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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凌伟） 4 月 19
日，记者从全市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工作视频会议了解到，为抓好大豆
生产，今年我市将发展 15万亩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

据介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
出，要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农
业农村部也发出要求，把扩大大豆油
料生产作为今年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
任务。今年我省将发展100万亩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这是中央安排我省
的一项重要任务。

记者了解到，我市将认真贯彻落
实好全国扩种大豆油料工作推进会议
和全省、全市农业农村局长会议精

神，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作为实
现大豆玉米兼容协调发展的的重要途
径，推动大豆玉米兼容协调发展。

根据种植规范要求，我市确定采
取的种植模式为大豆4—6行，玉米2—
4 行，推荐 4∶2、4∶4、6∶4 三种模
式。选择好种植品种，大豆宜选用耐
阴、抗倒、底荚高度适中的中早熟宜
机收品种；玉米选用株型紧凑、中矮
杆（株高≤280cm）耐密植、抗倒、生
育期适中的高产宜机收品种。要确定
补助方式，可以补现金，可以补实
物，也可以购买社会化服务，要重点
用于种子、化肥、农药、机具及病虫
草害防治等环节。

做好面积落实、种子供应、机具
保障、技术服务保障，确保农民能
种、会种、种好。加强机具保障，做
好复合种植配套农机装备保障工作，
围绕满足生产各环节农机作业需要，
抓好现有机具适配改造应用，加强工
作督促指导，确保工作实效。要加强
资金保障，不折不扣落实补助政策，
提高补助标准，会同财政部门及时足
额将补助资金兑付给实施主体。项目
县要加强技术服务，成立专家技术指
导组，制定细化技术指导意见，明确
主推种植模式，实行技术人员包村包
主体制度，手把手带着农民干，确保
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人到田。做好宣

传引导，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强化政策解读和技术宣传，积极宣传
复合种植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该局分管负责人表示，我市将采
取聚焦关键技术、补齐生产短板、强
化技术支撑，在全市建设一批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片、示范区，筛
选和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绿色
高效、机械化程度高的集成技术模
式，实现稳产高产，提质增效，提升
大豆玉米供给水平。各地要细化实施
方案。结合本地生产实际，细化操作
方式和操作程序，科学遴选实施主
体，制定切实可行保障措施，确保任
务落实落地。

今年我市将发展今年我市将发展1515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本报讯 （记者 翟 华
伟） 4月19日，记者从市残
联了解到，为推动我市困
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项目顺利实施，助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市残
联和市乡村振兴局联合印
发的 《商丘市 2022—2025
年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开 始 实 施 ， 从 今 年 起 到
2025 年，我市将为 5918 户
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
无障碍改造，到 2025 年年
底，实现“三类户”重度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全
覆盖，享受城乡低保的重
度残疾人家庭广覆盖。

据介绍，此次项目改造
针对我市的困难重度残疾
人。困难残疾人指“三类
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
或享受城乡低保的残疾人；
重度残疾人指持有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
的残疾人。实施无障碍改
造的残疾人家庭应当拥有
非临时租借的固定住房（有
产权包括宅基地、长期居住
或者公租房），住房具备改
造条件。残疾人对无障碍
设施依赖性强，有无障碍改
造需求。

项目改造内容包括改
造类施工、基本辅助器具
配备安装和改善类配建三
大类，具体实施时根据残疾
人的特点、需求与居住环
境，充分尊重残疾人家庭意
愿，与残疾人进行协商后进
行个性化改造。项目改造
原则：优先安排一户多残、
老残一体等特殊困难残疾
人家庭；着力解决困难重度
残疾人居家生活的核心需
求，兼顾家庭成员照护及共
同生活人的人性化需求；统
筹规划，既可以全面整体推
进，也可分片推进；项目全
过程公开、公正、透明。

另据了解，在项目改
造工作中，残联部门负责积极向有关部门反
映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需求，确定受益
残疾人；配合乡镇政府实施项目任务；建立
项目档案，已完成改造的，要归档入册，及
时准确录入中国残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数据库系统”。乡村振兴部门则负
责将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纳入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统
筹推进，指导各地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加强困
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吴海良 通讯
员 陈 臣）“作为一名观堂人，我
想为家乡做点事。这 100万元，用
于村庄修路和绿化等，助力人居环
境整治。”4月 19日，在梁园区观
堂镇苏堂村党群服务中心，该村村
民苏伟把 100万元的捐款交到村党
支部书记徐士民手中。

