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新闻统筹 袁国豪 马晓伟

4 2022年6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于 佳 E-mail:sqrbxq@163.com 永城·示范区新闻

简讯快报

“三夏”大忙时，农机显神威。麦收时节，走进永
城市的广袤的田地里，小麦联合收割机进行收获作
业、小麦秸秆打捆机对秸秆进行打捆、玉米播种机正
在播种玉米……永城市在今年的“三夏”生产中，各
式各样的农业机械大显身手，让农业生产更便捷，让
农机手作业更舒适，让农民种地更轻松。

今年以来，永城市紧抓入选全国第六批率先基本实
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契机，优化智慧农
机装备结构，探索实行耕、种、管、收、加全环节托管
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传统农
业”向“智慧农业”加速转变。

炎炎夏日，走进位于永城市演集街道韩寨村的现代
农业气象科技示范园，满满的科技感映入眼帘：多种观
测设备实时监测高标准农田内农作物的温度、湿度、风
向、风速、降水、土壤肥力、病虫害等情况。坐在办公
室就能通过大屏幕，查看田间高清摄像头拍摄传回的苗
情画面。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亩土地都散发着“智慧农
业”的现代气息。

近年来，永城市通过联合展演、政策扶持、搭建平
台，加快引进推广智慧农机，实施农机装备数字化、智
能化升级改造，让“会种地”变为“慧种地”。一是开
展智慧农机展演。围绕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种植结
构调整等，加大新机具新技术引进推广力度，结合“农
民丰收节”等活动，邀请富田雷沃、东方红拖拉机厂、
沃得集团等农机行业龙头企业，举办全程机械化现杨演
示会，对航空植保无人机飞防、耕种一体机械装置等品

目 20余台智慧机具进行作业演示，带动农户逐步改变
传统种植方式，推广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二是实施
数字转型升级。对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大型
复式机械，安装北斗定位导航仪，运用“5G+物联网”
技术打造远程遥控、无人驾驶、智能避障等多类型智慧
农机应用场景。农机可结合田间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路
径轨迹，实现田间作业全环节数字化智能化，提升农机
作业效率和精准度。支持麦客多食品开展“5G+”智能
改造，赋能自动化生产线，实现 5G机器人自动码垛装
箱。三是搭建智慧农机平台。组织农业、农机、大数据
等部门，搭建智慧农机平台，建立智慧农机数据库，开
通 24小时服务热线，围绕农机作业耕、种、管、收等
环节，畅通农机手与普通农户面粉食品企业、种植合作
社之间沟通渠道，实现对农机动态掌握统一调度、远程
监管，优化资源配比，推广订单作业。

永城市不断培育壮大农机社会化组织，开展托管运
营、网格监管、跨区作业等“一站式”综合服务，破解
农业生产痛点堵点难点。

针对无劳动能力农户、在外务工农户尤其是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农户“三夏”生产期间暂不返乡情况，该市
组织 49家农机服务经营主体，联合三顺、远征等面粉
集团，成立小麦种养加联合体，创新播种、机收、加工
等“环节托管”以及“全托管”“项目托管”方式，引
导农户按需签订托管协议，探索“智慧机械化+综合农
事”农机作业延伸服务新模式。同时，依托“五级网格
群”划分农机作业托管网格，制订托管方案，编制网格

责任人、农机合作社、机具配置、作业机手等
联络图。强化人、机、田作业对接，落实以地
定机、以机定人“双固定”工作机制，明确作
业、监管、验收等环节时间节点和工作标准，
形成农机合作社开展农事服务、网格长督促
监管、网格成员验收的责任闭环，确保按
时按质按量完成作业任务，以“网格监
管”保障托管服务质量。

为切实保障外地农机在永城市顺
利开展小麦跨区机收作业，“三夏”期
间，永城市农机服务中心在高速口建
立了“三夏”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
专门为外地到永城市跨区作业的农机
手提供技术指导、口罩、日常药品、
茶水等物资，并及时传达各乡（镇、
街道）农机缺口需求等温馨服务，确
保外地农机在永城市安全高效开展麦
收作业。同时，督促经销、维修、零配

