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冯海威、王国豪 文/
图）昨日，记者走进中牟县
万滩镇辖区内的麦田，看到
大型收割机、播种机、拖拉
机穿梭在田间地头。

为确保今年“三夏”工
作有序开展，万滩镇把“三
夏”麦收作为头等大事，抢
抓当前晴好天气，运用集中
力量、集中时间、集中调配、
集中抢收的工作机制，积极
做好夏收各项服务工作和
小麦抢收工作，确保“三夏”
麦收工作不误农时。

万 滩 镇 提 前 安 排 部
署，详细了解辖区及周边
机械数量，对所有收割机
进行检修，做到“不带病上
岗”，确保收割机完好率达

到 100%，与此同时，积极
联系对接外地收割机，确
保满足全镇“三夏”生产的
需要。

同时，为切实做好农机
和运输车辆通行服务工作，
万滩镇在辖区 107 国道旁
设置“三夏”生产工作服务
点，安排志愿者 24 小时值
班值守，为农机司机提供机
具维修、信息咨询、茶水供
应、防暑降温药品等全方位
的服务。

麦收工作开展以来，万
滩 镇 机 关 迅 速 组 成 15 支

“三夏”抢收服务队深入到
全镇各个行政村，以网格
化为单位，发动党员群众
的力量，组织 300余名党员
干部和志愿者在田间地头

值班值守，包区领导走到
田间地头查看麦收情况，
确保“三夏”生产工作安全
平稳进行。

为确保夏收有序进行，
万滩镇各行政村充分利用
村喇叭、微信群等方式，播
放禁烧音频、天气变化情
况以及抢收抢种信息等。
对已经成熟的小麦及时抢
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场地进行晾晒，防止小麦
霉变。对未充分成熟的麦
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在
小麦成熟后期，适时抢收，
确保颗粒归仓。

目前，全镇小麦收割工
作正有条不紊开展，已收割
3000余亩，预计到周末就可
以全部完成收割。

“四集中”机制保障“三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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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
讯员 姚晓鹏 文/图）近日，正
值 小 麦 成 熟 收 割 期 ，荥 阳
市房产中心党员志愿者迅
速与联建帮扶的环翠峪司
庄 村 密 切 结 合 ，组 织 志 愿
者 奔 赴 夏 收 一 线 ，协 助 群

众做好抢收、抢种，确保颗
粒归仓，应种尽种。

环 翠 峪 司 庄 村 地 处 山
区，部分麦田进不来机械。
荥阳市房产中心志愿者和
驻村工作队员来到田间，大
家分工协作，收割、扎捆、转

运同步进行，来回穿梭在麦
地里，尽管汗湿衣衫、手被
划 伤 ，但 大 家 个 个 干 劲 十
足、分工有序、默契配合，抢
收工作有序开展，用实际行
动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承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张昌付 尧立
文/图）记者 6 日从郑州市总工会获悉，市总工会积极响应
市委市政府和省总工会号召，以捐赠收割机的方式，助力
登封市石道乡陈村“三夏”生产。

为确保小麦颗粒归仓，联合收割机大面积快速作业成了小麦
抢收“战场”的香饽饽，市总工会驻陈村工作队第一时间向市总
工会党组汇报乡亲们的急难愁盼，市总工会党组急群众之所急，
急事快办，当即研究决定向陈村村委捐助价值17万元的联合收
割机一台，助力“三夏”抢收工作，把关心和温暖送到群众心坎里。

6月6日，市总工会负责人带领工会机关干部和驻村工作队
员深入陈村田间地头察看“三夏”抢收工作，要求驻村工作队全
力服务“三夏”生产，特别是脱贫享受政策户、监测户、孤寡老人
等重点人群的抢收抢种工作，为陈村困难群众解除后顾之忧。

捐赠收割机捐赠收割机
关爱送群众关爱送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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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6月 6日，金水区楼宇经济服务中心
联合金水区楼宇经济智库分别在丰产路街道办事处和文化路街
道办事处举办两场商务楼宇推介会，500余人参与活动，并取得
预期效果。

上午在“丰业聚产·共促发展”为主题推介会上，丰产路街道
办事处重点推介了辖区金成时代广场、璞丽中心等优质楼宇；下
午在“百舸聚力·杨帆金水”为主题的推介会上，文化路街道办
事处对正弘中心、兰德中心、招银大厦等楼宇进行了全面详细地
介绍，两场推介会共有 150余家中介服务公司与目标楼宇达成
合作意向。

