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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

子） 5 月 18 日是市委第十九巡察村

（社区）组进驻临汝镇西营村开展巡察

工作的第 20个工作日。

“咱们村现在的‘五保户’是如何解

决生活问题的？”在深入走访了解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后，第十九巡察村

（社区）组组长郑淑晖与同行的村干部

边走边聊。

“主要靠补助，还有平时干些零碎

活。”村支部书记豆月层说。

“那村里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增收

吗？村里有没有创业典型能带动致富？”

“我们村主任就是个养殖创业能

手，他牛厂里吸纳了 6 名残疾人，在他

的带动下，周边相继成立了 10余家犊

牛繁殖厂、肉牛育肥厂，还帮他们克服

困难，实现共同富裕。”豆月层笑着说。

郑淑晖在豆月层的带领下走进了

鑫源茂合作社饲料配送中心的院子里，

见到了养牛大户、村主任牛首峰。牛首

峰 2岁时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当时家

里穷救治不及时，从此落下了一条腿残

疾。2006年，牛首峰拿出做生意攒下的

十余万元，买下了几十头小牛进行喂

养，半年后第一批 60多头牛出栏，净得

利润 5万余元。初试告捷的他与汝州市

原种厂签订了 15 年的土地使用合同，

占地 50余亩。又扩建了厂房，养牛数量

也逐渐增加，从原来的几十头发展到年

出栏肉牛 600头以上，年创效益 50万

元。现在的牛首峰已完成固定投资 200

余万元，安置劳动力 10名，成为临汝镇

西营村的养殖创业能手。

“牛主任，咱们厂里之前就有帮助

‘五保户’和残疾人的经验，你看这次能

不能创新‘传、帮、带’，再多吸纳一些人

加入？”郑淑晖与牛首峰讨论着带动村

里贫困人员致富的方法。最后商定了两

种方法：一是厂里劳动力多偏向贫困村

民，工资稳定发放，帮助增收。二是以承

包牛犊的方式，贫困户从厂里免费领

养，养大后售出，分红 2500-3000元。

贫困户致富的方法有了，那养牛的

饲料咋办？郑淑晖看到鑫源茂合作社饲

料配送中心的院子里堆放的牛饲料主

要是麦秸和玉米秸秆，立刻想到现在已

是秸秆禁烧的关键时期，便提出将全村

秸秆收购利用、变废为宝的想法。“我从

2005年就开始回收利用麦秸，我的厂子

能够消耗麦秸 6000余亩，今年可以联

合其他牛犊繁殖场、肉牛育肥厂把全村

的麦秸都利用了。”牛首峰豪爽地说。

听到这，在场的人都开心地笑了。

近日，记者跟几位朋友到魏沟村一日游，穿

过某村庄时却遇到了一个难题，道路全被晾晒的

油菜杆侵占了，汽车好不容易碾压着走了一段

路，实在走不过去，大家只好下车步行。但离目的

地还很远，人人满头大汗、怨声载道。

如今，随着村村通、户户通工程的推进，农村

道路已经基本完成硬化，这给村民出行带来了很

大的便利。然而到了丰收的季节，当我们经过乡

间道路时，路边随处摊晒着的一片片粮食和秸秆

让通行变得不太顺畅，有的地方甚至整条路都被

铺满，行人不得不绕道而行。特别是本来就窄的

路段，这样的做法不仅影响了车辆和行人的出

行，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首先，在马路上晾晒粮食会让路面变得更加

拥挤，有的农民为了避免车辆碾压农作物，会在

边缘处放置各种障碍物，比如木头、啤酒瓶、砖头

等等。一旦车辆和行人撞到这些障碍物，造成交

通事故和人身伤害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次，粮食在阳光下曝晒后，或多或少地会

沾到灰尘。尤其当汽车驶过农作物时，尾气会造

成粮食、油料作物的污染，给农户自身和购买这

些受污染粮食的群众造成危害。

根据我国《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等

规定：严禁在道路上打场晒粮，且占用车道晾晒

粮食属于违法行为。另外，如果道路出现损坏、污

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还可以由当地道路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同时对当事人进行罚

款。

所以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虽然晒粮食必要，

但也要遵守法律法规，最好的办法还是把粮食搬

回自己家的院子或房顶

晒，这样才是对自己、对

他人负责。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通讯员 王燕舞） 为确

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防汛工程安全，近期，汝南街道根据辖区防

汛工作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多项举措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完善应急预案，强化责任落实。街道党工委成立防汛抗旱领导小