件供应以及农机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
织做好物资调剂储备工作。联合中国石

化，优选六路环岛、永夏路口等交通枢纽地
带加油站，设置11个“农机驿站”，为农机手提供农机
饱和度、作业线路事故处理等服务，开辟农机加油“绿
色通道”。

今年麦收期间，永城市农机服务中心组建的农机维
修保养服务队活跃在田间地头，如田间“铁骑”护航

“三夏”生产，为麦收群众提供了保障服务。
永城市采取智慧农机队伍建设、资金支持、机具管

理、维修服务等各项措施，强化农机社会化服务要素保
障。一是“云上”培训，做强人才保障。积极对接河南
农业大学智库团队，依托“云上智农”小程序，开展

“云直播”网络课堂，引导农机手、种粮大户、农业合
作社等扫码进课堂，宣传讲解小麦机械化收获减损、免
耕播种“一条龙”作业等新技术新应用方面知识。举行

“农机大比武”、农机职业技能竞赛，培养选拔农机行业
高技能人才，抓实人、机、证年审工作，确保人人持证
上岗。二是“农机礼包”，强化资金保障。加大智慧农
机购置补贴推广解读力度、开通网上补贴申报系统，优
化补贴申报流程，按照“先购后补”原则，购机者通过
补贴手机APP，实现一键通达、线上办理。结合不同时
期农机消费特点，联合邮政、农业、农商等金融机构、
制定贷款金额 30万—50万元“惠农 e贷—农机贷”“智
慧农机贷”等贷期灵活、利率优惠“农机礼包”，激发
农机具消费需求。三是全线备勤，夯实安全保障。紧盯
农忙时节，制订用电高峰预案，保障电力供应，健全机
收机种全链条智慧保障体系，利用精准预报预警模型，

“云”上精准预报干旱、洪涝、干热风等灾害，智慧农
机第一时间植保飞防，避免次生灾害发生。

永城市永城市

智慧农机带动传统农业智慧农机带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提档升级””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袁国豪

▲▲裴桥镇麦田里裴桥镇麦田里，，秸秆打捆机秸秆打捆机
正在紧张作业正在紧张作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袁国豪 摄摄
▶▶联合收割机正在将收割后的联合收割机正在将收割后的

小麦装车归仓小麦装车归仓。。 刘刘 艳艳 摄摄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吕龙延）为提升城市整体
形象，营造更加优美整洁、规范有序的城市管理秩序，近日，
永城市城市管理局提前部署早谋划，明确任务早安排，扎实开
展市容市貌提升行动。

攥指成拳，压实工作责任。6月11日，该局召开市容市貌
提升行动动员会，宣读《永城市城市管理局市容市貌提升行动
方案》，并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体人员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积极响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主
攻工作重点、突破工作难点、提升工作亮点，改善城市环境，
优化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质。

靶向治疗，开展专项行动。该局领导班子带领执法人员深
入工作第一线，坚持“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工作原
则，对城区橱窗广告、乱搭乱建、占压停车公共资源、悬挂横
幅、店外经营、流动商贩、共享单车、车辆停放秩序等开展拉
网式排查，针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制止，与当事人充分沟
通、讲明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他们自觉改正。

精雕细琢，提升城市颜值。该局将以市容市貌提升行动为
契机，以“开局就是决战、起跑就是冲刺”的状态，锚定目
标，夯实基础，补足短板，在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管理相结合
的基础上，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等方式形成高压态势，将
工作落实到位、监督到位、执行到位，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和安全感。

永城市城市管理局

整治市容市貌提升城市颜值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王 蕾）为做好“三夏”
期间秸秆禁烧工作，近期，永城市陈集镇提前谋划、迅速行
动，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在禁烧一线。

按照陈集镇统一部署，陈集村按照“九个一”标准，在
秸秆禁烧工作站配备了消防车、旋耕机、灭火器等设备，并
成立了“三夏”生产应急队，通过打造 2分钟巡查工作圈，
加强对重点地块全方位巡查，对发现的秸秆乱抛乱置、占道
打场晒粮和抽烟等隐患问题及时制止、反馈、督促整改。

据悉，自“三夏”生产工作开展以来，该镇团委积极发
动，充分发挥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以多种形式积极参
与“三夏”生产工作，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工作的宣
传员、服务员、战斗员。

此外，该镇还建立了应急反应机制，成立了由专人负责
的应急大队，并配备消防车等专业设备，确保如有火情能够
迅速扑灭。同时，充分发挥“蓝天卫士”系统作用，实时监
控全镇秸秆禁烧情况，真正做到地域空间网格化、全覆盖、
全方位、无遗漏。

永城市陈集镇

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何燕子 孙向阳） 近日，

永城市演集街道召开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对秸秆禁烧、疫情
防控常态化管理、安全生产、“五星”支部创建、网格化管理
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提高站位。各村（社区）要认清形势，增强工作任务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认真抓好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
顺利有序进行。

夯实责任。形成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严格落实工作责
任，严格落实防控政策，扎实抓好安全工作，切实维护辖区
稳定，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长效机制，集中开展

“六促六改”专项行动大排查，加大化解处置力度，力争将矛
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突出重点。各村（社区）要以“三夏”生产为契机，集
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杜绝秸秆乱堆乱放的现象，为辖
区群众营造一个美丽、整洁、健康的氛围。

永城市演集街道

统筹做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王一臣）“三夏”时节是
秸秆禁烧的关键时期，为确保“不燃一把火，不冒一处
烟”，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全力维护辖区生态环境安全，
示范区高铁东站地区管委会精心部署、立即行动，多措并
举，确保麦收工作顺利进行。

服务保障到位。成立“三夏”服务队帮群众抢收抢种，
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大家走进田间地头，抢干农活，
帮助贫困户收割麦子、拾麦穗、装袋子、上车子，确保符合
抢收条件的农作物颗粒归仓，以最快速度开展抢收工作，并
向周边群众和农机手宣传麦田防火知识和农机安全知识。

