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2年5月9日 星期一
编辑：代朝霞 E-mail：sqrbzhxw@163.com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戚丹青）“今天梁园
区委、区政府送来的物资已经全部发放
到老乡手中，我们在上海感到很温暖，
感谢家乡人民对我们的关爱。”5 月 7
日，中共梁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
长远接到了梁园区在沪创业人才党支部
书记张亮打来的电话。

据了解，梁园区在沪务工人员有近
5000人，上海疫情暴发以来，有2600余
人的生活遇到了困难，时刻牵动着梁园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心。为了支持
上海抗击疫情，让在沪务工人员在困难
时期能感受到家乡人民的情意，帮他们
渡过难关，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区
委组织部牵头负责，精心安排，引导、

发动 8家商会、76家爱心企业及商丘高
新技术开发区全体工作人员，以及一些
社会爱心人士捐款 31万余元，购买了饼
干、方便面、食用油等生活物资，还贴心
地准备了洗衣液和慰问信。

4月30日，梁园区委组织部人才办主
任刘文化等人驾车，带领两辆满载生活
物资和 300套疫情防护物资的货车踏上
征途。带着领导的深情嘱托和民众的希
望，刘文化等人千里驰援，星夜兼程，
克服种种困难，于 5月 1日上午到达上
海。梁园区在沪创业人才党支部组织
200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卸货、转运
和配送，确保将物资分发到每一个遇到
困难的梁园区在沪务工人员手中。

张亮告诉记者，接到这次任务后，
他就立刻牵头组建团队，并招募了50余
辆车派发物资。“在上海的十几个区，
我们共建立了23个支部联络站，每个站
由一名站长带领 8至 12名志愿者，联系
在沪的梁园区老乡、了解他们的情况、核
对他们的地址等信息。”张亮说，这是一
项繁杂系统的工作，但200余名志愿者团
结一致，热情高涨，在来自家乡的物资到
达后，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积极进行配
送。由于配送区域面积大，人员居住分
散，封控区局部封闭，驾驶员每天也会跑
很多冤枉路，加上疫情管控等原因，每辆
车每天只能配送 30份左右，在浦东有时
送一份物资要跑七八十公里。为了让老

乡能够尽快领到物资，志愿者们不辞劳
苦，从早上六七点钟开始工作，每次都要
忙到次日凌晨一两点钟，甚至通宵。由
于每到一个小区都要做抗原检测，大家
每天要做几十次，鼻子都肿了。

虽然困难重重，但大家从不喊苦喊
累。在多方努力下，到 7日晚上，2600
多名急需帮助的梁园区在沪务工人员领
到了来自家乡的物资。他们激动不已，
领物资时纷纷鞠躬表示感谢。在上海务
工的李先生说：“疫情无情人有情，当
收到家乡物资和慰问信的那一刻，我忍
不住落泪。感谢家乡政府，感谢父老乡
亲，我们一定坚守管控政策，等到疫情
消除后，必定奉献家乡。”

乡村振兴在行动

本报讯（刘 玲）为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近日，民权县王庄寨镇
强化财政管理，突出“三个严
格”，做好“两个统筹”，用实际行
动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严格经费审核。加强对疫情防
控资金需求审核，进一步明确经费
列支渠道和程序，既要优先保障疫
情防控资金需求，又要确保有限的
资金用在“刀刃”上。严格物资管
理。主动跟进了解全镇物资捐赠情
况，合理分配使用捐赠物资，确保
防疫爱心捐赠阳光透明。严格监督

检查。加强疫情防控资金使用监督
检查，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擅自截
留、挤占、挪用或改变疫情防控资
金用途，严禁用于超标准装修改造
或购置与疫情防控工作无关的设
备、交通工具等。

履职尽责双统筹。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不误。聚
焦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难点，实地
走访，不断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和金
融服务力度。高效落实减税降费、
纾困助企等政策，全力帮助市场主
体对冲疫情影响、提振发展信心。

王庄寨镇

强化财政保障 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白 鹏 通讯员
韩际东 陈文博） 5月 6日，中国收
藏家协会会员、商丘听雨轩董事长
毛晓宝来到梁园区图书馆，捐赠地
方文献图书资料200余册。

毛晓宝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
员、高级民间艺术师、河南省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拓技艺传承人、
梁园区文史馆员、中原金石研究会

