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4日，中石油登封分公
司采取送油到地头、赠送“爱心包
裹”、成立青年志愿服务队等多项
措施服务“三夏”。图为公司员工
在颍阳镇颍东村为农机加油。

▲6月7日上午，登封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9名交警临时组成的
“义务帮扶小分队”来到君召乡，
帮助因交通事故不能下地干活的
李艳艳收割小麦。经过一天的劳
动，李艳艳家的3亩小麦被全部
收割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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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服务农民

伴着沁人心脾的麦香，登封市
农机局的农机技术服务队在各个
乡镇的田间地头穿梭。近日，一名
山西的麦客在告成镇收割小麦时，
机器突然遇到故障，心急之下他就
给农机局的机收服务热线打了一
个电话。不到半个小时，农机局的
技术人员就到田间地头为他维修
机器。

今年“三夏”，登封市农机部
门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入手，组
建了两个农机技术服务小分队，让
工作人员走出办公室，进村入户、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零距离为民
服务”活动，为农民朋友讲解安全
防火知识和农机技术指导、维修服
务。同时，免费为本地机手发放联
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 80 个，并为他
们提供机收期间的作业信息和天
气预报信息。

今年 4月份，登封市农机局还提
前与山西、洛阳、平顶山等农机部门
联系，引进外地收割机 200余台参加
登封市小麦跨区作业，加快机收进
度。此外，该局还开通了 24小时“三
夏”服务热线，保证随叫随到。

据了解，截至6月7日，登封市已
收获小麦面积32.5万亩，占总麦播面
积36.8万亩的88%。

农民当上“甩手掌柜”

“现在俺庄稼人就是舒坦，收麦
不犯愁，种地不动手，只一个电话就
不用管了。”6 月 5 日上午，在颍阳镇
北街村的田间地头，宋老汉感慨地告

诉记者。
宋老汉今年已经 60 岁了，家里

种了近 5 亩地，往年在收获季节，他
和老伴总是要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
和女儿打电话回来抢收抢种。“如今
农机合作社搞的这个代耕、代种、代
收一条龙服务真是好，收、种一次完
成。去年我和村里的农机合作社实
行订单作业后，地里的活我们老两
口就不用操心了，近 5 亩的地才不
到两个小时连收带种就完事了，还
不耽误家里的小卖部营业。”谈起农

机合作社，他乐滋滋地在地头树荫
下说了起来。

王世昌是颍阳镇中天农机合作
社的社长，是个 20 多年的老机手。
去年 5月，他和另外两户村民一起注
册了合作社，农机大户带机入社，机
械所有权归个人所有，由合作社统一
调配、统一管理、统一维修保养、统一
存放。合作社统一联系业务、统一组
织作业、统一收费标准，除了有 7 台
小麦联合收割机外，还有 20 多台拖
拉机及配套农机具。目前，王世昌所

在的合作社已经和颍北村、颍西村、
北寨村的农户签订了 2000多亩的订
单合同，“三夏”期间预计收入 10 多
万元。

“免耕播种”效果好

地还没耕就直接往地里施肥播
种子，而且产量还高。这乍听起来
似乎不大可能的事，却是颍阳镇北
街村村民宋文化的种田体验。2008
年，宋文化在登封市农机部门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采用免耕播种技术

种下了 4 亩小麦，今年麦收时一算
账，比传统种法少耕地、少浇水，每
亩地少投入了 50 元，产量却达到了
500公斤。

近两年，登封市把保护性耕作列
入农机化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推广小
麦免播种植技术为切入点，大力推广
应用小麦秸秆随机粉碎抛撒还田和
小麦玉米免耕播种新技术，发展机械
化保护性耕作。目前，该市已在全市
推广小麦免耕播种技术面积达 6400
亩，节本增效明显。

合作社农机欢唱“免耕播”今成时尚

又到“三夏”麦收时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王晓慧 文/图

情系桑梓解水忧

2009 年 5 月 26 日上午，登封市大冶
镇朝阳沟的一处场院里锣鼓喧天，热闹
非凡。登封市委书记王福松庄重地启动
了朝阳沟供水站的水闸，顿时，哗哗的自
来水开始流进朝阳沟等三镇六村的万余
户群众家中。

