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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6日一大早，郑州消防救援支
队火速驰援，4台大型排水设备，10名
救援队员，以每小时排水 1000立方米
的工作效率，已经在东营村奋战了 24
个小时。

黄店镇政府了解情况后，紧急组建
应急排水小分队，委派4组24人，携带6
台中性排水设备驰援韩寺。目前黄店
镇大面积种植的花生正是收获季节，家
里地里都是正需要人手的时候。“可是，
他们比咱损失大啊！”黄店镇王俭村的
王利杰家里种了十来亩花生，只留下妻

子一人在家干活，面对妻子的不理解，
他就用这一句话融化了妻子的心。

中牟县水利局、城市管理局，郑
庵镇救援队……他们把所有的泵车
全部调集到韩寺镇贾鲁河沿线开展
排水工作。

截至目前，韩寺镇共出动大型远程
悬浮排水泵10多台、各种油电水泵271
台，3000余名群众自发组织，连夜奋
战，累计完成农田排水 1.85万亩，剩余
0.85万亩农田排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
进行中。

官渡镇

重建路上
奋战身影如此美丽
日前，因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中牟县官渡镇农田受灾比较严重。据

统计，全镇农田不同程度存在积水情况，其中大段庄周边区域和惠庄周
边区域10000亩左右积水较深。经全镇广大党员、干部连续昼夜奋
战，至9月3日下午，原有田地积水基本排完。随后又遇阴雨天气，部分
农田仍存有积水，镇党委、镇政府号召各村，把排水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动员一切力量加快排水进度，把群众遭受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姜新党 姚张丽 文/图

在惠庄村大王庄，记者见到贾鲁河
大堤被临时挖开一道沟，大堤外田间的
积水沿着沟渠流入贾鲁河内，几位村民
正在田间挖沟引流。“用这种方式排水，
不出两日就可把沿河附近几百亩地的
积水排完，村民的田地陆续就可种上。”
官渡镇惠庄村支部书记惠国军介绍。
近日又出现连续降雨，辖区内涝严重，
部分地段积水深达40厘米，村“两委”不
等不靠，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立即协调
重型抽水装置一台，增派人员，日夜不
停歇。无奈积水太多，抽了两天，地表
水随即渗出，积水水位变化不明显。于
是村“两委”与群众一起集思广益，把前
期贾鲁河大王庄决口处重新挖开，大大

加快了田间排水速度。
针对农田排水工作，官渡镇召开紧

急会议，专题安排。班子成员和包村干
部分赴各村，实地督促指导排水工作。
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明确时间节
点，要求各村限时排除积水，为秋种创
造条件。同时要求各村发动党员、青年
志愿者对受灾困难户进行结对帮扶，积
极帮助排除积水。成立以基干民兵为
成员的抢险小队，深入农田开展排水救
灾工作，紧急调配水泵 560台、钩机 15
台，根据实际情况，开挖临时沟渠近
24000米，疏通排水渠道，抽排并举，加
快排水进度。拨付专项资金 50万元，
为排水提供保障。

“本来觉得这是自然灾害没人管，
没想到党员主动站出来帮助群众调解
这个事情，现在群众庄稼地的积水已经
全部排出。”由于连续降雨，导致惠庄村
多户群众的玉米地全部被淹，急需挖一
条排水沟排水。但是挖排水沟必须经
过一户村民的玉米地，需要这位村民同
意牺牲自己家的玉米地，来拯救大家的
玉米地。

正当群众一筹莫展的时候，村支部
党员主动联系到该村民，按照每亩
1500元的赔偿做通他的工作后，迅速
带领群众组织相关机械顺利挖通排水
沟。目前，多户群众玉米地的积水已全
部排出。

用心当好贴心“跑腿人”。针对群
众反映的问题，村“两委”做到全程跟
踪、及时反馈，确保诉求有人代跑、有人
代办。民有所呼，我有所为，主动为群
众代办麻烦事、棘手事。通过“变群众
跑腿为部门跑腿，变群众着急为干部着

