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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6 月 21
日，记者从永城市供销社了解到，该
供销社整合全系统基层社、为农服
务中心、村级综合服务社、庄稼医院
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网络资源，为
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一站式”服
务，确保农资供应量足价廉。

该供销社各基层社、农资经营
企业在摸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抢
抓农时积极与农资生产厂商及各级
各类经销商取得联系，减少中间环
节，确保农资商品供应量足、质
优、价廉。以永城市农业生产资料
公司为连锁配送龙头，形成覆盖全
市29个乡镇727个行政村的市、乡
（镇）、村三级农资连锁经营网络，

服务“三夏”生产。
该供销社严禁假冒伪劣和不合

格农资商品流入供销社领域。在今
年农资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严
禁哄抬价格，严禁购进无“三证”
农资商品；供销社注重加强对外联
合合作，经营知名大品牌农资商
品，确保了农资商品销售质量。要
求各经营单位在销售农资商品时一
律明码标价，公开透明，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该供销社还积极开展科技助力
服务，为农民群众发放科学用肥、
配方用药、田间管理等农业技术服
务资料 2万余份，制作假冒农资识
别版面120块。

调整施工时段，备足防暑物资，我市重点项目工地

防暑有“凉”方 安全生产有保障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 坤

“为了记录现在的美好生
活，我已经坚持写日记 12 年
了，大大小小的日记本写满了
五六十本。”6月 20日，记者到
市一高家属院，采访了 88岁的
黄友真老人，她说，“这样好，
那样好，还是党的政策好。吃
不愁穿不愁，住着瓦房住着
楼。精神抖擞往前走，争取活
到九十九……”说到高兴处，
她给记者表演了一段自己创作
的快板。

记者面前的黄友真老人声
音洪亮，满面笑容，思维敏
捷，身体硬朗。除了有点眼
花，老人的听力很好，采访之
中老人对答如流。

老人退休前在市第二幼儿
园做保健工作，谈起当年开始
写日记的初衷，老人说，12年
前，老伴去世，孩子在外地工
作。为了排遣孤单寂寞，她就
拿起了笔，开始写写记记。从

记歌词戏文开始，到创作快
板、小戏，写日记，老人越记
越快乐，越写越充实。于是，
写日记成了老人每天的必修课。

老人写日记的内容很广
泛。一日三餐，健身锻炼，会
友打牌，无不可写。甚至还有
每日的收入支出，买菜做饭。
老人说，她记日记不为发表，
只为有一个事做，有所寄托，
记录现在的好生活，感悟人生。

谈到这些年来坚持写日记
的好处，老人说，以前自己是
提笔忘字，感到笔有千斤重。
现在举手就能写一篇日记，少
则三五百字，多则千儿八百
字，信手拈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黄友
真老人不光写，还自己创作快
板等，来宣传今天的好生活、
党的好政策、养生小方法等。
上了年纪，记忆力减退，但老
人有办法，她把要记的内容抄

在纸板上，挂在卫生间里、床
头上、客厅里，只要在家俯仰
之间都能看到。看到就读就
背，熟能生巧，几百字的长文
老人也能熟记于心。老人就从
卫生间里拿出了十几个自己制
作的记事板，记者看到，上面
记满了歌词戏文和她创作的作
品。

黄友真老人育有三儿一
女，现在儿女都成家立业，事
业有成。老人退休在家，颐养
天年。现在的生活好，天天唱
着过。于是，她就把自己的感
悟体会、生活见闻写成快板。
写好后抄写出来，打印出很多
份免费发给老友，大家一起学
习传唱，乐在其中。“我们都以
母亲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
我自己也买了日记本，和母亲
一样天天写写记记，记录今天
的幸福生活。”老人的女儿张颖
对记者说。

我市一88岁老人坚持写日记12年

记录美好幸福生活
本报融媒体记者 吴海良

老颜集乡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本报讯（朱光伟） 6月 21日，

民权县老颜集乡联合乡派出所以及
中心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开展防溺
水宣传教育活动，筑牢了防溺水安
全工作防线。

