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郸城：未雨绸缪保“三夏” 多管齐下稳丰收
□记者 徐松

“我们按照县委 、 县政府部
署 ，成立了 25 支党员干部志愿服
务队 ，全程保障农机手 ‘三夏 ’期
间吃住无忧 ， 确保困难户的小麦
颗粒归仓。 ”郸城县李楼乡政府负
责人介绍。 5 月22 日，夏收之战刚
刚打响 ， 该乡便成立了志愿服务
队和 24 小时巡逻帮扶队 ，设立了
田间秸秆禁烧值勤点 ， 并同时开
展沟渠连通行动 ， 防范强降雨引
发田间内涝，以精细化的服务预案
保障全乡“三夏”工作有序开展。

李楼乡是郸城县 “三夏 ”生产

工作的缩影。 该县全面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 ，以小麦适时收割 、
机收减损 、田间科学管理 、秸秆综
合利用和禁烧管控为重点 ， 出台
《郸城县 2025 年 “三夏 ”生产工作
方案 》， 依托全县 19 个乡镇网格
化管理体系 ，实现 “三夏 ”服务全
域覆盖 。

“气象台每小时更新天气资讯，
助力全县科学应对天气变化，统筹
调度抢收抢种。 ” 郸城县气象部门
负责人孙晓丽说。

郸城县今年麦播面积 142 万
亩 。 该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动全
县各有关部门 ，在县“三夏”生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协调下，
按职责分工协同发力 ， 共同做好
“三夏 ”生产工作 。

记者了解到 ， 为做好农机服
务 ， 该县设立跨区机收接待服务
站点 ， 开通 24 小时机收服务热
线 ， 为跨区机收人员提供夏作物
机收信息 、加油站点 、农机维修网
点及相关政策咨询等服务 。 为做
好安全生产服务 ， 该县开展农机
手安全规范作业培训 ， 指导农户
用彩旗标注农田水利设施点位，防
范农机损毁。 为做好夏粮晾晒服
务 ，该县统筹利用文化广场 、学校
操场 、闲置厂房等场地 ，开展湿粮

晾晒 。为做好粮食收购服务 ，该县
提前腾仓扩容 ，发布收购信息 ，规
范粮食收购行为 ， 保护种粮农民
权益 。

“我们发动吴台镇 、 钱店镇 、
城郊乡等多处秸秆收购点 ， 做好
秸秆综合利用 ， 统筹推进秸秆科
学还田和高效离田利用 。同时 ，在
秸秆禁烧管控上 ， 我们还强化技
防与人防结合 ， 发现秸秆焚烧行
为及时处置 。 ”郸城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人说 ，该县还建立了 “三夏 ”
生产工作县处级领导督导分包乡

镇 （办 ）机制 ，确保 “三夏 ”生产稳
步推进 。

������5 月 23日，淮阳区曹河乡农民趁雨后墒情播种花生。
久旱逢甘霖。 5 月 22 日，周口迎来一场久违的降雨，有效缓解了旱情。 我市农民趁墒情，在腾出的

田地里播种玉米、花生等秋作物。
记者 梁照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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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周口常住人口略减
城镇化率提高 1.2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 李艳华 通讯员 陈
田甜 张鹏辉 ）近日，周口市统计局
公布 2024 年周口市人口主要数据。
数据显示，2024 年末周口市常住人
口为 863.10 万人 ， 较上年末减少
3.50万人，人口发展呈现新态势。

在人口结构方面，性别结构上，
2024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中 ， 男性
425.80 万人，占 49.33%；女性 437.30
万人，占 50.67%，性别比为 97.37（以
女性为 100 ）。 年龄结构变化值得关
注 ，0—15 岁人口 206.80 万人 ，占
23.96%，比重较上年末下降 0.57个百
分点；16—59岁人口 460.70万人，占
53.38%，比重较上年末下降 0.06个百
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 195.60万人，

占 22.66% ， 比重较上年末上升 0.63
个百分点。

人口自然增长方面，2024 年全
市出生人口 7.65 万人 ， 出生率
8.85‰；死亡人口 7.76 万人，死亡率
8.97‰，自然增长率为-0.13‰。 出生
人口较 2023年增加 0.25 万人，出生
率上升 0.38个千分点； 死亡人口减
少 0.14万人， 死亡率下降 0.07个千
分点。

