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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晓龙 张飞 文/图）5月 28日，在中
牟县刁家乡豆腐刘村的农田里，收
割机正往返于麦田中收割小麦。当
天，中牟县麦收工作全面铺开。

据了解，今年，中牟县小麦种植

面积 16.5 万亩，较去年增加 0.5 万
亩。据农技人员测产结果显示，平
均亩穗数36.5万穗，较去年增加0.3
万穗。全县预计亩产416.2公斤，较
去 年 平 均 增 加 29.7 公 斤 ，增 幅
7.68%。

据中牟县农委农技中心主任郝
法政介绍，去年麦播时期土壤墒情
比较足，实现了一播全苗。冬季又
降了雪雨，实现了麦苗安全过冬。
春季以后，群众及时给小麦追肥浇
水，小麦生长也旺盛。特别是灌浆
期，光照、温度非常适合小麦生长。
所以今年小麦整体上长势非常好，
又是一个丰收年。

中牟县把“三夏”工作作为重中
之重，为做好“三夏”生产，出台制定

“三夏”生产工作方案，成立了以县
委书记、县长为组长的“三夏”工作
指挥部，下设 5个专班，围绕“三夏”
生产期间疫情防控、交通、气象、用
油、保障等重点工作，汇聚各方力
量，统筹优势资源，及时发现解决问
题，确保小麦适时收获、颗粒归仓。

中牟县农机推广站站长李长银
表示，目前中牟县境内有小麦联合
收割机 186 台，基本能够满足全县
小麦的收割需求。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张慧）5月 27日上
午，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联合收割机在荥阳市南
部、西部丘陵山区乡镇的层层麦田里忙碌。荥阳市

“三夏”机收会战有序展开。
今年荥阳市小麦面积 26.01万亩，受地理条件影

响，荥阳市小麦收获期从南部西部丘陵山区开始，逐
步向中部、北部平原高产田推进，预计在 6月 12日前
后收获将全面结束。为夺取今年全市小麦丰产丰
收，荥阳市农机服务中心提前着手，开展“三夏”农机
维修、安全检验和机手安全技术培训，同时根据目前
疫情防控情况，引导机手有序开展跨区作业。目前
全市已组织各类三夏农业机械 1500台（套），其中小
麦联合收割机 285台，大中型拖拉机 600台，播种机
470台。

为保证“三夏”生产、农机会战有序进行，荥阳市
各级相关部门强化安全生产巡查、秸秆禁烧巡查，积
极做好信息引导服务、后勤保障服务、跨区作业服务、
技术指导服务等，为“三夏”生产护航。截至目前，全市
共成立“三夏”服务队两个，组建15个“三夏”小麦机收
应急分队，跨区作业服务站6个，接待来自武陟、湖北、
焦作、原阳、石家庄跨区作业车辆30余台。

同时，全市各个疫情防控卡点开辟“三夏”农机
作业绿色通道，引导机手有序开展跨区作业，服务荥
阳“三夏”生产，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本报讯（记者 郭涛 通讯员 李绍光 朱
海鑫）三夏麦收紧，机械来帮忙。昨日，
在新密市白寨镇王寨河村，两支收割机服
务队在麦田忙碌。据悉，目前有 20多支
农机志愿服务队活跃在新密乡村田间。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新密市小麦
收割机械紧张。针对这一情况，新密市统
筹规划，科学调度，相关职能部门主动出

击，党员干部下沉服务。农机中心“抢”字
当先，抓住麦收前的有限时间，组织专业
人员对参加麦收的收割机进行排查、调
试，先后举办了 10期司机线上培训班，发
放上岗作业证。

针对新密本地收割机严重不足的情
况，服务中心还成立了 4个“三夏”跨区作
业服务站，接待来自陕西、驻马店、新乡等

跨区司乘人员 260 人、跨区车辆 123 台，
对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跨区作业人员，严
格落实健康管理措施，实行动态追踪机
制。同时给外来农机手提供舒适周到的
服务，发放饮用水、毛巾、消毒防疫药品和
口罩、酒精喷雾等物资。

白寨和岳村两个镇属防控区，小麦已
大面积成熟，需 50余台收割机才能基本

完成任务。24日一大早，农机中心紧急
组织了机收应急志愿小分队，第一时间调
度小麦收割机进驻，先后有4批近62台进
驻这两个镇开展工作，确保了两地小麦应
收尽收。

据 了 解 ，该 市 今 年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40 多万亩，小麦机收率将达到 99.3％
以上。

荥阳市“三夏”
生产有序推进 中牟麦收全面铺开

农机志愿服务队驰骋田间收割忙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贞）
“今天我们上门来，就是来解决企业问题
的，有什么需要区里帮助的尽管提！”5月
27 日下午，金水区主要负责人“做客”河
南非煤矿山管理办公室，给企业大大方
方承诺。

“在区政府的要求下，大石桥街道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几乎是每周上门送服务、问
需求，让我们很安心、更暖心！”河南非煤矿
山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回应道。

