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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通讯员 刘世林）时
值“三夏”时节，惠济区农业生产一派繁忙景
象。7日上午，在黄河西滩的麦收现场，放眼
望去，金色的麦田一望无垠，大型收割机“嗡
嗡”开过，涌起一股股金色的麦浪。

据了解，为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夯实夏粮
增收基础，今年以来，惠济区农委采取多种措
施，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紧扣农时，细化工作，做到农业生产技术
和气候预警信息通知到位、农业生产技术培
训指导到位、疫情防控期间种子种苗、肥料、
农药等春季农业生产物资稳定供应到位。积
极联系海藻肥供应厂家，为全区小麦和蔬菜
种植提供免费海藻增效剂，共配发 8765 亩，
涉及13家企业和2个村镇农户。

为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三
夏”小麦机收工作，惠济区各镇办和相关单
位与农机合作社紧密联系，设立农机服务站
2个，成立应急服务队 1个，有效应对连阴雨
天气或其他灾害情况的发生，及时协调填补

机具需求空缺，确保每块农田麦熟有机收、
收在适收期。做好“三夏”保通保畅相关工
作，在连霍高速惠济站设置小麦联合收割机
绿色通道。

惠济区 2022年夏粮种植面积 10425亩，
截至目前，已收割 90%，预计 8日基本完成夏
收工作。

截至目前，惠济区已出动小麦联合收割
机近 30台次，拖拉机和玉米播种机 20台次，
机收率达到 99%，机播率达到 98.8%，秋粮播
种面积已达2120亩。

为切实抓好秸秆禁烧工作，确保田间地
头“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从 5月 22 日
起，惠济区农委工作人员就走进田间地头，分
发秸秆禁烧宣传册，惠济区各镇、街道办事
处、各相关部门和村组网络管理责任有机结
合，加强对重点地区、窗口路段和田间地头的
巡查巡防，及时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快
速消除隐患，坚决杜绝农村各类露天焚烧现
象发生。

麦粒入仓夏播正酣
惠济区“三夏”生产有序推进

“现在我们村里群众都不担心收麦的事
儿，给村里一报，村里就组织人员车辆收麦。
我的麦子收完了，玉米也种上了。”6月 7日，中
牟县姚家镇姚家村村民姚长合一边整理田埂
一边说。

姚家村小麦种植 1000 余亩，但比较分
散，夏收难度较大。为解决群众小麦收割问
题，姚家村集体购入两台收割机免费为群众

收割小麦。“在每个收割季前，我们村‘两委’
都会提前谋划，根据村干部的自身特长，各担
其职、各尽其责，成立收割组、后勤保障组、通
信联络组和帮扶组，确保颗粒归仓。”村党支
部书记姚国亮说。

在姚家村的麦田里，记者看到，联合收割
机在来回穿梭，姚国亮头顶烈日，带领党员干
部群众齐上阵，成熟一片、收割一片，一颗颗金
黄饱满的麦粒被农户收接入车，赢得了村民高
度点赞。

“麦收时间，总共就十来天，村干部不能让
群众的心血因为天气或是机器等原因受到影
响！”在下午 2点钟，姚国亮坐在地头上终于吃
上了他的午饭——一碗凉皮和一瓶水，“麦子一
熟立刻收割归仓，群众开心我们也放心。”

“忙吗？”“忙！”“累吗？”“累！”谈及“三夏”时
节的麦收工作，姚国亮疲惫的脸上的更多的是
坚定：“咱当村干部，就是为群众服务的，就得用
心来为群众办事。”

一切为了群众。凭着无私奉献、敬业创新
的那股劲儿，姚国亮和姚家村党支部多次被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基层党组织”。

干部来帮忙麦收不用慌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田
超）近日，管城区南曹街道组织辖区企
业参加线上“万人助万企”银企座谈
会，搭建银企桥梁，加强银企沟通，打
通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

南曹街道聚焦中小微企业难点、
痛点、堵点，当好企业“店小二”、政企

“联络员”，多措施精准帮扶，帮助辖
区企业渡过难关、平稳发展。成立

“万人助万企”专班，实行“贴上去、零

距离”保姆式服务机制，通过实地走
访、电话联系、召开政策宣讲会等方
式，提高政策知晓率和透明度。用好
惠企金融政策工具，帮助辖区 30 余
家企业进驻郑州市中小微企业金融
综合服务平台，方便企业了解金融惠
企政策，线上申请贷款。积极引导和
帮助企业申报各项奖补资金，共计帮
助辖区 8 家符合条件企业、项目，申
报奖补资金 81万元。