城乡结构呈现城镇化加速趋

势，2024 年末城镇常住人口 401.40
万人，较上年末增加 8.74 万人；乡村
常住人口 461.70 万人， 较上年末减
少 12.24万人； 城镇化率达 46.51%，
较上年末提高 1.20个百分点。

我市 2 名个人 1 个集体获全国
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

本报讯（记者 刘昂）第七次全
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

近日在北京召开。 记者从市残联了
解到，我市 2 名个人和 1 个集体获
得表彰 ，其中 ，鹿邑县皓博毛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清玫荣获“全国自
强模范 ”称号 ，周口精神康复医院
荣获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商水县残联理事长韩营博荣
获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展现了我市在残疾人工作中取
得的突出成绩。

近年来 ，周口市委 、市政府高
度重视和关心残疾人事业发展，残
疾人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主动投身社会发展和

城市建设。 这次受表彰的个人和集

体，或是在逆境中坚韧不拔 、乐观
向上 ， 用顽强毅力创造了非凡业
绩 ；或是以仁爱之心 、关爱之情做
好残疾人工作，以实际行动书写了
人间大爱，为残疾人事业发展奉献
了爱心、智慧和力量。 他们将进一
步激励我市广大残疾人自尊 、自
信、自强、自立，推动全社会形成理
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
风尚，助力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
发展。

据悉，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
进表彰大会每五年举办一次。 本次
大会共表彰了 200 名“全国自强模
范”、200 个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
集体”和 60 名“全国残疾人工作先
进个人”。

走自己的路，继续伟大下去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张研

河出潼关， 在一望开阔的平原
滔滔东去，伊水洛河蜿蜒汇流，华夏
曙光于此初现，“昔三代之居， 皆在
河洛之间”。

肇兴于斯、 灿烂于斯。 中原大
地，五千多年文明赓续绵延、大开大
合的历史舞台。

初夏时节， 习近平总书记赴河
南考察，来到洛阳。

汽车驶入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厂区，“挺起民族轴承工业
的脊梁”一行金色大字，在阳光下格
外醒目。

这家企业 ，前身为 “一五 ”期间
建成的洛阳轴承厂， 镌刻着民族工
业的光荣和梦想。

2014 年那次来河南， 总书记同
样考察了一家大型制造企业———中

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兴致勃
勃登上一座 85 米长的盾构机装配
平台， 语重心长地说：“装备制造业
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

2019 年， 在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总装车间， 总书记仔细察看液压支
架产品， 鲜明强调：“制造业是实体
经济的基础， 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
的本钱， 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
的重要支撑。 ”

“脊梁”“支撑”，关乎立国之本、
强国之基。

此次在洛轴， 习近平总书记关
注的是被称为“工业关节”的轴承。

智能工厂内， 从内径几厘米的
机器人轴承、新能源汽车轴承，到外
径数米的盾构机轴承、 风力发电机
轴承 ，转动之妙 、承接之顺 、不偏不
离，致广大而尽精微。

走近生产线察看生产流程 ，习
近平总书记同现场工作的技术工人

亲切交谈， 宋海涛就在其中。 工作
16 年来， 从单机机床到自动化 ，再
到如今的数字化智能工厂， 生产技
术更新迭代， 企业高端轴承产值已

占七成， 他也从手工操作进阶到编
程技术， 在劳动技能上一轮轮自我
更新。

从一人之变到一企之兴， 能照
见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一日千

里， 可体会经济发展和动能转换的
充沛之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毛
泽东同志形容彼时国情：“现在我们
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
茶壶 ，能种粮食 ，还能磨成面粉 ，还
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
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

“一五”时期实施的 156 个重点
建设项目中有 7 个落户洛阳， 洛轴
正是其中之一。 一大批学生、工人、
干部会聚中原， 写下中国制造史的
崭新一页。

我国第一批汽车变速箱轴承 、
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 第一条浮法
玻璃生产线……“洛阳制造”创下众
多第一。

抚今追昔，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
万千：“我们坚持发展实业， 从过去
洋火 、洋皂 、洋铁等靠买进来 ，到现
在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造

