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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篮子”鼓起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王向灵） “今年，我们村种了 12 个
大棚的西红柿，占地 16 亩，每亩可
采摘西红柿 1.1 万余斤。 ”近日，石
槽集乡前张营行政村的西红柿迎来

了丰收季， 该村干部张俊涛看着一
个个红彤彤、 圆滚滚的西红柿高兴
地说。

近年来， 石槽集乡充分利用本
地资源优势， 积极引导群众发展大
棚经济。 通过引进优质品种、 推广
现代农业技术，实现了大棚葡萄、无
花果、西红柿、火龙果、西瓜等果蔬
增产增收。

位于前张营行政村的御果苑家

庭农场，占地 40 多亩，拥有 22 个优
质葡萄品种，采用“生草种植”模式，
即下面种杂草，上面种葡萄。由于品
种多、成熟期不同，葡萄采摘期可从

7 月持续到 11 月。
“我们将传统采摘园打造成一个

集休闲露营、自由采摘于一体的家庭
农场， 吸引周边群众前来采摘游玩，
带动附近村民 30 余人在家门口就
业。 ”御果苑家庭农场负责人范花告
诉记者。

为了拓宽果蔬销售渠道， 石槽
集乡党委、 乡政府引导各合作社和
农场负责人， 积极与周边城市的蔬
菜批发市场、超市等建立合作关系，
实现大棚瓜果蔬菜直供直销。此外，
种植基地还利用电商平台进行线上

销售， 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
和市场竞争力。

截至目前，石槽集乡拥有葡萄、
草莓、无花果、火龙果等瓜果种植合
作社及农场 60 多个，年经济效益突
破 9000 万元。

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老城镇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李
??） 暑假将至， 为切实做好防溺水
工作，保障未成年人平安健康，老城镇
党委、镇政府坚持常态化、多形式做好
防溺水宣传工作， 对辖区内水域及救
生设施进行定期维护和巡查，镇、村、
校、户多管齐下，社会、学校、家庭多方
携手联动，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组织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

活动。 老城镇组织志愿者到学校开展
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通过讲述

真实溺水案例、分发防溺水宣传页、互
动提问等方式， 为学生普及夏季防溺
水安全知识， 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在危
险水域玩水、私自结伴下水的危害，使
防溺水安全教育警钟长鸣。

组织开展“地毯式”安全隐患排查。
老城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
对各类坑塘、河道、沟渠等极易发生溺
水事故的风险点、 隐患点进行全面排
查，在重点水域增设安全警示牌，配备
救生杆、救生圈等救生设备，做到边排

查、边整改、边宣传，全面落实“四有”责
任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严格落实防溺水网格化管理。 老城
镇严格落实“五包一”责任制，动员网格
员、志愿者、坑塘承包人、党员、村“两委”
干部对坑塘、河道、沟渠等水域开展安
全巡逻，实现防溺水巡查工作常态化。

广泛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 老城
镇制作悬挂宣传标语，发放防溺水宣传
页，利用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循环播放
防溺水宣传录音。村干部和志愿者开展

“敲门” 行动， 走村入户宣传防溺水知
识， 教育引导儿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远离危险水域。 老城镇在微信公众号、
村民微信群推送防溺水安全知识、溺水
自救措施，在全镇上下营造浓厚宣传氛
围，筑牢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共同
防护体系。

截至目前，老城镇组织镇村干部、
网格员、志愿者 500 余人次，发放宣传
页 3000 余份，排查消除隐患 15 处，设
立警示牌 13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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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6 月 12

日， 县长余长坤主持召开县长办公
会议时强调，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
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聚焦关键
指标，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积
极应对经济运行中遇到的困难和挑

战，科学研判形势、增强信心决心，
扎实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 ，当前 ，全县正处于
全年目标任务 “双过半 ”的关键攻
坚期 ，要强化财政收支管理 ，完善
部门协调机制， 强化重点行业、重
点税源企业动态监控，做好重点财
源增收挖潜，切实发挥好财政政策
在稳增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要通
过采取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加强规
上企业培育、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等举措，有
效推动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
保顺利实现 “双过半 ”目标和年度
发展目标。

会议强调， 相关责任单位要统
一思想、提高站位，深入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

决策部署，一体化推进化险、改革、
发展等各项工作， 牢牢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县农商行要扛
稳清收盘活工作主体责任， 加强组

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完善治理机
制，坚决防止不良资产“边清边冒”
“边清后增”。要整合多方力量，增强
工作凝聚力，加强信息互通，密切配
合、齐抓共管，密切监测各类风险，
加强舆论引导，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要狠抓任务落实， 定期通报工作进
度，健全沟通协商研判机制，拧紧责
任链条， 坚决打赢打好不良资产清
收处置化险攻坚战。

