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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的三门峡，山清水碧，万木
葱 茏 。 尽 管 已 结 束 在 三 门 峡 的 行
程，踏上返程之路，但由台湾中华成
人游泳协会总会组织的台湾代表队
的成员们，对参加 2025 中国·三门峡
横 渡 母 亲 河 活 动 的 场 景 还 历 历 在
目。

5 月 25 日上午，在三门峡天鹅
湖畔的三河广场上，来自全国 20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73 支代表队
5000 名“泳士”齐聚于此，踊跃参加
横渡母亲河活动。其中，由台湾中
华成人游泳协会总会组织的 42 名台
湾代表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该项
活动自 2010 年举办以来，台湾同胞
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

清晨的一场细雨仿佛在为“泳
士”们出征洗尘，各个代表队的旗帜
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台湾代表队运
动员在做完充分的热身活动之后，
从容踏浪入水。从三河广场到黄河
对岸的山西省平陆县太阳渡 1300 米
的 赛 程 上 ，队 员 们 互 相 加 油 鼓 气 。
在母亲河的怀抱中畅游，寄情于水
天一色，以赤子之心深切感受黄河
文化的深厚底蕴，每一名“泳士”都
心潮澎湃。一河两岸、风光秀丽，岸
边观众的欢呼加油声与黄河的浪涛
声相互呼应，为选手们注入了强大
的动力。

台胞梁先生在台湾专业从事水
上救护工作，也是一名游泳健将，在
台湾组织过多次游泳比赛，也游过
祖国大陆的一些大江大河，唯独没
有参加过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

他说，十多年来都在盼望着这一天，
如今天遂人愿，此生无憾。

早在去年年底，台湾中华成人
游泳协会总会的领队刘先生就开始
关注 2025 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
活动，并不断咨询有关情况。今年 3
月中旬，活动报名开启后，总会的运
动员们就踊跃报名。经反复筛选，
总会最终确定 42 名成员来访三门
峡，其中 26 名为入水运动员，且大多
为 20 世纪 60 年代生人。

按照活动规定，参加横渡母亲
河活动的队员年龄上限为 65 周岁，
今年 77 岁的徐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就
参加过一次横渡活动，今年他随团
作为观摩人员，仍然雄心不老，在 5
月 24 日下午一抵达三门峡，顾不得
收拾行李，就与同来的 3 位台胞下
河试水，过了一把瘾。他激动地说：

“三门峡变化太大了！城市发展很
快，城市环境好，气候好，来到这里，
有一种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非常
怀念！”台胞游先生则激动地表示，
今天是他的生日，能在母亲河的身
边度过生日，令人难忘。

近年来，三门峡市大力推进沿
黄生态文明建设，崤函大地呈现出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
卷，黄河文化和中原名胜的魅力风
采 也 给 前 来 的 台 湾 同 胞 留 下 深 刻
印象。在返程路上，一些代表队成
员表示，明年还会再来参加横渡母
亲河活动，还有不少人表示想在冬
天来看天鹅、泡温泉。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刘晨宁）5 月以来，
市农业农村局紧扣保障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目标，针对肉类产品安全
问题，开展肉类产品安全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以强化监管为抓手，
全面筑牢肉制品安全防线。

该局制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细化目标任务、整治重点等内容，成
立工作专班，构建起多科室二级机
构协同、市（县、区）上下联动的工作
机制，并召开全市推进会进行动员
部署。各县（市、区）积极响应，成立

领导小组，明确专职联络人，保障工
作指令高效传达落实。

在行动推进过程中，该局积极
作为，召开相关会议，进行“组组会
商”，全面查摆民生实事工作问题，
有力推进自查自纠，确保工作落实
到位；成立调研组，深入湖滨区、陕
州区等地，对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
整治工作展开调研指导，实地了解
情 况 ，精 准 把 握 问 题 ；印 发 工 作 提
示，让排查工作有章可循，切实守护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吴琼）5 月 28 日，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由
市妇联、市关工委、农工党市委会和
爱心组织、企业联合开展的“爱心齐
护航 关爱助成长”儿童关爱活动在
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校园内处处
洋溢着欢乐与温情。

文艺展演环节，特殊儿童以独
特 方 式 展 现 生 命 光 彩 。《环 保 时 装
秀》表演惊艳全场，孩子们身着废旧
报纸、塑料袋制作的创意服装，踩着
动感节拍走出超模风范；自编自演
的情景剧《爱在特校》，真实还原特
教老师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让观
众深受感动；教师朗诵《平凡日子里
的光》，温情话语道出对孩子们的深
情关爱，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非遗体验区里，孩子们在专业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现 场 制 作 漆 扇、漆
包 等 参 与 义 卖 。 同 步 开 展 的 健 康
义诊区排起长队，医护人员为孩子
们 进 行 生 长 发 育 评 估 并 提 供 健 康
咨询。