业第一大国，这条路走对了。 ”
世上本没有路。这条路的开辟，

是亿万人民的奋斗， 是几代劳动者
的创造。筚路蓝缕，自力更生坚实走
来，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制造，才真切
改变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面貌。

离开洛轴时， 工人们簇拥着总
书记 ，激动地鼓起掌来 ，机器轰鸣 ，
步履铿锵。

文明著史，时势造城，人是其中
的根本力量。

数千年前， 二里头王都熔炉里
的熊熊火焰， 点燃华夏青铜文明的
薪火；新中国成立之初，千军万马会
中原， 制造业重镇洛阳绽放工业光
华；乘新时代东风而上，一个日新月
异的现代城市，屹立于洛水之滨。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
阳城 。 ”开元大道 、丝路大道 、唐韵

路、定鼎门街 、解放路 、建设路……
一条条道路纵横， 印证着这座十三
朝古都由挫折而奋起、 经苦难而辉
煌的城市史、文明史。

道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
华夏之中，南来北往。新时代河

南，建成“米”字形高铁网络，是承东
启西、连南贯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全
国“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中有
5 条途经河南， 交通格局与经济版
图在刷新重塑， 多项国家重大战略
在此交叠。

经济大省、 人口大省、 粮食大
省、文化大省，无论在文明版图还是
发展蓝图中，中原大地举足轻重。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里， 中原
奋进，中部崛起，中流击楫。 习近平
总书记曾寄予厚望：“中部地区这个
‘脊梁’要更硬一点，‘补补钙’，发挥
更大的支撑作用。 ”

此次考察， 总书记进一步要求
河南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中部地

区加快崛起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 ， “奋力谱
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

篇章”。
纵观全局的宏阔视野， 继之以

只争朝夕的壮阔实践。 “中部地区，
怎样崛起？黄河流域，怎样高质量发
展？ 把历史视角、战略思维，都落实
到具体行动上来。 ”

由中原而观中部， 居中州而览
中华，时空交织，亘古亘今之感尤为
强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龙门石窟 ，
沿着伊河步行， 凝望镌刻在崖壁上
的文明瑰宝。

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 穿越千
百年时光， 仍能令人遥想当年中华
气象。 而近代以后，国家蒙辱、人民
蒙难、文明蒙尘的屈辱岁月，大小石
窟的命运浮沉， 也激发出国人励精
图治的万丈豪情。

文运同国运相牵， 文脉同国脉
相连。

沿山势而行，拾级而上，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宾阳三洞前。 伊阙佛龛
之碑“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笔势平
正刚健、雄浑秀逸。

龙门石窟研究院负责人介绍 ：
“此碑洋洋洒洒一千余字，唐初大书
法家褚遂良亲自书丹， 无论它承载
的历史信息、 还是书法价值都十分
珍贵。 ”

习近平总书记忆起一段往事 。
他当年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 去隆
兴寺调研时看见一块隋碑， 因为年
代太过久远，很多地方已经风化，他
当即要求采取保护措施， 后被证明
是重要的书法文物。

伊水之畔， 习近平总书记凝望
历史， 也远眺未来：“要把这些中华
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杨柳依依，薰风南来，吹向褒衣
博带的造像，吹拂游客的汉服衣袂，
古韵新潮的文旅热方兴未艾。

人群之中 ，来看 “课本里古迹 ”
的孩子们，笑容天真可爱。习近平总
书记殷殷寄语：“多到实地寻溯中华
文化，从小树立文化自信。 ”

寻溯、探源，是从民族漫长的精
神河道里找寻不竭源泉， 汲取沉淀
积蓄的厚重力量。

每当华灯初上， 龙门石窟的拱
列千龛， 就会循序而明。 整个石窟
群，如一部绵延史诗，披上辉光。 沧
桑饱览、 忧患迭经， 华夏山河焕新
颜，中原大地一派与古为新、旧邦新
命的大气象。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 就是创造
新的历史。

犹记得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
“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开启，习
近平总书记首次出京， 来到河南安
阳 考 察 殷 墟 ， 一 番 话 自 信 而 坚
定———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 从未中
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
族还会伟大下去的。 ”