进入 5月份以来，该乡多次召
开防溺水工作推进会，要求全体干
部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各村、学校
要加强防溺水宣传，防范溺水事故
发生。同时在集镇、学校以及乡村

主要街道张贴悬挂了防溺水教育横
幅标语，在河边、池塘等有水区域
竖立了防溺水安全警示牌，且安排
专人加强对这些地方的巡查。

该乡还安排学校向学生发放了
《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中小学生家
长的信》，让家长教育孩子树立安
全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坚决杜绝
溺水事件的发生，为青少年健康成
长共筑安全“保护墙”。

镇里堌乡微信群里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丁新举）“我们

村民组向乡政府领导表示感谢，感
谢你们派人洗井，帮我们村解决了
数百亩地的浇灌问题……”6月 20
日，在虞城县镇里堌乡由乡村干群
联合组成的一个微信群里，村民靳
大东留言道。

长期以来，乡村很多问题因为
隐藏在基层而导致难以得到妥善解
决。为打破问题反馈疏通的瓶颈制
约，镇里堌乡建立了多个体察民情
微信群。每个群里均有乡党委政府
领导做群成员，乡村干部、乡直部
门工作人员和群众代表参与。在每
个群里，乡党委政府领导宣传国家
政策，部署相关工作，并号召群众
代表反映基层问题。接到群众反映

的问题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做出信
息反馈。对于一些疑难问题，乡党
委政府认真研究并制订解决方案。

这些微信群的建立和运作，疏
通了基层信息的反馈渠道，加快了
问题解决的速度。6月 15日，靳大
东代表村民就机井损坏村民无法灌
溉一事向乡主要领导反映，接到求
助，镇里堌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召开班子会对此项工作进行专
题研究并决定，尽快排查情况并对
损坏机井进行维修，一定尽最大努
力尽快解决群众浇地问题。

统计得知，今年年初以来，该
乡体察民情微信群接受群众反映问
题 103 起，及时解决问题 102 起，
群众满意率达到100%。

连晴高温，如何确保施工安
全与重点建设项目施工进度两不
误？6 月 21 日，记者走访我市多
个重点建设项目工地发现，各项
目部出妙招，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保障一线人员高温期间的作
业安全。

6月11日上午9时许，在神火
大道与宜兴路交叉口南100米路西
的非机动车道上，施工机械轰
鸣，工人正在铺设下水管道。

52 岁的唐常安头戴安全帽，
脖子里围着毛巾，喝着纯净水，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天气虽
然炎热，但公司采取了避高温错
时工作制，早上 6 点上班，10 点
下班；下午 4点上班，8点下班，
错过了最热的时段。项目部还给
准备了藿香正气液、丹参滴丸等
防暑用品，还给熬好了绿豆汤。”

据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施工现

场负责人贾明彬介绍，这里是市
区 21个积水改造点之一，汛期将
至，积水点改造工程是市里重点
项目之一。他们将路面破开后，
重新挖了排水沟，铺设了下水管
道。雨水经过处理后排入运河，
有效解决了路面积水问题。

6月21下午5时许，记者在平
原路与中亚大道西北角的路河水
厂施工现场看到，机器轰鸣，工
人干劲十足。

路河水厂由市市政工程总公
司承建，是我市重大民生工程之
一，占地总面积 168.91 亩，总投
资 76281.42 万元，设计规模为 30
万吨/日，水源采用引江济淮水
源，为引江济淮工程的配套工
程。设计采用新概念智慧水厂设
计理念，打造“智慧、低碳、绿
色、环保”现代化水厂。路河水
厂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开始建设，

现在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路河水厂建成后，商丘市民

就可以喝上长江水了。”市市政工
程总公司副总经理谢志强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近100名工
人正在现场施工，不少工人穿着
长袖衣服，做好防护工作。

谢志强说，为应对高温，项
目部每天为施工人员熬绿豆汤，
发放各类防暑降温药 （物） 品和
饮品，增加作业区通风设备和地
面洒水频率等。同时，不少工程
采取了机械化施工，有效地节省
了人力。