活动向市场传达了优质商务楼宇产品运营理念，是金水
区楼宇经济自身形象的展示，也是企业了解金水优质楼宇的
良机。区楼宇经济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解读了金水区楼宇经
济扶持政策，鼓励楼宇运营单位强化招商引资力度，最终实现
以楼聚产，并逐步扩大集聚辐射效应，为优质商务楼宇导入

“新鲜血液”。
据了解，这两场推介会是金水区2023年楼宇经济组团推介

优质商务楼宇系列活动首场活动。接下来，活动将会在全区各
个街道办事处陆续举办。

强化招商引资力度
组团推介商务楼宇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孙旭阳）中原区以都市型工业
为支撑，着力构建“一区多园”的产业发展空间，通过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创新服务企业方式方法，助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开展“送政策进园区进企业”活动，先后制定印发《中原区
提信心稳增长开门红十七条措施》《中原区促消费活动九条措
施》等多项助企惠民政策，多部门联合开展“万人助万企”调研
活动，与民营企业家面对面“零距离”交流。搭建政银企平台，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领域的
支持力度，“一企一策”为企业排忧解难，为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保驾护航。

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尽心尽力为企业和群众服务，
33个部门 1147个事项进驻大厅，实现区级政务服务事项100%
进驻、100%网上预约、可办；健全政务服务“好差评”评价机制，

“小原帮办、说办就办”成为全省政务服务金字招牌。
全面落实各项助企纾困政策，实现政策兑现“应上尽上”“应

享尽享”“免审即享”。今年一季度，中原区对符合条件的 91个
企业（项目），发放奖补资金308万元。利用郑州芝麻街1958双
创园、中原小微企业园、河南昱峰医疗科技产业园等载体平台，
开展龙头企业招商、以商招商等活动。

创新服务企业方式方法
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通讯员 张娜）打通融资“阻塞梗”，拓
宽企业“融资路”。近日，惠济区花园口镇以“万人助万企”活动
为抓手，联合郑州银行惠济支行在辖区元溯农产品市场召开“普
惠金融助力小微”政银企对接座谈会，进一步畅通企业融资渠
道，打通金融活水流向企业“最后一公里”。

“今天的座谈会，可以说为公司带来了‘及时雨’，一些金融
产品及政策的优惠力度和吸引力非常大，优质贴心的服务、量身
定做的政策更是让我们吃下了‘定心丸’，发展劲头更足了。”郑
州智慧焦哥儿食用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座谈期间，郑州银行向与会企业介绍了全行的改革发展及
服务理念，并就企业极为关注的金融服务政策、信贷产品，以答
疑解惑和政策探讨的形式进行了现场解读。参会企业代表也与
金融机构专干进行了“一对一”沟通交流，畅聊发展。此次政银
企对接座谈会让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面对面有效对接，弥补了
相互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短板，消除了企业对金融政策和金融产
品的认识盲区，更好地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融资难点、痛点。当
天共有3家企业与郑州银行达成贷款意向。

党建引领金融赋能
银企对接互惠共赢

（上接一版）今天早上测量，收割的小麦水
分含量大致在 21%~23%，达不到入库标
准。这样的麦子无法直接卖给粮库，现在
可以卖给新田地合作社，收购价一斤一块
一毛六，我也不用考虑晾晒的问题，省心、
省事儿。”马三说，对于这个收购价格自己

比较满意。
一边是田间紧张收割，一边是烘干

设 备 满 负 荷 运 转 ，我 市 麦 收 继 续 加 速
推进。

来自市农委的信息，6月 6日全市共
出动联合收割机2651台，截至当日18时，

我市已收获小麦156.4601万亩，占小麦种
植面积的 70.94%，其中机收 155.7359 万
亩，机收率达到99.54%。

与郑州一样，全省麦收都在加快推
进。截至 6月 6日 17时，我省已收获小麦
6226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73%。

芒种，忙种。当前我省土壤墒情充
足，夏收的同时夏播也在加快推进。截至
6月 6日，全省夏播面积3503万亩，占预计
面积的 38.5%，日进度 574万亩；郑州夏玉
米播种99.5926万亩，其中机播98.7086万
亩，玉米机播率达到99%。

我市麦收过七成 夏播进度加快

本报讯（记者 李娜）以科技的力量保麦收——6月 6日，记者从河
南省科技厅获悉，省科技厅带领科技工作者，积极发挥科技优势，千方
百计服务麦收，减少损失，全力以赴打好打赢夏收工作攻坚战。