理事，数年来为各级博物馆、图书
馆捐赠藏品1400余件。他的这次捐
赠不但充实了梁园区图书馆的地方
文献馆藏资源，更是对梁园区文化
的一种资源保护。

捐赠仪式后，毛晓宝等人参观
了梁园区图书馆，并针对梁园区古
籍保护进行座谈，为今后该区古籍
工作的政企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

收藏家毛晓宝捐赠地方文献200余册

本报讯 （记者 高会鹏） 近
日，河南省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下
发文件，通报了2021年度博士后工
作综合考核评估结果，商丘市质量
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获得河南省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优秀等级。据
悉，此次全省共有 220家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参与考核，其中仅有27
个单位获得优秀创新实践基地。

商丘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于 2015年 12月成立“河南省
博士后研发基地”，2016年被河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批准为“河
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几年来，该中心大力实施科技
兴检战略，检验检测能力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目前，通过国家局、省
局扩项认证检测能力达到1000余种
产品，3058个参数。该中心先后承
担国家、省、市级科研课题 33项。
《高效利用白酒发酵副产物的技术
研究和应用》等10余个课题先后获
得原省质监局科技成果奖、市科技
进步奖等奖项。该中心先后参与制

定 8项河南省地方标准和 3项河南
省地方规程，申请国家专利48项，发
表学术论文 152篇。该中心始终把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首位，不断
强化人才的引进、培养，目前该中心
有中国合格评定委员会实验室评审
员2名，省级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员
6名，学术带头人2名，教授级高工5
人，高级工程师15人，工程师43人，
博士生 1人，硕士研究生 32人。在
全省率先成立了科研培训机构，开
展技术培训和科技输出，先后与山
东、安徽等地知名企业达成科研技
术合作，并与北大荒集团进行深度
合作，共同建设研发基地。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不
断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力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推动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成
为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后备单
位，为商丘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科研技术支撑。”市质量技术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常炳金说。

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获评省优秀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婚纱变成“红马甲”
一对新人结婚当天投身志愿工作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 坤

“请排好队，间隔两米距离。”“大
爷，我帮您扫码填资料吧！”5月 6日上
午11时许，在梁园区前进办事处一中社
区的核酸检测点，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秦帅领、陈静忙得不可开交。

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天，是两人新
婚大喜的日子。秦帅领从事水电暖器材
的经营工作，同时也是商丘曙光应急救
援队的一名队员，经常做公益。他和陈
静已经相识相恋两年多时间了，经过双
方商议，定于5月6日举办婚礼。

“我们婚纱照都拍好了，亲戚朋友也
通知过了，但疫情打乱了计划。”秦帅领
说，为了响应疫情期间人员不聚集的号
召，5月6日上午，他自己驾车来到陈静
家中，同陈静父母简单拍了几张照片，
就带着陈静回到家中。

5月6日，梁园区正在开展全民核酸
检测工作。上午10时许，秦帅领就带着
陈静，两人穿上了红马甲，来到一中社
区的核酸检测点，开始志愿者服务工作。
陈静说，她在秦帅领的影响下，也在一
年前加入了商丘曙光应急救援队。疫情
发生以来，两人经常到学校开展全面消
毒、核酸检测点志愿者服务、小区门口
卡点值班等公益工作。

“没能穿上婚纱，却穿上了红马甲，
我们觉得一样很光荣、很幸福，这也是
一种别样的浪漫。”陈静说。

两人这种行为，也感动了众多前来
做核酸检测的居民，他们纷纷称赞这对
新人。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和商丘市
曙光应急救援队当日在核酸采集点为二
人送上了新婚的祝福。“在这个疫情防控
的重要时刻，感谢你们为此做出的奉

献，祝愿你们新婚愉快，一生幸福。”前
进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赵修玉说。

秦帅领说，当天，他们忙到中午 1
点多，等所有居民做完核酸检测后，才
回家吃饭。虽然没有结婚仪式，但一样
浪漫有意义。“共同经历过疫情的洗礼，
相信我们的爱情会历久弥坚。等疫情稳
定后，我一定会为妻子补办一次盛大的
结婚仪式，来弥补这份遗憾。”

本报讯（记者 成绍峰）俗话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5月 6日，市林
业发展中心野生动植物救护科收容
救助了一只“白加黑”的乌鸦，原来，
这是一只白颈鸦（如上图，成绍峰
摄），属于易危级别的罕见动物，5月
7日，已移交至市动物园收容。

