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泛传播：演出视频同步在居民群转
发，扩大宣传覆盖面

精心编排：融入“杀猪盘”“冒充高管”等
诈骗套路，并加入河南方言对白

深入人心：居民纷纷表示，这种寓教于
乐的方式让反诈知识更易接受

本报讯 （记者 陈曙光） 6月9日，
高新区振中街道新润社区联合社区戏曲
艺术团推出原创防诈戏曲小品《中奖》，
以“戏曲+反诈”创新形式增强居民防骗
意识。

据了解，该小品取材真实案例，融入
“杀猪盘”“冒充高管”等诈骗套路，并加
入河南方言对白，诙谐生动，赢得观众阵
阵掌声。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还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案例讲解等方式，提醒居民
警惕养老诈骗，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
转账”。演出视频同步在居民群转发，扩
大宣传覆盖面。居民纷纷表示，这种寓
教于乐的方式让反诈知识更易接受。

新润社区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
探索创新宣传模式，推动反诈工作深入
人心，助力平安社区建设。

新润社区取材真实案例
推出原创反诈小品《中奖》

瓜棚内：瓜农热火朝天采摘忙

瓜棚外：游客络绎不绝争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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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朱婧仪） 6月7日，记者从新乡县农业
农村局获悉，随着当日最后一亩小麦
的成功收割，该县30.58万亩小麦已全
部完成收割任务，标志着新乡县今年
的麦收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自 5 月 28 日起，新乡县全县小麦
正式开镰收割。在为期11天的集中抢
收过程中，广袤田野上，一台台收割机
穿梭如织，轰鸣声此起彼伏，农机手与
田间忙碌的农户相互配合，构成一幅
热火朝天的夏收图景。

为确保“三夏”生产工作的顺利进
行，新乡县高度重视，提前谋划，精心
部署。该县印发了《新乡县2025年“三
夏”生产工作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
重点工作以及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同
时，成立了“三夏”工作指挥部，由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深入一
线统筹指挥。分管县领导也不定时召
开现场会和调度会，确保“三夏”生产
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收割高峰期，新乡县单日投入
小麦收割机达700余台，有效保障了小

麦的及时收获。此外，全县干部群众
齐心协力，抢抓关键期、窗口期，强化
安全措施，全力以赴投入到抢收工作
中，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

在圆满完成麦收任务的同时，新
乡县的夏种工作也已全面展开。据
悉，今年该县计划种植玉米 24 万亩、
花生 3 万亩、大豆 2.5 万亩。截至目
前，全县秋作物播种面积已达 21.97
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 74.5%。其
中，玉米已播种 18.97 万亩，花生已全
部播种完毕。

新乡县30.58万亩小麦
圆满完成收割任务

本报讯 （记者 崔敬） 黄澄澄的
果实如小灯笼在枝头摇曳，浓郁的杏
香扑鼻而来。6月9日，在封丘县冯村
乡李淳于村的杏园种植基地里，一幅
热闹的收获画卷徐徐展开。

近日，游客三五成群地穿梭在杏
林间，用手摘下颗颗饱满的鲜杏，品尝
田园收获的甜蜜（如图）。看着这忙碌
又热闹的场景，杏园种植户李朝辉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这份喜悦背
后，是冯村乡数年杏树种植史与现代
农业智慧的交融。

透气性极佳的优质土壤，搭配上
充足的光照，为杏树生长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黄澄澄的杏果已然
成为村民手中的“致富密码”。

李朝辉介绍，基地的杏树苗木是
从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有凯特杏、金

太阳杏、早金蜜杏、水蜜桃杏等品种，
口感香甜，果味很正。“农忙时，自己采
摘不过来，我们会付费叫周边的劳动
力来搭手帮忙。”

产业兴则乡村兴。如今，冯村乡
持续深挖各村特色资源，让金黄的杏
果成为群众的“幸福果”，让杏树产业
与乡村发展同频共振。

本报讯 （记者 崔敬） 6月 9 日，在
封丘县荆隆宫镇黄河滩区的万坤蜜瓜
种植基地里，一座座大棚内绿意盎然。
圆润饱满的蜜瓜缀满枝头，粗壮的瓜藤
舒展着墨绿的叶片，处处孕育着丰收的
希望。

连日来，瓜农穿梭在瓜棚中，娴熟地
完成采摘、分拣、装箱等工序，一派热火
朝天的场面（如图）。大棚外，前来批发
的运输车辆排成长龙，自驾赶来采摘的
游客络绎不绝，只为第一时间尝这口香
甜。

种植基地负责人张万坤告诉记者，
自己拥有6年多的种植经验，随着技术
的成熟和提升，再加上精细化的管理，蜜
瓜供应期可从6月初持续至11月底，极
大地满足了市场需求。

蜜瓜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每茬
蜜瓜从育苗、移栽、搭架、除草、施肥、打
药、套袋、采摘、装箱，都需要大量的劳动
力。如今，种植基地里每天有20多人务
工，每人月工资3000多元。

“一年两茬蜜瓜，每亩地产量能达到
6000公斤，收入可达4万元，还能带动周
边的剩余劳动力，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
挣钱。”张万坤说。

张万坤表示，基地正在努力把蜜瓜
产业做大做强，力争实现错茬种植、四季
有瓜、全年供应、优质优价，让蜜瓜产业
成为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本报讯 （记者 崔敬） 感受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艰辛，
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
句不再止步于课本。6月6日，封丘
县潘店镇巨岗小学150名学生走进
田间地头拾麦穗，培养学生从小爱
惜粮食、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低着
头、弯着腰，翻找落在田地里的麦
穗，毫不畏惧炎炎烈日，互相比拼看
谁拾的麦穗多。通过在盛夏体验农
民收麦的不易，在捡拾麦穗中磨炼
了吃苦耐劳的意志，在辛勤劳动中
感受收获的喜悦。

回到校园之后，同学们相互分
享劳动成果和收获感悟。通过扩展
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教育空间，让同
学们做热爱劳动的“践行者”，爱粮
节粮的“守护者”，杜绝浪费的“监督
员”。 劳作的艰辛 收获的快乐

忙碌的身影

150名学生下田拾麦穗
挥汗体验“粒粒皆辛苦”

引特色杏树解开“致富密码”
助增收成为农民“幸福果”

蜜瓜种植走上致富路
村民就近就业不用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