（新华社郑州 5 月 22 日电）

趁趁墒墒种种秋秋

扶沟：“有事好商量”解开“千千结”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李时珍

“多亏了‘有事好商量’这个平
台，不然这债真要成死结了！ ”不久
前，在扶沟县江村镇政协联络站协
商议事室里，麻里村村民赵某感慨
地说，随后在调解协议书上郑重签
下自己的名字。

至此 ，这场历时 5 年多 、涉及
1.25 万元的债务纠纷，经过该镇政
协 “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平台 3
次专题协商， 最终达成还款方案。
僵持多年的双方当场握手言和。

时间回溯到 2019 年 8 月 2 日，
麻里村村民曹某向同村的赵某借

款 2.8 万元。借款到期后，曹某依约
归还了 1.55 万元。剩余款项经赵某
多次催要，曹某始终没有还。今年 1
月，赵某将此事反映到江村镇政协
联络站。 该镇政协联络站立即召集
政协委员 、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代
表、党员代表协商解决此事。 经多
次沟通 ，双方和解 ，重新约定还款
期限、金额，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近年来 ，扶沟县政协以 “有事
好商量 ” 协商议事平台建设为抓
手 ，以 “商 ”求同 、以 “协 ”成事 、以
“专”提质，着力把协商优势转化为
基层高效能治理优势，打通政协委
员参与基层协商、服务基层高效能
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小麦灌浆期，扶沟县遭遇

干旱少雨，需要大量机井浇灌。 练
寺镇部分村庄出现机井潜水泵丢

失、线路故障等问题 ，严重影响群
众灌溉农田。 该镇政协联络站了解
情况后，随即启动“有事好商量”协
商机制 ，制订议事方案 ，组织该镇
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政协委员代
表、党员代表、村“两委”干部、群众
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研究切实可
行的解决办法。

经多次协商，各行政村迅速行
动 ，成立了机井管护队 ，针对存在
问题的机井及时进行维修。 同时，
大家群策群力， 多渠道筹集资金，
设立专项账户 ，并签订农田机井管
护责任书。 共识达成当日，便成功
筹集资金 9000 余元， 解决了 65 户
农户 200 余亩农田的灌溉难题，为
小麦丰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些 “有事好商量 ”与基层高
效能治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展
现了民主协商在化解民生难题、维
护社会稳定中的独特作用。 目前，
扶沟县 17 个乡镇（街道）及开发区
已全面设立 “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
事平台。 2023 年以来，该县依托这
一平台， 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矛盾纠纷化解、移风易俗等领域的
议事协商活动 330 多（场）次，协商
处理群众矛盾纠纷 176 起，为群众
办实事 280 多件，为维护社会稳定
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市多举措强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刘伟 ）今年 5 月

19 日是第 15 个 “世界家庭医生
日”，主题为“签约有感 健康可及”。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 ， 近年
来，我市持续强化家庭医生团队建
设，全市共组建 2938 支 “3+N”（即
“全科医生+护士+公共卫生医生+
N”，其中 “N”可为专科医生 、上级
医院 、社区工作人员等 ）全专联合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为居民提
供疫苗接种、健康教育、健康咨询、
用药指导、家庭照护等分类分级健
康服务。

5 月 19 日前后，市卫生健康委
组织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形式多样的家庭医生签约宣传活

动， 重点围绕签约服务的组织形
式 、内容 、模式和获取渠道进行宣
介 ， 让居民了解签约服务带来的
便利和实惠 ，引导居民主动签约 。
活动还突出宣传了面向签约居民

的基本医疗 、公共卫生 、健康管理
等综合服务 ，以及针对老年人 、孕
产妇 、儿童 、慢性病患者 、残疾人

等重点人群的基础服务和个性化

服务。
活动期间，全专联合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团队走进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城乡社区、养老托育机构、
中小学校等 ，通过张贴海报 、发放
宣传手册、 播放短视频等形式，提
升签约服务知晓率。 同时，市卫生
健康委联合居 （村 ）委会党群服务
中心 ， 制作发放服务手册及倡议
书 ，引导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党
员干部深入社区体验签约流程，实
地了解家庭医生服务。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胡国胜表

示 ，下一步 ，我市将认真贯彻落实
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

康工作方针 ，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
结合，凝心聚力推动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提质增效，进一步夯实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功能，积极
发挥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作用，
做实做细家庭签约服务工作，切实
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打通
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