氛围营造到位。为全面做好秸秆禁烧工作，各村设置
“三夏”防火值班点，24小时巡逻，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广
播喇叭不间断播放禁烧录音、出动巡逻车辆集中流动宣传，
切实增强群众秸秆禁烧意识，营造浓厚的禁烧氛围。

农机对接到位。对农机手提供贴心服务，农机手到达村
后第一时间给管委会疫情防控指挥部进行报备，查看行程
码、健康码、体温检查，下地给农机手做核酸检测，落实

“三天两检”政策，让他们安心作业。

示范区高铁东站地区管委会

“三到位”全力服务“三夏”生产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
讯员 张丽圆）为确保高质量完
成“三夏”生产任务，近期，示范
区平台街道纪工委及早动员、
采取多种措施，全方位护航“三
夏”生产，确保牢牢守住群众的

“粮袋子”。
及早行动抢农时。进入“三

夏”农忙以来，小麦抢收归仓是
夏收工作的“重头戏”，平台街道
纪工委工作人员深入一线督促
各村抢收抢种，确保应收尽收、
应播尽播，督促农业办与气象服
务部门做好天气预报预警工作，

指导农户合理安排麦收时机，确
保“颗粒归仓”。

严督实查保“三夏”。平台
街道纪工委、督查室成立“三夏”
工作检查小组，针对村干部是否
严格执行 24 小时在岗在位、秸
秆禁烧情况进行严督实查，各村
（社区）通过村头大喇叭、禁烧公
告、发放宣传页等形式广泛宣传
火灾知识，督查抢收、抢耕、抢种
和禁烧工作落实情况。

紧抓禁烧不放松。坚持“标
本兼治、疏堵并举”的原则，平台
街道纪工委除在辖区9个村、2个

社区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张贴宣
传标语、悬挂横幅、出动宣传车
外，实地督导各村（社区）“三夏”
工作小组，进行全方位检查，在提
高群众环保意识的同时，切实做
到“不燃一把火、不冒一股烟”。

下一步，平台街道纪工委将
持续下沉一线跟进监督，对“三
夏”工作中出现的保障不力、措
施不实等现象进行严肃问责，在
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开展的同
时全方位保障“三夏”工作正常
进行，确保疫情防控两手抓、两
不误。

示范区平台街道纪工委

做实日常监督 护航“三夏”生产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李 波）近日，在全市开
展的“五星级党支部”评选工作中，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示范区分局党支部获得“五星级党支部”荣誉称号，该局
始终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创新组织生活为目标，以标
准化建设为抓手，筑牢服务群众的“前沿堡垒”，助力自然资
源和规划管理、服务地方发展，使各项工作登上新台阶。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该局机关党支部在加强基层党建工
作中紧紧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组织工作质量，持续巩
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确保党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决策部
署落地落实。

夯实党建工作基础。该局始终把着力点放在党的组织建
设上，着重创新以工作性质、职能归口、领导分工、工作范
围为一体的支部架构，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和党的工作全覆
盖的思路，切实做到既抓班子、抓队伍，又抓制度、抓作
用，努力做到“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帜，一
个干部一根标杆”。

推进支部标准化建设。该局各党支部以党建标准化为引
领、以权力运行标准化为核心、以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创建
优质服务品牌为重点，全面推进标准化建设工作，通过不断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充分
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建
与业务双融合双促进，力促分局各项工作争先创优。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示范区分局

三举措打造“五星级党支部”

为切实抓好“三夏”生产工作，针对近期高温少雨的天气状况，近日，永城市演集街道在
做好“三夏”禁烧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抗旱抢种。本报融媒体记者 袁国豪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范 丽） 为进一步落实落
细疫情防控工作，近日，示范区再次召开“场所码”（商丘疫
情防控码）加压推进会，各行业主管部门、9个乡（镇、办事
处）分管疫情防控负责人参加会议。

强化督导检查。示范区成立布码专班工作微信群，每天对
布码情况进行通报，压实属地和行业部门责任，特别针对“楼
中楼、街中街、厂中厂、店中店”布码情况，加强督导检查。
同时，加大督查力度、落实纪律要求，严格通报问责，把推广
使用防疫“场所码”工作抓紧抓实抓细。

强化主体责任。自开展推广“场所码”后，示范区召开专
题会议，一方面对“场所码”的注册以及使用方法进行了专题
培训，另一方面明确各乡（镇、办事处）的主体责任，落实专
人负责，强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坚决的态度、
更有力的工作举措全面推广“场所码”。

坚持网格联动。各乡（镇、办事处）工作人员按网格分
组，深入辖区商场、农贸市场、商户等公共场所、经营场所进
行全方面的宣传指导，坚决杜绝责任悬空、作风漂浮、工作不
实、推诿扯皮，全面推进工作快速有效开展，进一步筑牢疫情
防控的安全防线。

示范区

“三管齐下”推进“场所码”全覆盖

拓宽应用场景，全面推广智慧农机作业

聚焦群众需求，创新提供农事综合服务

多维协同发力，健全完善要素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