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2日 星期五
编辑：王洋 美编：王艳 校对：海梅 X07新郑 报 城事时

本报讯 5月 30日，新郑市
举办“书香溢机关 阅享新时
代”市直机关读书学习分享会。

据了解，本次活动得到
新郑市 65 家市直机关单位
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经过
前期各单位推荐、层层筛选，
共有 12 家单位 15 名选手脱
颖而出。

分享会上，一名选手以自
己在工作岗位上的经历为切入
点，声情并茂地向大家阐述了
一名基层工作者的初心和使
命。随后，其他选手们也分享
了自己喜欢的书籍，现场精彩

的展示和深情的演绎赢得了观
众和评委们的阵阵掌声，气氛
热烈。

活动邀请 7位评委进行现
场打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现
场颁发荣誉证书。经过激烈角
逐，15号选手赵阳聪慧获得本
次活动一等奖。

分享会后，大家纷纷表示，
今后要多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在阅读中开阔视野、增长知
识、涵养精神，立足岗位实际，
担当作为。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靳涯珂 文/图

本报讯 5月 30日，新郑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应急管理
局、市气象局、具茨山管委会以及
技术支撑单位等相关部门，在具
茨山油坊沟村地质灾害隐患点举
办了2023年新郑市突发地质灾害
应急演练。各相关单位地质灾害
工作人员、应急分队、具茨山管委
会机关干部和油坊沟村干部、隐
患点监测员、群众共 80余人参加
了演练。

下午 2点 30分，地质灾害应
急演练指挥长一声令下，地质灾
害应急演练正式开始。指挥部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各抢险救援队
伍在短时间内全部集结完毕，快
速奔赴事发地点展开应急救援工
作。抢险救援过程中，应急抢险
组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灾害点组织
受灾群众转移；医疗卫生组快速
采取了医疗救护措施，做好医疗
救护充分准备，在转移过程中及
时对伤病员进行救护；调查监测
组对地质灾害点进行监测和排
查；后勤保障组在安置点设立救
助站，为转移群众提供水、食物
和地质灾害知识手册等物品。

各小组工作有序开展，整个演练
过程持续 40多分钟，参与演练
的各组工作人员和群众配合密
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
预期目标，演练圆满成功。

此次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全
面检验了新郑市地质灾害防御应
急预案的科学性，充分考验了全
市各部门的协调配合能力、应急
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技术装备

的合理配置能力和受灾群众的防
灾自救能力。整个演练过程严格
按照应急预案规定实施，全程做
到指挥得当、行动迅速、配合默
契。各相关部门进一步熟悉了应
急处置程序,提高了应急处置的
反应速度,能够迅速、高效、有序
做好突发性地质灾害的抢险救灾
工作。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毛磊 文/图

本报讯 5月 31日，新郑市梨
河镇双楼村一片忙碌景象。村西
头的麦地里，5台联合收割机正
在麦田里穿梭，扬起的麦芒随风
飘散，空气中有股麦子香甜的味
道。

自家地里，收割机正在收割
着麦子，村民老赵说：“我家总共
3亩地，这两天天气还好，得赶紧
把麦子收了晾晒晾晒，确保颗粒
归仓。”

据了解，梨河镇种植小麦约
2.89万亩。当日陈庄、吴庄、双
楼赵、周庄等村组织 11台车开
始收割，累计收割小麦 1070亩，

种植玉米 60亩。由于土地湿度
大，刚启动收割，进度较慢，次日
其他村陆续启动收割，进度会全
面加速。

麦收期间，新郑市梨河镇组
织人员到田间地头送去技术和抢
修服务的同时，密切关注麦收进
度、天气变化等情况，加大组织
协调力度，有力推进小麦收割顺
利进行。收割结束以后将继续
种植玉米、花生及西瓜，大大提
高土地利用率，真正做到一地多
收，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增绿。

梨河镇镇长郭伟酬接受采访

时表示：“为了抓好‘三夏’生产，
守护粮食安全，梨河镇多方联系、
积极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等现代化
设备，以最快速度把全镇小麦全
部收获。在做好‘三夏’生产各项
保障的同时，抓实秸秆禁烧，确保
夏粮颗粒归仓，夏种不误农时，为
全镇粮食生产、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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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25日，新郑市
科协分别在新郑市博物馆、河
南有熊国创文化园举办了科普
教育基地授牌仪式。

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
落地，新郑市不断打造各具特
色的科普教育、科普研学基
地。2023年，新郑市博物馆、郑
州白居易故里、好想你健康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有熊国
创文化产业园、新郑市大汉窑
文化旅游公司、新郑市山水寨
生态乐园、新郑市星源林果种
植科普基地共 7家单位被授予
“郑州市科普教育基地”荣誉称
号。同时，新郑市黄帝故里园
区、新郑市星源林果种植科普
基地被授予“河南省科普教育
基地”荣誉称号。

截至目前，新郑市有近20家

省、郑州市科普教育基地，科普内
容涵盖三农、人文历史、低碳环
保、医疗卫生、自然科学等门类，
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
学素养和科学文化水平，助力新
郑市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杨春娅 文/图

本报讯 5月 30日，新郑市
2023年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
个一”活动拉开序幕，活动主题
为“爱无限，行无止，携手共筑
美好未来”。

活动包括观看爱国主义
励志电影《长空之王》、参观车
马坑景区、游览南街古巷、赠
送自强图书和观看残疾人文
艺演出。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残联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积极为参与

活动的残疾人提供热心、贴心
服务，让出行不便的残疾人有
机会走出家门，共享社会发展
成果。

活动最后，残疾人朋友对
本次“五个一”活动的开展给予
了高度评价。残疾人朋友郭女
士说：“感谢咱残联组织我们这
些平日不便出行的残疾人出来
参加活动，太感激了，谢谢你们
对我们的关爱！”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高二峰

新郑市新增7家郑州市科普教育基地

新郑市残联
开展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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