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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全义
麦收之后，高温持续，给播

种保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不只是农民
的事情，还需要全市上下齐心协
力、共同担当。

当下，全市各界已积极行动
起来，众多农户冒着高温，奋战
在抗旱播种保苗一线。然而，令
人担忧的是，一种消极思想也在
悄然滋生。部分人认为，近期缺
乏有效降雨，即便当下抗旱播
种，秋作物出苗后也难以正常生
长。这无疑是典型的“靠天收”
思想在作祟，此类消极态度实不
可取。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基础，积极抗旱播种是当前保障
粮食安全的关键任务。干旱对播
种的影响，可能导致农作物出苗
不齐、生长受阻，进而威胁粮食
产量。倘若消极应对，坐等降
雨，那么农田可能错失最佳播种
时机，最终影响的将是全年的粮
食收成，甚至危及粮食安全底
线。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方
式抗旱播种，是保障粮食丰收的
当务之急，也是我们每个人应有
的责任担当。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面对旱
情，挖掘现有农田水利设施潜力
迫在眉睫。目前旱情严重，但部

分水利设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有的机井年久失修，无法正常抽
水；有的灌溉渠道堵塞，水流不
畅。这就需要相关部门立即对这
些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和维护，让
它们重新“活”起来。同时，要
合理调配水资源，根据不同农田
的需求，科学安排灌溉顺序和水
量。例如，一些地方采用滴灌、
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不仅提高
了水资源利用效率，还能精准地
为农作物提供水分，在有限的水
资源条件下，最大程度满足了农
田用水需求，值得推广借鉴。我
们在以往的抗旱工作中，也曾有
过成功利用水利设施的经验，使

水流顺利抵达农田，保障了农作
物的生长。如今更应以此为契
机，全面挖掘水利设施潜力，应
对当前旱情。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关
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抗旱工作的
支持力度，提供充足的抗旱物资
和资金补贴，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为农民提供专业的技
术指导与服务。同时，要强化气
象监测与预警，及时为农民提供
精准的气象信息，助力他们合理
安排农事活动。社会各界也应高
度关注旱情，通过各种方式为抗
旱工作贡献力量，比如企业可以
捐赠抗旱设备，社会组织可以开

展志愿服务等。总之，只有汇聚
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的抗旱
合力，才能更好地应对旱情挑战。

在抗旱播种保苗的关键时
期，我们务必坚定信心、积极行
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全力以赴做好抗旱播种保苗工
作。唯有如此，才能在严峻的自
然灾害面前，筑牢粮食安全的坚
实防线，为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
幸福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为奋力
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新篇章贡献漯河力量。

抗旱播种保苗 刻不容缓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6月7日上午11点，“非遗

传承 漯在其中——漯河市首届
非遗展演年”活动六月主题“国
潮端午”第一场展演在西城区万
达广场热闹开场。现场和直播荧
屏前的观众领略了剪纸非遗传承
人的妙手生花，感受民间艺术的
文化底蕴，领略东方美学、民族
韵味和中国智慧，见证非遗在新
时代迸发的活力。

常桂连是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她带来
的剪纸作品《指尖生花》让人
为之惊叹。

常桂连创作的剪纸作品
《纸艺霓裳》有长衫、短褂和
锦绣披肩。九洲传习所的学员
现场穿上这些喜庆火红的“衣
服”，在舞台上走秀，展示剪
纸艺术的独特魅力 （如图）。
凝结着常桂连心血和汗水的这
组云肩剪纸“春夏秋冬”系
列，将四季之美凝于一方红纸
之上，是传统与艺术的精妙融
合。“春”之剪纸，以绽放的
桃花、嫩绿的枝芽、欢歌的燕
子为元素。桃花娇艳，花瓣的
细腻纹理经剪刀雕琢，似能让
人闻到芬芳；燕语呢喃，灵动
的身姿仿若在春光中穿梭，展
示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蓬

勃生机。“夏”以荷花为主
角，田田荷叶、亭亭荷花与穿
梭其间的蜻蜓、鱼儿构成画
面。荷花的高洁、荷叶的舒
展，被剪纸技艺刻画得淋漓尽
致，满是夏日池塘的清幽与活
泼。“秋”着重描绘丰收，火
红的柿子、傲霜的菊花跃然纸

上。柿子圆润可爱，寓意着金
秋的硕果累累与富足美满。

“冬”展现傲雪的寒梅、纷飞
的雪花。梅枝的苍劲、花瓣的
坚韧、雪花的精致，诉说着冬
日的宁静与希望，预示着春天
即将到来。这组剪纸用传统技
艺展现四季，饱含岁月流转的

美好寓意，引得现场观众啧啧
称奇。

剪纸课堂环节，常桂连现
场向九洲传习所的学员和观众
讲解剪纸技术。一把剪刀游走
于纸上，孕育出花鸟鱼虫，刻
画出山水林木。常桂连说，剪
什么图案，需要几折，在何处

