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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三夏”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切实做好农机作业服务保障工作，现面向广大农机手公布服务热线电话。机手在作业过程中如遇机械故障、油料供应、交通协
调等问题，可随时拨打以下服务电话，相关部门将第一时间为您排忧解难，全力保障夏收、夏种、夏管高效有序开展。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打赢“三夏”生产攻坚战！

助力“三夏”生产 服务热线相伴

市县 值班电话

漯河市 0395-3133135

临颍县 0395-8861963

舞阳县 0395-7121289

郾城区 0395-6671877

源汇区 0395-5759108

召陵区 0395-2615997

2025年漯河市农机部门
“三夏”机收24小时热线电话 2025年漯河市公路部门便民服务点分布及联系方式

单位 便民服务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兴业公司 G107漯河服务区、G329漯河服务区 张义阁 13939531629

临颍公路中心 固厢停车区、皇帝庙停车区、大郭停车区、瓦店停车区 魏世伟 13839501881

舞阳公路中心 孟寨停车区 杨鹏飞 15839556699

郾城公路中心 迎客松停车区、桃花园停车区 赵光明 15939589111

源汇公路中心 大刘停车区 宁 敏 15039509169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 5月
19日，一级巡视员徐汇川带队暗访
调研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问题整改工
作。

当天上午，徐汇川一行先后来
到召陵区黄河路与桐柏山路交叉口
东南粉煤灰堆场、黄河路与庐山路
交叉口东南辉山路道路施工公司、
东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东北宏运恒
达停车场，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环路
与燕山路交叉口西南建筑垃圾堆
场、南环路与金山路交叉口东南管
网施工工地进行暗访，对粉煤灰及
建筑垃圾堆场整治、施工工地扬尘

治理、停车场扬尘治理等问题提出
整改要求。

徐汇川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持续强化思想认识，靶向施策、
久久为功，推进扬尘污染防治常态
化、精细化、规范化。要突出重
点，持续抓好夏季臭氧污染防治和
扬尘治理，紧盯施工工地、城乡道
路、裸露地块等，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全面推进问题改彻底、改到
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压紧
压实各方责任，从严督导问责，对
整改不到位的坚决追责问责，确保
工作末端落实、见到成效。

久久为功抓落实
靶向施策促整改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通讯员 袁
立奎）为切实组织好“三夏”农业生
产，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从优化服务、
机具调度、应急管理、机收减损、技术
推广五个方面着手，确保夏粮颗粒归
仓，秋粮适时播种。

市农机中心成立5个服务指导组，
分赴各县区开展农机生产服务指导。目
前，全市已发放跨区作业证757份，预
设服务站7个、公布24小时热线电话
6部。与交通公路部门联合开设10个

“服务农机手便民服务点”，供跨区作
业机手停靠休息；与中石油、中石化
联合出台农用柴油优惠供应和保障措
施，开辟站内农机手加油绿色通道。

从4月开始，组织各级农机技术
人员深入农机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
社，在摸清机具底数的基础上指导机
手开展机具检查、维修和保养，保证

“三夏”期间各类农机具以优良的状态
投入生产。目前，已检修各类农机具
11.53万台 （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
机4124台，实现了应检尽检。加强同
周边城市农机部门的沟通协调，预计
协议引机1681台，在收割高峰期，全
市可投入收割机5800台左右，确保满
足用机需求。

研究出台“三夏”农机生产应急
预案，制订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
应对措施，强化应急保障能力。依托

现有4家省级、6家市级区域农机服务
中心和38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
队，切实解决农机应急末端无人组
织、无机可用问题，保障极端天气条
件下能够及时开展粮食应急抢收和抗
旱排涝等救灾作业，建立有力有序有
效的应急处置工作机制。根据各县区
烘干能力建设需求和现有烘干中心
（点）建设情况，引导建立布局合理、
体系完善的粮食产地烘干体系，优先
满足粮食烘干设备的补贴需求。目
前，全市已建成投入使用烘干机283
台、总吨位16561吨，完全能够满足
极端天气下的烘干需求。