组，统一指挥辖区防汛工作，坚持 24小时值班制度、信息收集、上报和

反馈制度。督促各行政村、各单位建立汛期应急预案，按照分包制度，

明确各行政村防汛责任，真正做到“三到位、四落实”。组建民兵应急抢

险队伍，专人负责，实行 24小时监控，遇到险情，及时向上级防汛指挥

部报告，并落实预警报警、安全抢护和群众安全转移等措施。

加强安全宣传，提高群众防汛意识。通过 LED屏、防汛安全宣传

栏、宣传条幅以及微博、微信等及时做好防汛知识宣传工作，各村充分

利用大喇叭、召开群众会议等方式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知晓率，增

强辖区群众防汛减灾意识。形成社会“人人关心防汛，人人支持防汛，

人人投身防汛”的良好局面。

加大汛期检查，消除隐患问题。积极组织人员对辖区的北汝河、蟒

川河、燕子河开展汛期安全排查，及时清理淤积杂物，确保河道畅通无

阻，做好相关检查记录，及时处置到位，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做好物资储备工作。该街道备足编织袋、铁丝、铁锨、沙石料、雨

衣、手电筒、救生衣等防汛物资，建立台账，严禁挪用，并对购置物资定

期检查，同时防汛指挥部按时按规检查各村物料准备情况，对不按要

求准备物料、又不能说明原因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对仍没有按期完

成整改任务的，坚决追究领导责任。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熊晓娅）“现在咱们空仓、设备已

经准备完毕，还得制定有效措施和应急预案，把夏粮收购前各项准备工

作搞扎实，争取下个月多收粮、收好粮。”5月 26日，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负责人在庙下零四一一河南省粮食储备库检查时说道。

临近夏粮收购，粮食系统迎来一年一度的“大考”。今年，我市小麦

种植面积为 78.2万亩。预计总产 28万吨，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

为确保夏粮收购顺利进行，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切身利益，市粮食部

门多措并举。

积极“做加法”，增仓容。全市 8个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共腾仓备库约

2.3万吨用于夏粮收购，并全部做好了仓库维修养护、卫生打扫及空仓

消毒工作。对夏粮收购所需器材清查核实，检修保养机械设备 163台，

全面服务于夏粮收购。每个企业配备环保型防尘清理筛，尽力减少粉尘

排放，实现环保达标，为夏粮收购工作提供全方位保障。

截至目前，我市粮食部门向农发行贷款 4640.5万元，另前期自行

筹备启动资金 200余万元，用于夏粮收购。培训人员 95人次，要求粮食

收储企业保管员、化验员、会计人员严格遵守“五要五不准”收购准则，

做到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让农民交“明白粮”“放心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5月 27

日，在寄料镇黄柏村的田野上，滚滚麦浪，人头攒动，党

旗、党徽与镰刀小麦交相辉映，一派热闹景象。麦田里

戴着党徽的党员干部正在帮贫困户收割麦子。

连日来，党员干部积极主动帮困难群众抢收粮

食，成为麦田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今年 79岁的李章栓是黄柏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李章栓有三个儿子，这两年，由于老二儿媳得了

癌症，基本都在郑州住院化疗，家里自己平时省吃

俭用的钱都拿出来了，兄弟几个也都出去务工，挣

钱帮助老二。现在到了农忙季节，眼看着麦子熟了，

但是家里缺乏劳动力，愁得老人一宿一宿地睡不

着。

驻村工作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李章栓的难处，

及时向包村领导作了汇报，立即发出助力“三夏”的

号召。得知收割机无法到达这些小块的山坡地、贫

困户收割小麦困难的情况，大家纷纷响应帮助收割

号召。5月 27日，包村干部带领部分党员干部来到

李章栓家的山坡地里，他们立即投入到收割工作

中。大家顶着烈日，挥汗如雨，手拿镰刀，割、背、扛，

流水作业，分工合作，挥洒着汗水，感受着丰收的喜

悦。人多力量大，一会儿工夫，李章栓家的麦子就收

割完工。

“今天早上听村里说今天有干部帮我收麦，我

还不相信，现在这一会儿工夫，这么大一块地的麦

就全割完了，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感谢党

和政府，这几年，我可是享受了太多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说着话，李

章栓的眼泪掉了下来。生活的苦难压弯了他的脊梁，但是党和政府的

关心照顾让他挺直了腰板。“我们也没什么能拿出手的东西，这是自

己养的鸡下的蛋，我煮好了，你们吃点，干半天活了。”李章栓的老伴

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煮鸡蛋边说边往队员们的手中塞。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挥镰割麦子，第一次看到这种火热的劳动

