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成绍峰）“我
们救援队一共来了 12 名队员，
带了 4艘船、3个推进器，目前
全部投入使用。从 8月 1日晚到
现在，已经转移当地群众 700多
名。”8月3日，正在河北省涿州
市灾区参与抢险救援行动的夏邑
县斑马救援队队长杨世平接受记
者电话采访时说。

连日来，河北防汛形势严
峻，时刻牵动着商丘人民的心。
紧急驰援，彰显“商丘力量”。
灾情发生后，我市多支救援力量
奔赴河北受灾地区，参与抢险救
援行动。

7月30日，柘城县岗王镇退
伍老兵、柘城县特种救援连搜救
员、柘城县雷霆救援队一行 9
人，两台车、两艘橡皮艇连夜奔
赴河北，当晚 11时到达后，救
援队立即冒雨投入战斗；宁陵县
红十字葛天应急救援队7月31日
上午11时出发，下午7时左右到
达河北邢台宁晋县救灾现场开展
救援工作； 7 月 31 日晚 11 时
许，夏邑县雷锋救援队 13人驾
驶 2辆越野车、1辆物资车，携
带 2艘冲锋舟及其他水域救援设
备 30余件连夜出发，8月 1日凌
晨 5时许到达河北邢台宁晋县大
曹庄镇，与商丘市雷锋救援队、
新乡市雷锋救援队并肩作战，全
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8月 1日当天，宁陵县柳河
镇红豹救援队一行 12人到达涿
州市，随后根据统一安排开展灾
区水域搜救工作。同时赶往涿州
灾区救援的，还有民权县红豹救
援队。

柘城县雷霆救援队7月30日
晚 11时到达涿州灾区，大家立
即冒雨投入战斗，克服饥饿、疲
劳，连续作战，两天时间搜救遇
险群众 460 多名。截至 8 月 1 日

下午 3时，宁陵县红十字葛天应
急救援队在河北共转移受困群众
590名。

更可贵的是，夏邑县雷锋救
援队在宁晋县转移受灾群众 150
多名后，因为橡皮艇损坏和队员
受伤，于 8月 2日下午 6时返回
原籍休整。而 5个小时后，这支
救援队重新组织队伍再次出发前
往涿州救援。人未解乏，马未卸
鞍。这支曾参加过郑州抗洪抢
险、汶川大地震抢险救灾行动的
队伍，3日早上 7时许抵达救援
点——涿州市清凉寺街道，再次
投入到了抢险救援战斗中。

“灾区的群众被困需要我
们，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我们
的很多队员回家换了衣服洗个
澡，就又跟着队伍出发了。”夏
邑县雷锋救援队队长班威风告诉
记者，“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
要困难一个是点多面广，被困群
众点位多且分散，整体受灾面积
较大。涿州市政府也一直在协调
解决这些问题。另外，我们晚上
救援工作不会停的，但晚上水还
在上涨、水雾增加，雨断断续续
地下，不利于救援队伍进入现
场，很多派到一线的队伍处于半
失联的状态。但我们不畏艰险、
冲锋在前，坚持奋战在抢险救援
第一线。”

当夏邑县雷锋救援队在宁晋
县救援的同时，该县另一支救援
队斑马救援队一行13人也于7月
31 日连夜赶赴涿州灾区。他们
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洪水的侵
袭，将被困群众从危险中解救出
来。其中，让人动容的一幕是，
听说刁窝镇大柳村一名 8岁的孩
子被困家中，一直冲在一线参与
解救被困上百名群众的队员郭震
不畏艰险和劳累，返回村中将被
困的孩子背出来。当安全地把孩

子转移到冲锋舟上时，郭震累瘫
在地。

作为第一批到达的救援队，
永城民政应急救援队一到宁晋县
大曹庄镇就帮助当地紧急转移受
灾群众，后转战涿州。永城市的
另一支救援队水上义务救援队
13 名队员驾驶三辆车，携带两
艘船等救援设备于 8月 2日一早
抵达涿州西重灾区开展抢险救援
行动。截至 8月 2日晚 8时，累计
转移群众 186人次，其中包含 11
名儿童和 31名老人。同时，两艘
船还为 66个被水围困的家庭送
去 90件生活物资。记者采访了
解到，目前该救援队 13名人员都
很安全，救援仍在持续中。

8月 2日下午，受涿州应急
部门的邀请，睢县水上义务救援
队组织了 9人的救援队伍，由队
长刘红军带队前往涿州，目前已
经在涿州救灾一线参与抢险救援
行动。

“我们 25人的队伍分成两个
小组，目前正在救援中。”3 日
下午，民权县斑马救援队指导员
武涛对记者说。当天下午，民权
县斑马救援队、虞城县逆行义务
救援队迅速组织队伍力量紧急奔
赴受灾地区一线开展救援工作。
截至当日晚 10时，已营救被困
群众250多名。