登封市地处山区，由于地质原因，
历来缺水。大冶镇西半部为浅山丘陵
区，地上地下浅层水资源极度匮乏，群
众 生 活 用 水 需 肩 挑 车 拉 ，吃 水 贵 似
油。老冯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打十几
岁起，便要天天担着扁担往返 10 公里
挑水家用，村里其他村民家家均是如
此，遇到干旱天气，更是难以为继，饱
受缺水之苦。

怎么办呢？冯振德动起了脑筋，打
起了水的主意。

他拿出800多元钱来到郑州学测量，
并购买了水准仪等设备。1978 年，他和
乡亲们一起将河水通过水渠引到了各家
各户的蓄水池里。乡亲们高兴啊，敲起
锣，打起鼓，放起了鞭炮，从此告别了无
水的时代。

看到乡亲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冯振
德打心眼里有种说不出的兴奋。从此他
立志要为更多的老百姓解除水患。

——1982 年，焦家岭，投资 18 万元，
70 米井深，每小时出水 5 吨，受益百姓
300人。

——1984 年，川口村，投资 51 万元，
167米井深，每小时出水 20吨，受益百姓
3000余人。

——1988 年，双庙村，投资 127 万
元，181 米井深，每小时出水 50 吨，受益
百姓万余人。

——2007 年，山西孝义，投资 290 万
元，700 米井深，每小时出水 25 吨，受益
百姓4000人。

30年来，冯振德为两个省、5个乡镇、
16个村打了7眼机井，解决了3万余人的
吃水问题。群众为纪念“万人吃水工程”
的壮举，专门建了“喜水亭”。

在一次打井过程中，由于地质条件
恶劣，探至350米的时候，仍未见水，在场
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提议放弃该处，重
新寻找水源，可老冯坚决不同意：“一定
要打到500米！”探至453米的时候，一股
清水喷涌而出，老冯的执著感动了在场
的所有人。

此次朝阳沟饮水工程自 2005 年筹
备，2006 年郑州地质学校马文秀教授进
行第一阶段的物探工作，2007 年又多次
物探，在海拔 338 米的栗子沟村发现水
源。2008 年 5 月 8 日成井出水。井深
455 米，每小时出水 80 吨，水质良好。
其中，建蓄水池利用自然落差分别铺设
总长 1.8 万米的 10 路管道，使水通至大
冶镇的朝阳沟、前柿坑、后柿坑，卢店镇
的栗子沟、刘家沟，告成镇的北沟村等
三镇六村下去，辐射 48 平方公里，解决
了 30 多家企业、医疗点、学校和上万群
众的严重缺水困难。该工程采用独立
经营的运作模式，受到水利部专家的高
度评价和赞赏。

冯振德说：打井这件事情是经得起
时间检验的。“喜水亭”上的对联印证了
这一点：

历四年打三井建七池六站投百万资
金伟业悠悠

通八村达两乡跨十岭九沟供万人吃
水丰功巍巍。

科技为先办企业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用在冯振
德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家境贫寒的他自接手了一家濒临倒
闭的小厂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耐
材企业，其中的艰辛只有老冯自己心里
最清楚。

1993 年，为巴西生产修补焦炉用
硅 砖 ，是 公 司 承 接 的 第 一 个 出 口 订
单，346 吨硅砖竟然有 536 个型号，技
术难度很大。但因为企业按常规生
产，出窑检验合格率只有 8%。这个耻
辱的百分比没有压垮冯振德和他的
伙伴们。他们知道，自己的技术力量
是太薄弱了，那就要敢于走出去，请
进 来 ，让 科 技 救 工 厂 、救 产 品 、救 质
量、救信誉！

听说日本耐材生产技术水平高，他
把目光瞄准了当时驻在山东淄博市一家
耐材企业的日本专家。和伙伴们三次驱
车去淄博，向日本同行虚心请教。其中
一次，早上 4点就从登封出发，因天降大
雾，直到晚上9点才赶到目的地。日本专
家今川富清为他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