金水区建立了“上门走访企业日”“企
业家恳谈日”“银企对接会”等制度，持续不

断地帮助企业复工复产，释放活力。
二季度是推动全年工作落实的关键期，

在全年工作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金水
区全区上下抢抓机遇，全力冲刺“半年红”。

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金水区持续
强化“项目为王”理念，加快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坚持“一切围着项目转”，在项目建设
上抢进度、促转化，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
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用足
用好专项债，大力推广项目手续容缺办理
机制，抓紧谋划实施一批防汛救灾、城市更
新、新基建、小微企业园、社会民生等领域

重大项目。
做实做细软支撑。金水区充分发扬大

招商精神，当好“金小二”，建立健全经济运
行分析调度机制，坚持经济运行“红黄绿”
预警分析调度制度和重点工作“红黑旗”评
优评差，细化到月、旬、周、日，任务落实到
企业、到项目、到每个增长点，强化经济运
行监测分析。

多措并举稳住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是
经济发展的“主引擎”。金水区将稳市场主
体作为主攻方向，持续深化“万人助万企”
活动，精准施策，不断完善“1+N+X”系列

产业扶持政策，加快出台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措施，不断拓展“千
企万户”金融专项支持计划资金池和覆盖
面，加大精准服务力度，不折不扣地将国家
和省市区各项惠企政策送达企业，持续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

同时，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切实保障物流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进
一步打通物流和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堵点，
推动复工达产。积极鼓励保险公司创新开
展企业抗疫保险服务，帮助企业防范风险，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影响。

抢抓机遇 做好服务

金水区全力冲刺“半年红”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梁然
文/图）在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5月 30
日，郑州市零晨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将粽
子送到环卫工手中，感谢他们为城市环
境卫生作出的贡献。

“你们辛苦了，端午节快到了，给大
家发些粽子，提前祝你们端午安康。”5
月 30 日，在陇海路与西三环的环卫作
业现场，郑州市零晨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树玲将粽子分发到一线环卫
工手中。

疫情防控期间，郑州市零晨保洁服
务有限公司的环卫工们冒着风险坚守在
一线，每天早出晚归，奋战在道路清扫保
洁、绿化养护、垃圾清运、公厕管理第一
线。虽然今年受大环境影响经济下滑，
但零晨环卫依然把对环卫工的关爱放在
首位，及时采购发放防疫物资，加强环卫
工个人防护，并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予他
们更多关心关怀。

端午送祝福关爱环卫工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
讯员 王鹤娟 文/图)在六一儿
童节和端午节来临之际，为给
辖区困境儿童带去温暖和关
爱，5 月 29 日，管城区紫荆山
南路街道办事处社会工作服
务站联合辖区爱心面包店，为
孩子们捐赠了100个新鲜手工
面包，并组织志愿者入户探访
慰问。

为了让孩子们吃到新鲜
的现烤面包，面包店老板陈瑞
天不亮就开始做面包，社工和
志愿者们更是放弃了周末休
息的时间，一大早就如约来到
面包店，大伙将面包分装好，
再给孩子们送去。端午节将
至，社工还暖心地给孩子们带
去了卡通造型的香包，并邀请
同龄的小朋友一起加入点点
爱志愿服务队，陪伴孩子们一
起制作香包，让孩子们感受浓
浓的节日气氛。

六一送关怀爱心暖童心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我们以后就扎根在惠济发展了！”5月
28日，看到惠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带队来到厂区，提
供新公司注册登记、“高精特新”知识产权政策指导等服务，福晶园
企业创始人刘群立备受鼓舞。

“过去一年中，惠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迎宾路市场监督管理所
在监管之外，小到仓库分区标注、大到厂区文化的建设，给了我们
不少指导和建议，厂区从外观到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群立
介绍，疫情给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惠济区各相关部门
的帮助下，福晶园不仅保持稳定增长，还新开了超级工厂店，厂区
规模也不断壮大。

记者在福晶园厂区看到，干净整洁的厂区一尘不染，绘制在厂
房墙壁上五彩斑斓的面包、蛋糕、月饼、西点等食物涂鸦传达着健
康、活力、青春的气息。“福晶园是我们辖区一家非常优秀的本土企
业，我们在严格监管之外，能帮一把是一把，助推企业不断提高自
我要求、不断迈向新台阶。”惠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迎宾路市场监
督管理所所长魏萍说。

据了解，去年以来，迎宾路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专班人员到福
晶园企业靠前服务，送政策、送帮扶、送“点子”，在指导福晶园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安心生产，让
企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惠企助企的诚意。

惠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干部“俯下身”助企扎下根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李浩）5月 28日，新郑市城关乡薛
庄村一块农田，整齐摆放着6台红色农业机械，新郑市农业部门在
此示范大豆（花生）玉米带状复合机械化种植，附近村庄种粮能手
前来观摩。

组织此次观摩的还有郑州市农委及新郑市农委农业机械服
务中心、农机技术推广中心相关人员，新郑市 2022年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推广示范主体负责人及技术骨干，农机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等。