积极组织农机专家、农机合作社

代表交流研讨，组织开展减损技能培
训，引导机手科学合理调试机车，适
时收割，有效减少机收损失。充分发
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对机收减损工
作的“指挥棒”作用，压实责任，细
化举措。适时组织技术专家对各县区
的机收减损开展情况进行抽检，确保
小麦机收作业损失率控制在国家标准
以内。

持续扩大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应用
范围，有效节约生产成本，提升粮食单
产。深化秸秆离田全程机械化试点市创
建，组建秸秆离田服务队，不断扩大秸
秆离田面积，促进环境质量改善和农业
绿色可持续发展。

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

抓住“五个关键” 做好农机服务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5月

19日，SIAL西雅国际食品展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食全食
美 漯在其中”区域公共品牌亮相
该展会，充分展示漯河在食品产业
发展、文化传承和业态创新方面的
努力与成就。

“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区域公
共品牌展位设计独具匠心，以蓝白
为主色，营造出既专业又充满吸引
力的展示空间。借助“食品+文
创”“场景+美食”的创新模式，集
中展示漯河本地知名品牌产品，如

双汇、卫龙、南街村等重点代表企
业的肉类加工、粮食加工、休闲食
品等18个食品行业大类，成为本
届展会的一大亮点。其推出的“漯
河好礼”套餐，联合知名文创团队
设计，赋能本土品牌提升市场竞争
力，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作为SIAL世界三大食品展之
一，SIAL 西雅国际食品展 （上
海）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17
大展馆汇聚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
的5000余家展商、35万款食饮产
品。

“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区域公共品牌

亮相SIAL西雅国际食品展

■本报记者 姚 肖
“通过网格走访，我们驻村工作队迅

速掌握了村里情况，摸清了群众需求，
明确了发展方向，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
率。”5月15日，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派驻
商桥镇郭栗庄村第一书记王元明说。驻
村三个月以来，他带领工作队围绕“党
建引领、科教助力、志智双扶、为民服
务”的工作思路，全面引入学校优质科
教资源，大力发展食品加工、林下养
殖、庭院经济三大产业，让村庄焕发出
勃勃生机。

据商桥镇党委书记于留洋介绍，该
镇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
理，从“织密一张网格、破局两个难
题、建强三支队伍”入手，深入推进

“五基四化”，通过织密基层“红色网
格”，将政策宣传、矛盾调解、民生服务
等职能有机嵌入基层治理末梢，以“小
网格”撬动“大治理”，打通了基层治理
的“最后一公里”。

聚焦一张网，织密治理网格。对全
镇人口、企业、重点群体普查摸底，将
全镇21个行政村划分为居民网格100
个、专属网格12个，严选专兼职网格
员334名，700余名农村党员全部嵌入
网格，实现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同频共
振。通过“网格走访—民意收集—事件
办理—成效回访”四个步骤，全力打造
处置反馈高效闭环，推动基层党建、民
生保障、平安建设等工作重心下移、关
口前置、触角延伸，做到“小事不出
格、急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推动基
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同时，积极践行

“一线工作法”，以“党员联户、干部包
片、支部会商”为抓手，推动镇村干部
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角色转变，
高效推进1.33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平
原洼地治理等6个民生实事项目，率先
推广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模式，开辟
养老服务新路径，打通为民服务“最后
一米”。

破解两个难题，夯实治理根基。作
为传统农业乡镇，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是制约商桥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难点
问题。商桥镇党委破局定方向，持续深
化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村集体经济
与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同时，设立

“信访超市”，整合信访、司法、综治等
部门力量，全力推进“一站式”矛盾纠
纷多元调解中心建设。

建强三支队伍，夯实治理效能。商
桥镇高度重视基层治理队伍建设，着力
建强“支部书记、后备干部、基层综
合执法”三支队伍，切实提升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效能。紧扣“雁归工程”