场面，第一次经受这样的锻炼，感到很新鲜！”正在割麦的一位年轻党

员说道。

“现在真的觉得说再多，不如到群众家中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

事来得实在，这不仅帮助他们解决了农活，也给我们党员干部上了一

堂生动的课。”带头前来割麦的党员表示。

在小麦收割现场，党员干部们一边帮忙收割小麦，一边为群众宣

传秸秆还田的好处、焚烧秸秆的危害以及土地流转、产业扶贫等政

策，实现了秸秆禁烧和扶贫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马鹏亮） 700 多年前，“元曲四大

家”之首的著名戏剧作家关汉卿曾借助元曲

作品《南吕》自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

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小小豌豆

成了战胜困难、不屈不挠的精神化身。如今，

在蟒川镇寺上村，贫困户种植的 207亩铁豌豆

正进入收割期，黑色的果实成为响当当的“脱

贫豆”。

寺上村位于蟒川镇南部深山区，全村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193户 773人。铁豌豆属于耐旱

经济作物，很适宜于山坡地种植，主要用于信鸽

喂养。去年初，市疾控中心驻村工作队了解到铁

豌豆市场需求量较大时，在村“两委”的配合下，

引导贫困户利用山坡地发展铁豌豆种植，经过

两季发展，目前已扩大到 207亩。

5月 25日，正在地里收割铁豌豆的 2组

贫困户赵顺法（如上图）告诉记者，今年种了 2

亩铁豌豆，亩产三、四百斤，由于周边乡镇种植

铁豌豆的较少，收购者都是上门收购，预计今

年每斤价格要高于 2.5元，比种一般的农作物

收益稳定。

据了解，该村除了贫困户种植外，非贫困

村民也种植有 100余亩，铁豌豆种植已成为该

村的特色种植产业。目前，大部分铁豌豆已经

收割，村民们正在翻晒出豆。驻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队长魏亚辉告诉记者，经初步测算，预

计 207亩铁豌豆产值将突破 13万元。为助推

脱贫攻坚，针对该村发展铁豌豆规模种植，专

门出台相关政策，按照总销售额的 50%，给予

贫困村民经济作物种植补贴，补贴将于近期到

位。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樊向华） 当前，“三夏”农机作业生

产正全面展开，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农机

手，“三夏”农忙期间要注意农机安全生产，严

防农机事故发生。

注意机具安全检查。对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等农业机械要进行安全技术检查，保证以

完好的状态投入作业；灭火器具要有效并放

在易于取放的位置。联合收割机的排气管要

清除积炭并安装火星收集器，排气管过短的

要加长。场院带动脱粒机的动力机械排气管

要安装防火罩；联合收割机的传动链和传输

皮带等防护罩、盖应完整可靠，操纵台的扶梯

护栏、扶手、踏板等应安装牢固；机组应有充

足的照明设备，以便夜间作业时能及时发现

并排除故障。

注意行驶安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要牌

证齐全。农机手要携带驾驶证和跨区作业证；

转移途中要遵守交通规则，服从交警指挥，自

觉维护交通秩序。不要超速行驶、酒后驾驶和

疲劳驾驶，不违法载人，并要注意保持安全行

驶距离；及时了解有关信息，注意天气变化等

情况。

注意作业现场安全。勘察好田间作业现

场。检查现场是否有影响作业的电线、杂物及

与作业无关的人员；选择好作业路线。作业时

应选好路线保持直线行驶，需转弯时一定要停

止收割，倒车时要察看后方是否有人；把握好

操作要领。根据地势特点、干湿情况等选择收

割速度；禁止在未停机的情况下清理割台、输

送带和行走系统；禁止用铁器等工具伸入粮

仓，接粮人员不准把手伸进出粮口；场院作业

的拖拉机、柴油机要注意作业秩序，切勿靠近

飞轮、皮带轮等旋转传动部件。注意防暑降温。

市领导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蓝一清）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

之际，5月 27日，市委副书记李晓伟带领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到寄料镇

石梯村看望慰问少年儿童。李晓伟一行到石梯村来安社区群众家中，详

细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为孩子们送上书包、文具等慰问品。

市领导带队赴鲁山阿婆寨考察学习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通讯员 邓力维） 5月 27

日，市领导陈国重、张平怀、张耀峰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赴鲁山县阿婆

寨景区进行考察学习，就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市领导到风穴寺景区调研文物开发与保护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通讯员 力维） 5月 27日，

