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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车带道通行 接力护送过境

交警全力做好“三夏”
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邢红军 文/图）当前正是夏粮

生产关键期，农机作业时间集中，跨区收割作业机具数量庞
大，郑州交警强化路面管控，强化部门协作，强化便民服务，强
化应急处置，全力做好道路交通安全保障，确保“三夏”工作顺
利举行。

针对“三夏”期间道路机收车辆流量大幅增加，农村地区
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相对集中等情况，郑州交警组织警力深
入农机及转运农机车辆通行集中的重点路段，强化路面管控，
加大巡逻力度，最大限度地把装备、警力放在路面上。加强高
速公路上下站口、机收车辆通行频繁路段交通秩序维护，提示
抗旱浇麦、“三夏”机收车辆合理选择路线，全力保障畅通高效
通行；对农民在公路上打场晒粮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
时处理，确保国道、省道及主干公路安全畅通。

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严管严查“三超一
疲劳”、酒驾醉驾、农村“两违”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净化交通
出行环境。

郑州交警积极与农业、气象、交通等部门沟通协调，及时
掌握抗旱浇麦车辆、收割机的数量、流向以及道路情况，对容
易发生拥堵的关键节点，增派警力，加强提示和疏导。对有组
织的“三夏”机收编队，根据需求采取警车带道通行、接力护送
过境等方式提供服务保障。加强与气象、交通运输等部门信
息沟通，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强化对易积水、易滑坡、易损
毁等路段的安全管控，切实避免因恶劣天气导致通行受阻。

对涉及“三夏”机收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做到快出警、快
处理、快放行，尽可能使用简易程序处理，快速撤离现场，严防
道路发生堵塞。对确需进一步调查取证的，要及时固定证据，
快速放行，最大限度为“三夏”生产工作提供通行便利。

对不熟悉道路情况，误入城区道路的农机车辆不予处罚，主动
引导出城区上路。依托交通安全执法服务站，在收割机通行相对
集中的道路设置服务点，并配备常用的生活用品和简易的修车工
具、宣传手册、天气预报等便民设施，为收割机手提供热情服务。

“三夏”期间，加强与交通、医疗、气象等有关部门的协作
配合，遇有突发情况联合启动应急机制，共同进行应急处置。
协调相关部门将救援车辆、装备投放到重点路段，发生交通事
故时快速出警、快速施救、快速清障、快速恢复交通。

“抢在雨前收麦”
郑州气象动态监测护丰收

本报讯（记者 张华）5月 27日，郑州市气象局发布“6月 1日有
雨，趁近期有利天气抢收抢晒”的重要提醒，为小麦丰收保驾护航，
为夏种提供最新气象参考。

郑州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播种以来，我市整体气象条
件对小麦生产有利有弊。小麦播种期墒情适宜，利于冬小麦播种出
苗，苗齐、苗匀；越冬期热量充足，有利于分蘖盘根，形成壮苗，返青
拔节期光温水总体适宜，但出现了阶段性干旱、干热风等灾害，对小
麦生产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目前全市小麦丰收在望，市气象局全力做好农事关键阶段、重
点区域的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服务。严密监视天气变化，重点
关注短期降水、高温、大风等精细化预报，加强中期降水过程的起止
时间、落区和降水量预报。强化极端天气，特别是极端暴雨、大风冰
雹等的研判分析，递进式开展预报预警。开展“三夏”专题气象服
务，制作发布郑州市“三夏”期间气候趋势预测。围绕麦收、晾晒、夏
种、夏管等重要生产环节，滚动监测雨情、墒情，开展精细化、针对性
气象服务。动态监测小麦发育进程和未来天气形势，开展夏收夏种
适宜期预报。基于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滚动制作“三夏”期间机收、
机播、灌溉、储藏等精细化农用天气预报。深化与农业、交通、粮食
物资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强部门会商研判，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发
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2期，开展基于位置的农机作业调度气
象保障。

技术下乡稳粮仓
本报讯（记者 赵冬 李宇航）5月的中原大地，麦浪翻滚，机械轰

鸣。正值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关键期，郑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
建专家服务队，奔赴新郑市田间地头，以技术为笔，为夏收画卷添彩。

在辛店镇黄岗村小麦试验示范点，农技中心农技站书记、高级农
艺师杨科俯身查看麦穗饱满度，轻捏土壤测试墒情。“土壤湿度适宜，
但未来几天可能有雨，必须抢抓窗口期收割！”他叮嘱合作社负责人。