“选培用管”要求，聚焦“导师帮带、能
力提升、岗位锻炼”，持续选优配强村党
组织书记，打造过硬干部队伍。目前，
成功吸纳43名优秀人才加入村党组织
书记后备干部队伍，大胆对现任支部书
记进行撤换，2名后备干部提前上岗担
任支部书记。创新“一二三四”工作
法，加快构建“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基
层治理模式，全力破解多头执法、多
层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着力构建简
约高效的乡镇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体制，
违法建设、私搭乱建、店外经营等乱象
得到了有效遏制，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明
显提高。

郾城区商桥镇：织密红色网格 守护群众幸福

本报讯 （记者 孙 震） 5 月
19日，全市“三夏”生产暨夏粮收
购可燃物禁烧工作会议召开。副市
长王继周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继周指出，各县区、各有关
部门要切实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坚
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严格落实

“粮食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
松”的要求，持之以恒抓好麦田后
期管理和气象监测预警，全力以赴
夺取夏粮丰收。

王继周强调，要全力打好机收
会战，强化机具保障，精准调度农
机，优化服务举措，确保小麦颗粒
归仓。要科学组织夏粮收购，围绕

“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
粮”的目标，加强收购政策宣传，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规范收储企业
经营活动，保障农民群众切身利
益。要种足种好秋粮作物，抓实
抓细稳产高产措施，千方百计稳
面积，多措并举提单产，立足抗
灾减损失。要奋力守护净土蓝
天，从严抓实可燃物禁烧，压实
工作责任，坚持“人防+技防”，
推进综合利用。要强化各项保障措
施，加强组织领导，做好服务、资
金等各项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
实基础。

全市“三夏”生产暨夏粮收购
可燃物禁烧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通讯员
黄泽佳 白卫卫） 5月19日，在舞阳县
辛安镇，伴随着轰鸣声，一台台大型
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麦田里来回穿
梭，麦收工作已经展开。记者了解
到，舞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为69.73
万亩，部分地块相比往年成熟期提前
了一周左右。目前，全县已收获7000
余亩，收割作业正在科学、有序推进
中。

当天上午，在舞阳县辛安镇吴堂
村，五台联合收割机一起下地，收
割、脱粒、粉碎秸秆等一系列工序一
气呵成，一粒粒小麦尽收粮车。“目前

大部分小麦还未到成熟期，大面积收
割还要等到一周以后。”该村种植户吴
彦卫告诉记者，全村有600亩小麦提
前成熟，已经收割完毕，整理地块后
将及时种植秋作物。

记者了解到，舞阳县今年计划投
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800台以上，其
中协议引机500台，全力确保农机具
供应充足，为夏收工作提供坚实保
障。舞阳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成立了

“三夏”农机化生产工作专班，明确
责任分工，统筹做好机具调度、安全
生产、信息报送等工作。建立跨区作
业农机手信息渠道，开通 24小时服
务热线，在高速公路出口设立农机综
合服务站，为外来机手落实好免交车
辆通行费、农机用油优惠政策和便民
服务等措施，全力保障机收作业进
度。

舞阳县小麦开镰收割

近段时间，临颍县通过提前谋
划、保障安全、高效服务等多项有力
举措，全方位做好农机服务保障工
作。

提前谋划，精心组织。为确保夏粮
颗粒归仓，该县积极谋划，出台“三
夏”农机工作方案、修订完善各项应急
预案；开通“三夏”生产24小时农机
服务热线电话，成立农机专门调度组
织，做到信息资源共享，统一调度，有
序作业，发挥农机最大效率；提前摸清

全县各乡镇 （街道）、行政村麦播面
积、各种机具数量，搞好物资储备工
作，保证满足“三夏”生产的需要。

主动介入，保障安全。建立安全生
产领导责任制，开展农机上门免费年
检服务，开展农机安全隐患大检查专
项行动，重点整治“黑车非驾”；加强
农机作业执法检查，排查提醒各类农
机安全隐患，及时解决农机突发问
题；加大农机手培训力度，印发致广
大农机手的一封信，积极宣传机收减

