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措并举保障粮食安全生产
付井镇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卜曼曼） 为做好“三夏”安全生产
工作，连日来，付井镇以“颗粒归
仓、安全至上”为目标，扎实推进秸
秆禁烧工作，用实际行动保障粮食
安全。

强化组织领导， 压实责任链
条。各村之间建立联动机制，相邻
村庄相互协作、相互监督，确保防
火工作无死角、无盲区。整合全镇
资源，形成村与村、片与片协同配
合的防火格局， 实现全镇 “一盘
棋”，全力保障夏粮安全归仓。 对
“三夏”防火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风
险点进行梳理， 针对排查出的风

险点逐一制订化解方案， 明确责
任分工， 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消除
隐患，筑牢“三夏”防火安全防线，
为全镇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深化宣传引导， 营造浓厚氛
围。 利用村内大喇叭、 流动宣传
车， 全天候循环播放防火政策和
秸秆禁烧知识音频。通过微信群、
公众号推送防火典型案例和处罚

措施，增强群众防火意识。在镇内
主要干道、村口、田间地头悬挂防
火宣传横幅、张贴防火标语，确保
防火政策家喻户晓，营造“防火人
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加强值班值守， 凝聚防控合

力。 各村成立应急防火队， 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人员在岗
在位。 每个村庄设置至少 1 个防
火指挥棚，配备充足的消防器材，
组织人员不间断巡逻， 做到火情
早发现、 早处置。 利用 “蓝天卫
士”，进行 24 小时监控巡查，实现
“人防、物防、技防”三防结合。

强化监督巡查， 筑牢防火防
线。镇政府成立督查组，深入各村
开展“三夏”防火工作专项督查。
重点检查各村值班值守、 宣传氛
围营造、防火物资储备等情况，对
工作不力、 敷衍塞责的村进行通
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筑牢“防火墙” 确保“稳归仓”
石槽集乡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
员 胡岩） “三夏”期间，石槽集乡
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麦季防火工作， 确保夏
粮“稳归仓”。

“线上+线下” 开展禁烧宣
传。 线上，依托各村微信群，高频
次推送麦季防火安全要点等。 线
下， 各村在主要路口悬挂宣传横
幅，利用大喇叭定时宣传、宣传车
全天候流动广播， 在田间地头搭

建防火棚，并安排人员昼夜值班。
入户宣讲禁烧知识、发放宣传单，
营造“人人防火、家家有责、户户
平安”的良好氛围，切实增强群众
“三夏”秸秆禁烧意识。

“电子眼+流动巡查” 监测火
情。石槽集乡利用“蓝天卫士”，实行
24小时监测。各村组建防火巡查队
伍，对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排
查清理田间地头、沟渠边的易燃物，
确保全乡“零火点、零焚烧”。

源头破解秸秆禁烧难题。 实
施网格化管控， 构建 “乡干部包
村、村干部包组、网格员包户包地
块”三级责任体系，层层签订责任
状。 启动应急机制，村村做到“四
个有”，即有一辆旋耕机，有一辆
拉水车，有一个灭火器，有一支禁
烧队伍，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积极
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通过政
策引导与技术服务 “双轮驱动”，
推动秸秆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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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高洪驰 通讯

员 刘艺文 ） 为
全面做好麦收期

间 秸 秆 禁 烧 工

作， 消除田间火
灾隐患， 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连日来，沈
丘县赵德营镇党

委、 镇政府坚持
“防为先 、 控为
本”工作理念，早
部署、严管控、强
宣传， 以硬核举
措筑牢秸秆禁烧

“防火墙”。
责任到人 ，

三 级 网 格 筑 防

线。 赵德营镇第
一时间召开秸秆

禁 烧 工 作 部 署

会，构建“镇干部
包村、 村干部包
组、 网格员包地
块” 三级责任体
系， 将禁烧任务
细化到村、 明确
到户、落实到人。
全镇 33 个行政
村同步设立防火

指挥棚 ，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

形成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立体化防
控格局。

智慧监测，全天巡查无死角。赵德
营镇依托“蓝天卫士”对全镇禁烧工作
开展情况、机械作业情况进行全天候、
全角度监控。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组建
应急小组，配备洒水车、灭火器材等，
根据地块风险等级实施分级管控，实
现精准防控。

严查快处，疏堵结合促长效。赵德
营镇主要领导带队开展 “晨查+夜巡”
行动，对重点区域实行地毯式巡查。设
立有奖举报制度，对违规焚烧行为“零
容忍”，确保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
一起。同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逐步开
展秸秆打捆离田工作， 实现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双赢。

立体宣传，禁烧意识入民心。 赵德
营镇组织 10辆宣传车深入田间地头巡
回宣讲，启用村级大喇叭每日 3次播放
禁烧音频， 在主干道悬挂横幅 200 余
条。 镇村网格员化身流动宣传员，深入
农户家中开展“敲门行动”，用乡音土话
解读政策法规，让禁烧意识入脑入心。