苏伟今年 47 岁，出生成长于
梁园区观堂镇苏堂村。苏伟与妻子
通过 20 多年的打拼，终于创业成
功。致富不忘家乡，真情回馈社
会。在诚信经营的同时，苏伟一直
情系桑梓，总想着为家乡做点事。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
苏堂村清理了 90 多个卫生死角及
房前屋后 150余处杂物堆放点，腾
出空闲地 2.1万平方米。怎样让这
些闲置地“变废为宝”？苏堂村

“两委”一班人决定栽植绿化树，
整修道路，让村子绿起来、靓起
来。资金从哪来？村里积极探索

“筹资、筹智、筹服务、筹治理”
乡贤参与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方法，
引导在外人士、乡贤人士等为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添砖加瓦，实现共建
共享美丽人居环境的新路子。

“家乡的发展时刻牵动着我的

心，得知家乡环境整治需要资金，
我就决定捐资 100万元，为家乡发
展建设尽一份力。”苏伟说。

在回家乡捐款的时候，苏伟看
到村疫情防控服务点党员干部昼夜
值班，每天连口热饭都顾不上吃，
临时决定给服务点捐献出方便面、
火腿肠、矿泉水等生活物资，并再
捐出1万元用于村里的疫情防控。

“有了这批资金，基本上能够
解决村里的绿化、路桥修建等难
题。促进村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
上新台阶。”徐士民接受捐赠后激
动地说。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为有效
防范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传播，根
据全省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有关要
求，我市 2022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
集中免疫工作于近日全面启动，目
前防疫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为确保集中防疫工作期间人员
足、物资全，保障畜禽强制免疫的
质量和密度，对全市畜禽应免尽
免，我市积极落实各项防控准备。

市政府分别与省政府和各县
（市、区）政府签订了《重大动物疫情
防控目标责任书》，落实各项防控责

任。制定印发《商丘市动物疫病强
制免疫计划》《商丘市动物疫病监测
与流行病学调查方案》，对全市集中
强制免疫工作进行部署。对各县
（市、区）的畜禽养殖情况进行全面
摸底清查，确保防疫做到“四不漏”，
即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
（禽）、畜（禽）不漏针；对存放动物疫
苗的冰箱、冰柜、冷库等冷链体系进
行检查、维修，保证动物疫苗的存放
条件，避免失效；补充针头、针管、防
护服等防疫物资，确保集中强制免
疫正常开展。对现有库存动物疫苗

进行盘库清点，制订春季动物强制
免疫疫苗订购计划。对从业人员开
展政策、技术等方面培训，提高法
律意识、服务意识、技术水平，切
实做好动物强制免疫的最后一道工
序，保证“针打真有效”。

目前，各县（市、区）辖区内
畜禽存栏量已摸清，动物疫苗冷链
体系已检修，各项防疫物资已配齐，
1302名基层动物防疫人员也进行了
培训，动物强制免疫疫苗订单已通
过疫苗订购平台提交，各类疫苗陆
续到货，集中防疫正有序开展。

我市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全面启动

观堂镇村民苏伟：捐款百万元支持家乡建设

睢县河堤乡中心小学四年级数
学老师李福慧在脚踝骨裂后，坚持
为孩子们上网课。近日，这名 95后
女教师脚受伤后坚持工作的视频被
家长发布到网上后，引起强烈反响，
网友称赞她是“商丘好老师”。

“来看第六题，先在直线上表
示下一个数，比较每组中两个数的
大小……”4月 19日，记者在视频
中看到，李福慧由于左脚受伤单腿
站立在讲台，她一边依靠在黑板上，
一边向学生们认真地讲网课。

今年 25 岁的李福慧是 2020 年
通过招教考试来到睢县河堤乡中心
小学担任数学老师。受疫情影响，
4月 1日起，睢县各中小学校学生
上课转为“线上”，开启了停课不
停学的“网络授课”模式。