“我们第一梯队出动队员 36
名，带了 2艘冲锋舟、8艘橡皮
艇、1辆摩托艇及爱心人士捐赠
的物资。”虞城县逆行义务救援
队队长沈明强介绍说。

据不完全统计，商丘市目前
在河北灾区一线救援的救援队有
10 多支。这些救援队伍多是民
间公益救援队伍。我市诸多民间
救援队前往河北救援，这也正体
现了我市的民间救援力量不断壮
大。

商丘多支救援力量驰援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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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
学贤 宋振豪） 盛夏时节，大地炙烤。
在柘城县牛城乡袁庄村辣椒种植大户关
其振的辣椒地头，该县农技人员正在指
导他进行辣椒病虫害治理。

“如今县里有专家技术服务团，乡里
有农业技术服务站，专家咋说我咋干，丰产
丰收变简单。”8月3日，关其振高兴地说。

据农技专家介绍，目前辣椒正处于
盛果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如未及时
进行管理则极易导致病毒迅速传播，降

低果实品质，并影响最终产量。农户需
及时查看辣椒长势，并结合实际情况科
学管理。

柘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高
级农艺师张振坤在现场介绍说：“近
期，高温天气持续，是辣椒种植管理的
关键时期。受气温影响，容易得炭疽
病、疫病、病毒病等，可分别视情况喷
施肟菌酯、嘧菌酯、宁南霉素等杀菌
剂，时间选择下午4点以后为宜。”

作为“中国辣椒之都”的柘城县，

除了县农技服务团的人员指导辣椒关键
技术外，乡农技服务站人员也经常到关
其振地头，开展一对一技术帮扶。关其
振种植管理上不发愁，他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连年扩大种植规模。目前，已规
模化种植辣椒100多亩。

“辣椒种植管理是个技术活，从育
苗到采收全过程都有技术要求。俺在这
方面放心得很，并且连年扩大种植规
模，因为县里定期都有农技专家来地里
指导。”关其振高兴地说。

柘城县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高
级农艺师皇雅领说：“县里有专家技术
服务团，乡里有农业技术服务站，为种
植大户遴选‘一对一’技术帮扶指导，
在种植的全周期做到有人跟、有人问、
有人管。”

据悉，目前柘城县辣椒种植面积常
年稳定在 40万亩，年产干椒 12万吨；全
县有近 20万人聚集在辣椒产业链上，15
万人走向致富路。辣椒产业已成为柘城
县名副其实的强县支柱、富民特色产业。

柘城：专家团+服务站为椒农全程护航

市人大代表连续8年

开办传统文化公益夏令营

本报讯（记者 吴海良）“弟子
规，圣人训……”8月 3日，虞城县
站集镇的圆通福利院道德大讲堂里
书声朗朗。来自我市的100名青少年
正在这里参加第 10期传统文化公益
夏令营。他们将在这里免费参加为
期一周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集中学
习国学、礼仪、孝道等方面的知识。

贺雪梅是圆通福利院负责人，
商丘市人大代表。2015年，她和丈
夫刘世礼发起举办了第一届传统文
化公益夏令营，利用暑期对留守儿
童、网瘾少年、叛逆少年等开展国
学教育，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浸润人
心、温暖心灵，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自此，他们坚持每年举办，有
时一年举办两期，至今已举办了 10
期。

为什么一分钱学费不收，坚持8
年免费举办公益夏令营呢？贺雪梅
告诉记者，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宝贵财富，她和丈夫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优秀传统文
化。“坚持免费办传统文化夏令营，
就是希望孩子们能把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扬，从中受益，从小就胸怀

祖国，养成有孝心、有爱心、懂礼貌
的好习惯。”贺雪梅表示，只要社会
需要，青少年需要，她还会坚持下
去,继续办好传统文化公益夏令营。

贺雪梅、刘世礼夫妇不但自己
做公益，还影响带动孩子们参与进
来。夏令营老师刘珊珊就是他们的
女儿。刘珊珊告诉记者，她从小就
受父母的影响，学习国学，接受传
统文化教育。长大后，帮助父母把
夏令营办得更好。她说，除了学习
国学文化，他们还会组织开展感恩
教育、劳动教育、礼仪教育等，“教
育方式多样，除了课堂上学习，还
会组织大家到地里体验劳动，到街
上捡拾垃圾，为父母洗脚等”。

李雨鑫曾于 2015年、2019年两
次参加传统文化公益夏令营，现在
已是大学生的她再次来到这里做志
愿者，担任夏令营的老师。谈起参
加夏令营的体会，她说，自己以前
很叛逆，经常顶撞父母。参加夏令
营学习，对自己影响很大，改变很
多，“来这里做义工，就是希望把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能有更多的
人从中受益”。