据了解，5 月 6 日晚，市林业
发展中心野生动植物救护科接到热
心市民赵先生求助，称他居住的小

区顶层发现一只脖颈长有一圈白色
羽毛、看似乌鸦的鸟需要救助。工
作人员迅速前往实地查看。

到达救护地后，经观测检查确
认，这是一只白颈鸦。该鸟除颈背
和胸有一白圈外，其余体羽全黑。
已 列 入《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属易危
鸟类。白颈鸦为杂食性，但大部分
时候是以种子、昆虫、腐肉为食。除
此之外，它的叫声也比其他鸦类更
为洪亮。另据了解，近年来，受农业
集约化及过度使用农药和鼠药的影
响，白颈鸦的食物趋于枯竭，其数量
急剧下降，在全球的数量十分稀少。

救护人员发现，这只白颈鸦身
长约 40 厘米，属于成鸟。由于腿
部受伤不能正常飞行。随后将鸟进
行保护，于第二天移交至市动物园
收容。救助人员提醒，广大市民要
保护野生动物，如发现受伤野鸟或
遇到非法捕猎野鸟情况，应及时报
警处理。

市林业发展中心野生动植物救护部门

救助一只易危鸟类白颈乌鸦

梁园区驰援上海的30多万元物资全部发放
为梁园区在沪务工人员送去家乡人民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目前，全
市 936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也
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5月7日，记者
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市农业农
村部门掀起以小麦“一喷三防”和抗旱
浇麦为重点的麦田后期管理高潮。

“小麦生长进入后期，还面临病虫
害、干热风、烂场雨等多重风险。‘一喷
三防’是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
促小麦增产的重要措施。”市农业农村
局种植科负责人王长京说。

病虫害防治是小麦管理的重要内
容。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扶持植保专
业合作社、植保专业服务队、种粮大

户，动员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积极参
与小麦“一喷三防”，组织利用“一喷三
防”补助政策开展统防统治有偿服务，
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为落实好小麦“一喷三防”补助
资金，该局制定好补助政策落实时间
表、任务图，倒排工期抓好落实，力
争在5月中旬喷防结束。加强资金项
目绩效管理，强化政策措施实施监
督，确保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政策
执行到位。另外，市县农业农村部门
组织专家指导组和农业技术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分片包乡包村，对防控工
作进行督导指导，对专业化服务组

织、种植大户和农民群众开展面对面
技术服务，提高关键技术知晓率和到
位率，确保防控技术落到实处，提高
防控效果和效率。

病虫害防治的同时要做好抗旱浇
水。“土壤干旱会直接影响千粒重。”王
长京表示，旱象明显地区要抓紧时间，
努力做到能浇尽浇、浇足浇透。当前墒
情尚可的麦田，要密切关注雨水、墒情
变化，酌情浇好灌浆水。

截至目前，全市共筹集资金
8835 万元，开展小麦病虫害大规模
统防统治，其中已开展小麦“一喷三
防”防治面积327万亩次。

立夏时节，记
者走进位于虞城县
稍岗镇韦店集村境
内 的 “ 十 里 画
廊”。只见潺潺流
淌的济民沟水明滟
清澈，野鸭在水草
间追逐嬉戏，鱼儿
欢腾跳跃。河岸上
大樱桃树、杏树、
桑葚树，和盛开的
月季花、紫鸢尾互
相映衬，整个河畔
生机勃发……

“以前济民河
水质浑浊，垃圾漂
浮。自‘十里画廊’
建设拉开序幕后，
这里不仅变得风景
如画，而且还带动
了许多村民发家致
富——‘十里画廊’
已成了促进稍岗镇
乡村奔赴振兴的龙
头。”稍岗镇党委书
记李剑说。

“十里画廊”
是韦店集村打造的

绿色休闲产业基地。几年前，韦店集村
还是当地出了名的贫困村，“十里画
廊”所在的济民沟，是虞城县引黄灌溉
重点工程，在稍岗镇境内有 10 公里
长，穿韦店集村而过，但由于河道多年
淤积、水流不畅，常年垃圾遍布，臭气
熏天。2016年，虞城县将环境整治纳入
脱贫攻坚的整体推进中，在济民沟规划
建设了“十里画廊”项目，在对环境进
行整治改造的前提下，培育发展生态农
业，同时将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等资源
在这里整合，带动当地脱贫发展。