下刀，需要了然于胸，更需要
绘画功底。她耐心讲解剪纸技
巧，手把手指导构图、运剪，
认真点评每幅作品，鼓励大家
大胆创新。

九洲传习所 13岁的陈怡
霏在剪纸学习中表现亮眼。
她画工精湛，运剪认真专
注，对传统吉祥娃娃怀有浓
厚兴趣。创作时，她能巧妙
勾勒出娃娃憨态可掬的模
样，再凭借细腻的剪裁，赋
予作品灵动神韵，将传统吉
祥寓意融入剪纸作品中，尽
显独特艺术风采。她的作品
在学校多次被展出。

陈怡霏说：“我喜欢剪
纸。剪纸不仅能锻炼我的创造
力与美学欣赏能力，还能培养
专注力。”

曹慧玲是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也是常桂连的徒
弟。她现场表演的端午节特
色剪纸，以传统粽子为原
型，融入萌趣造型与吉祥元
素，通过折叠、剪裁纸张，
塑造出憨态可掬的粽子形
象，再给粽宝宝添上眉眼、
手脚，使其更显活泼可爱。
《粽宝宝》《龙舟》《连年有
余》 等新鲜出炉的剪纸作
品，引得现场观众争相收藏。

欣赏剪纸技艺 品味东方美学
——漯河市首届非遗展演年活动六月第一场展演侧记

本报讯（记者 姚 肖） 6
月6日，2025年漯河市“个人养
老金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红
枫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主办，中国工商银行漯
河分行承办，以“个人养老金
为您储幸福”为主题，旨在推动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
设，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
为提升群众养老保障水平提供有

力支撑。
活动期间，市人社部门将

联合金融机构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
传，通过进机关、进企业、进
医院、进学校、进社区、进乡
村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宣传覆
盖面、提高社会影响力，让广
大群众知晓个人养老金政策，
切实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
惠民。

“个人养老金宣传月”活动启动

左图 6月6日上午，位于临颍县皇帝庙乡的临颍县农信合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智慧生产温室大棚内，工人正在采摘小番茄。

据公司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园区投资 1.7 亿元，占地面积
177亩，分为7个功能区。其中，智慧生产温室大棚采用的是由荷兰
引进的文洛式玻璃温室，拥有多项国际先进的设施农业技术和装
备。温室大棚通过物联网、无土栽培等多学科前沿技术的应用，实
现番茄全年都能采摘。目前年产番茄2200吨，销售收入1300万元。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本报讯（记者 郭勇睿） 6
月7日，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十一
纪检监察组联合市公安局警务
督察部门，深入漯河实验高
中、漯河外国语中学等 9个考
点，对考点的警力部署、安保
维稳、交通疏导等情况开展实
地监督检查。

连日来，市纪委监委把护航
高考作为重要监督内容，发挥

“室组地”联动监督机制，将监
督探头嵌入高考一线，深入到各
考点对安全保障、考务准备、通
信保密、应急处置、考风考纪等
关键环节开展监督检查，推动高
考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全力护航

“平安高考”“阳光高考”。
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十八纪检

监察组督促市交通运输局加大送
考车辆动态监管和安全检查力
度，严禁“带病车辆”“带病人
员”参与运输，并组织开展好

“爱心送考”活动。同时，聚焦
群众普遍关注的高考热点问题，
督促市城管部门充分发挥城市管
理智慧化平台作用，以“线上+
线下”督导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引导机动车、非机动车规范停
放，及时劝离乱停乱放车辆。

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二十三纪
检监察组聚焦食品、特种设备、
广告等关键领域，督促市市场监
管局对考点及周边宾馆、住宅、
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电梯安全
保障工作进行实地指导检查，对
考生入住酒店、考点学校食堂及
周边餐饮单位开展拉网式排查，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制作及
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守护考生

“舌尖上的安全”。
考风考纪是高考工作的重中

之重。市纪委监委开考当日以
“室组”联动的方式，深入市考
试中心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漯河高中北校区等考点，围绕考
场设置、试卷的运送与保管、考
试保密工作、考点视频监控等重
点环节再次开展监督检查，确保
考试全过程纪律严明、组织有
序、保障到位。市纪委监委派驻
第九纪检监察组提前介入，跟进
督促教育部门全面履行主体责
任，确保高考公平公正、安全有
序、平稳顺利。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6
月6日，全省电动自行车暨建筑
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和
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专项整治
行动6月份视频调度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乔彦强在
漯河分会场收听收看后，主持召
开会议，落实全省会议精神，部
署我市工作。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决扛
稳政治责任，全面检视三项整
治行动开展情况，对标对表找
差距，不折不扣抓落实，坚决

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强
化部门协同联动，扎实推进电
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及住宅
小区消防安全夜查、人员密集
场所小型动火作业备案管理、
建筑保温材料作业现场安全管
控等重点工作。要统筹抓好夏
季消防安全，加大对商场、夜
市、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培
训机构等重点单位、重点场所
排查整改力度，全面落实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包保联系工作机
制，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保
持稳定。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 6
月6日，副市长王继周带领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深入部分政府定点
收购企业、面粉加工企业等，调
研夏粮收购工作。