急”，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经过连续几日的紧张排水，效果

十分明显，目前仅剩一些‘瓜皮水’，不
日群众便可开种。”官渡镇前庄村支部
书记张小全望着村外的连片田地，信心
十足。该村及时组织群众，做好思想动
员，全员一盘棋，组织有力，步调一致，
挖沟排水，立竿见影。

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开挖沟渠、紧
急排水，避免不了会涉及村、组的利
益。为减少阻力，官渡镇党委、镇政府
统一要求，各村要顾全大局，树立“全镇
一盘棋”思想，引导群众自觉地支持、配
合排水工作，并积极参与排除田间积水
工作。官渡镇已开挖明渠32000米，沿
贾鲁河设置排水点5处，水溃沟开挖排
水口 3处，大孟沟 1处，桑园沟 1处，动
用排水设备337余台、大型抽水车4台、
大功率污水泵 13台，积水面积大幅度
下降。截至目前，全镇积水面积仅剩
1000余亩,秋收秋种指日可待。

韩寺镇

干群农田排涝忙
齐心协力促生产

受大雨影响，中牟县韩寺镇仍有2.7万亩农田积水严重，直接影
响到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为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力争将自然灾害
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韩寺镇全体人民在镇党委、镇政府的带领下，提
前谋划、多措并举，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同时间赛跑，与风雨斗争，全力
以赴做好农田积水排放工作。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陈志彬 张佩瑶 文/图

“农田排水是当前恢复生产的第一
要务，不能等、不能靠，更不能歇一歇，
要尽快尽早排完农田积水，决不能耽误
秋粮种植。”为尽早还地于民、还田于
民、还耕于民，加快复耕复种速度，镇
党委、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形成班子
成员分包到村、包村干部责任到组、村
组干部分包到户的工作机制，形成全
镇上下一盘棋、一场战役打到底的工作
局面。镇党委书记郭宏领、镇长王坤等

班子成员带队分赴各村了解积水情况，
制定科学的排水计划。针对沿河村
庄，调动挖掘机，找准积水部位深挖明
渠，利用水位落差自排；针对距离河道
较远地块，组织群众采取人工挖渠和
用水泵抽水相结合的办法，一块接一
块地将农田积水及时排出。中牟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方本选、副县长任莉踩着
泥泞，乘坐三轮车，先后到田间地头指
导排涝工作。

在韩寺镇陈桥村头的河道旁，一台
小型挖掘机正在作业。该村党支部书
记陈占伟说：“今天一大早，我们就调动
了机械进行田间排涝工作，现在还一直
进行着。另外，通过喇叭、微信群宣传，
村‘两委’也一直在盯着，把排查工作做
到底做到细。”该村把村里的25名党员
组成排涝突击队，第一时间开始排涝，
并组织群众积极开展自救。

“我们村有耕地 1800多亩，本次洪
涝受损严重的有 370多亩。村组群众
干部都是自发组织起来，分为 4个小
组，昼夜不停排涝，目前排了一半地了，

估计再有一周左右地里的水就能排
完。”韩寺镇东营村支部书记刘志峰正
拿着铁锹，卷起沾满淤泥的裤腿，和村
民们一起在地里挖沟抽排。此刻，正午
的太阳火辣辣地施展着“秋老虎”的威
力，村民们都干得热火朝天。包村干部
刘凡已经是第五天不分昼夜和东营村群
众一起泡在水里排涝了。49岁的党员郭
继红动情地说:“看到包村干部和我们泥
里水里一起干，镇里的领导一天几遍田
间地头来指导，询问排涝物资是不是够
用，我们群众心里热乎乎的，有啥理由
不鼓足力气加油干呢？”

助力 八方伸出援手

齐心 群众不等不靠

排涝 政府担当作为

多措并举 加快排水进度

协调有力 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