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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XIANG RIBAO

2024年6月6日 星期四
农历甲辰年五月初一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书武
实习生 杜佳怡

“这辛辛苦苦卖麦子的 8000 多元
钱是俺老伴儿看病的钱，太感谢兄弟
拾金不昧了！”6 月 4 日，封丘县潘店镇
崔庄村村民王西恩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说道。

这是发生在潘店镇中刘庄村的一
幕。王西恩到潘店镇油坊村卖完麦子，
回到家之后发现放在拖拉机工具箱里
的 8630元卖麦钱不见了。这 8630元钱
是他为老伴儿看病准备的医疗费，这可
急坏了王西恩一家。王西恩一边沿着
返回路线寻找，一边向村党支部书记孟
令枝说明了情况。

孟令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启动
“二马”机制，一方面动员党员干部沿着
王西恩返回路线寻找，一方面把情况编
辑成信息发至村民微信群里。此外，她
还用村委会大喇叭广播，联系附近村的
村干部帮忙宣传寻找。时间不等人，她
想到了一切办法来帮助王西恩。

各种办法都用上了，沿着返回路线
找了一遍，依然没找到，急得王西恩直
跺脚。大家也只好一边安慰他，一边再
想办法。

“叮铃铃……”，正在大家束手无
策之际，王西恩的电话铃声响起来了，
他就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赶紧接通
电话。“是崔庄的王西恩吧……”潘店
镇中刘庄村村民的徐卫亮一个电话给

大家送来了“惊喜”。
原来，王西恩在潘店镇油坊村卖完

麦子后，将8630元卖麦钱用一个塑料袋
子装着放在了拖拉机工具箱里。因个
人疏忽，工具箱没有关好，途经潘店镇
中刘庄村时颠簸掉了。恰巧徐卫亮到
田地里收麦子时在路上捡到了，他在原
地等了一会儿也没有等到失主，这时手
机电量也耗尽关机。想到丢钱人的着
急，徐卫亮也不去地里干活了，赶紧回
家给手机充电。他刚充上电，打开手机
看见中刘庄村村民微信群里发布的找
钱信息，就按照失主所留的联系方式，
赶紧给王西恩打去了电话。

为表示感谢，王西恩买了几箱礼物
送给徐卫亮，不料却被对方拒绝了：“捡
到东西就应该物归原主，三里五村的，
大家互相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善举暖人心，风尚永传承。徐卫亮
拾金不昧的善举，充分体现了潘店镇中
刘庄村村民的优秀品质。近年来，潘店
镇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文明新
风，先后涌现了中刘庄村13年坚持为村
里行动不便和生活困难的老人上门免费
理发的李乐民，连续12年为村里困难群
众进行帮扶、累计捐款捐物20多万元的
吴寨村吴存忠老人等先进模范人物，进
一步传播了正能量，弘扬了新风正气。

8630元卖麦钱找到啦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宗斌

暴雨来袭，她通宵达旦监视天气
变化，提前提供精准的决策服务材料；
爱岗敬业，她成为我省气象系统首个
全国天气预报竞赛全能冠军；攻坚破
难，她主持研发的科技成果填补了豫北
空白……

她是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段中
夏。工作 11 年来，她以实际行动诠释
着“司天为民、创新奉献、实干争先、出
彩中原”的河南气象人精神，这朵“把
脉”风云的铿锵玫瑰，一次次突破自我，
精彩绽放。

2021 年 7 月，特大暴雨袭击我市，
一个个雨强极值不断刷新，汛情持续加
重。“守护牧野安澜，发挥党员先锋带头
作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时，正在
外地培训的段中夏毅然奔赴工作岗位，

主动参与到强降水气象服务保障中。
她连续 7天坚守工作一线，逐小时向市
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实时雨情，
累计发布各类预警信息 312条，服务信
息累计接收和浏览量达 483.9 万余人
次。凭借丰富的业务知识和预报经验，
她果断调整模式预报，提出可能出现极
端降水过程，为政府及时决策和有效应
对提供了关键支撑。

疫情期间，面对人员和物资不足等
挑战，她不舍昼夜监测气象数据累计
300 个小时，有力保障了气象预报预警
不间断，让气象蓝与党旗红在防疫一线
高高飘扬。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她勤奋好
学、善于钻研，在各类预报员考核中多
次获奖：全省天气预报竞赛中获得个人
全能一等奖及预报知识单项第一；全国
天气预报竞赛个人全能和历史个例单

项第一，成为我省气象系统首个全国天
气预报竞赛全能冠军。

聚焦急迫解决的预报难点，段中夏
积极在豫北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技术、
流域暴雨预报技术等领域开展专项攻
关。她主持研发的成果《豫北分类强对
流天气预报预警指标研究及应用》，填
补了河南豫北分类强对流模型及预报
指标等方面的空白，大幅提升了此类灾
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水平。在 2023年