目前“十里画廊”项目已让济民沟
从过去的臭水沟变成了今天的香果园，
共有 26 个大棚分季种植，春天有樱
桃，夏天有桃和杏，秋天有葡萄，冬天
有草莓，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有
果”，每个大棚的年利润超过 2 万元，
而且用工高峰期 17个大棚可雇工超过
500人。7年间在“十里画廊”的带动下
180户贫困户摘掉了“贫困帽”。

“俺家能过上现在的日子，要感谢
党委政府，感谢‘十里画廊’。”脱贫户
孙改玲笑容满面，“我在‘十里画廊’
务工，一年收入两三万元，还能照顾家
庭，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啊。”

最美蝶变动人心。如今，“十里画
廊”项目让济民沟河道两岸景色如画，
一年四季游客如云。

以“十里画廊”项目为依托，韦店集
村进行了整体规划和亮化，实现了乡村
林果化、庭院花园化。干净整洁的水泥
路旁，花墙错落有致，冬青、木槿、石楠等
交相辉映。韦店集村不仅环境越来越
美，村民们也越来越富，日子越过越好。

目前，“十里画廊”二期工程正在
实施。徜徉其间，“十里画廊”项目建设
的负责人袁建民信心满满：“目前，‘十里
画廊’正在开发红色文化项目，将来还会
开发农业生态园、开心农场、水上乐园、
生态餐厅等特色项目。建成后的‘十里
画廊’会成为豫东第一农业生态园，带
动周边更多的村庄奔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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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936万亩小麦进入灌浆期，市农业农村部门要求——

做好“一喷三防”适时浇好灌浆水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 近日，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农作物病虫害进
入高发期。为充分掌握病虫害发生情
况，守护好农业生产，睢阳区植保植
检站工作人员到各乡（镇）开展农作
物病虫害踏勘。

“在睢阳区 49.8万亩麦田里寻找
条锈病叶，无异于‘大海捞针’。一旦
未及时发现，将造成小麦大幅度减
产。”5月8日，睢阳区植保植检站长童
金晖说，“在田间踏勘病虫害时，我

们站 8人，分成两组，排成排前行，
一块麦田一块麦田拉网式排查。”

据介绍，4月13日，我市首发条
锈病以来，睢阳区植保植检站长就开
始对闫集镇、冯桥镇、临河店等8个
乡（镇）开展田间病虫害踏勘。他们
首先选择往年病害频发、高发的麦田
进行排查。

“目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每
天都要走将近3万步，最多一上午跑
20公里，这项工作只有这个最原始

的办法，没有其他更高效的方式。”
童金晖对记者说，“每次我们下乡排
查，见到村民都会向他们宣传病虫害
防治的知识，帮助群众把麦田管理措
施落到实处，为实现夏粮丰产丰收尽
到应尽的责任。”

通过调查，该站基本掌握了睢阳
区农作物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
况，为指导全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提
供了依据，为保障全区农作物丰产丰
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睢阳区植保人员深入田间踏勘病虫害
本报讯（记者 白 鹏）近日，梁

园区东风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深入辖
区重点工程——商丘绿轴项目施工
一线走访，全力做好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为营造有利于营商环境建设
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该办事处
多举措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高度重视，成立组织。该办事
处紧扣市、区两级下达的营商工作
任务，街道和社区联动推进营商工
作，为企业发展、项目落地创造良
好条件，成立了营商环境领导小组。

明察暗访，排查问题。该办事
处以街道政务服务大厅等服务窗口
为检查重点，对服务窗口工作人员

出勤到岗、服务态度等情况进行突
击检查和明察暗访，坚决杜绝违纪
现象发生。

完善制度，改进作风。该办事
处修订完善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方案》，进一步明确了纪律作风建
设规定和要求，形成了以制度管
人、按制度办事的工作管理机制。

压实责任，改善环境。对于督
查中发现的问题，办事处要求社区
做出检查，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严明工作纪律，全力抓好作风建
设。切实把便民服务大厅打造成优
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形象的前沿
阵地和重要窗口。

东风街道办事处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 5月8日，航拍夏邑县火店镇光伏发
电项目。该项目投资2亿元，于2015年7月
9日开工，2016年5月30日发电，年平均上网
电量约 2455 万千瓦时，成为乡村振兴一大
主导产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 5月7日，柘城县起台镇彭庄村村民
在给小麦浇灌浆水，确保今年小麦丰产丰
收。 张子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