让科技特派员忙碌在田间地头——以科技特派员制度工作为抓
手，积极开展科技服务。动员全省各级科技特派员奔赴基层一线，深入
田间地头，积极开展现场技术指导 1000多人次，为夏粮收获提供了科
技支撑。在豫南地区，省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等围绕小麦、辣椒等产
业发布了《应对“烂场雨”技术指导意见》，各级科技特派员联合当地政
府指导广大农民抢收小麦，加快收获进度，抢收抢晒及早收储，对收获、
烘干中的减损技术进行具体讲解，同时对种子繁育田的抢收和烘干工
作做了重点指导。在豫中豫北地区，科技特派员联合当地政府对提前
做好应对方案，加强天气预报、提前统筹协调麦收烘干机械、开放晾晒
粮食场地等。

加强技术培训，开展夏粮抢种——与河南开放大学乡村振兴网络
学院合作，依托乡村振兴网络智慧教育平台，组织省农业专家开展《夏
玉米播种生产高效管理技术》等系列培训，对下一步秋粮抢种进行指
导，针对选种、播种、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关键管理措施讲解，
打好秋粮丰产基础。

发挥科技力量
多措并举保麦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目
前，夏粮正在抢收。昨日记者获悉，为保
障夏粮收购顺利推进，市市场监管局采
取多项措施强化计量监管，助力夏粮收
购工作。

提前谋划工作。分别于 2023 年 3月
和 5 月印发《关于落实粮食购销领域在
用强检计量器具长效监管机制的通知》
和《关于开展 2023 年粮食购销领域在用
计量器具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从建立

计量器具动态监管台账、压实监管责任、
常态化公示检定信息和严厉打击计量违
法行为等四个方面建立和落实长效监管
机制。

强化宣传引导。围绕“测量支撑全球
粮食体系”主题，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全
方位宣传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组
织全市 26家具有粮储任务的企业签订了
诚信经营承诺书。

强化监管检定。目前，夏粮正在抢

收，经过督导检查，全市具有粮储任务的
企业在用强检计量器具检定率 100%。
针对近年来粮食售卖逐步由库点转向地
头的新情况，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地头磅”

“流动磅”进行排查，排查出“地头磅”“流
动磅”49台，其中 31台未检定，市市场监
管局跨区协调技术机构，对未检定的地磅
进行检定，紧盯检定进度并到检定现场督
导，利用周末时间，冒雨加班加点开展检
定。现已检定 41 台，预计明日全部检定

完成。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加强

督导检查，督促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
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严格计量器具监管，
联合涉粮领域有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
严厉打击在粮食收购过程中利用计量器
具作弊等计量违法行为；营造良好环境，
组织开展诚信计量示范活动，创建粮食购
销领域诚信计量示范单位，树立诚信经营
典型，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强化计量监管助力夏粮收购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朵朵）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麦田里，农
用三轮车飞驰在田间道路上，一个个戴着红袖章的党员干部活动在田
间地头……

当前，正值“三夏”农忙时，大冶镇紧急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田间
地头，千方百计参与夏粮抢收工作，确保每块田地的粮食都要颗粒归
仓，让党旗在“三夏”一线高高飘扬。

为确保夏粮及时收获，大冶镇以党建网格化管理为依托，乡镇干部
下沉到村，以村为单位，各村党支部书记任队长，党建网格员为骨干，组
建了34支党员志愿服务队，按照“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要求，帮助缺
少劳动力的家庭做好抢收抢晒工作。

志愿服务队逐村、逐户、逐地块开展服务对接，确保成熟小麦适时收
获；根据小麦成熟度、土壤湿度，安排机具下地抢收，人停机不停，抢抓农
时收获。针对部分困难群众、残疾家庭的实际情况，采取“多对一”帮扶，
有的联系联合收割机，有的联络小麦收购点，做好抢收兜底保障工作。

大冶镇要求各村提前规划好晾晒场所，充分利用文化广场、学校操场、乡
村公路等各类场所，清理出场地提供晾晒服务。

党员助力抢收粮
服务群众保归仓

本报讯（记者 刘地 通讯员 郑利军）6月 5日上午，高新区贯彻
落实《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宣传月活动在高新区中心广场举行。
高新区环保安监局、枫杨办事处、消防救援大队等成员单位和企业
共1200余人参加了此次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现场设置展板 15余
块，发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解答群众提出
的安全等问题，为群众普及了《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知识。

高新区负责人表示，区党工委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持筑
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推进“五进”宣传，引导办事处、村级三大员、
网格员开展入户宣传、落实应急机制，提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急”的意识。

高新区开展安全
生产条例宣传活动

近日，管城区举行“风华郑茂·毕业季”高校毕业生聘会，现场
求职216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650多人。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