赵德营镇主要负责人表示， 全镇
上下将保持高压态势， 严格落实秸秆
禁烧措施，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为夏
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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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经济”激活乡村新活力

周营镇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谢辛凌） “我看到好几个朋友在微
信朋友圈晒欧营村的车厘子， 并配
文 ‘品质优良、 口感独特， 值得品
尝’。 这不，我和朋友从安徽界首驾
车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闻着清新
的果香，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情格
外愉悦。”正在采摘车厘子的游客杨
金花笑容满面。

5 月 19 日，记者走进沈丘县周
营镇欧营村的生态百果采摘园，只
见一颗颗红如玛瑙、 黄似琥珀的车
厘子挂满枝头， 在绿叶的衬托下鲜
嫩欲滴。 三五成群的游客提着小篮
子， 一会儿伸手采摘圆润饱满的车
厘子，一会儿拍照留念，欢声笑语回
荡在果园。

“今年车厘子长得好，又大又圆
润，目前市场价 30 块钱一斤。”生态
百果采摘园负责人郭妮说， 第一批
上市的品种是“美早”，晚一点上市
的是“布鲁克斯”“萨米脱”等品种。

“俺这个基地已经 ６ 年了，果
树已进入丰产期 。 一棵果树能结
30 多斤果 ， 亩产量可突破两千

斤。 ”郭妮难掩喜悦之情。
2019 年，外出务工多年的郭妮

返乡创业， 流转 150 亩土地打造生
态百果采摘园，除了种植车厘子，还
种植杏、李、梅、油桃、冬桃等。

“自从村里有了这个生态百果
采摘园，我农闲时就来干活儿，一天
能挣六七十块钱。 家里的农活儿没
耽误，还多了份收入。 ”60 多岁的留
守妇女张秀云一边采摘车厘子，一
边开心地说。

生态百果采摘园不仅让郭妮富

了起来，还带动附近村民增收。每年
用工高峰期， 生态百果采摘园可提
供 20 多个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实现增收。

说起生态百果采摘园今后的发

展， 郭妮有着清晰的规划：“我准备
打造集生产、加工、旅游于一体的现
代农业综合体， 带领群众抱团增收
致富。 ”

近年来， 周营镇在确保粮食安
全的基础上， 发展经济附加值高的
特色种植养殖产业，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西瓜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纸店镇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李欣乐） “今年，我种了 20 亩西瓜，
第一茬亩产量可达 5000 斤。 ”近日，
沈丘县纸店镇的西瓜陆续上市，程
营村村民程国建看着满地又大又

圆的西瓜高兴地说。
近年来 ， 纸店镇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农业 ，倡导 “一村一品 ”，在
保障小麦 、 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的基础上 ，加快发展食用菌 、
西瓜 、冬桃等特色农业 ，构建特色
农业规模化 、区域化 、标准化发展
新格局。

程国建说 ：“以前 ， 我想种西
瓜，苦于没有技术和资金。现在，党
的好政策不仅帮我解决了资金短

缺的问题，还为我提供了技术上的
支持。 ”

为将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纸店
镇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与银行对接，为种植户提供
低息贷款， 多次邀请农业专家开展
农业技术培训， 从选种育苗到施肥
灌溉、从病虫害防治到适时采摘，每
个环节都有专业技术保驾护航，给
群众吃下了“定心丸”。

积极搭建平台，强力打造“西瓜
小镇”。 纸店镇建设西瓜现代农业
产业园，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引进和扶持龙头企业，推进
产业园标准化生产。

目前， 纸店镇种植的西瓜已经
上市，因口感好、甜度高，吸引周边
客商前来采购， 畅销到安徽省界首
市、 阜阳市等地。 西瓜产业绘就乡
村振兴新图景。

消防培训走进高速服务区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

员 郭心宇 ） 为切实增强交通系
统工作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

隐患排查能力 ， 近日 ， 沈丘县消
防救援大队宣传小分队来到阳新

高速赵德营服务区开展消防安全

培训 。
培训中，宣讲员根据高速服务

区特点 ， 详细讲解初起火灾处置

方法及灭火器 、 室内消火栓等常
用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等 。 参训人员在宣讲员的指导
下 ， 开展疏散逃生和灭火器灭火
演练。

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参训人

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

力，确保发生险情时能临危不惧，及
时正确处置。

无人机巡航电力设备 护航“三夏”安全生产
国网沈丘县供电公司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韩东伟） 为保障麦收期间电力可
靠供应，国网沈丘县供电公司提前
谋划、主动作为，综合运用多项举
措， 全方位织密电力安全防护网，
为全县夏粮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组织专业运维人员， 对辖区
农田高低压线路、 配电设备开展
地毯式特巡特护。特巡中，充分发
挥无人机空中视角优势， 精准定