本报讯（记者 鲁超）“都知道
抽烟危害身体健康吧，其实餐厅厨
房油烟对健康的影响比抽烟更严
重，切不可忽视油烟净化设备的重
要性……”近日，梁园区餐饮服务
业油烟污染防治办公室主任阔峰带
领执法人员在艾尚王朝酒店后厨进
行检查时，用轻松、诙谐的话语，
向酒店后厨工作人员宣传油烟净化
的意义与重要性。

除了发放宣传单和进行面对面
宣传，执法人员还对后厨内的油烟
净化及相关设备进行检查，对于设
备的日常保养和使用也提供了指导
与建议。“排风扇、油烟机等设备上
的油渍，一定要及时进行清理。如
果等到积攒成厚厚的油垢时，不但
难以清理干净，而且还会影响通风
及油烟净化效果，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阔峰说。

酒店厨师长陈会阳表示，执法

人员日常进行的检查及宣传，让酒
店工作人员明白了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此外还了解许多油烟净化设
备的日常使用与保养知识，“很贴心，
很温情，让我们轻松受益的同时，也
能够积极主动做好油烟防治工作”。

炎炎夏日，夜市、大排档等餐
饮摊点日益增多，产生的油烟污染
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等造成很大
影响。针对此类现象，梁园区餐饮
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办公室执法队
员在执法过程中，积极宣讲油烟污染
对环境生活的危害与相关法律法规，
采取辅导建议、说服教育、劝导示范
等非强制性方法，激励引导市场主
体的诚信守法经营观念，创造良好
的法治环境。同时，杜绝不规范执
法、暴力执法的发生，实现了法律

“权威力度”和执法“人性温度”的
高度融合，为柔性执法工作的有效
推进建立了良好的实施基础。

本报讯（记者 翟华伟）“市医
疗保障局通过选树‘最美医保人’
和‘最美医保团体’以鼓励先进典
型，并激发全市医保系统党员干部
向榜样学习，建功新时代，展现新
作为。”8月 3日，市医疗保障局相
关负责人在近日召开的首届“最美
医保人”及“最美医保团体”评选
表彰会议上说道。

医保部门是重要的民生部门，
以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己任，
承担着让人民群众病有所医、医有
所保的根本职责。一直以来，全市
医保系统锐意改革，守正创新，持
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市医疗保障局要求，全市医保
系统要广泛宣传“最美医保人”及

“最美医保团体”先进事迹，受表彰
的个人和团体要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模
范榜样作用。全市医保系统党员干
部要以“最美医保人”和“最美医
保团体”为榜样，聚焦“高质量医
保、暖心医保、公平医保、安全医
保、智慧医保、协同医保、法治医
保”的总目标，对标先进找差距、

比学赶超促提升，持续增强荣誉
感、责任感、使命感，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医
保经办服务水平。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强
调，全市医保系统要站稳政治立
场，做信念坚定的表率。要建强过
硬队伍，做干事创业的表率。要始
终按照市委、市政府“争晋创”及

“大兴调查研究 狠抓作风建设”的
工作目标，统筹推进医保高质量发
展，聚焦主责主业，引领干部职工学
理论、锻作风、强能力、补短板，全
力锻造一支“有情怀、敢担当、能创
新、重落实、守规矩”的医保铁军。
主动担当作为，做推动发展的表
率。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结果导向，以“闯”的魄力、“抢”
的意识、“拼”的姿态，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推动医保各项事
业再开新局、再谱新篇。办好民生
实事，做为民服务的表率。要始终
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让人民
群众切实感受到医保服务的广度、
速度和温度，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

8 月 3
日，民权县
医保局工作
人员为居民
办理业务。
自该大厅迁
新址后，便
捷、智能、精准
的服务体验
让办事群众
享受到更加
优质高效的
政务服务。

本报融
媒 体 记 者
闫鹏亮 摄

市医疗保障局

表彰先进典型 提升服务水平

梁园区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办公室

柔性执法治理餐饮油烟污染

图① 8月2日，柘城县雷霆救援队
在涿州开展救援工作。 张超 摄

图② 8 月 3 日，涿州被救群众为
救援队员点赞。 受访者供图

图③ 8 月 2 日，夏邑县斑马救援
队 队 员 全 力 接 应 转 移 涿 州 被 困 群
众。 河北日报记者 张昊 摄

8月2日，郑氏化工夏邑分公司工人正在智能车间操作调货。据了解，该企业主要以
植物生长调节剂为主，项目总投资3亿元，年产2万吨，共有2个综合生产车间，6个库房
及其他配套设施，其中包括一个国内领先的智能仓库。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壮伟 摄

8月2日，夏邑县太平镇骆庙村村民在返乡创业青年苏伟伟、谭涛
创办的土鸡养殖场查验鸡蛋。该养殖场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畅销上
海、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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