损技术和农业机械安全操作常识，增
强防范农机事故的能力，全力为农机
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服务高效，作业顺畅。针对拖拉
机、小麦联合收割机和播种机等主力机
械，临颍县开展专题培训，讲授减损技
术、机械保养维修知识及机械操作知
识；为外地机手提供良好的作业环境，
在全县2个高速路口设立跨区服务接待
站；组织专业人员，发布“三夏”相关
服务信息和作业信息，深入生产一线，

引导跨区作业中介服务组织根据市场需
求，引进外地小麦收割机260余台，现
场讲解农机专业知识，协调解决跨区作
业遇到的难题；做好《跨区作业证》发
放管理工作，落实免费发放政策。

截至目前，临颍县已组织小麦收割
机1600台备战“三夏”，并组织跨区作
业收割机260台、秸秆打捆机241台、
秸秆还田机2680台、玉米大豆等播种
机610台，全力为“三夏”安全生产保
驾护航。 王利生 张智媛 赵廷伟

临颍县：多措并举 备战“三夏”

5 月 19 日，舞阳县辛安镇吴堂村
种植户正在收割小麦。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上接01版）
三剑客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在中

原食品实验室帮助下，解决“黑酸
奶”黑色谷物的灭菌难题。

…………
据统计，全市7000余家食品

企业中，超30%设立研发中心，形
成“头部企业引领、中小企业跟
进”的创新矩阵。

实验室赋能：科研突
破与生态构建协同发力

中原食品实验室作为河南省唯
一的食品类省级实验室，更是集聚
了14位院士、300余名科研精英，
在营养健康、食药同源、未来食品
等前沿领域实现突破，参与制定国
际标准4项、国家标准7项，攻克
关键技术32项、发布代表性成果
40项，孵化了“快乐酸奶”“科学

家酒·乐荷酒”等30余项成果转
化项目。中原食品实验室作为创新

“发动机”，配建 21 条中试生产
线，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

“闭环生态”，为我市食品产业转型
升级和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
力。在科技与产业融合方面，聚焦
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
透明化生产体系。绿色发展层面，
实验室牵头构建“田间到餐桌”低
碳循环体系，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和
包装减量化，为企业降本增效。在
成果转化机制上，实验室建立“前
端需求捕捉—中端技术攻关—后端
市场验证”模式，通过企业家参与
选题、消费者试用反馈，确保科研
成果“接地气”。同时，实验室发
挥人才“蓄水池”作用，通过研究
生院培养专业硕士、博士为企业输
送技术骨干，形成“研发—人才—
产业”的良性循环。

（上接01版）聚焦全县三大主导产
业12条重点产业链，围绕短板弱
项、延链补链项目等，瞄准行业百
强、“单项冠军”、“隐形冠军”
等，着力推动项目招大引强、产业
链延链补链、产业集群做大做强，
为临颍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
多新活力。

项目推进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
境。为推动签约项目尽快落地、建
设项目早日投产、投产项目迅速达
效，临颍县充分利用“月讲评”

“周交办”“日督查”等机制，加快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厚植优质

营商环境沃土，着力打造优良市场
环境，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推
行“一窗受理”“容缺办理”服务
模式，为重点项目提供全流程指
导，开辟“绿色通道”，秉持“有
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原则，扎实
推进项目建设。

据悉，临颍县今年成功申报11
个省重点项目、31个市重点项目，
项目数量及投资总量均位居全市第
一。截至目前，31个重点项目已完
成投资78.1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
的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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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为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潜力，

源汇区还统筹颐高总部港、豪之英
电商中心的30余个电商企业直播
间，开展为期3天的“庆食博 促
消费”专场活动。活动以优惠促销
为抓手，推出限时折扣、满减优
惠、直播秒杀等丰富多样的促销活
动；以内容创新为驱动，打造趣味
互动、产品测评等特色直播内容，

吸引消费者关注，形成强大的流量
聚合效应。

源汇区通过“活动引流—粉丝
沉淀—持续转化”的电商生态良性
循环体系，不仅有效激发了消费
市场潜力，还推动电商行业实现
从短期促销到长效运营的转变，
为电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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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颍县：聚焦项目建设 积蓄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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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名城 向“新”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