“杜苏芮”特大暴雨过程中，该科技成果
准确预报出辉县北部山区降雨信息，为
相关部门制订并实施防灾减灾方案争
取了宝贵时间。

让气象服务贴近人民。在科普宣
传的主战场，段中夏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传递气象专业知识，开展科普活动
数十场，“首席说天气”品牌因而更为
闪亮。

“我将更加注重实践和应用，将所
学知识运用到工作中，为气象事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接
连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先进
工作者、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
气象部门“十佳青年”等一系列荣誉之
后，段中夏初心依旧。挑战风雨释襟
怀，砥励前行勇不倦，她将把梦想继续
书写在奋斗的坐标上。

“把脉”风云的铿锵玫瑰
——记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段中夏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
海玲）6月5日，我市六五环境日集中宣
传活动在市政府南广场举行，动员社会
各界积极投身建设美丽新乡、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市长魏建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胜
军、市政协副主席申乐民等出席活动。

当日上午，市委宣传部、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市生态环境局等新乡市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围绕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主题，分别通
过设置展板和咨询台、悬挂条幅、发放
宣传页、多媒体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宣
传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展示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从点滴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我们执法人员勇扛环保责任，恪守铁
军本色。十年来，我始终无法忘记无数
个烈日炎炎、三九寒冬，不顾路途颠簸
和 同 事 们 奔 走 在 环 境 保 护 的 路 途
上……”“利剑出击打击污染犯罪，面对
污染犯罪我们是执法尖刀……”活动现
场，一个个激情洋溢的环保主题宣讲和
环保题材文艺节目展演，让市民群众更
多地了解了环境保护工作背后的感人
故事；“环保问题大接访”咨询台前，由
环境保护专业人员和律师组成的团队
共同为市民解答环境相关问题；舞台
上，身着由废旧报纸、废旧塑料袋制成
服装的模特，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
环保时装秀……

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营造了人人

“了解环保、参与环保、支持环保”的浓
厚氛围，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市民积极
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热情。参加活动
的群众纷纷在签字墙上签上自己的名
字，承诺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
为建设美丽新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介绍，为加大环境日宣传力度，
连日来，市生态环境局围绕“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主题，先后组织了生态
文明宣传进校园、环保设施对外开放等
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通过系列宣传
活动，让社会公众零距离感受我市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大家保护
环境的积极性。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聚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2023 年，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较上年改善 4.4%，改善率
排名居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第 7 位，
PM2.5、PM10、优良天数均超额完成省
定目标。11 个国、省地表水考核断面
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考核目标要求，
优良比例 72.7%，高于目标 22.7 个百分
点，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在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中排名较上年提升 12个位
次，3 个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
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土壤环境质量
总体稳定。

我市举办六五环境日
集中宣传活动

基层天地广阔，是一切工作的落
脚点。基层干部担当有为，深度雕刻
了牧野大地。每天，无数的干部怀着
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对群众的
热爱，扎根在基层、奔赴在一线，散发
着满满的泥土味、汗水味、人情味。

为深入贯彻落实“四下基层”工作
方法和工作制度，进一步对标对表、有
效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全市
发展大局，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新
乡日报》拟在一版重要位置开设《基层

干部手记》专栏。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专栏报道。这

个栏目全方位展示全市广大乡镇、村
（社区）干部的精神状态、干事创业举
措、为民服务和推动发展的亮点成效
等。它要讲述的是，基层干部与广大
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
独特招数、生动实践和鲜活故事。

这是一个共成长的交流平台。实
践没有止境，经验可以复制。该专栏
将打造成展示基层干部为民服务形象

的平台、促进基层干部互学互鉴共同
提高的桥梁。

走出机关、走到基层，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那是热烈而奔腾的岁月，那
是朴实而动人的芳华。我们将一如既
往地与广大基层干部同行，也期待更
多的好声音、新故事！

联系沟通事宜，请关注新乡日报
微信公众号。

本报编辑部
2024年6月6日

截止6月5日，我市已收获小麦 近540万亩，约占全市种植面积近九成，同时，夏
播也在有序进行中，全市夏播面积已近六成。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云 摄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
超）6月5日，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为助
力高考考生快捷抵达考点并方便送考
车辆停放，经市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沟通协调，高考期间，我市考点周边
社会停车场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