动，答应合作。
经过认真研究，精心论证，冯振德获

得了当时一些知名耐材企业和黑崎播磨
株式会社生产的硅砖实物，剖析指标性
能，比较数据。经过反复试验，于1993年
底完成了研制任务，产品合格率由 8%提
升到 80%，甚至达到 95%以上。多次检
测，研制开发的“G-D 焦炉硅砖”，磷石
英达 75%以上，残余石英接近零，被全国
冶金产品博览会推荐为“冶金名牌产
品”。

正是在这种信念和理念的支持下，
现在公司员工都把学习文化、钻研科技
当成了自觉行为。冯振德也先后到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研修工商管
理，其撰写的结业论文《实施品牌战略，
走向国际市场》等在英文版《CHINA’S
REFRACTORIES》（中国耐火材料）杂
志上发表。目前，冯振德的春胜公司已
经通过 ISO090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公司生产的硅砖被评为“中国十佳耐火
材料”，已成为中国硅砖行业最具有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知名品牌。

66 岁的老冯告诉记者：有生之年他
有三大心愿：一是解决困扰乡亲们的吃
水问题；二是让民企产品走向世界；三是
培养更多有志青年。“个人的成功不算
啥，更重要的是咱作为一名党员，为老百
姓做了点啥，为社会做了点啥……”

30年执著办厂打井
本报记者 李晓光 文 通讯员 王晓慧 图

为考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
考试环境，6 月 7 日至 6 月 8
日，登封市公安局每天出动 7
辆高考服务车，60 名交警、21
名民警和 100 多名巡防队员，
在该市区 7 个高考考点及重点
部位、易发案部位开展检查巡
逻，切实维护高考考点附近社
会治安，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考点门口成星光大道

6 月 7 日上午，登封市 8000
名考生走进7个考场参加高考，
登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即时启
动高考个性化疏导方案。

为确保全市无一名考生因
为交通堵塞耽误高考，交警大队
一中队民警全员上路，提前值
勤。对考点附近乱停的车辆，对
发放各种广告的小贩进行清理，
确保道路畅通。同时积极做好
宣传，号召动员广大驾驶员高考
期间少开私家车，乘公交车出
行，减少路面交通压力，为送考
车让路，为考生服务。

6 月 8 日上午 10 时，在登封
一中考场附近，一辆轿车警报
器乱响，值勤民警张应臻当即
将该车拖走。“我们保证了任何
一个考点附近禁行、禁鸣，让考
点门口的道路成为畅通无阻的
星光大道。”

两天接送200多考生

登封市公安局崇高路派出
所社区民警李国强高考这两天
成了大忙人。每天早上7时半，
他驾驶一辆考生服务车穿梭于
城区的大街小巷，看到有匆匆赶

往考点的考生，马上招呼“同学
请上车，叔叔送你们。”

6 月 8 日早上，天下大雨，
上小学的女儿央求爸爸送她
去学校，李国强说：“上学让妈
妈 送 ，放 学 让 妈 妈 接 ，爸 爸
忙。”妻子说：“你就不能送一
回吗？”李国强说：“等高考结
束了我天天接送孩子行吗？”
匆匆走进风雨之中。两天来，
李国强共在 7 个考点接送考生
200 多人。考生田雨感动李国
强冒雨送他和几个同学赶考，
伸出大拇指夸奖：“国强叔叔
BRT！”

危急之中大显身手

高考前夕，登封市公安局
就向所辖 18 个派出所的户籍
内勤发出紧急通知，开辟绿色
通道，呵护高考学子。尽管如
此，高考期间，仍然有不少人
在进考场时丢三落四，身份证
忘记带了，准考证忘记带了，
考生心急火燎。

