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湖滨区涧河街道虢东社区开展“绿动五
一 分类先行”主题嘉年华，通过趣味游戏、知识科
普、实践挑战等形式，吸引 300 余户居民参与，推动
垃圾分类从“理念认知”迈向“行动共识”。

王学斌 摄影报道

湖滨区崖底街道：

连日来，湖滨区崖底街道采取有力措施，以群
防群治、技术指导、宣传动员三种方式，全力推进以
“一喷三防”为重点的田间管理行动，为确保粮食丰
收和农业稳定筑牢根基。

该街道利用地下管道、 洒水车等农田灌溉设
施，保障主要农作物的灌溉用水，并对农机具、浇灌
设施进行检修保养，确保水源畅通。 扎实推进“一喷
三防”，科学防治虫害，实现高效保绿的农药喷洒策
略， 还利用微信群等新媒体转发科普信息到党员
群、村民群等，广泛宣传防治办法，提高群防意识和
科学防控水平，形成群防群治工作格局。

同时，充分利用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各类活
动，动员党员干部入户走访，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户
讲解合理灌溉、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方法，对种
植户、党员群众进行农业技术培训，为群众发放农
业知识宣传手册，并现场抽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
行检测，保障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王娜 李颖

为精准掌握夏粮生产情况，近
日，湖滨区统计局联合农业部门组
织专业农技人员深入辖区各乡、街
道开展夏粮生产评估工作。在田间
地头， 技术人员通过实地测量、抽
样测产等方式，对小麦关键指标进
行系统测算与综合评估，同时通过
实地走访调研，进一步摸清湖滨区
粮食生产现状， 科学预估产量，确
保数据真实可靠，为保障粮食生产
安全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韩花鹏 摄影报道

连日来，湖滨区积极抢抓农时，精准
调度，通过科学灌溉、技术指导、疏通输
水渠道等一系列举措， 畅通抗旱“生命
线”。 截至 5 月 7 日，全区抗旱浇麦 0.72
万亩次，旱情得到一定缓解。

部门联动，精准施策。 该区水利、农
业等部门协同作战，统筹水库、机井、引
黄工程等资源；区供销合作社紧急调配 4
台（套）灌溉设备，铺设 976 米输水管道，
助力 1300 余亩农田“解渴”；崖底街道利
用地下管道和洒水车等喷灌设备， 对辖

区种植的 700 余亩小麦进行抗旱浇水；
会兴街道利用水库等水资源调配水量，采
用灌溉机井完成 1500 余亩麦田灌溉工
作， 有效缓解旱情对小麦生长的影响；磁
钟乡全面统筹抗旱物资、科学调度蓄水保
水，已完成 2012 亩浇地灌溉工作；交口
乡组建党员先锋队，强抓技术服务，完成
4000 余亩灌溉任务， 目前抗旱工作正在
有序推进中。

旱病齐抓，严密防控。 该区组建 5 支
专业技术指导小组，20 余名农业专家深

入田间地头，检修灌溉设备，疏通输水渠
道，同时指导农户把握抽穗扬花期的防治
“黄金窗口”，有效防控赤霉病、条锈病等
重大病虫害。召开“一喷三防”统防统治现
场会，专家团队结合近期气候条件与病虫
害发生趋势，通过理论讲解、实操演示，系
统传授药剂科学配比、标准化作业流程等
关键技术。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小麦“一
喷三防”统防统治 0.95 万亩，带动群防群
治 0.65 万亩次。

据悉，该区将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排

查整改工作，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工作措
施，保障灌溉需求。组织人员深入一线，逐
村逐地块对机井、泵站、电力等设施进行
全面摸排，及时修复可用设施，有序处置
损毁设施， 确保农田水利设施长效运行。
统筹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长效管护，
严格落实管护机制，明确责任链条，强化
设施日常巡查维护，切实把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好、管护好、运营好，为全年粮食丰产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赵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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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湖滨区科学调度抗旱保灌护粮安