现将 2024 年高考期间向送考车辆
免费开放的社会停车场公布如下：1.附
中，英皇之星酒店停车场，学院街与建
设路交叉口西南角；2.一中，央棠停车
场，金穗大道与劳动街交叉口东南角；3.
二中，北辰悦府停车场，宏力大道与新
飞大道交叉口西南角；4.铁路高级中学，
翰林国际停车场，健康路与自由街交叉
口东南角；5.四中，蓝钻国际停车场，平
原路与劳动街交叉口东南角；6.十中，明
珠花园停车场，劳动街与黄河大道交叉
口东北角；7.二十二中，锦绣停车场，解
放大道与金穗大道交叉口西南角；8.三
十中，棉麻公司停车场，劳动街与华兰
大道交叉口东南角；9.太行中学，润升生
活超市停车场，丰华街与柳青路交叉口
西北角；10.太行中学，蓝葆湾地下停车
场，柳青路与丰华街交叉口西南角。

免费停车时间为6月7日、8日，时段
为7：30至18：00，送考车辆可凭准考证或
复印件在相应停车场享受免费停放服务。

考试期间，市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将对考点周边违停车辆采取柔性执
法措施，引导车辆即停即走。另外，该支
队还将通过“定点值守+动态巡查”的方
式，加大对考场周边停车场的执法巡查
力度，引导车辆文明规范停放，请送考与
其他社会车辆不乱停、不抢停、不占停。

新乡城管护考！
停车场免费开放，考点周边柔性执法

6月5日，红旗区学府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和志愿者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安康，蜜粽飘香”端午节包粽子活动，通
过动手包粽子，体验“粽”文化的魅力。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云 摄

动手包粽子 体验“粽”文化

本报讯 （新 乡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刘先明）蒙金地、覆陇黄，子规
啼、丰收忙。6 月 4 日上午，中原农
谷东区（延津县）种业高质量发展暨
院县共建小麦单产提升“延津模式”
现场会的沙庄村麦田里，收割机荡
起的微尘裹挟着麦香还未散去，眼
盯电子秤的延津县种子管理站长李
生堂高兴地宣布：“经过测产，亩产
875.2 公斤，‘延津小麦’再获高产。”
在场的人们一片掌声。在随后进行
的通郭村测产现场，数据同样喜人，
亩产 874.3 公斤。

据介绍，当天，中国工程院院士、
河南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河南农业
大学特聘教授郑天存，神农种业实验
室常务副主任田云峰，河南科技学院
教授、中原学者茹振钢，河南省小麦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中原学者雷

振生，相关科研单位、生产企业代表，
以及省、市、县有关领导出席现场会，
并见证了该县高产攻关田实打验收
的“高光时刻”。

据了解，延津小麦生产条件得
天 独 厚 ，气 候 适 宜 ，土 壤“上 沙 下
淤”被称为“蒙金地”（上层为沙土、
黏土的联合土，土壤相对松软，适
合小麦扎根、生长和农民耕种；底
层的黏土密实，保水保墒）。多年
来，延津县千亩方试验田多次刷新
并 占 据 着 全 国 千 亩 方 的 高 产 记
录。“延津麦·强筋面”品牌叫响全
国，延津小麦被赞誉为“中国第一
麦”。该县在全县乡镇选取 23 块试
验田，按照小麦高产“延津模式”种
植技术，选用多个小麦品种进行试
验 。“2019 年 小 麦 单 产 809.1 公 斤/
亩，2020 年单产 855.2 公斤/亩，2022

年单产 907.12 公斤/亩。”试验田里
数据稳定、连年丰产。

延津县农业局长杨志刚介绍说：
“延津县之所以能多年‘雄霸’全国冬
小麦单产纪录榜单，是在创立的生产
收储‘五统一’‘四专’模式的基础上，
多年深耕小麦高产栽培技术的实践
摸索，进一步总结出小麦高产栽培的

‘延津模式’。”
何 为“ 延 津 模 式 ”的“ 高 产 密

码”？延津县农艺师李开信毫不“藏
私”。他说，核心就是“三个改变、三
个增加”，即一改年前不打药习惯，即
在小麦三叶一心期喷施杀菌营养复
合型调节剂，防病防冻抗倒促分蘖，
增加亩穗数；二改返青拔节期追施尿
素吸收慢，利用率低（35%），易烧苗的
现象，追施硝基硫酸钾肥，不受低温
限制溶解快，24 小时吸收利用率高

(85%)，促使小麦成大穗，增加穗粒数；
三改在灌浆期喷施磷酸二氢钾用量
少的习惯，每亩由 200 克增加到 400
克，拉长灌浆时间，预防干热风，增加
千粒重。

杨志刚进一步介绍说，为保高产
高质，延津县邀请 35 家科研院所、涉
农高校、食品加工企业组建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建立 3 家省级以上创新平
台和 6 家食品企业研发中心，签约许
为钢、郭天财、茹振钢等国内小麦育
种、栽培、加工方面专家20余名，成功
转化应用 100 多项科技成果，并创造
出冬小麦稳定高产的“延津模式”。
下一步，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模式标
准，在全县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切实
提高群众种粮收益，为扛稳粮食安全
重任做出延津担当。

实打验收875.2公斤！

延津小麦连年稳定高产成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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