6 月 7 日上午，登封市实
验高中 81 考场 25 号考生王文
华和 77 考场 22 号考生尚媛媛
进考场时忘记带准考证；6 月
8 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登封市
实验高中考场的考生王晓诚
进考场后突然发现自己的眼
镜忘在了家里。登封市公安
局政工监督室苏巧玲、社区民
警白天驾驶考生服务车，冒雨
疾行，赶在第一时间内为考生
取回准考证和眼镜。考生家
长感叹：有你们民警在，我们
少操多少心啊！

把每个考生都放在心上
——登封市警方服务高考侧记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袁俊锋 张朝晖 文/图

登 封
朝 阳 沟 饮
水 工 程 通
水 典 礼 现
场。

“那就是我们川口村……”眺望窗
外，冯振德手指树木掩映下的一片村落，
这块昔日贫瘠不堪的土地在老冯和乡亲
们一起打拼下，成为登封市第一个脱贫
致富的小康村——这里是冯振德的故
土，也是他的起点。

冯振德一如年轻人般对生活和未
来充满了向往，轻描淡写的话语里，你
却可以强烈感受到他的热情：“30年我
只执著做了两件事：一是打井，一是办
厂，都做成了。”

本报讯（通讯员 文权 张旭浩）为准确掌握
全市矿产资源家底，监督采矿权人合理开发和
有效利用矿产资源，促进矿产资源科学管理，日
前，登封市建立了矿山储量动态检测监督管理
数据库。

登封市共有 86 家煤炭企业、94 家非煤企
业，通过矿山储量动态检测监督管理数据库，可
及时掌握了解每个矿山企业总储量、保有储量、
可采储量以及每年动用的块段、面积、采区回采
率等情况。

该数据库按照规范化的信息分类标准
和统一的地理空间关系，对各项矿产储量
空间数据进行科学存储与管理，实现快速
采集、建库、查询、检索、统计、更新、分析以
及数据共享，使全市矿产储量空间资料成
为数字化存储、动态管理、可操作、可共享
的信息资源，提供给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
使用。

登封市国土资源局还专门建立了信息
工 作 平 台 ，各 基 层 国 土 资 源 所、各 矿 山 企
业配有储量专职工作人员，及时上报矿山
企业储量动态变化情况，还可有效地对地
质 测 量 机 构 在 辖 区 内 的 检 测 活 动 进 行 监
督和管理，确保实地检测和台账记录的准
确性，为进一步规范矿政管理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蒲军霞 刘占周）近日，登
封市送表矿区东送表村的退伍军人赵国芳经
过笔试、面试、考察等程序被区管委聘任为村
级调解员后，立即走街串户调解纠纷。据了
解，该区通过公开选拔聘任了 24 名村级调解
员，任期三年。

按照“公道正派、热心负责、有威望、有
能力、有水平”的标准，该区为每个村选拔
了 3 名高素质的调解员，充实到各村人民调
解委员会，落实责任和待遇，每人每月补贴
300 元。

采取专题培训、工作汇报、案例分析、经
验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对调解员的教育培
训，迅速提升其思想素养、法律素质和调解
技能。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员管理暂行办
法》（含考核办法）《定期排查和专项治理制
度》《例会制度》《民情民意分析制度》《重大
疑难纠纷报告制度》《纠纷调解督办制度》等
长效管理机制，加大管理、监督和奖惩力度，
规范工作方式、程序和纪律，激发调解员的
工作热情，力争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
村，妥善调解保稳定。

另外，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到统一标
牌、统一印章、统一标识、统一程序、统一制
度、统一文书等“六统一”，各村调解委员会
做到有标牌、有标识、有印章、有固定工作
场所、有调解回访记录、有调解统计台账等

“六有”，实施规范化管理，为搞好调解工作
夯实基础。

妥善调解保稳定
送表矿区公开选拔村级调解员

科学管理矿产资源

建矿山储量动态数据库

又到了小麦收获的季节，

在登封市农村，只见一台台收

割机来回穿梭，构成了麦收时

节一道靓丽的景观。

30年来，他打造了一个产品享誉海内外的耐材企业；30年来，他累计
投入数百万巨资打井取水，造福数万百姓。冯振德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