位导线接头温度异常、 绝缘子破
损等隐患点， 有效弥补了人工巡
检的不足。 对易受农机作业影响
的区域，加固电杆基础，加装电杆
拉线警示标志， 有效降低外力破
坏风险。 针对巡视中发现的潜在
风险，采用不停电作业方式，完成
设备消缺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停
电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村庄，向

群众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引导群众
自觉参与电力设施保护行动。密切
关注群众麦收期间用电需求，加强
值班值守，确保遇到突发情况能够
第一时间应急响应和处置。

截至目前， 国网沈丘县供电
公司已累计加装电杆拉线 40 余
处，安装电缆警示标志 120 余个，
开展带电作业 15 次，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 20 余处。

“China！ China！ ”巴西代表团惊呼中国制造

�����本报讯（记者 高洪驰 文/图） 5
月 22 日，来自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
乌贝兰迪亚市的代表团深入周钢

专用码头、 周钢二期宽厚板生产车
间和河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司进

行考察。
当日下午，虽然沈丘大雨滂沱，

但是依然没有阻挡住巴西代表团的

考察热情。在周钢专用码头，他们认
真听取港口负责人介绍周钢专用码

头规划建设和运营情况。 在周钢二

期宽厚板生产车间， 代表团成员详
细了解周口钢铁基地规划建设情

况， 并饶有兴致地参观周钢二期宽
厚板智控中心 、5600mm 宽厚板生
产线和河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司。

在 5600mm 轧机前， 一名巴西
代表团成员询问宽厚板生产设备

是由哪个国家生产的， 当听到翻译
说“China”，巴西代表团成员中爆发
出一阵掌声 ， 他们惊呼 ： “China！
China！ ”

巴西代表团在周钢二期宽厚板生产车间考察。

�沈丘：干群同心战“三夏”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杨乐乐） 近段时间，沈丘县委、县政
府将“三夏”抢收抢种作为当前的首
要任务来抓，织密抢收、防火、禁烧
“三张网”，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5 月 26 日 ，记者看到 ，联合收
割机开足马力穿梭田间， 党员志愿
服务队帮助缺少劳力农户搬运粮袋

的身影随处可见， 到处一派繁忙景
象。 “今天，刘庄店镇有 150 台联合
收割机在作业，预计 30 日前可抢收
完毕。”刘庄店镇镇长田原看着田间
穿梭的收割机说道。

三级包保强统筹，机械调度抢
农时。 各乡镇组建志愿服务队，帮
助缺少劳力家庭抢收小麦 。 构建

“管理区包片 、镇干部包村 、村干
部包户 ” 三级责任体系 ， 形成了
“层层抓落实 、人人有担子 ”的抢
收、抢种格局。 刘庄店镇党委书记
欧中锋说 ：“‘三夏 ’生产是当前工
作的重中之重 ， 关系到农民的切
身利益和全年粮食生产大局 ，确
保夏粮应收尽收 、秋粮应种尽种 ，

我们责无旁贷。 ”
人防技防相结合，筑牢禁烧“防

火墙”。在人员防控方面，各乡镇在重
要地段设置防火棚， 实行 24小时值
班制度，确保责任到人、监管到位。在
技术防控方面，各乡镇充分利用“蓝
天卫士”，实行 24小时“全域巡检+重
点区域盯防”。刘庄店镇在崔老庄、李
楼西等村试点安装高清摄像头，实现
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控，为张庄寨等村
配备数字对讲机，提升巡逻队伍快速
反应能力。 全县构建“地面巡查+空
中监控”的立体防控网络，创新实施
“1310”火情快速处置机制（1 分钟发
现、3分钟到场、10分钟处置）， 持续
保持“零火情”的良好态势。

社会力量齐参与，爱心物资赠一
线。 5月 22日，刘庄店镇海洋家具厂
向镇政府捐赠 400件防火短袖。 5月
25日， 浙商长安首府为槐店回族镇
奋战在“三夏”一线的人员送去草帽、
毛巾、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等物
资。连日来，爱心企业、学校自发参与
“三夏”支援行动，向一线人员捐赠防
暑物资。正在搬运物资的刘庄店镇干
部杨杨说：“看到这么多人支持 ‘三
夏’工作，我们更有干劲了。 ”

多元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秸秆
回收减隐患。 “秸秆焚烧危害大，污
染环境引火灾……”每天清晨，刘庄
店镇各村大喇叭准时响起。 为做好
秸秆禁烧工作， 沈丘县在各乡镇主
干道悬挂禁烧横幅、张贴宣传标语，
组织宣传车流动播放秸秆禁烧音

频，在微信公众号推送《致农民朋友
的一封信》等，构建“线上+线下”立
体宣传矩阵。 积极推广秸秆粉碎还
田、打捆离田等综合利用，从根本上
解决秸秆出路问题。 目前，全县 102
万亩小麦正在紧张抢收。

图一

图一为在赵德营镇后刘营村一块

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在抢收作业。
图二为在刘湾镇孟寨村麦田里，联

合收割机和大型播种机同时作业。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刘艺文 邱慧敏 摄

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