而在化雨庄村的小麦机收现场，专家与农机手、农户围站田埂，
细致询问机收价格、产量及减损情况。“割台高度调低1厘米，每亩能
少损失5斤麦子。”农机手老张在专家指导下调整设备参数，收割效
率与质量双提升。这一幕，正是“减损就是增产”理念的生动实践。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必须把技术送到最后一公里。”杨科
强调。为此，市农技中心对种植大户开展“手把手”帮扶：在示范田
设立 24小时监测点，通过物联网设备实时回传墒情、苗情数据；建
立微信服务群，农户拍照上传问题，专家“云端会诊”即时解答。

新郑市的一位种粮大户对此深有体会：“去年玉米苗发黄，我在
群里发照片，10分钟就收到施肥方案，一周后苗情明显好转。”这种

“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模式，让科技真正扎根泥土。
截至目前，郑州市小麦已累计收获 60余万亩，收获率近三成，

数字背后，是无数农技人员奔走的足迹与倾注的心血。他们用科技
破解生产难题，用服务温暖百姓心田，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藏粮于
技”的时代答卷。

正如一位老农所言：“过去看天吃饭，现在靠技术吃饭。”郑州市
农技中心以“技术下乡”守护“粮安天下”，不仅筑牢了丰收的基石，
更点燃了乡村振兴的引擎。在这片孕育希望的土地上，科技与农业
的深度融合，正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5月月2626日日，，黄浮路附近的麦田一片金黄黄浮路附近的麦田一片金黄，，最早成熟的地块已经开始收割最早成熟的地块已经开始收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健马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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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熟了麦子熟了··麦田麦田““守护者守护者””

郑州交警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三夏”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移动能源站”开进麦田
为夏粮颗粒归仓提供能源保障

送油上门！为麦收按下“加速键”
本报讯（记者 赵冬 李宇航）

5月的郑州，金黄的麦浪随风起
伏，一年一度的“三夏”麦收季如
期而至。在惠济区的麦田里，农
机手李大鹏正驾驶着联合收割
机忙碌作业。与往年不同，今年
的他少了几分焦虑：“油站把柴
油送到地头，价格还优惠，再也
不用为加油耽误时间了！”这背
后，是市农业农村局协调大桥石
化公司推出的“支援三夏、服务
三农”专项行动，通过惠农让利、
送油田间、便民服务等举措，为
麦收按下“加速键”。

李大鹏是郑州本地农机合
作社的“老把式”，过去每到麦
收季，他最头疼的就是加油问
题：“加油站离农田远，排队耽
误时间，油价高还影响成本。”
今年，郑州市内几十座柴油站
点被列为“农机专供站”，柴油
价格在发展改革委指导价基础
上优惠超 3%，仅这一项就让李
大鹏的收割机队节省了上千元
油费。

更让他惊喜的是“送油上
门”服务。5月 20日中午，麦收
进入高峰期，李大鹏的收割机油

表亮起红灯。他拨通专供站电
话不到 1 小时，一辆印着“大桥
石化支农服务”的送油车便开到
了田埂边。“加满油就能接着干，
一亩地少损耗5斤麦子！”

为确保政策落地，郑州市农
业农村局与大桥石化组成联合
巡查组，24 小时接听农机手热
线。正如郑州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所言：“保油就是保粮，
企业的社会担当让‘中国饭碗’
端得更稳。”麦收季的轰鸣声中，
政企协同支农的故事，正为乡村
振兴写下生动注脚。

本报讯（记者 张倩 文/图）
“中原熟，天下足”。正值“三夏”
时节，在郑州市运输事业发展中
心指导下，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河
南分公司充分发挥能源保供“主
力军”作用，通过统筹调度、智能
管理、质量保障、贴心服务等多项
创新举措，5月份至今，累计完成
10.26万吨油品配送任务，为河南
省夏粮抢收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针对今年小麦抢收时间窗

口紧、农机用油需求急的特点，
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河南分公司
开展“移动能源站”服务模式，调
派 7 台智能计量小油罐车组建
流动服务队，深入南阳、周口等
粮食主产区的田间地头，为农机
手提供“加油不下田”的便捷服
务。通过 GPS定位系统与农机
合作社实时对接，实现“需求即
时响应、油品精准送达”。

“保障粮食安全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中国石油昆仑物
流河南分公司负责人表示，通过
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联动机制，
已形成覆盖全省的应急保供网
络，确保关键时刻油品“调得出、
运得快、供得上”。

另悉，针对农机作业时效性
强的特点，我省高速各收费站全
面简化查验程序，确保持证车辆

“免费快速放行”、无证车辆“容
缺快速办理”政策全面落实。

油罐车开进田间地头，为农机手提供“加油不下田”便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