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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综合

本报讯（记者 崔敬）“三夏”大忙，
麦浪飘香。眼下正是夏粮收获的关键时
期，6月4日，记者了解到，为确保粮食及
时晾晒、颗粒归仓，封丘县黄德镇主动开
放辖区内村委会、村文化广场、闲置厂房

等场地，最大限度为农民提供晒粮空间。
6月4日，在开寨村村委会大院，原本

空旷的场地已被金黄的小麦铺满。倒粮、
摊粮、晒粮……村民忙碌地穿梭着，确保
每一粒小麦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的洗礼。

“以前在公路上晒粮，影响交通还不
安全。现在好了，村委会把场地给我们
使用，真是帮了大忙！”开寨村村民高兴
地说。为了让晒粮有序进行，黄德镇提
前谋划，组织各村村委会对场地进行了
清理和准备，确保晒粮点干净、平整。

除了开放村委会大院，当地还积极
协调村文化广场、闲置厂房等其他公共
资源，最大限度地为农民提供晒粮空
间。当地镇政府则通过广播、微信群等
渠道，及时发布天气信息，让村民能够合
理安排晒粮时间，避免因天气变化造成
损失。

此外，当地一些村干部还主动参与
到农民的晒粮大军中，帮助劳动力不足的
家庭搬运、摊晒粮食，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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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晒在村委会大院内的小麦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王贻
栋）连日来，随着我市“三夏”生产大幕正
式拉开，新乡县迎来了小麦收割的关键时
期。6月4日，在小冀镇秦村营村的麦田
里，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收割机的轰鸣
声在田间回荡，构成了一幅壮观的画卷。

种粮大户李绍林说：“我今年承包了
560亩地，全都种的是小麦，预计今晚就
能收割完毕，亩产在 1200 斤左右，我对
这个产量非常满意。这背后，离不开政
府的大力支持。”

今年入春以来，新乡县遭遇了旱情
挑战。在镇政府的帮助下，李绍林利用
村里新打的机井，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
灌溉技术，成功为麦田补水，为小麦生长
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绍林的 560 亩小麦均为种子田。
凭借多年的种植经验和良好口碑，他早
已与种子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收割完
成后，小麦将直接装车送往种子公司，既
省心又有保障。

据了解，为确保“三夏”生产顺利进

行，新乡县提前谋划，组织农机技术人员
对全县农业机械进行全面检修和调试，
确保机械以最佳状态投入作业。同时，
设立了多个农机服务站点，为农机手提
供油料供应、配件维修等一站式服务。
此外，还加强了气象预警和信息发布，及
时为农户提供天气变化情况，指导农户
抢抓农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截至目前，新乡县30.58万亩小麦的
收割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预计本周将
基本完成收割任务。

新乡县迎来集中麦收盛况

本报讯（记者 张延）“今年我的小
麦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品质非常好。”卫
辉市唐庄镇丘陵地区种田大户王宏业看
着自己的小麦高兴得合不拢嘴。然而，
这里曾经是有名的低产田，经过科技改
良，如今不仅实现了产量提升，还摇身一
变，成为抢手的种子田。

“这是我种的 1200 亩小麦，目前已
经进入成熟期，我对今年小麦的品质非
常满意。”6月2日，王宏业望着金黄色的
麦浪高兴地说。王宏业种植的这块麦
田，是丘陵坡地的再造田，由于土层薄、

有机质差、漏水漏肥，导致小麦产量低。
2019 年，在卫辉市农技部门指导下，王
宏业对这1200亩低产田进行改造，经过
6年的努力，实现了产量翻番。

“使用有机肥、滴灌水肥一体化，产
量出现了明显转机，从亩产500斤至600
斤到现在的1100斤至1200斤，提升速度
很快，效益也上来了。”王宏业说，成方连
片的麦田，让他管理起来也比较方便。

如今，在这片麦田里，各类现代化农
业设备俱全，在帮助产量提升的同时，小
麦的品质也大幅提升。这1200亩麦田，

还变成了种子田。
王宏业介绍，他现在做的是订单农

业，小麦每斤比市场价多卖1毛钱。让
他高兴的是，儿子在毕业之后，也做起了
新农人，“他现在负责大型机械、水肥一
体化、无人机等高科技、新技术，我现在
感觉种1200亩地很轻松。”

近年来，卫辉市对于丘陵田、再造
田、复耕地等中低产田，采取“随发现随
指导”模式，进行土壤、水肥改良指导，推
广节水灌溉技术，不断提升农田建设与
管理水平。

昔日丘陵地 今天种子田

本报讯（记者 刘志松 通讯员
秦光东）6 月 5 日，记者获悉，为保
障农民晒粮便利与农村公路安全畅
通，辉县市交通运输局聚焦农忙时
节道路安全，组织交通建设技术中
心、行政执法大队对“三夏”期间农
村公路安全进行拉网式排查，实现

