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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晨阳）连日来，
市应急管理局牵头，联合市水利局、市
农业农村局和市农科院的专业技术人员
成立志愿服务队，到源汇区空冢郭镇开
展抗旱保秋服务。

志愿服务队走进田间地头，详细了
解土壤墒情、农作物受灾等情况，建议
空冢郭镇做好灌溉机井排查，抓紧完善
灌溉配套设施，做好抗旱应急设备摸排

调度，配足抽水设备，因地制宜管控好
水源、处置好旱情，全力保障农业灌溉
需求。

市应急管理局要求党员干部，把责
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进一步压实责
任，确保抗旱工作落到实处。要密切关
注旱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知重而担、履职尽责，科学研判、
精准施策，扎实做好抗旱各项工作。

志愿者助农抗旱
■本报记者 杨 光
8月25日上午，在临颍王岗镇岗梁

村，国网临颍县供电公司焦裕禄共产党
员服务队正在辣椒地帮村民浇水。近
期，我市旱情严重，辣椒灌溉由8～10
天浇一次水缩短为3～5天浇一次水。

面对旱情，我市供电部门优先保障
抗旱用电需求，并加强机井电力设施运
维管理，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我市供电部门开通了机井报装办电
绿色通道，成立36支抗旱保电小分队，
严格落实24小时抢修值班制度，全力做
好抢修复电工作。各供电公司还对机井
电力管护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技术指
导，确保机井电力设施稳定运行。充分
运用信息化手段，持续开展全量机井台
区电压、电量在线监测，做好负荷预
测，全力保障抗旱用电需求。

保供电 助抗旱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7月底以
来，我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
方出现不同程度旱情，给秋作物生长
带来不利影响。如何把旱情带来的损
失降到最低？8月 25日，记者采访了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

司学刚。
司学刚表示，目前，玉米正处于灌

浆期，大豆处于鼓粒期，花生处于饱果
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农户要
科学浇水，加强田间管理，降低旱情带
来的损失，实现稳产增收。

司学刚建议，农户可采取以下措
施：

一、对高秆玉米田，可在上午10点
前或下午4点后，采用隔行自流方式灌
溉，以机井为中心，由远及近浇地；对
低秆玉米田，可用加高喷枪方式喷灌。

二、对缺水的大豆田、花生田，可
采用喷枪喷灌，建议用人工方式移动喷
灌设备，不要用自走式喷灌设备，以免
损伤农作物。

三、没有灌溉条件的地块，可用黄
腐酸兑水喷雾，每亩用水量30公斤。

四、在抗旱组织上，可动员种粮大
户，并带动散户对有旱情的地块进行浇
灌，大户浇完后再帮助没有设备的农户
浇水。同时，做好秋作物病虫害综合防
控工作。

五、在不影响种麦的情况下，尽量
推迟玉米收获时间，延迟灌浆期，提高
产量，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农业专家支招抗旱保秋

科学浇水 加强田间管理

■文/图 本报记者 张俊霞
8月23日，市科技特派员朱琳琳带

队到源汇区，针对当前旱情指导农户积
极抗旱，发放秋作物病虫害防控技术资
料，争取把旱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针对不同播期不同品种玉米受旱情
影响不同的实际，市科技特派员、玉米
种植专家袁刘正博士制订缓解旱情方
案，指导农户做到“一浇一施一补两防
一改”。这一措施在全市宣传推广，成
为玉米防灾救灾有效技术手段。

市科技特派员郾城服务队针对农户
反映的豆田病害问题，专程到龙城镇宁
沟刘村、黑龙王庙村检查病虫害防治情
况，分析病害原因，指导农户做好高温
干旱少雨时期病虫害防治工作。

“从过去的个人下乡，发展到现在
的组队下乡，我们努力做到专业优势互
补、服务覆盖面广，充分发挥科技特派
员作用。”市科技特派员临颍服务队队

长、市农科院副院长张仙美告诉记者，
为全力做好抗旱保秋，促进农业科技成
果推广应用，他们选出业务能力强、政
治素质高的专家组成服务队伍，针对玉
米、大豆、花生、甘薯、芝麻等秋作
物，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7月下旬以来，我市农田普遍出现
旱情，给玉米等秋作物生长带来不利
影响。为此，市科技局组织全市科技
特派员主动投身抗旱保秋行动，开展
抗旱减灾减损系列服务。市科技特派
员利用村广播、微信群等，发动群众
及早抗旱浇水，消除靠天等雨思想。
同时，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对症施
策，开展节水灌溉、病虫害绿色防
控、测土配方施肥、化肥减量增效等
方面的技术指导。