4 月 5 日，李福慧刚刚结束一
天的网课课程，因劳累不慎在下楼
梯的过程中扭伤了左脚。经医生诊
断为踝骨骨裂，需要立即打石膏，

卧床休养3个月。
“医生的一番话让我的心情瞬

间跌入谷底，一方面我没想到伤得
那么严重，另一方面是两个班级孩
子的网课学习怎么办？”李福慧
说，“思索再三，我决定坚持继续
为孩子们上课。”李福慧说。

一节网课 40 分钟，李福慧常
常因为单腿站立授课而不得不把另
一只脚翘在凳子上，以缓冲重压带
来的疼痛。一节课下来，打上石膏
的脚又红又肿。

“李福慧老师受伤后还坚持上
课，我们所有人都很心疼和感
动。”睢县河堤乡中心学校校长牛
新东说。学校让李福慧老师休息，
但她担心影响孩子课程，坚持带伤
上课，目前学校已经把李福慧的教
室调在一楼。

没请一天假，没落下一节课，李
福慧拄着拐杖站在三尺讲台上，用自
己的坚守和担当诠释了师德的内涵。

打着石膏上网课的“商丘好老师”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 坤

落实防疫措施 筑牢坚固防线

面对永城市突如其来的疫
情，民权县迅速成立了由 310人
组成的支援永城抗疫核酸采样
队。“4 月 6 日，接到上级通知，
我院紧急从医院各科室及村医抽
调 8名专业技术人员，火速组成
老颜集乡卫生院赴永城市核酸采
集队。4月7日凌晨4点，由副院
长史培建带队，奔赴永城市抗疫
一线。”4 月 18 日，民权县老颜
集乡卫生院院长邵执权介绍。

4月 18日 22时，忙碌了一天
的领队史培建，终于可以静下心
来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我在
现场目睹了许多感人事例，说说
我院的医护人员吧……”

张燕芳丢下还在哺乳期的孩
子，毅然报名参加核酸采集队。
在采集过程中，因天气骤然变
化，她的鼻炎复发，出现憋闷、
头晕、眼花的缺氧症状。短暂休
整后，她依旧返回工作岗位，完
成了当天的核酸采集任务。

村医沈东君连续工作10多个

小时，在夜间10点多返回住地的
大巴车上，因路程颠簸，出现晕
车症状，呕吐不止，之后继发低
血糖症状。沈东君说，不碍事，
歇歇就好了，明天继续工作。

护师刘艳芬是一名抗疫老队
员，这是她第二次支援抗疫工
作。第一次是去年 8月，她报名
到睢县定点医院支援医院护理工
作。这次，由于刘艳芬的丈夫在
外务工，她便将 3岁的女儿交给
婆婆带，再次积极报名参加抗疫
工作。

史培建讲，这样的故事还有
很多，核酸采样队成员面对高危
密接者，不惧风险，不言辛苦。
来永城10天了，队员们一天最长
工作12小时，最紧急的一天参加
了两轮工作，早上 9点出发到晚
上11点多才回到宿舍。

“10 天来，我院核酸采集队
采样 4万余人次，为永城市早日
做到疫情清零工作贡献了力
量。”史培建说。

老颜集乡卫生院医护人员

驰援永城抗疫记
朱光伟 张全新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 4月
18日，记者从市疫情防控期间农
产品产销专班办公室了解到，该
专班自 4月 12日成立以来，全力
做好生鲜农产品产销对接。通过
强化统筹协调、优化整合产销渠
道、加强农产品产销信息统计收
集、及时发放车辆通行证等举措，
为确保疫情期间生鲜农产品产得
出、运得走、销得畅提供了保障。

该专班强化市域内原有销售
渠道，全面加强外销渠道衔接工
作要求，整合我市农产品流通销
售优质资源，发挥商丘农产品中
心批发市场龙头作用，指导其充
分发挥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信
息发布等资源优势，采取“短、
直、快”的方式收购滞销农产
品。目前已帮柘城县、夏邑县、
民权县等地农民合作社、种植大
户解决韭菜、蒜苔、黄瓜等滞销
农产品1300余吨。积极协调省内
丰富资源，开拓省内万邦农产品