“路河水厂也调整施工时段，
工人早上 6 点就上班了，10 点下
班。下午是 4 点上班， 8 点下
班。”谢志强说，“另外，我们还
定期不定期地检修设备，对施工
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把安全措施
落到实处，确保工人安全度夏。”

6 月 21 日 ，
民权县孙六镇
禁毒办在集镇
区开展禁毒宣
传活动。他们
通过设立咨询
台、展示禁毒知
识展板、发放禁
毒宣传页等进
行宣传，让群众
学习识毒技巧，
提高识毒、拒毒
和 防 毒 能 力 。
本报融媒体记
者 闫鹏亮 摄

窨井下最美劳动者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黄少华

“‘经验哥’，换换班，上来休
息一会儿吧。”“不用再脏一身衣服
了，再坚持半小时就完成了！”

烈日当空，热浪蒸腾。6月 21
日，民权县龙塘镇工业园区主干大
道北侧，在吴堂村村委委员、镇污
水处理厂负责人王孝田带领窨井清
理疏通队几个队员，紧张地从窨井
里往外拽拉垃圾、污泥。

“经验哥”是窨井清理疏通队队
员冯绍良的绰号，他头脑灵活，清
理疏通下水道窨井比别人有经验，
身体强壮有力。每次清理窨井或疏
通管道，他总是抢着第一个下去。

据悉，龙塘镇龙塘集是一个暂
居人口 7000余人的千年古镇，也是
一个贸易交易大镇，还有工业园

区、吴堂新村。巨大人流量导致主
干道窨井内垃圾袋、污泥积存堵
塞，影响雨水、污水流通，也影响
了人居生活环境。汛期临近，清理
疏通窨井迫在眉睫，老党员王孝田
自告奋勇担当重任，组织了一支窨
井清理疏通队，保证每年汛期前集
镇窨井畅通。

“俺干清理窨井这差使好些年
了，多少有点儿经验。清理窨井的
确是又脏又臭又累，里面空间小，
清理难度大。往外拉盛垃圾丝袋或
水桶时，还要用力向上托举一下，
渍水经常溅到身上脸上。到了高温
天，不光里面异味刺鼻，蝇子蚊子
还叮得厉害。但一想到窨井畅通
了，到汛期能给人们减少困扰和财

产损失，又觉得干这份苦差使挺值
得的！”冯绍良一边用力地往上托举
装垃圾的丝袋，一边倾吐着心里话。

“一个窨井清除干净，再壮的年
轻人都会弄得腰酸背痛的，出来后
活像一个又脏又臭的‘垃圾人’，可
我们还是抢着争着下去。”光着膀子
的队员王玉海直率而坚定地说。

“用自己的脏、苦、累换来万家
的美、净、安。”王孝田指着窨井里
的“经验哥”冯绍良感叹地说。

“在龙塘镇已有上百名像冯绍良
一样不计个人脏、累、苦的环卫劳
动者，他们默默无闻地致力于城镇
环境美化，辛勤执著为别人创造着
甜美的生活，精神可赞。”龙塘镇镇
长张卫东由衷地赞叹道。

村里来了免费理发师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炎炎烈日，酷暑难耐。6月 20
日上午，民权县城美发工作室剪发
师赵红等 4人驱车来到人和镇王楼
村，上门免费为老人们进行爱心义
务剪发。两年来，赵红等人已经 20
多次下乡为农村的空巢老人免费理
发，义务服务300多名老人。

听说村里来了理发师，老人们
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在村头的

一片小树林的树荫下，赵红
等人仔细询问老人的需求

后，拿起剪刀上下翻飞，
不一会儿就剪完了。

老人们照着镜子，脸上洋溢着笑
容，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剪得好，
一下子精神多了！”

“我们年龄大了，去镇里理发不
方便。”71岁的空巢老人李茂说，“今
天这个免费理发活动好，上门服务。”

