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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综合

姚士先，一名普通的外卖骑手（如
图），在高新区振中街道崇文社区的烟
火人间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不凡篇
章。

5月的一个午后，姚士先骑行至绿
都城小区附近时，突然听见有人哭喊。
循声望去，一群孩子正扭打在一起，其
中一个男孩被推倒在地，头上鲜血直
流。他立刻停稳车冲过去，一边大声喝
止冲突，一边安抚受伤的孩子，“别害
怕，咱们先处理伤口。”他蹲下身，轻轻
地为男孩擦拭血迹，发现伤口较深，当
即掏出手机拨打了120，并同步报警说
明情况。等待医护人员的间隙，他留意
到不远处有药店，又小跑着买来药和绷
带，仔细为男孩简单包扎。“疼吗？叔叔
家有个小弟弟，摔倒了也会勇敢不哭
哦。”他的温柔安抚让男孩渐渐平静下
来。直到民警和医护人员赶到，他才想
起查看订单。超时提示弹出时，他先给

顾客发去消息：“抱歉！路上遇到孩子
受伤，耽误了配送，您的餐我已申请优
先补送。”顾客回复：“救人要紧！给您
点赞！”

其实，这不是姚士先第一次“多管
闲事”。他平时总是顺手帮忙，送外卖
时发现高层楼道堆积旧家具，立刻拍照
发给社区网格员；看见老人推着重物上
楼，主动搭把手；雨天路过积水路段，会
搬来砖块标记窨井位置，避免行人踩
空。

近年来，崇文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模
式，将像姚士先一样的外卖骑手以及快
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纳入社会治理体系，
通过赋予“流动哨兵”新身份，激活基层
治理“神经末梢”，构建起“行业治理+社
区共治”的双向联动机制，推动城市文明
与社区安全双提升。如今，越来越多的
新业态从业人员加入“随手公益”队伍，
成为基层治理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 崔敬）“三夏”将至，
服务先行。5 月 15 日，记者了解到，封
丘县潘店镇组织应急办、农办等部门人
员成立农机检修服务队，走进各村、农
机合作社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作业技
能培训等服务，为当地粮食稳产增收保
驾护航。

“这里没有安装防护设备，很容易
造成人身伤害，需要安装一个保护罩。”
在种粮大户家中，潘店镇应急办主任李
荫忠一边检查着收割机，一边向农机手
说道。检修过程中，农机检修服务队严
格依据技术标准，对农机外观、底盘、制
动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检查与维
修。

检修人员还向农机手传授农机保
养技巧和规范操作知识，指导农户正确
使用、维护农机设备，确保每一台农机
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麦收作业，为“三
夏”农机安全生产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再过几天就要外出跨区收麦了，
多亏农机技术人员下乡指导，还提供免
费检修，帮我们及时排除了收割机的安
全隐患和故障，这下作业更安心了！”油
坊村一名农机手高兴地说。

几日来，检修服务队重点对农机进
行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强化
管理，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
线，确保当地“三夏”生产高效有序推
进。

本报讯（记者 崔敬）5月15日，记
者了解到，当前正值金银花采摘时
节，连日来，封丘县荆乡回族乡机关
干部、后荆乡村驻村工作队、党员群
众等化身采摘突击队，深入金银花田
帮助群众解燃眉之急。

因家中缺乏劳动力，村民李大爷
家的金银花面临采摘空档期，随时可
能错过最佳采收期。荆乡回族乡党
委副书记高爱娣、党委委员李宁得知
情况后，迅速带领党员干部、驻村工
作队员组成帮扶小组，带上编织袋、
斜挎包直奔田间。

几日来，在金银花田里，志愿者
们利用下班之余穿梭垄间，将鲜嫩的
金银花花苞装入袋中，田间地头马甲
红与金银花相映成景（如图）。

“先摘花苞饱满的，注意轻捏花
蒂避免损伤。”有种植经验的村干部
现场示范技巧。新手队员现学现用，
很快掌握了指尖技巧，数小时内采摘
量大幅提升。

考虑到老人行动不便，村干部还
主动承担后续晾晒、联系收购等事
宜。“从采摘到变现，咱们全程跟进，
保证一分不少送到您手上！”后荆乡
村党支部书记李杰胜的承诺掷地有
声。

金银花开缀满枝，志愿服务助增
收。近年来，荆乡回族乡对各村劳动
力短缺、家庭困难农户建立“一对一”
结对帮扶机制，通过“党建引领、支部
牵头、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模式，累
计开展“一喷三防”、抢收抢种、政策
代办等服务，干群携手的身影勾勒出
乡村振兴的温暖图景。

本报讯（记者 崔敬）5月14日，在
封丘县潘店镇屯里村葡萄种植基地
内，一排排葡萄架整齐排列，翠绿的
藤株在阳光下舒展身姿，初现形态的

葡萄果实密密匝匝，孕育着丰收的希
望。

眼下，正值葡萄管护关键期，村民
们穿梭在藤蔓间专注地疏花疏果（如

图），通过去除发育不良、畸形的花果，
让果串形态美观，提升葡萄口感，增强
市场竞争力，为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近年来，屯里村积极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集中流转200余亩土地，建成
18个温室大棚种植葡萄，带动周边10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

为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屯里
村成立了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采用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引
入土壤改良、有机肥增施、水肥一体化
等先进技术，实现种植管理的规范化、
科学化与精细化，葡萄产量和品质逐
年提高，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此外，剪枝、疏花疏果、采摘、包装
等工作可以带来每日 80 元~100 元的
收入，葡萄规模化种植让群众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小小葡萄架起了实实在
在的致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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