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13日 星期二
统筹：孙友文 编辑：范建春 美编：宋笑娟 校对：一广 A03民生NEWS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武建玲）今年郑
州市小麦面积 220.56万亩，
目前麦收已基本结束。截至
6月12日，郑州夏播面积196
万亩，占预计面积的78.6%。

今年“三夏”期间，我市
出现大范围阴雨天气过程，
给麦收造成了一定影响。郑
州市相关部门单位和各县
（市、区）早部署、快行动、强

保障，麦收快速推进。麦收
期间，市农委下发通知，要求
全市农业部门科学应对阴雨
天气，切实抓好小麦抢收和
烘干晾晒，全力夺取夏粮丰
产丰收。

据介绍，我市开通并
公布“三夏”机收保障热线
电话，安排 24 小时值守，
及时协调解决机手作业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共

有联合收割机 5000 余台
（含引进）参与我市“三
夏”机收作业，市农机技术
中心每日派出 3个生产服
务指导组深入各县（市、
区）一线指导服务“三夏”
生产，协调机械调配。

为确保适时抢收、颗粒
归仓，我市相关部门发放
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跨区作
业证 750张，继续落实跨区

作业车辆过桥过路免费通
行政策，在全市设立 28个
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点，
免费为机手提供茶水、咨
询、简单维修等服务；在中
石化自营柴油站点、中石
油加油站设立农机保供加
油点，柴油价格优惠 3%；
各县（市）设立 24小时服务
热线，并利用“农机直通
车”系统、省气象服务中心

应急短信平台等渠道及时
向机手发布气象信息、小
麦机收动态、机具供求信
息、机收作业价格等；组织
127 家农机合作社发挥抢
收主力军作用，主动与乡
镇和农户对接服务，抓住
晴好天气开展抢收；成立
40 个应急作业服务队，时
刻做好抗灾减灾、帮扶救
助、应急抢收服务。

“院内可晒粮”
“农机手院内免费就餐”
河南一乡政府
“为民之举”成网红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孙珂 文/图）
“为民之举”“这才是为人民
服务，不忘初心”“好官为
民”……近日，一张贴着“院
内可晒粮”“农机手院内免
费就餐”告示的照片火遍网
络，引发网友热议。

6月 11日，记者联系到
滑县瓦岗寨乡党委书记王
瑞，他告诉记者，6月1日，走
访中，乡干部发现当时全乡
小麦的成熟率已接近 50%。
“了解情况的当天下午，我们
就开会决定开放所有机关、
企事业单位，包括企业的仓
库、厂房，还有各村的文化广
场，供老百姓晾晒小麦。此
外，除了国、省道，县、乡道路
在不影响通行、安全的前提
下，也全部允许晾晒”。

为了保证收割效率，瓦
岗寨乡还贴出“农机手院内
免费就餐”的暖心提示。

截至 6月 7日，瓦岗寨
乡全乡的麦收工作已基本
完成。

瓦岗寨乡的暖心举措，
不仅暖了农民也暖了网
友。网友们纷纷为乡政府
的这一行为点赞。

抓面积落实。年初，省
农业农村厅已将全年粮食生
产目标下达到 17个省辖市
和济源示范区，要求各地结
合今年夏粮生产情况将秋粮
面积落实到县，保障秋粮面
积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

抓单产提升。开展粮食
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
动。安排 2.75亿元资金，在
55个县采取以奖代补的方
式，以高产竞赛的形式，支持
从事粮食生产的家庭农场和
农民专业合作社争创高产。
开展整县整建制单产提升创
建。安排 1.44亿元资金，支
持 15个玉米县、5个大豆县
整建制开展高产创建，打造
一批试验区、高产区、示范

区，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
抓提高密度。增加玉

米、大豆种植密度，力争全省
玉米平均密度达到每亩
4500株，大豆平均密度达到
每亩 15000株。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模式中，玉米平
均密度不低于每亩4000株，
大豆平均密度不低于每亩
7000株。

抓良种推广。在全省分
区域抓好良种推广，加速高
产主推品种应用。

抓播种进度。各地要抢
抓农时，在麦收后及时播种，
尽量早播，玉米力争在 6月
15日前完成播种，大豆力争
在6月22日前完成播种。

抓病虫防控。以草地贪

夜蛾、黏虫、水稻“两迁”害
虫、棉铃虫、玉米螟、玉米南
方锈病、甜菜夜蛾、水稻纹枯
病、稻曲病等为重点，做好监
测预警，努力实现虫口夺粮。

抓防灾减灾。遇旱时，
各地要挖掘水源、应浇尽浇，
尽力扩大浇水面积，提倡采
用沟灌、畦灌、微喷、滴灌等
节水灌溉措施；遇涝时，要及
时疏通沟渠，抢排积水，防止
渍害发生；遇高温时，要通过
以水调温和喷施叶面肥、植
物生长调节剂等措施，增强
植株抗逆性，减轻高温影响。

抓一喷多促。省市县三
级要多方筹措资金，在玉米
灌浆中后期，统一组织开展
“一喷多促”，以喷施磷酸二

氢钾为主，混合喷施调节剂、
抗逆剂、杀虫剂、杀菌剂等药
剂，促进植株稳长，促进灌浆
和粒重增加。

抓领导示范田。以玉
米、水稻、大豆为重点，建立
省、市、县农业农村部门领导
示范田，省农业农村厅厅级
领导在分包地市每市建立 1
个高产示范田，每个示范田
面积不少于1万亩；市、县农
业农村部门领导干部参照省
厅建立高产示范田，每个示
范田面积不少于3000亩。

抓机收减损。发挥好农
机购置补贴和农机报废更新
政策，鼓励农民购置先进适
用的收获机械，促进智能高
效收获机械应用。

早部署 快行动 强保障

郑州:麦收已收官 夏播近八成

确保全年粮食产量在1300亿斤以上

河南:十项措施助秋粮增产丰收

志愿者服务保志愿者服务保““三夏三夏””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武建玲/文 史
治国/图）目前，我省夏收基
本结束，夏播面积已过八
成。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省委农办近日印发了
《河南省秋粮增产夺丰收行
动方案》，突出抓好十项重
点工作，推动秋粮大面积均
衡增产，确保全年粮食产量
在1300亿斤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