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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能力作
风建设年”活动，优化路域环境，保
障群众出行安全，新郑市交通局狠
抓落实，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发力
开展路域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面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着力为群众打
造“畅、安、舒、美”的出行环境。

近日，新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在炎黄大道S103线中
华路、莲花路等国省干线两侧及观
音寺滹关路，开展路域环境集中整
治专项行动，突出对辖区内流动摊
位、打场晒粮、乱设非公路标志标
牌、违规加水点等违规行为进行集
中整治。

“同志，您好！这是机动车道，
不允许设摊位，过往车辆多，非常
危险，请迅速挪到安全区域。”执法
人员采取“普法教育劝导、依法依
规管理”的方式，对“马路摊贩”违
规行为进行纠正，与摊主们耐心沟
通，告知其行为的危害性，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引导其文明规范经
营。同时，对一些屡教不改的摊贩

依法依规处理。针对乱象反弹的
路段，实行早中晚来回式巡查，巩
固整治效果。

行动过程中，执法人员“法外
有情”，发现有打场晒粮现象，在上
前立即制止要求收场清理的同时，
还躬身帮收、抢收。针对乡村道路
上打场晒粮的危害性，执法人员耐
心给百姓讲解相关政策法规、普及
道路安全知识，提高了群众道路安
全意识，得到了老百姓的理解支持
和高度配合。

目前，共清除占道摊位29处、
大型非公路广告牌 10块、非公路
小指示牌 21块、打场晒粮 10余
处，整治效果明显，路域环境得到
明显改善。

下一步，新郑市交通局将进一
步转变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持续精
准发力，全力推进路域环境专项整
治，高质高标提升辖区内道路综合
服务能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文明、
畅通、有序的路域环境。
记者 杨宜锦

抓好小麦后期管理。新
郑市农委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落实小麦后期病虫
害综合防控、防倒伏等关键技
术措施，做好“干热风”、强降
水和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
防范，指导群众科学管理小麦
后期生长，确保夏粮收获颗粒
归仓、夏收夏种不误农时。同
时组织植保专业技术力量，加
强小麦病虫害预报预测，及时
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控，开展
新郑市小麦“一喷三防”和重
大病虫害应急防控，促进粮食
增产丰收。

抓好农资市场监管。开
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巡查检
查，以农药、化肥、种子等农资
为重点，规范农资市场主体经
营资格，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破坏市场秩序等行为，确保农

民群众用上放心农资，为“三
夏”生产保驾护航。

提前做好“三夏”机收准
备工作。为做好农机筹备与
机具检修、应急服务，新郑农
委成立“三夏”生产服务工作
小组，包含技术组、应急组、安
全组、保障组，制定了“三夏”
期间农机生产应急预案，并深
入全市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
户、种植大户等进行“三夏”期
间作业服务，宣讲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农机操作安全知识等
内容，督促、帮助农机手做好
农机具检修工作，确保以良好
的技术状态投入“三夏”生产，
提升“三夏”作业质量。

深挖机收减损潜力。新
郑农委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
5月20日组织召开了“三夏”农
机化生产动员会暨农机技术

培训会、“新郑市 2022年机收
减损技术培训会”以及“新郑
市 2022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配套农机保障会”等会
议，部署组织农机手、新型农
业服务组织、种粮大户开展机
收减损大宣传、大培训、大比
武活动，努力降低小麦机收损
失。同时推广玉米大豆复合
种植模式，实现玉米基本不减
产、增收一季大豆，争取完成
新郑市 2022年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目标任务，达到提升
粮油综合生产力的目的。

抓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继续实行市、乡镇、村三
级禁烧责任制，充分发挥“蓝
天卫士”电子监控系统作用。
同时强化秸秆综合利用，以用
促禁，加大监控力度，确保有
烟必查，有火必罚。

本报讯 临近芒种，新郑
市 32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
期。5月 28日，辛店镇刘岗村
的小麦喜迎开镰收割，正式拉
开了全市“三夏”麦收的大幕。

在刘岗村的麦田里，历
经 200多天的生长期，丰收的
小麦田已经是一片金黄。由
于前期田间管理到位，今年
小麦的长势喜人，籽粒饱
满。5月 28日一大早，种粮大
户刘金永就来到麦收现场指
挥调度小麦抢收，一切工作
显得忙碌而有序。