会议强调，开展“僵尸车”集中
清理专项行动是规范城区交通秩序

的重要抓手，对优化城区公共环境、
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具有重要意

义。 相关责任单位要切实增强工作
使命感和责任感，明确工作任务，细
化工作环节，落实工作责任，确保专
项整治工作扎实开展。 要加强协作
配合。 相关责任单位要按照责任分
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联系
协作， 实现职能互补， 形成工作合
力。在整治行动中要严格依法办事，
统一处罚标准，文明执法，耐心细致
地做好思想疏导和政策解读工作，
从源头上减少“僵尸车”的产生，保
障群众合法权益， 为人民群众营造
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会议还听取审议了其他事项。

炎炎夏日送清凉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马洁） “谢谢您给环卫工人送来防
暑降温物品 。 我们将在确保环境
卫生质量的同时 ， 灵活安排环卫
工人错峰轮岗 ， 确保环卫工人身
心健康 。” 6 月 14 日，在一个环卫
工人临时休息处 ， 县城管局负责
人对县政协委员 、 沈丘县工商联
（总商会 ）副会长 、河南仁爱健民
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秋

芳一再表示感谢。
当日上午， 郑秋芳将价值 100

万余元的清凉油、 矿泉水等防暑降
温物品送给坚守在一线的交警、志
愿者和环卫工人， 为他们送去夏日
清凉。

“最近天气炎热，我就想着为群
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于是就购
买了纯净水、 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物
品，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郑秋芳说。

沈丘：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6 月 13

日，县委书记田庆杰深入田间地头、
河渠井畔， 实地调研全县防汛抗旱
工作。他强调，防汛备汛和抗旱工作
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稳定，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科学
研判今年防汛抗旱形势， 做好万全
准备，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全力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田庆杰一行先后前往新安集镇

武营行政村、沙北一干渠、蔡河闸、新
四美厂区、 地中海铁路涵洞等地，查
看耕种、灌溉情况，了解抗旱播种保
苗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围
绕抗旱保苗与乡镇干部群众进行交

流。 查看沙北一干渠改造工程建设、

沙北水利调度、沙南排水替代工程建
设、涵洞管理等情况，并听取相关工
作汇报，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田庆杰强调， 各级各部门既要
落实好防汛各项措施， 确保安全度
汛，又要防范旱情，保证农业、工业、
生活用水充足。 要不断强化责任意
识，树牢底线思维，紧盯河道堤防、

城区低洼地等灾害易发区， 持续开
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到位。要加强应急值守、完善
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扎实做好
防汛备汛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要切实落实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要

求，加强调查研究，高质量推进重点
水利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完工。

6 月 16 日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 当日，国网沈丘县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深入社区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等，开展安全用电知
识宣讲活动，增强群众安全用电意识。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韩东伟 摄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传“秘籍”
县农业农村局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谢
辛凌) 6 月 15 日，天空布满乌云。 在沈
丘县绿生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

地，4 台播种机往返穿梭，抢时播种大
豆和玉米。

“我们要赶在下雨前把秋作物全
部种上。 县农业农村局派农技人员到
田间地头全程跟踪指导， 并推广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和玉米密植滴灌水

肥一体化技术。”沈丘县绿生源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赵鹏飞说。
“这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和

玉米密植滴灌水肥一体化两项技术

推广的试验田 ，300 多亩地全部铺设
了滴灌管道。 灌溉、施肥仅需 8 个小
时就能同步完成 ， 省工 、 省时还省
力。 ”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常金
齐指着一条条细长的黑色滴灌管说，
这项技术把灌溉、 施肥融为一体，实
现了节肥增产。

据了解，今年，沈丘县大面积推广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和玉米密植滴

灌水肥一体化管理技术，推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细，指导农户
使用科学选种、滴灌出苗、化学除草、分
期追肥、一喷多促、适时晚收等关键技
术，确保大豆、玉米质量双提升。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主要

包括种 4 行玉米套种 6 行大豆、 种 4
行玉米套种 4 行大豆等模式， 提升了

光照和通风效果， 增强了玉米和大豆
的抗病和抗倒伏能力。 “一般情况下，
玉米单产可突破 800 公斤、 大豆单产
可突破 150 公斤。 ”常金齐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县农业农村局共派出农
技人员 600余人次，举办大小培训活动
30余场次，印发技术手册 1000余份，落
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2.3 万亩，实
施玉米密植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

3.2万亩，受益种植户 600余户。

22名高层次人才“传经送宝”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6 月 14

日，第七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
发展大会高层次人才服务基层周口

（沈丘）行活动正式启动。 来自我省
工业、农业、医疗、教育领域的 22 名
相关领域高层次人才为沈丘县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
据了解， 第七届中国·河南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高层次人才

