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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前正值“三秋”生产大忙时
节，全市玉米陆续成熟，各地群众抢抓农
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在城关乡西贾庄村，一台 4行茎穗兼
收玉米收获机在玉米地来回穿梭。伴随轰
鸣声，一排排玉米被吞入收获机，一棒棒成
熟的玉米直接进入收获机的粮箱内，秸秆
随即被粉碎装运上车……看着即将收获的
玉米，种粮大户曹英敏脸上抑制不住丰收
的喜悦。

粮食喜获丰收,机械化功不可没。曹
英敏承包的 580亩玉米地，在以往收割一
人一天最多收一亩地，今年使用机械化新
模式收割，10天左右就可收完。

机械化新模式是新郑市贺源农机专业

合作社今年新引进的茎穗兼收玉米收获
机，该机械一次能完成玉米茎秆切割、摘
穗、剥皮、秸秆处理等多项作业，在告别传
统收获方式的同时，实现了节本、增效、简
约化收获。

为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保障能力，新
郑市农业部门早安排、早部署，依托专业
的农机合作社等组织，大力推广机械化作
业，收割作业速度和效率明显提高，全市
农业机械化使用率达到 98%以上。同
时，积极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宣传安全、防火等措施，及时做好农技服
务、农资保障等工作，确保全市秋收工作
顺利开展。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瑜洁 文/图

本报讯“开饭喽！大家有序排队过
来……”中午11时30分，在辛店镇北靳楼
村的爱心食堂，老人们纷纷起身排队，从
食堂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饭菜，坐到座位上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走进爱心食堂，室内宽敞明亮，环境
整洁温馨。每天临近 11时，老人们便三
两相邀陆续走进食堂，大家聊着家常，吃
着美味的午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这吃饭免费不说，每天的饭菜有
荤有素，软硬适中，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
的口味。”70岁的村民苏银川一边吃着午
餐，一边赞不绝口。

81岁的靳守峰老人告诉记者：“这个
食堂不单单是吃饭的地方，还是聊天的好
地方。孩子都在外边上班，我们老两口中
午在家总是凑合着吃。现在好了，每天吃
饭的时候早来会儿，饭后多坐会儿，跟左
邻右舍拉拉家常，感觉这一天过得很快。
你看，在这里吃饭每天的饭菜还不重样，
还管吃饱。”望着桌上的饭菜，靳守峰老人
笑得合不拢嘴。

北靳楼村的爱心食堂是2020年开始
周一至周五为村里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的，
在这里各类菜品由专人采购，每顿饭菜荤
素搭配，保证周一至周五让老人们在家门
口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说起办爱心食堂的初衷，北靳楼村党
总支书记高金亭打开了话匣子，“村里很
多年轻人都在外打工，为解决村里 70岁
以上孤寡、高龄、空巢老人用餐难问题，也
为了让在外拼搏的老人子女安心，就考虑
在村里建爱心食堂，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
吃到‘暖心饭’。”

有荤有素，还得有人做饭，这个支出
可不是个小数，爱心食堂日常运营的资金
从哪里来呢？

“近些年，村里的发展迅速，变化巨
大，群众生活也越来越好。为让村民共享
集体发展成果，一年 30万元左右的午餐
费用全部由村集体出资。不仅如此，爱心
食堂的建立还解决了村里部分劳动力的
就业问题。”高金亭向记者介绍。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瑜洁 文/图

本报讯 自“五星”支部创建活动开展
以来，大槐树村坚持党建引领、培育支柱
产业、打造村级品牌，实现了从省级贫困
村到人人安居乐业“幸福村”的转变。

建强支部堡垒，争创支部过硬星。大
槐树村规范开展“三会一课”“四议两公
开”，着力推进党内事务、村级事务程序
化。搭建基层治理网格体系，设立楼栋
长，推进党员联系户全覆盖。村“两委”坚
持开展村级网格每日巡查，设立楼栋长
10名，参与联系户党员 24名，实现全村
210户村民联系全覆盖。

振兴集体产业，争创产业兴旺星。大
槐树村“两委”着力发展银耳种植业，建设
银耳大棚，创立“轩轩槐”烘干银耳品牌。
购置烘干设备，建设冷库，拓展产业链。
邀请农业专家，建立“农技团”，提升银耳
生产加工技术。组建直播团队，打造具茨
山农产品展销中心和直播间。除此以外，
大槐树村还新引入2台石磨机器，生产具
茨山特色小麦面粉，日产2000斤以上。

整治人居环境，争创生态宜居星。大
槐树村“两委”带头，以楼栋为单位，发挥
党员联系户制度、党员积分制度作用，设
岗定责，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评选

模范和优秀楼栋，强化榜样宣传、党员积
分激励及实用物品奖励，持续美化大槐树
人居环境。

筑牢平安壁垒，争创平安法治星。构
建由村党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辅警、
村医组成的“3+1”疫情防控小组，常态化开
展防疫排查，落实防疫措施。组建党员志
愿队，常态化开展每日平安夜巡、应急处突
演练等平安措施，筑牢平安壁垒。用好每
月党员活动日和党员志愿服务岗，开展平
安法治宣传，加强群众来访接待和矛盾排
查化解，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办好为民实事，争创文明幸福星。大
槐树村“两委”长期性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结合党员积分制度和无职党
员“一编三定”，实现村民大事小事有人管，
民困民忧及时解。常态化开展孝善文化活
动，定期评选“好婆婆”“好媳妇”等模范，在
村内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文化氛围。

“五星”支部创建活动是基层党建的
有力抓手，大槐树村将不断筑牢党建基
础，深入扎根群众，及时了解群众诉求，通
过党员示范引领作用提高基层治理水平，
使“五星”永远闪耀。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祎晗

辛店镇为70岁以上老人建爱心食堂

让老人在家门口吃到“暖心饭”

具茨山管委会大槐树村筑牢党建基础

创建“五星”支部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喜迎花生丰收季 机械采收成主力

■丰收好时节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和庄镇香坊吴村
花生迎来了收获期，村民趁着晴好天气收
获晾晒花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9月21日，记者来到香坊吴村，只见一
辆花生收割机将一株株花生从泥土里拔
出，省时省力。村民高段妞和家人配合着
机器，用叉子将倒在地里的花生秧挑开，便
于晾晒。

高段妞介绍说，以前种花生收割起来
十分费劲，蹲在地里一棵一棵往外拔，再将
花生一粒一粒摘下来，总是全家上阵，忙活
好几天，现在他们家 4亩多的花生用机器
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收完。收完的花生并
不直接拉回家里，而是在地里晾晒 2至 3
天，再用自动摘果机把花生和秧子分开，花

生直接装袋，秧子在地里被养殖户直接拉
走，很是方便。

香坊吴村为沙土地，适宜花生生长，村
里种植花生的历史也十分悠久。相传过去
村内有很多吴姓的人开设花生油坊，故村
名为香坊吴。

香坊吴村村委委员刘宗阳告诉记者，
近年来，他们引进优质花生品种，带动群众
大面积种植花生。今年他们共种植花生七
八百亩，有鲁花 1号，还有高油酸等品种。
为了延伸产业链条，该村还传承老一辈手
艺，在村里建起了油坊，收购一部分村民种
植的花生，用于压榨花生油，更好地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聪聪 文/图

玉米丰收好时节 遍地金黄粮满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