“保畅通”与“护粮安”双向发力，全
面服务“三夏”生产。

排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针对农
忙时节占用公路晒粮现象，联合属
地乡镇采取“预防+整治”模式，通
过巡逻车辆沿途广播、发放宣传资
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对于在公路上晒粮的农户，执
法人员耐心解释交通安全隐患及注
意事项等，提醒群众注意交通安全、
遵守交通秩序，并主动帮忙清扫、转
运粮食，清除路面障碍物，如石头、
木棍、啤酒瓶等极易带来交通安全
隐患的杂物。同时，在车流量较大
的路段，执法人员现场指挥，引导车
辆减速慢行，避免因避让晒粮而引
发交通事故，全力为“三夏”工作和
道路通行安全保驾护航。

此次行动中，交通人既当“执法
员”又做“服务员”，通过规范晒粮区
域、疏导交通秩序，在保障公路通行
安全的同时，为农户提供晒粮便利
指引，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

下一步，辉县市交通运输局将
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宣传力度，
建立“三夏”服务长效机制，以“路
畅”护航“粮安”，持续为“三夏”生产
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辉县市交通运输局

护航“三夏”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为贯彻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力保障“三
夏”生产工作顺利开展，6月4日，共
青团原阳县委、原阳县青年联合会
联合原阳县妇联走进该县蒋庄乡胡
村铺村，开展“助力乡村振兴 服务

‘三夏’生产”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农
民朋友送去关怀与帮助。

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纷纷走
进田间地头，化身“三夏”生产帮
手。他们不惧辛劳，肩扛手提，将一
袋袋化肥稳稳搬运到指定位置。每
一袋农资都承载着丰收的期盼，而
志愿者挥洒汗水的模样，正是青春
助力“三夏”最生动的注脚，为夏种
生产增添了蓬勃力量，也为丰收筑
牢了坚实保障。

在助力“三夏”生产的同时，青
年志愿者还为农民朋友送上了一箱
箱纯净水。接过水的农民朋友纷纷
表示感谢，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
一瓶瓶水传递的不仅是清凉，更是
对农民辛勤付出的敬意与关怀。

据悉，此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
“三夏”生产排忧解难，也进一步拉
近了与群众的距离。下一步，共青
团原阳县委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
组织开展更多贴近群众需求的惠民
服务活动，凝聚各方力量，为乡村振
兴贡献青春力量，书写新时代青年
的责任与担当。

助力乡村振兴
服务“三夏”生产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眼下正值夏
粮收获季，获嘉县照镜镇在全力抓好小
麦抢收及秸秆禁烧的同时，积极拓展秸
秆综合利用渠道，通过秸秆打捆离田技
术，对秸秆进行回收利用，变“生态包袱”
为“绿色财富”。

6月3日下午，照镜镇沈庄村的麦田
里，机械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只见拖拉
机牵引着秸秆打包机，在田间地头穿梭
作业。随着机器驶过，田间残留的小麦
秸秆被迅速清理捡拾，经过机器尾部容
器挤压捆扎后，一个个金黄色的秸秆压
块便从机器中“吐”出，整齐有序地摆放

在田间，等待运输车辆的到来。
村民沈增成站在田边，看着这一幕，

高兴地说：“以前收完麦子，秸秆就成了
老大难问题，既不能烧，又多数被粉碎还
田，影响玉米出苗。现在好了，经过合作
社打捆回收，既省力又减少了污染，更重
要的是还能增加收入，每亩秸秆能卖到
200元呢！”

据获嘉县宏运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豆彩红介绍，秸秆打捆离田再利
用技术不仅解决了秸秆堆积问题，避免
了因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隐患，还能实
现增值增收，促进资源合理利用。这一

技术的实施，真正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生
态保护的“双赢”。

“我们回收回来的秸秆会进行三化
利用。一部分用于牛羊饲料加工；一部
分用于食用菌种植；还有一部分可以做
成有机肥。这样一来，秸秆的综合利用
价值达到了百分之百。同时，这一项目
还带动了周边20余人就业。”豆彩红说。

在照镜镇，秸秆打捆离田技术的成
功应用，不仅解决了秸秆处理的难题，还
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
益。这一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发展模
式，正成为照镜镇乡村振兴的新亮点。

秸秆打捆巧利用“生态包袱”变“绿色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