据悉，在新郑市农委积极引导和农机具技术保障下，今年新
郑市计划示范性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4000亩。农技人员
表示，这项技术通过将玉米大豆空间错位搭配，扩行增光照，缩株
保密度，发挥玉米边际优势、提高大豆受光空间，达到一季双收，
实现稳玉米、增大豆的生产目标。

现场展演的一体化播种机，可实现大豆玉米2∶4、4∶4、6∶4带
状复合种植。新郑市农委农机部门工作人员对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的背景和意义、种植模式的优势与限制因素、种植关键技
术和机械应用等方面作了培训指导。演示还首次采用了农业用
北斗导航终端系统设备，可实现千米2.5厘米的直线度误差。

截至目前，新郑市已引进购置大豆玉米播种一体机7台，安装
农业用北斗导航终端设备5套，改造播种机5台，为新郑市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推广提供了有效的机械保障和技术支撑。

种粮能手齐聚
学习种植新技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朱凤娟 薛永钰 文/图）“眼看着
西瓜要熟了，疫情一来，走不出去，天天晚上愁得睡不着觉。很快
镇里村里的干部就上门，统计西瓜产量联系市场，现在基本上卖完
了！”5月 29日，看着刚刚装满车的西瓜，中牟县姚家镇土山店村瓜
农荀军富笑容满面。

中牟县姚家镇、韩寺镇是西瓜种植大镇。面对外地客商订单
大量减少和交通管制等现实问题，韩寺镇党委政府将促进瓜农增
收作为为群众办实事的主抓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以
最大努力帮助瓜农解决销售问题，确保群众不出门、西瓜有人收、
价格有保障。

韩寺镇成立了由镇相关领导牵头负责的销售专班，发挥以政
府为主导、企业为核心的“七彩果蔬联盟”作用，深入摸排早熟西瓜
上市时间及产量，就近协调固定交易市场，建立果蔬销售群，及时
发布最新采购信息，以网络交流“不停步”确保服务保障“不打烊”。

连日来，姚家镇主动化解因疫情可能产生的农产品积压风险，
引导群众转变思路，变“等客上门”为“主动出击”，围绕产品品质、
产品销售等关键环节下苦功出真招，线上线下搭建多元销售平台，
让辖区农产品卖出好价钱，确保群众有个好收成。

与此同时，姚家镇还积极对接美团、多多买菜、抖音等网络平
台，近期共销售西瓜等各类农产品 600余万元，3000余户种植户
受益。在中石化站点、北京华联、大商、永辉等超市，采取按需送
货、直供送达运营模式，将姚家西瓜摆上超市货架，方便市民选
购。发挥政府采购、助农保供等示范引导作用，引导鼓励辖区企业
采购农产品，联系郑州市妇联、比克电池等 10余家单位参与助农
保供活动，累计销售西瓜2万余斤。

搭建多元销售平台
打通产销直供渠道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乔贺）“我们这栋老楼的楼道终
于有了声控灯，大家伙儿心里也亮堂了，感谢社区和物业为居民办
了一件大实事！”近日，伴随着楼院内一阵阵居民欢呼声，二七区
建中街街道永安社区永安街 35号院内 22栋楼 97个单元，及其他
主管楼院共计1023个楼道灯全部点亮。

据介绍，永安社区永安街 35号院基础设施陈旧，楼道灯年久
失修，成为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社区和物业负责人一直把居
民的这一诉求放在心上，发挥“社区＋物业”联合办公效应，采取分
步推进的方式，就增设楼道灯的位置、数量等征集居民意见，因地
制宜协调解决方案。在综合考虑照明亮度、线路排布、光源位置、
照明效果等因素后，确定楼道灯的数量与位置。

在安装过程中，社区牵头联系供电部门申请电表，物业对楼道
灯和电线进行统一采购。由于小区涉及楼栋较多，加之疫情等因
素影响，为了让居民早日用上楼道灯，社区和物业边干边摸索，边
解决边总结，加班加点赶进度。

历时近4个月时间，由永安社区和诚之钰物业联合的“点亮民
心”工程顺利完工。

装上千盏楼道灯
照亮居民回家路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近日，管城区积极与共享
单车企业对接，分别在39个示范点投放共享单车8000余辆，解决
群众出行难问题。

随着有序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管城区城管局交通整治办公
室和停车服务中心,实施打造“13339”优秀停车示范路，在全区13
个街道及园区打造 39个示范点，每个街道和园区打造 3个示范
点。积极与3家共享单车企业对接，引导市民规范有序停放，全面
促进辖区停车秩序稳步提升。形成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全方位
落实日督导和日消杀，先后投放共享单车 8000余辆，维修保障车
辆 300余辆，消杀共享单车 100000余辆，确保群众放心出行，安
全出行。

投放单车八千辆
解决群众出行难

近年来，荥阳市加大黄河湿地生态保护力度，空气质量，
水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许多消失多年的国家一级鸟类又
重返黄河湿地，这里成为白天鹅、中华秋鸭、白鹭、灰鹤、白骨
顶鸡、赤麻鸭、池鹭、黑翅长脚鹬、黑水鸡、豆雁等珍贵鸟类的
栖息地，呈现出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李雷杰 周建功 摄影报道

黄河湿地鸟儿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