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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5月12日，我县召开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推

进会，全面部署当前农业生产、夏粮保丰收、脱

贫成果巩固、村集体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县

委副书记苏明捷、副县长王克平出席会议。

会上，各乡镇依次汇报了近期农业生产工

作开展情况，涵盖麦田管理、社会化服务推进、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使用、沟渠整治等内

容。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和气象

局分别就当前农业生产任务、机收准备和天气

预警做出详细安排。

苏明捷强调，做好“三农”工作责任重大、

任务艰巨。全县上下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

措、更强担当，全力以赴抓好农业生产重点任

务。当前正值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面

对近期高温干旱和“干热风”灾害风险加剧的

严峻形势，要切实抓好麦田后期管理工作。一

要科学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群众科学应对“干热风”

“倒伏”“早衰”等灾害；气象部门要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二要持续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健全管

护机制，提前谋划2026年灌排任务，力争形成

“旱能浇、涝能排”的现代农业水网体系。三要

用好抗旱救灾资金，严格按照绩效目标精准使

用，做到“资金用在刀刃上、任务全部完成、时

间节点不延误”。四要抓紧开展油菜秸秆清

运，严防焚烧引发“烧麦”事件，确保秸秆禁烧

工作取得实效。 （李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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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召开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

□ 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日前，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河南省

信阳市、罗山县 10 名干部在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

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央八项规

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更是长期有效的

铁规矩、硬杠杠。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以钉钉子精神刹住歪风邪气，

纠治顽瘴痼疾，铲除腐败的温床。

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

木立信之举。也要清醒看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流

于形式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一些党员干部虽态度积

极，但“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挡”，

始终落实不到实际行动上。有的地方抓八项规定

不痛不痒、四平八稳，让规矩成了空洞的口号，最终

失之于松、失之于软。

规矩制定的意义，关键在于坚决落实、严格执行。

在改进作风上要立新规、动真格、求实效、防反弹。对

于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一件一件

抓到底，从严查处，下狠手根治，绝不姑息迁就。

党员干部要牢牢树立规矩意识，始终保持清醒

的头脑，时刻绷紧纪律这根弦，深刻认识到作风形

象的重要性。以八项规定为尺子，量一量自己的言

行举止是否符合党纪的要求；以八项规定为镜子，

照一照自己的工作作风是否存在偏差，同时自觉接

受群众的评议和监督。

八项规定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党员干部要

时刻保持对组织、对党纪、对国法的敬畏之心，时刻

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培养自我约束、自

我规范的精神。对不知敬畏、挑战纪律的要严肃处

理、以儆效尤。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坚持

不懈扎紧制度笼子，要一刻不松、寸步不让，持之以

恒纠治“四风”，不断培土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形

成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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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克服中美贸易战等国际国内不利

因素影响，促进全县视光产业高质量发展，5

月12日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海亮在中部

国际视光产业园主持召开全县视光产业发展

工作会，专题研究解决产业园环保、消防、土地

等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助力园区企业纾困

发展。

会上，宝视达公司董事长汇报了急需解决

的问题，市生态环境局宝丰分局、县消防救援

大队等单位本着全力支持企业发展的原则一

一进行了解答。刘海亮认真听取汇报，积极与

参会人员商讨解决办法。

刘海亮强调，视光产业历经多年发展，能

够跻身全国前十，十分不易。要把服务好现有

企业作为最好的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抓

手，全力帮助企业解决环保、消防、土地、污水

治理和惠企政策落地等问题，助力企业创新突

破、提质发展。开发区要成立专班，明确专人，

做好服务，支持宝视达等园区内企业以商招

商、延链发展、做大做强。相关单位要用心用

情为企业做好服务，针对企业发展存在的问

题，抓紧澄清底数，拿出可行措施，加快解决问

题，促进视光产业实现新突破，为县域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力。

县领导王森鹏、陈国辉参加会议。

（李前进 姚西慧）

刘海亮主持召开全县视光产业发展工作会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随着小

满节气临近，小麦即将迎来收获季。5月

13日，在闹店镇军营村农机手李向阳家门

前，扳手与零件的碰撞声此起彼伏，即将

开启麦收征程的他正在收割机旁仔细调试链条松

紧度，为轴承加注润滑油。

“收麦就像打仗，机器要是‘掉链子’，耽误的可

都是收成。”李向阳重点检查了传动系统、液压装

置、安全防护部件，确保自己的农机以最佳状态投

入“三夏”战场。

近期，闹店镇组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对30余台收割机、200余台

大中型拖拉机和秸秆捡拾机、打包机等秸秆综合利

用设备进行“体检”。

今年，闹店镇还开启了“本地+外地”协同作战

模式，为夏收高峰期农机调度装上“双保险”。该镇

一方面与山东、山西 60 余名机手达成跨区作业协

议，5月下旬这支“外援军团”将携带设备驰

援夏收；另一方面，针对镇域内南北麦熟时

间跨度大的特点，早在 4 月底就启动农机

“召回”计划，与外出机手达成“归队”约定，

确保小满过后本地农机准时“参战”。

“去年我们为外地机手提供‘保姆式’服务，送清

凉物资、协调住宿，还帮着解决设备故障。”闹店镇党

委书记魏前豹说，“以心换心”的服务赢得了机手信

任，今年一通电话便敲定了合作。

在检修传统农机的同时，闹店镇还积极推动农

机智能化升级。今年，多台配备卫星导航、智能测产

系统的新型收割机将投入使用，可实现收割路径自

动规划、产量实时统计，亩均作业效率提升30%。另

外，秸秆捡拾机采用新型弹齿结构，可高效收集散落

秸秆，配套的打包机升级为全自动液压系统，每小时

可完成200余个秸秆包打捆，为后续秸秆饲料化、能

源化利用奠定基础。 （巫鹏 文/王腾飞 图）

闹店镇：检修农机备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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