截至目前，全市科技特派员进村入
户指导21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6000
余份，举办培训班15期。

百名科技特派员服务抗旱一线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我承包的这些地马上就浇完了！”

8月25日，在源汇区空冢郭镇叶岗村
村民郭闯的玉米地里，一台自动绞盘式
喷灌机正在作业。

郭闯告诉记者，他和几个朋友承包
了400亩地，全部种上了玉米。今年旱
情严重，一周前他就和朋友开始浇地
了。“一台自动喷灌机一天一夜浇50亩
左右，1亩地15块钱电费，不浇的话
一亩地最多收六七百斤，浇的话至少能
收1000斤。”郭闯说，地头水井里的水

够用，浇地的两台自动喷灌机是以前买
的。两三个人能把自动喷灌机拉到地里
架起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费用了。这
样算下来，浇地成本只有电费，浇水后
的收益肯定比不浇高。

郭闯拿着沉甸甸的玉米穗说：“再
有半个月玉米就要收获了，地里的玉米
穗长得都很大，我对今年的丰收充满信
心。”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8
月以来，我市累计浇水 229.5 万亩
次。

细算灌溉账 决不让减产

日前日前，，市科技特派员张军市科技特派员张军（（右一右一））向农户讲解病虫害防治知识向农户讲解病虫害防治知识。。

郭闯承包的玉米地里，自动喷灌机正在作业。▲

2022 年以来，市畜牧工作站探索
“党建+文明创建”工作模式，以党建引
领创建、以创建助推党建，坚持内强素
质、外树形象，促进党建工作与文明创建
工作深度融合，激发文明创建新动力。

为有效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开展，下好
文明创建“一盘棋”，该站建立主要领导
全面抓、班子成员具体抓、各科室重点抓
的工作机制，形成党建与文明创建互相促
进的良好局面，出台《漯河市畜牧工作站
2022年度党建引领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的
实施制度》《2022年漯河市畜牧工作站文
明创建工作总体方案》等文件，细化工作

任务，补短板、强弱项，破惯例、创新
路，以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推进文明创建工
作再提升。

切实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文明创建“两基
础”。筑牢思想政治基础。利用“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全面提升干部职工的政治素养。筑牢
精神文明基础。定期评选文明科室、文明
职工、文明家庭等，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
职业道德修养。积极宣传志愿服务优秀典
型，传播“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
己”的志愿服务理念，努力营造“人人学

雷锋，处处见行动”的良好社会风尚。成
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持续开展党员干部
进社区、无偿献血、文明交通劝导等志愿
服务活动。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红色
教育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围绕春节、元
宵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开展文艺演出
和慰问活动，倡导全体干部职工将文明融
入生活和工作中。

市畜牧工作站充分结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弘扬志愿精神，做
好文明创建工作。助力疫情防控，全体
党员干部齐上阵，亮身份、亮承诺、作
表率，承担起小区值守、信息登记、秩

序维护、政策宣传等任务，与医务人
员、社区工作者并肩作战，用实际行动
为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助力文
明城市创建，积极参与城市治理集中行
动、“三无”小区治理等活动，以实际行
动践行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为建设
美丽漯河做出应有的贡献。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送科技
下乡”活动，推广畜禽科学养殖；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的技能优势，有针对性地
讲解畜禽养殖技术，加快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助力乡村振兴。

葛位西 袁军虎 张 楠

市畜牧工作站

以党建引领创建 以创建助推党建

8月23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举办争创“闪耀吧 文明幸福
星”党支部书记大比拼活动。

擂台上，10 名村 （社区）
党支部书记各显身手，通过

“风采展示+现场问答”的形
式，向大家展示了“文明幸福
星”创建的特色做法、取得的

成效及下一步打算，赢得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经过激烈角逐，活动共评出
一等奖1名，奖励党建工作经费
5万元；二等奖3名，奖励党建
工作经费3万元；三等奖6名，
奖励党建工作经费2万元。