活动现场，相关单位和爱心组
织、企业向孩子们捐赠了学习用品
和生活物资，鼓励他们快乐成长、坚
强乐观。此次儿童关爱活动，不仅
为孩子们送去了欢乐和祝福，更给
予了他们精神上的关怀与鼓励，市
妇联等相关单位将继续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整合多方资源，开展更多形
式多样的关爱活动，为特殊儿童营
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用爱和温暖照
亮他们前行的路。

连日来，我市各相关部门多措并举，扎实做好“三夏”生
产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为夏粮收获和夏季农业生产提供坚
实保障。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图① 5 月 27 日，渑池县天池镇西园村，收割机在田间
作业。

图② 5 月 27 日，灵宝市尹庄镇岳渡村高标准农田小麦
即将收获。

本报讯（记者王超 通讯员贺小星）连日
来，渑池县南村乡纪委主动扛起监督责任，以

“全链条”监督护航“三夏”生产工作有序推进。
织密责任网络，压实履职担当。紧盯各

村“三夏”生产主体责任，构建起“三级包保”
（班 子 成 员 、包 村 干 部 、党 支 部 书 记 包 村 ，村
干 部 、村 民 组 长 包 组 ，网 格 长 、网 格 员 包 网
格）责任体系，形成层层传导压力、级级落实
责任的工作格局，同时与各村签订秸秆禁烧
目标责任书，明确各方职责。督促各村精准
摸排在外务工群众、困难群众情况，“一户一
策”制定帮扶方案，确保夏收工作不落一户、
不漏一人。

紧盯关键环节，强化服务保障。聚焦农资
供应、农机调度、秸秆禁烧等重点环节，开展靶

向监督。在农资保供上，督促农业部门建立农
资储备动态监测机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
专项检查，确保农资供应“量足、价稳、质优”。
在农机调度方面，督促各村结合实际科学调配
资源，保障夏收夏种高效推进。针对秸秆禁
烧，联合宣传部门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宣
传模式，织密秸秆禁烧“安全网”。

下沉田间一线，解决群众难题。对脱贫户
和监测户开展“一对一”帮扶，帮助联系收割
机、协调晾晒场地，助力完成抢收抢种。深入
开展惠农政策落实专项督查，逐户核查涉农补
贴发放情况，检查乡村干部政策宣传是否到
位，严肃查处粮食种植、补贴发放等工作中的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确保惠民政策落
到实处。

渑池县南村乡：

筑牢“三夏”生产纪律防线

本报讯 连日来，灵宝市函谷关镇有序
推进小麦收割工作，已完成收割面积 3000
余亩。该镇党委、镇政府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采取多项有力措施，全力以赴保障小麦
收割顺利进行。

提前谋划，科学部署“三夏”工作。该
镇提前召开“三夏”生产工作部署会，全面
安排小麦收割、农机调配、秸秆禁烧、粮食
晾晒等各项工作。成立“三夏”工作领导小
组，实行班子成员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
干部包地块的“网格化”管理责任制，层层
压实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建立

“三夏”工作调度机制，每天对各村小麦收
割进度、农机作业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及
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协调调配，保障农机充足运行。该镇
积极与周边地区的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
沟通协调，提前储备充足的联合收割机、拖
拉机等农机具，并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为农机手提供技术指导和维修
服务，确保农机具以良好的状态投入收割
作业。“三夏”期间，该镇共投入联合收割机
15 台、大中型拖拉机 20 台，基本满足全镇
小麦收割和后续农业生产需求。

贴心服务，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该镇
针对部分困难群众、留守老人和缺乏劳动
力的家庭，组织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和
青年突击队，开展“一对一”帮扶，帮助他们
抢收小麦。同时，协调各村文化广场、学校
操场、闲置厂房等场所，为群众提供晾晒场
地，解决小麦晾晒难题。

加强宣传，营造良好工作氛围。为提
高群众对小麦收割和秸秆禁烧工作的认
识，该镇利用“村村通”广播、微信群、宣传
车、悬挂横幅标语等方式，广泛宣传小麦收
割技术、安全生产知识、秸秆禁烧政策等内
容。目前，累计播放广播 60 余次，转发微
信信息 50 余条，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

（李文斌）

本报讯（记者王志强）5 月 28
日，全市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市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召
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省委、市委关于学习教育各项工作
安排，对市级层面指导督导工作进
行动员部署和培训。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成文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市委派出 3 个督导
组，对 14 个地方和单位学习教育开
展督导，旨在坚持问题导向，以精准
有力的督导推动有关地方和单位把
学 习 教 育 的 各 项 工 作 要 求 落 到 实
处，做好存在问题的剖析整改，推动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会议强调，要从政治和全局的