“543”工作法助力基层支部创建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夏华昕）昨
日，未来路街道“企业家恳谈会”如期举行。

高新技术企业咋认定？技术合同认定
要提交什么资料？哪些项目符合减税降费
政策？未来路街道请金水区科技局、未来税
务分局的“专业教师”来“授课”，手把手帮企
业解决难题。

融资难题咋解决？上市找谁助力？未
来路街道请来交通银行未来支行、申万宏源
河南分公司来“辅导”，从金融贷款到企业上
市，哪里不会帮哪里，省心省时又省力。

“作为未来路街道招商引资企业，街道
安排专人跟踪服务证照注册，工作人员免费
为我们刻章还送上门，还积极协调银行、税
务等部门，全程协助我们办理税务登记、银
行开户和社保申报，给我们省了不少心！”中
兰环保河南总部负责人说。

企业家恳谈会
手把手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 张立）近日，在五星
支部创建中，新郑市和庄探索“543”工
作法，助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构建五级责任体系，明确各村党
组织书记作为创建第一责任人，构建

“镇、部门、村、组、党员”五级网格责任
体系。

实施“四项”行动，“摘星夺旗、人人
参与”宣传行动，“挂图作战，攻坚夺星”
行动，“四亮一争一创”活动和“列单、派
单、接单、销单”机制。谋划人居环境示

范村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等项目23
个，对重点任务开展列单、派单、接单、
销单工作模式，落实“红黑旗”制度，并
与评优评先、党建经费挂钩。

根据三类创建目标，开展技能培
训、基层党校党性培训、乡村振兴政策
培训等，确保“三星”创建任务完成。
深挖香坊吴村集体经济、陆庄村积分
管理等经验做法，在政策、资金、项目
和人员上重点倾斜，力争争创“五星”
支部。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罗欢 文/图）近
日，“醉美·夜二七”消费季正式启动。侯寨乡华
侨城作为此次活动的一个特色点位，吸引了众多
市民前来参与。

初夏之夜，在华侨城，爆款网红美食、琳琅满
目的摊位艺术品和乐队精彩演出，汇聚成了“创
想夜集市”，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吃、喝、玩、乐、购

“一站式”的服务，更让夜生活成为一种最“潮”生
活态度。

现场，迎着浪漫的晚风，不少居民来到这里，
与朋友们围躺在草坪上，悠闲地看着点点星空，
共同度过悠闲惬意的夏日时刻。各具特色的小

吃琳琅满目，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美食，享受平
静而温馨的夏季时光。在秘境探险乐园，造型奇
特的原子塔、仿佛来自外太空的飞碟乐园、可以
体验云端飞翔的蹦蹦床，让孩子的天性得到尽情
释放……活动现场灯光璀璨、热闹非凡。

现场活动负责人表示，发展“夜经济”是繁荣
市场经济、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活力、丰富文
化生活的重要载体。接下来，将抢抓全市促消费
活动机遇，积极对接，精心谋划实施二七区“醉
美·夜郑州”消费季系列活动，深入推动线上线下
消费有机融合，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
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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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赵翊汝 荣
高洁）荥阳市京城路街道实施四项措施，确
保实现经济“半年稳、半年红”。

做好“服务员”，解决企业发展“三难
题”。街道负责人实地走访辖区 27家规上
企业，开通“纾困直通车”，进行一对一帮
扶。开展“点对点”接运工人服务，解决企
业用工难。搭建企业与银行桥梁，解决企
业资金难。

盯着项目干，推进项目建设“加速度”。
通过分包领导勤下现场、多跑工地，常态化
协调、走动式督导等“一线工作法”抓好各项
任务落实，并按照“一天一跟进、一周一调
度”，推进辖区 23家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
质、提效。

提振消费力，提升城市“烟火气”。街
道统筹辖区餐饮、汽车、医药、油品、家电、
商超等 15家商业企业，联合开展“夏之恋”
系列促销优惠活动，加快大宗消费和新型
消费。大力倡导夜经济及外摆经济，在植
物园西门、中森玖巷、吾悦广场等商业综合
中心广设摊位，在曹李村、堡王村、冯寨村、
康砦村等村社发展夜市经济，全面提升辖
区“烟火气”。

就业出新招，助企利民“搭桥梁”。根据
居民需求，整合各种资源，为居民创业提供
就业渠道。通过社区支部联建，与辖区培训
机构及用工单位共同开设网络直播课，开设
家政、保育、公共营养、美容美发等十余类技
术培训课程，增强群众自主创业技能，打通
劳务输出、技能培训、就业一条线。

实施四大举措
助推经济发展

聚焦企业难点精准帮扶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