推进小麦“一喷三防” 力保夏粮稳产增收
湖滨区交口乡：

湖滨区磁钟乡：

黄河时报

近日，湖滨区磁钟乡以党建为引领，依托网格
行动， 在辖区各村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全面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该乡坚持早部署、早安排、早行动，要求各部门
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防溺水工作，形成家庭、学校、
社会联防联控、齐抓共管的安全工作格局。 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创新
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推动防溺水
理念入心入脑。 组织驻村工作队与村干部不定期开
展巡河检查，及时消除隐患。 积极推进“四个一”建
设，确保防溺水工作全覆盖、零死角、无盲区。 同时，
通过“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高村民及
儿童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营造全民参与、共
同守护的浓厚安全氛围。 邓旭峰

连日来， 湖滨区交口乡抢抓农
时、精心部署，通过“抓组织强责任、
抓技术强服务、抓统筹强质效”三项
举措，打响小麦“一喷三防”攻坚战，
为 6600 亩小麦筑牢生长“防护网”。

该乡建立“班子成员包片、驻村
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田”的三级责任
体系。组建 3 支由农办、农机站等组
成的联合督导组，对该乡 12 个行政

村实行网格化督导， 统筹调配 2 台
植保无人机及 6600 亩防治所需的
农药，确保物资保障到位。 创新建立
“1+3+N”技术服务体系（1 个农技
专家团 +3 个区域服务站 +N 名田
秀才），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课
堂”12 场（次）。 推行“无人机飞防 +
人工补防”立体化作业模式。 创新实
施“三查三补”工作机制（查作业进

度补机械缺口、查防治效果补药剂盲
区、查群众满意度补服务短板），组建
13 支党员先锋队开展“敲门行动”，
动员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建立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制度，设置 12 个回收
点， 实现生态防治与环境保护双提
升。 目前，已完成首轮 4000 余亩作
业，占计划总防治面积的 60%，后续
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张一婧

湖滨区前进街道：

“无中生有”解锁社区治理新格局
今年以来， 湖滨区前进街道的

社区书记积极探索社区治理工作，
以创新思维解构“无”、重构“有”，想
方设法解决社区治理工作中的难
题，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破局之路。

没有充足场地？“二印社区”拓
宽视野，化身“空间魔术师”。 晾晒区
变身老年书画展天然展厅； 楼道楼
梯下的闲置角落， 经改造成为儿童
绘本角；楼间风道挂上彩绳，就是宣
传展示长廊。 还巧用“时间折叠术”

“空间叠加法”， 将边角空间转化为
服务居民的有效阵地。

面对资金匮乏， 社区书记启动
“资源炼金术”。 建业社区打造“社区
合伙人”党建品牌与临街商铺联动，
置换免费维修服务； 包装社区历史
故事吸引企业赞助； 利用楼道墙面
吸纳广告，还与辖区单位进行共建、
开发文创产品义卖， 盘活社区各类
资源，实现价值流动。

专业人才不足？ 华创社区开启

“居民赋能计划”。 把爱“较真”的居
民培养成业委会监督者， 广场舞领
队开发融合课程，快递小哥、电竞少
年等也各展所长， 让每位居民都成
为社区治理的“宝藏人才”。

从晾衣杆下的书画展到商铺橱
窗里的公益链， 社区书记们用系统
思维和创造性张力，将“不可能”变
为“不，可能”，以“无中生有”的智
慧，为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绘就社
区发展新图景 。 杨志强

居保资助缴不上 暖心服务来解忧
“太感谢你们了，我母亲的资助

缴费已经缴好，这下终于安心了！ ”
近日， 湖滨区湖滨街道王女士的女
儿再次向湖滨区人社局城乡居民养
老工作人员表达感激之情。

今年 4 月，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社会资助新政策正式出台。 政策落
地后， 王女士的女儿通过“河南社

保”公众号，为母亲申请资助。 然而，
之后几天缴费流程始终无法完成。
因其本人身处外地， 母亲又临近退
休，焦急之下，她拨通了湖滨区人社
局的电话。 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一
方面细致讲解缴费受阻原因， 另一
方面与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取得联
系， 同步整理相关资料。 多方协同

下， 问题及时反馈至上级相关部门，
最终，王女士的资助缴费难题顺利解
决。

截至目前，湖滨区已有 25 名群
众资助缴费全部到账，疑难问题处理
成功率 100%， 累计资助金额 12.5
万元。

姚俊娟

党建引领防溺水
党员先锋带头行

多举措抗旱除害保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