高度看待督导工作，充分认识做好
督导工作的重要意义。要立足职责
定位开展督导工作，围绕学习研讨、
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开门教育等重
点任务加强督促指导，及时发现并
推动解决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
礼金、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
等突出问题，推动所督导地方和单
位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确
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要以严实作风务求督导实效，在学
好政策中增强工作主动性，在讲究
方法中提高工作针对性，在求真务
实中确保工作实效性，以督导工作
高质量推动学习教育高质量。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市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召开

台湾同胞参加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

有一种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

关爱儿童成长
共筑美好未来

市农业农村局：

筑牢肉制品安全防线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王建栋）5 月 26 日，在陕州区
大营镇、王家后乡、西李村乡等乡镇，当地群众
利用晴好天气抢收小麦，收割机在田间地头穿
梭作业。

据了解，今年陕州区小麦种植面积 20.2 万
亩，目前陆续进入收获期。为保障小麦应收尽
收，陕州区迅速行动，做好统筹部署。5 月 21
日，该区召开“三夏”工作会议并印发方案；5 月
23 日，区委常委会进行专题部署。做好体系建
设，线上、线下培训机收知识，印发 3000 份宣传

资料，设立 5 个跨区作业服务站，组建 4 支农机
应急服务队，检修 433 台机械。做好服务保障，
设立 13个“三夏”工作组分包乡镇，20余批次技
术人员下田指导，全方位为小麦收获保驾护航。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陕州区还与
周边县市建立农机互助联动机制，确保在突发
状况下快速响应，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因素对小
麦收获的影响。目前，该区已累计收获小麦超
3000 亩，后续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科学调度
农机资源，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陕州区：

小麦抢收忙 保障措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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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三夏”生产

①①

②②

本报讯（记者纪雨童）当前我市各
地已陆续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全市上
下迅速行动，全力以赴抓好“三夏”生产
各项工作。

我市全面扎实做好“三夏”工作，
确 保 夏 粮 有 序 收 获 。 加 强 机 收 作 业
保 障 ，落 实“ 跨 区 作 业 运 输 车 辆 免 费
通行”政策，引导农机合理流动、有序
作 业 ，确 保 农 机 运 输 车 辆 一 路 畅 通 、
安全生产，充分发挥区域农机服务中
心 、农 机 应 急 作 业 服 务 队 作 用 ，成 熟
一块、收获一块。用好“河南农机云”
平 台 ，精 准 调 度 ，防 止 出 现 区 域 性 农
机短缺。

加强小麦烘干晾晒。为应对夏收
期间阴雨天气，农业农村部门建立了 35

个烘干点，并与洛阳、南阳、运城等周边
地 市 签 订 应 急 抢 收 抢 烘 互 助 合 作 协
议。各县（市、区）已提前做好烘干设备
的调试，确保随时开机、随时烘干。同
时，开放文化广场、学校等空闲场地，为
小麦的晾晒提供便利。

做好夏粮收购准备。严格落实最
低收购价收购政策，进一步完善稳定粮
食收购价格、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机制。
精心组织市场化收购，引导企业均衡收
粮、农民有序售粮。积极引导各类市场
主体积极入市，鼓励地方国有粮食企业
开展代收代储和租仓经营。加大资金
授信力度，支持国有粮食企业发挥好引
领带动和主渠道作用。切实抓好政府
储备，充分发挥吞吐调节作用，合理调

控市场。全力做好为农服务，成立不同
形式的服务指导组，深入种粮农户、售
粮一线，开展政策宣讲、信息咨询等服
务，推广预约收购模式，优化办理流程，
让售粮农民少跑腿、少排队、快售粮。
进一步规范粮食收储企业经营活动，重
点打击违规收费、“打白条”和不及时支
付售粮款等坑农害农行为，保障粮食购
销市场平稳有序。

及时开展秋粮播种。秋粮是全年
粮食生产的大头，早谋划、早动手，千方
百计稳面积。尽快把秋粮种植面积落
实到乡村、到地块，把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任务明确到主体，大力推广大豆
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加快各项惠农补贴
资金落实，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

性，确保全市秋粮面积稳定在 134 万亩
以上，完成全年粮食目标任务。依托粮
油规模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带动小农户
推广应用。支持鼓励农民采取“土办
法”降低投入成本，扩大技术覆盖面，促
进玉米多增产。立足抗灾减损失，提前
做好抗旱播种和防范旱涝急转的准备，
确保秋粮入地。

从严 抓 实 秸 秆 禁 烧 。 抓 早 抓 小 ，
以 更 严 的 态 度 、更 硬 的 措 施 ，狠 抓 落
实、严防反弹。坚持从严思想，严管严
控，确保实现“三夏”零火点目标。压
实工作责任，严肃执纪问责，全面落实
秸秆综合利用措施，通过推广秸秆肥
料化、饲料化、能源化等方式，提高秸
秆综合利用率，减少秸秆焚烧隐患。

我市全力以赴抓好“三夏”生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