张 乐

经济技术开发区

党支部书记大比拼

“这间办公室整修后实用面
积为多少平方米？将来有哪些干
部使用？”近日，郾城区纪委监
委牵头，按照“一个清单、两个
对照、三个紧盯”的工作原则，由
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联合区机关事
务中心等相关部门成立专项检查
组，对区直各部门办公用房设置和
维护工作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按照区直各单位在职人员编
制清单，对照《党政机关办公用
房建设标准规定》《党政机关办公
用房管理办法》要求，紧盯办公
用房面积超标问题，严查屋檐下

“加隔间、设暗门”的“隐形空
间”；紧盯干部职工多室、多点办
公问题，严查室内“增桌子、摆
椅子”的“假象分摊”；紧盯装修
过度铺张浪费问题，严查“高大
上、浮夸风”的“超标配置”。

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对各
单位办公用房配置和维修维护情
况进行现场检查，当场反馈交办
存在问题，明确整改标准和时
限，以强有力、精而准的目标监
督导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
进办公用房资源合理配置和节约
集约使用。 朱文华 张 瑞

郾城区纪委监委

开展办公用房专项监督检查

今年以来，临颍县巨陵镇采
取多项措施，扎实推进“阳光村
务”建设。

念好“督”字经，强化督导
检查，及时查漏补缺。畅通监督
渠道，整合监督力量，构建群
众、村监委会、上级部门监督的
三级监督体系。发现问题，及时
提出，并督促整改。

念好“培”字经，强化人
员培训，提升履职能力。针对
村监委会成员素质参差不齐，
部分村监委会成员责任心不
强、工作能力不足，不能认真

履行对村级事务的监督职责等
情况，该镇将继续加强对村监
委会成员的培训，每季度至少
开展一次培训。

念好“严”字经，强化督查
指导，压实责任抓，狠抓落实。
该镇阳光办工作人员持续对全镇
27个行政村开展现场业务指导。

下一步，该镇将成立“阳光
村务”工作专项督导小组，逐村
检查会议记录、会议结果公示情
况等，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
保证“阳光村务”更阳光。

韩 阳 刘瑞卡

巨陵镇

扎实推进“阳光村务”建设

8月25日上午，市妇儿工委办、市卫健委、市妇联联合市六院举
办的“母亲健康快车续航”活动，走进舞阳县姜店乡杨天池村。图为
医务人员为村民义诊。 本报记者 杨 旭 摄

近日，省人社厅通报 2022
年上半年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计划暨责任目标执
行情况。在通报的30项指标中，
我市19项目标任务居第一方阵、
11项目标任务居第二方阵。其
中，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中人”
正式待遇核算工作、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调整工作等7项目标任
务位居全省第一，实现人社工作

“半年红”。
8月13日，市人社局呈报的

《关于稳就业暨“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工作推进情况的报
告》受到省人社厅主要领导的充
分肯定。 吴思光 张守稳

市人社局

全面夺取“半年红”

8月24日，市幸福沙澧社区服务中心联合漯河妈妈团和多家
爱心企业，举办“共建文明漯河”主题活动，组织志愿者子女走
上街头捡拾垃圾。 本报记者 刘净旖 摄

■本报记者 孙 震
随着机器轰鸣，水管尽头扬起水

花，干渴的土地迎来甘露……8月 25
日，在舞阳县保和乡宗堂村，记者看到
舞阳县应急管理局组织抗旱应急服务队
正在开展抗旱志愿服务活动。

在北舞渡镇，记者看到抗旱应急服

务队同样忙碌在抗旱一线，志愿者分工
明确，有的在田间找水源、下水泵、铺
水管、疏渠道，对缺水严重的农田就近
取水灌溉；有的积极协调抗旱机械……
整个抗旱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是舞阳县全力以赴做好抗旱保秋
工作的一个缩影。旱情发生后，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对抗旱保秋工作
进行部署。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职责任
务，组织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抗旱工作。
据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县
已成立60多支抗旱应急服务队，近千人
下沉抗旱一线，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以
赴做好抗旱各项工作。

据悉，舞阳县2022年秋作物播种
面积76万亩，截至8月24日，受旱面
积13万亩。其中，轻旱11万亩、中旱
1.7万亩、重旱0.3万亩、无特旱。已累
计完成浇水面积41.17万亩。24日单日
浇水面积5.391万亩，旱情得到有效缓
解。

舞阳县

志愿服务显担当 抗旱保秋掀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