“我是上一次理的，也是他们几
个人来村里给免费理的，太感谢
了。”68岁的李花老人对记者说。

据介绍，“70 后”的赵红是民
权县人，3年前在民权县开起了自
己的美容美发工作室。2020 年春，
他开始带领店里的员工下乡义务剪

发。“近两年来，我们几乎每月都拿
出一两天时间下乡义务理发，我们
只是奉献一点技术，能为村里的空
巢老人奉献爱心办点实事，我感到
心里很踏实。截止到目前，我们最
少为空巢老人义务服务 300多人次
了。”赵红说。

高温天气下，赵红 4人忙碌了
两个小时，为王楼村16名村民剪
了新发型。赵红向村民承诺，今
后将每月到王楼村为老人免
费剪发，还可以为行动不便
的老人开展上门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春正 刁志远） 6月21
日，记者从市气象局气象信息通报会上获
悉，22日至 23日白天，我市将迎来大雨、
部分地区暴雨天气，最高气温也将降至
32℃—33℃。

据介绍，5月份以来，我市降水异常偏
少，平均降水量 15.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
少9成，全市出现明显干旱。6月15日至20
日，我市出现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温
度 43.1℃，最高地面温度 71.2℃，为 1963
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市气象台已连续7
天发布高温预警。

预计6月22日我市将进入主汛期，降水
开始增多。22日至 23日白天，我市有大雨，
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水过程将明
显缓解我市旱情，对秋作物苗期生长非常有
利，市气象局将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开展
人工增雨作业。夏天到来，强对流天气也
开始多发，人们该如何应对呢？

市气象台台长康邵钧提醒大家，发生
强对流天气时，人员如在室内，应迅速关好
门窗，并远离玻璃门窗；如在室外，要迅速进
入建筑物等可抗击坠物的设施中；如在野

外，用物品或手臂保护头部，并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建筑物内。
下冰雹时，人们要顺风走，这样可以避免和冰雹的“正面冲
突”；应用雨具或其他代用品保护头部，并尽快转移到室内，避
免被砸伤。户外人员不要进入孤立棚屋、岗亭等建筑物，或在
高楼烟囱、电线杆或大树底下躲避冰雹，尽量找到一个坚固的
地方躲避，尤其是在出现雷电时。如果在开车时遭遇冰雹，
司机应降低车速。遇到突发的冰雹，不要加速离开，车子尽
量停在地下车库或是停在背风的地方，以免被冰雹砸伤。

永城市供销社

保障农资供应量足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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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

为“三夏”生产提供纪律保障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 6 月

21日，记者从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
监察组了解到，该组深入相关单位
全程跟进监督，为“三夏”生产提
供坚强纪律保障。

“三夏”期间，该组认真研究制
订了专项工作方案，抢抓农时，围
绕夏收、夏种、夏管全程跟进监
督。组织骨干力量对市农业农村
局、市农机服务中心等重点单位，
开展工作问询，并深入我市各地实
地查看农机跨区作业证发放、机车

检修、人员培训工作，跨区作业接
待站运转情况，重点监督来商参加
跨区作业机手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情况。小麦机收开始后组织力量
持续监督小麦机收组织调度、全面
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困难群众机收
帮扶等工作开展情况，确保夏收夏
种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到位。

该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
续跟进，精准监督，推动以抗旱保秋
工作为重点的夏管工作，切实为“三
夏”农业生产提供纪律保障。

6月 18日，电力工人
顶着烈日在宁陵县商登
高速路作业。吕忠箱 摄

近 日 ，商 丘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驻民权县伯党乡
翟庄村第一书记
常国强（左）与该
村干部赵从威将
一只受伤的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红
隼 移 交 给 民 权
县 林 业 发 展 中
心 野 生 动 物 救
助站工作人员。

本报融媒体
记者 邢 栋 摄

6月20日，商丘火车站北站车辆连接
员正在作业。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6月21日，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工人在
喝水休息。 本报融媒体记者 魏文慧 摄

6 月 21 日，阳新高速豫鲁省界至宁陵
段一标项目部开展送清凉活动。左何军 摄

6 月 21 日，商丘高速永城南站工
作人员冒高温为一辆运输风力发电设
备的运输车做好保通服务。翟盼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