服务基层周口（沈丘）行活动，是帮
助基层汇聚人才、凝聚智慧的重要
载体，是将人才优势与基层需求紧
密结合的重要举措，推动产业链与
人才链深度结合。

沈丘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沈丘

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以良好的
环境、优越的待遇、贴心的服务，不
断招引各行业高层次人才来沈，通
过发挥高层次人才的 “磁石效应”，
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和团队进入沈

丘；通过发挥高层次人才的“裂变效
应”， 加强本地人才创新能力的培
养， 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智力
支撑；通过发挥高层次人才的“头雁
效应”， 充分释放本地人才创新活
力；通过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鲇鱼效
应”，带动和刺激本地科技创新人才
增强创新动力； 通过合作激发各类
人才的潜能， 形成良好创新文化氛
围，推动县域经济创新发展。

李金广：“要对得起‘服务’这两个字！ ”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刘建峰

“喂! 李师傅吗？ 我是咱小区 1 号
楼的业主，我家厨房下水道堵塞了，能
帮忙疏通一下吗？ ”

“没问题，我这就过去！ ”6 月 17
日，天刚放亮，李师傅就接到业主的求
助电话。他二话没说，背起工具包风风
火火地奔赴现场。

业主口中的李师傅名叫李金广，
是沈丘县志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一名水电维修工， 主要负责志远小区
721 户业主户内和小区公共区域的维
修工作， 从马桶堵塞、 厨房下水管堵
塞、水龙头松动、电线排查，到门锁修
理、柜门调试、电器排查等，只要业主
一个电话，他就匆匆前往。 久而久之，
大家都亲切地喊他“李师傅”。

用风风火火形容李师傅最合适。
一米七左右个头的他， 时常左肩背着
鼓鼓囊囊的工具包， 右手时不时接个
电话， 一个上午的时间他要处理十几
个报修单，最忙时他 20 分钟跑了 4 户
人家。“早点处理完，业主放心，我也安
心。 ” 李师傅的手机一年 365 天不关
机，微信通讯录里 300 多位联系人，业
主占了一半多。每隔半小时，他就看一
下业主微信群， 生怕错过业主找他的
信息。 “不能关机，也不敢关机。 ”他指
着微信记录说，“你看，昨天晚上，有一
位业主凌晨 1 点发现热水器坏了，无
法洗澡，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这就是
一种信任。 ”

有一天，一位业主打电话说，他家
厨房下水道管子堵住了。 李师傅现场
查看发现出口那里积了几公分厚的厨

余垃圾。 他挽起袖子，跪在地上，把手
探进去，一点一点地掏，整整用了一个
小时才掏干净。“清理出来满满一脸盆
厨余垃圾，站起身时，脚都麻了，走起
路来踉踉跄跄。”李师傅笑着说，“这些
都是家常便饭。维修阳台水池管道时，
我需要蜷缩着仰卧在 40 公分宽的水
台下，悬空着手操作，更难受。 ”

难得有个间歇， 李师傅也闲不下
来，背着工具包，在小区里来回巡查。
按微信运动计数， 他平均一天要走 2
万余步。 李师傅进入沈丘县志远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后，吃住基本在公司，没
有特殊情况很少回家。 虽然不能与家
人团聚有些遗憾， 但是能获得业主的
认可，他感到十分欣慰。 他告诉记者，
除了一句“谢谢您”，业主有时还会给
他送一些自己做的美食， 这些点滴小

事都让他觉得温暖， 觉得一切付出都
是值得的。

有一位业主出远门前 ， 特地将
家里的观赏鱼托付给李师傅照看 。
服务中心的荣誉墙上挂着 6 面锦
旗 ，其中 3 面是送给李师傅的 。 “每
一面锦旗都是业主对我工作的认

可。 ”李师傅说。
在李师傅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里，

除了常见的工具， 还有一个像手电筒
外壳似的自制工具， 那是他维修阳台
水槽、水管时琢磨制作出来的。管道口
窄小，手够不着，市面上工具不匹配，
维修困难的问题，被他解决了。

“无论多脏多累，我都要做好维修
工作。 穿上这件工服， 我就要对得起
‘服务’这两个字！ ”李金广的话语不
多，但蕴含着他对业主的深情厚谊。

近年来， 沈丘县不
断完善机制， 坚持全域
路网、水网、林网同步建
设，桥涵坝闸一体治理，
河沟渠塘湖互联互通的

工作理念， 全面排查县
域范围内的桥涵坝闸，
盘活水资源， 打通水网
络，做活水生态，通过细
化“留住天上水、用好过
境水、涵养地下水”的具
体措施， 总体保证旱能
浇、涝能蓄、多能排，真
正实现更高水平、 更高
质量的全域水系 “一张
网”。

记者 高洪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