当天上午，王继周一行先后
到市物资储备保障中心、中粮面
业（漯河）有限公司、河南禾江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储粮漯河
直属库，通过听取汇报、实地察
看等方式，详细了解粮食库容准
备、入库小麦品质、仓储管理
等，并向粮食收购主体详细询问
小麦收购价格、粮款结算情况、
当前收购情况等。

王继周强调，各级各相关

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
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周密部
署、科学调度，确保夏粮颗粒
归仓。要做好要素保障，严格
落实粮食收购政策，坚决杜绝
给农民“打白条”，进一步加强
人员统筹、场地保障、交通疏
导等工作，切实保障售粮群众
利益。粮食主管部门、中储粮
漯河直属库、农发行漯河市分
行要加强价格监管和收储监
管，强化信息共享，各司其
职，协同配合，确保全市夏粮
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本报讯（记者 郭嘉琪） 6
月6日，副市长周剑主持召开全
市食品企业销售渠道拓展座谈
会，推介漯河食品产业优势，研
究推动产销精准对接、销售渠道
拓展新路径。

会前，与会代表参观了中国
食品名城品牌馆，实地考察了漯
河食品产业发展成果。座谈会
上，“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区域
公共品牌负责人汇报了平台建设
运营有关情况；省内重点商超、
电商企业代表围绕漯河产品采购
销售情况先后发言。

周剑指出，漯河作为首家中
国食品名城，食品产业总规模达
2500 亿元，占全省的四分之

一、全国的四十分之一，具备产
业链条完整、创新研发实力强、
加工能力突出的显著优势。他希
望各参会企业能够深入了解漯河
产品优势，积极与漯河食品企业
展开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对接
机制，定期开展深入沟通、举办
选品会，精准把握市场脉搏与供
需动态。同时，期待各企业能将
更多优质的漯河食品纳入供应链
体系，充分利用漯河与京东共建
供应链的嵌合优势，打造线上线
下、境内境外联动的产销对接新
矩阵，相互赋能、降低成本，实
现产销无缝对接，让漯河食品走
进千家万户，推动食品产业迈向
新高度。

全市食品企业
销售渠道拓展座谈会召开

强力推进 紧盯重点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乔彦强在漯河分会场收听收看全省视频调度会

市领导调研夏粮收购工作

（上接01版）
在农村持续开展“三雁”行

动，举办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
量、驻村干部“充电赋能”培训
班，梯次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加
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组
织全区 396 名社区工作者进网
格，并举办专业能力培训，壮大
基层治理工作力量；吸纳400余
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担任或兼任
网格员，

以网格小事“随手助”、安
全隐患“随手拍”等方式搜集群
众意见和建议180余条，解决文
明创建、安全隐患等方面的问题
1900多个。

在农村，创新实施基层党建
“书记领航”工程，以跨村帮
带、以强带弱、产业抱团等方
式，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
划，擦亮“康养在半坡”“休闲
在马店”等特色产业新名片。在
城市，深入推进高品质幸福社区
建设，结合产业实际成立河上街
商圈党组织，服务文旅和电商产
业发展；建成“源汇小哥”红色
驿站 104 个，2700 余名党员、
3200余名网格员、396名社区工
作者在一线服务民生。

创 新 推 广 “ 民 呼 我 应
96771”工作机制，建立集问题接
收、处理、督导、反馈于一体的

“民呼我应”闭环运行机制。建立
事件分派机制，简单问题由社区
现场处理，复杂问题由街道调度
力量或向责任单位派单处理，疑
难问题由指挥中心协调处理。

成立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指挥中心，整合城管、住建等
8个部门力量实行集中办公，实
现“快诉快办”。培育或引入
200多个社会主体成为“社区合
伙人”，提供满足居民多样化需
求的社区服务套餐。建立群众自
治机制，创新“163”工作法，
设立“红色议事厅”，实现全区
353 个小区“红色物业”全覆
盖；组建“红管家”服务队，成

立“小板凳议事会”“老董帮忙
团”等党群议事组织，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建成源汇区智慧城市运行中

心平台，丰富智慧监控、事件处
置、移动办公等功能，推动党建
网、政务网、视联网和基层网格
互通。拓宽视频监控、舆情监
测、平台收集等渠道，整合重点
区域30多条路视频资源，通过
AI智慧化、精准化识别，全方
位、多层次捕捉风险苗头。开展

“党建体检”逐村 （社区） 行，
采集15类99项基础数据，充实
基层治理大数据库，并对平台数
据实时分析、会商研判，实现

“未诉先办”。
研发“源小智”微信小程

序，提供二十余项便民服务；优
化积分兑换机制，居民通过志愿
服务获取积分，兑换爱“新”联
盟商家物品；设立小区曝光台，
及时曝光不文明行为。

源汇区通过“民呼我应
96771”工作法，累计化解基层
难题12000余个，相关经验做法
入选全省城市社区“五星”支部
创建案例。今年以来，该区通过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办理民
生实事5400余件，“源汇小哥”
红色驿站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5万余人次。 王会锋 董 燕

源汇区打造基层治理高效引擎

市纪委监委

擦亮监督探头
护航平安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