批发市场等大型批发市场采购渠
道，向农产品市场、经营商户及
时提供滞销信息，科学合理分配
供求关系，提高产销对接效率。

市农业农村部门及时了解各
地生鲜农产品运输需求，先后发
放河南省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运输
车辆通行证1350张，累计运输使
用 765 趟次，运输货物 9539.03
吨；商丘市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运
输车辆通行证累计发放 2000张，
累计运输使用2582趟次，运输货
物 21094.38吨，有效保障了全市
鲜活农产品生产运输；市商务局
及时申领发放省级物资运输车辆
通行证 350份，发放市级物资运
输车辆通行证3000份，优先确保
生鲜农产品运输需求，着力解决
我市生活必需品运输不畅难题。
省、市两级通行证运输使用 4500
余趟次，运输生活必需品15800余
吨，保障了我市生活必需品正常
销售供应和价格稳定。

我市搭建生鲜农产品产销对接“快车道”

本报讯（张增峰 吕月明）“俺
家小麦像得了纹枯病，正犯愁呢，
没想到县里派来的农业专家来到田
间地头，教会俺咋防治，还教我们
咋施肥、咋管理，让我们受益很
大。”4月 19日，民权县王桥镇王
北村村民吴乃合高兴地说。这是民
权县农业技术专家疫情防控期间助
力春耕春管的一个剪影。

目前是备战春耕的重要节点，
民权县农业农村部门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全力开展春耕生产，为
该县农业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据悉，该县农业农村部门组建
了4个技术专家服务组和19支服务

小分队，结合百名科技人员包千
村、百站包百家，分赴不同乡镇、
村庄，组织农民有序下田、错峰下
地、分散干活，避免人员聚集，筑
牢群防群控防线。同时农技服务队
还通过视频、短信等媒介开展科普
指导，提高了科技受众率和知晓度。

“正愁着疫情防控期间不好买
农资，没想到政府将农资送到地
头。农资有了保障，我们心里也就
不慌了，干劲更足了。” 4 月 18
日，林七乡林西村村民刘广真站在
田间地头对农技人员及时帮助调配
农资表示感谢。为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的农资保障工作，该县农业农村

部门积极协调农资，一边为保供企
业申请办理保供通行证，保障春耕
备耕物资下乡进村入户畅通，另一
边采取电话预约、上门服务等措
施，把农资送到村疫情防控卡点或
地头。同时，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协调各地农机有序流动，保
障春耕春播的农机服务供应。

“截至目前，我县 102.11 万亩
小麦浇水施肥、化除化控工作已经
结束。下一步，我们将在抓好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条锈病、
赤霉病的防治工作，全力确保今年
夏粮丰产丰收。”该县农业农村部
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民权：防疫春耕两手抓 不误农时保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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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志愿者在朱大楼村菜地帮菜农采摘青菜。当日，商丘
众人志愿服务队联合梁园区孙福集乡朱大楼和北胡庄两村菜农将10
吨青菜运往永城，支持永城抗疫工作。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鲍红丽）近日，夏邑县桑堌乡
吴庄村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有序开
展农村巷道、沟渠清洁行动，着力营造安全
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该村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党员干部带头干，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
与到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来，形成全民参
与氛围，共同整治，共建美丽家园。

通过大家的努力，截至目前，全村清理
垃圾 20余吨，清理残垣断壁 6处，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农村也是疫情防控工作的主阵地，我们
村通过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阻断疾病传
播途径，筑牢疫情防控‘卫生防线’。”吴庄
村党支部书记刘世科说，“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保持整治成果，积极行动，稳步推进防疫
期间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不
误，为群众营造一个安全干净整洁的环境。”

桑堌乡吴庄村

加强环境整治助力防疫

44月月1818日日，，柘城县起台镇史老家村村民利用节水式自动喷灌系统为小麦抗旱柘城县起台镇史老家村村民利用节水式自动喷灌系统为小麦抗旱。。 张子斌张子斌 摄摄

防疫生产两不误防疫生产两不误

▼4月17日，夏邑县韩道口
镇西顾厂村村民在给西瓜整枝打
杈，提高西瓜产量和品质。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44月月1919日日，，柘城县远襄镇王柘城县远襄镇王
双庙村一养鸡厂工人正在交流养双庙村一养鸡厂工人正在交流养
殖技术殖技术。。该县克服疫情影响该县克服疫情影响，，抓抓
紧生产紧生产，，保障生活供应保障生活供应。。张张 超超 摄摄

▼近日，在宁陵县刘楼乡
王楼村羊肚菌种植基地，种植
户正在采摘成品。吕忠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