市领导陈国重、余占营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风穴寺景区调研历史文物

挖掘与保护工作。通过实地走访、听取相关情况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文

物保护和管理现状以及在实际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等。

内黄县宣传部领导莅汝考察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5月 27日，内黄县县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马玉红一行莅汝，先后到城市中央公园、蔡庄公厕和

立体化停车场、建行公厕及地坑式停车场、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钟楼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南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纸

坊镇中山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地考察学习。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魏学君陪同考察。

我市社区治理“五个一”工作机制网格化建设工作
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5月 27日，我市社区治

理“五个一”工作机制网格化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上传达了相关

工作要求和文件精神，并围绕网格化治理的意义及背景阐述了我市精

致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思路。市委常务、宣传部部长魏学军出席会议。

省四水同治工作考核组莅汝考核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5月 27日，省发改委二级

巡视员何天杰带领省四水同治工作考核组莅汝考核。市领导韩春晓、

杜占广、焦慧娟陪同考核或出席汇报会。

全市“根治欠薪”专项考核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实习记者 陈欣然） 5月 27 日，全市

2019年度“根治欠薪”专项考核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通报了 2019年

度以来全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情况，并对我市 2019年度“根治

欠薪”专项考核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市领导韩春晓、张振伟出席会议。

平顶山市教体局领导一行莅汝调研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5月 27日，平顶山市教

体局副局长段晓兵一行到我市调研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市级复核工作。

副市长张平怀参加调研。

平顶山市检察院领导看望金庚医院脑瘫孤儿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春风） 5 月 27

日，平顶山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刘新义到金庚医院看望慰问正在接受

治疗的脑瘫孤儿，并举办了一场以“检医携手 共护未来”为主题的党

日活动。我市检察院检察长阮建国陪同。

客商考察团莅汝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5月 27日，锦艺控股集

团总裁陈锦东带领公司人员同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会长蒋继明，

省侨联副主席、省新能源协会会长刘东晓等一行莅汝考察。市领导张

振伟陪同考察。

市领导调研我市肉、奶牛企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帅涛） 5月

27日，市领导姜新夏、刘天望先后到汝州市启航农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市亿鑫源牧业有限公司，调研我市肉、奶牛产业发展情况，并对企

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
鸽 通讯员 陶宁怡） “这次培训班

让我受益很大，学到了很多科技知识，

以前遇到的一些问题专家都给解决了，

希望以后市里能多开展这些实用技术

培训。”5月 27日，我市 2020年“全国科

技工作者日”农技协送技术进基层志愿

服务活动中，参加培训讲座的香菇种植

户刘小国兴奋地说。

据了解，为庆祝第四个“全国科技

工作者日”的到来，团结带领科技工作

者服务我市乡村振兴战略，市科协在蟒

川镇举行了 2020年“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农技协送技术进基层志愿服务活

动，邀请市农科所所长史万民、市农技

协专家马小林、市畜牧局专家马战涛等

三位专家进行授课，蟒川镇 20余名种

养大户参加了学习培训。

培训会上，史万民围绕香菇种植及

效益分析进行专题讲座，马小林详细讲

解了花椒种植的注意事项，马战涛围绕

畜牧业发展现状及实用技术进行了指

导，参加培训的人员纷纷就各自在种

植、养殖中遇到的技术等问题向专家进

行请教，取得了良好效果。

培训结束后，市科协科普志愿者向

前来培训的种养殖户和群众发放了《身

边的科普》读本 50余本，科普笔记本 30

余个，科普宣传袋 30余份，科普围裙 30

余个，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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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亩山坡地结出响当当的脱贫铁豌豆

侵占道路晾晒粮食不可取
□陈晶

小牛场有了大作用

市应急管理局提醒

“三夏”大忙 安全第一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全力以赴备战夏粮收购

我市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农技协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汝南街道

四举措全面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

●5月 21日，市科协负责人带领班子成员到焦村镇邢村走访调

研蚕桑特色产业园，重点了解该园区的产业建设、科技创新等情况，推

进园区科技支持和服务工作。 于俊鸽 陶宁怡
●5月 27日，我市召开文艺工作推进会。会议通报作协、书协、美

协、舞协、戏协、文志协、音协各协会年度考核情况。文联党组书记樊建

伟给文艺工作者上党课《做担当敬业的文艺工作者》。 梁杨子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统计局驻村第一书记孙勇满

载着节日的祝福，为大峪镇范庄小学送去 400个书包，让孩子们过一

个幸福快乐的节日。 牛莉萍 孟鑫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