

会主办、宝丰天马百姓舞台协办的

“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千场文

化活动进基层正在这里举行。我

县豫剧非遗传承人王玉珍、袁素玲

等应邀参加文化活动，为市区朋友

们演出了精彩的豫剧节目。

演出在舞蹈《美丽的心情》中

拉开序幕。歌曲《幸福中国一起

走》《共筑中国梦》，小品《母亲》

《村民离不开的好村长》，豫剧选

段《当干部就要多吃亏》《老百姓

心中有杆秤》《劳动力调查意义

大》《刘墉下南京》等丰富多彩的

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特别是豫剧《包青天》、豫剧小品

《村民离不开的好村长》更是让在

场群众拍手称好。

我县作为曲艺之乡，近年来涌

现出许多优秀的演出团体和艺人，

他们在繁荣我县人民戏曲文化生

活的同时，也主动走出去传承优秀

的传统文化。新华区总工会为了

把活动办得贴近群众，深入民心，

特邀我县部分豫剧非遗传承人和

天马百姓舞台演员共同参与，结合

辖区群众的特点，精心编排了诸多

市民们喜闻乐见的节目，并在该区

巡回演出。

“能受到邀请来市区演出节

目，我感觉很荣幸。作为豫剧传

承人，我不仅在家乡传承好豫剧

文化，同时也有责任让外面更多

喜欢戏曲的朋友们听上豫剧，了

解戏曲的知识，感受我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我县豫剧传承人王玉

珍说。 （李洪昌）

讴歌劳动美 传播戏曲音

宝丰豫剧唱响新华区

5 月 23 日，国家级说唱文化

（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知识培训

会在张八桥镇拉开帷幕。

为进一步普及说唱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相关知识、全面建设

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

实验区，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

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决定近期在各

乡镇（办事处、示范区）开展培训

活动。主要针对各乡镇（办事处、

示范区）机关干部职工、代表性传

承人以及各村党支部书记、第一

书记、第一副书记、文化专干、非

遗工作者等进行培训。当天的培

训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任郭敬伟授课。郭敬伟围绕什

么是文化生态保护区、什么是说

唱文化、文化生态保护区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等13个方面，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通过培训，加深了大家对国家

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

区相关知识的认识，大家纷纷表

示，要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为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建设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据

悉，培训活动近期将在各乡镇（办

事处、示范区）陆续进行。（刘畅)

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知识培训会拉开帷幕

为贯彻落实超长期特别国债

政策，5月24日下午，县工信局召

开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专

题辅导培训会。

通过对我县在建及谋划筹备

工业项目的认真摸排，当天，县工

信局组织我县五星新材、大地水

泥、洁石煤化、长江生物等22个工

业项目主体企业进行了2024年超

长期特别国债政策专题辅导培训。

会上，县发改委业务骨干详细

解读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背

景、支持领域、申报策划、发行背

景、主要投向和申报要求等内容，

通过实际操作、经验分享，指导帮

助参会企业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超

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的策划要点。

会议强调，超长期特别国债

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共

利益有重大作用。各企业要立

足项目实际，把前期工作作为重

中之重，做深做细做实；要充分

认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重要性，

抓住政策机遇，结合实际情况，

精心谋划项目，提高申报项目的

质量和成功率。同时，要加强工

信、发改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

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

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的申报争

取工作。 （李航标）

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专题辅导培训会召开

为进一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树立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连日来，

铁路办事处铁西社区开展“扫黄打

非”宣传教育和排查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对辖区内的复印店、商超、宾馆、快递

站等经营场所进行排查，重点对商户

的经营证件是否齐全、是否守法文明

经营、是否出售非法出版物等进行检

查。通过排查，有效提升了居民对

“扫黄打非”工作的认知，提高了群众

对“黄非”的抵制意识，为营造健康、

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起到了推

动作用。 吕宝钰 摄影报道

“扫黄打非”在行动 共建文明树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