“去年小麦种得晚，后期
农委、农办组织我们‘一喷三
防’，开展小麦病虫害防治，促
进苗情转化升级。今年看这
旱地小麦还可以，一亩地 800
斤左右，比去年强。”刘岗村村
民刘金永向记者介绍说。

“三夏”时节，因地势、气
候等原因，辛店镇的小麦较其
他地方提前1~2天收获。每到
小麦快成熟时，辛店镇就精心
组织、统筹安排，发动各村、社
区抢抓晴好天气有利时机，调
拨联合收割机开镰收割。

好收成与雨水充足、气温
适宜有关，也得益于生长期间
的及时、科学管护。去年以
来，面对受汛期影响小麦晚播
的不利局面，新郑市农业部门
千方百计抓好病虫害防治和
田间管理，实现了小麦“促弱
转壮、早发稳长”。据农业部
门调查，今年小麦整体长势良
好，预计在 6月 10日左右完成
全市的小麦收割任务。

为高效统筹“三夏”生产
和疫情防控工作，新郑市委、

市政府成立了“三夏”工作指
挥部，印发“三夏”工作方案，
设立了综合、交通、气象、疫情
防控、秸秆禁烧等六大工作专
班，分工明确、压实责任、细化
措施。

“三夏”期间，新郑市共出动
各类农机具1700多套，合理调
度联合收割机300台，设立了5
个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三夏”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沈磊 渲洋 文/图

本报讯 近年来，新郑市大槐
树村积极探索发展村集体经济，
大力发展银耳等特色产业，逐步
形成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乡村
振兴同步发展的新格局。

大槐树村位于具茨山东南
山脚下，曾是省级贫困村。为了
壮大集体经济，积极转变发展思
路，大槐树村利用村内空闲土地
和废弃的村委会，发展了银耳种
植基地。

为当好产业振兴“掌舵人”，
让群众口袋富起来，大槐树村支书
郭红岭拉资源、学技术、跑市场、立
项目，组建“农技团”，先后到福州、
南阳西峡、新郑好想你考察学习，
建设银耳大棚 3000余平方米，发
展银耳种植业。后为拓展银耳产
业，研发烘干银耳技术，购置银耳
烘干设备，建设冷库，树立“轩轩
槐”烘干银耳品牌。

眼下正是银耳采摘期，走进智
能化大棚，干净整洁的菌床分层排
列，一排排银耳长势喜人。工人们
或在恒温恒湿的车间内采摘银耳，
或在分装车间将银耳装袋打包装
箱。因品种好、营养价值高，出产
的银耳非常畅销，家门口的工作岗
位也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就业。
现有银耳产业提供全年稳定就业
岗位30多个。银耳生长周期为40

天，管理到位一棒可产银耳300到
400克，一年收六七茬。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银耳
线下销售遇到困境，大槐树村不等
不靠，积极探索打破局限、创新思
路。为拓展销售渠道，进一步扩大
市场，推广“轩轩槐”新鲜、烘干银
耳。郭红岭带领村民组建直播团
队，在具茨山农产品展销中心二楼
成立直播间，5月以来“轩轩槐”直播
间已正式开播，广泛推广新鲜银耳、
冻干银耳、羊肚菌等具茨山农产品。

除此之外，具茨山农产品展销
中心还销售有柿子醋、小米、绿豆、
粉条、小磨油等特色农产品。欢迎
市民积极扶贫助农，通过线上线下
等渠道前来选购。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芳芳 思澄 如心 文/图

本 报 讯 “小
满”已过，即将“芒
种”，新郑市“三
夏”生产工作拉开
大幕。为切实做
好今年“三夏”工
作，新郑市农委早
准备、早动手、早
行动，多措并举，
全力备战“三夏”
生产。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李浩 文/图

早准备 早动手 早行动

新郑市多措并举全力备战“三夏”生产

颗粒归仓
新郑市32万亩小麦陆续开镰收割

银耳采摘期到啦
快来新郑大槐树村尝尝“轩轩槐”

新郑市交通局
专项整治加力度 路域环境再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