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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万里行②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11月9日，副

省长武国定到嵩县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武国定先后来到饭坡镇汪城村和九

皋镇鹤鸣小区、陶庄村、石场村等地，深

入脱贫乡村、搬迁安置点、脱贫户家中，

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和“两不愁三保

障”成果巩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

特色产业发展、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等工

作开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市、

县、乡、村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进行深入

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武国定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要

提升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要认清严峻形势，充分认

识灾情疫情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不利

影响，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要层层

压实责任，各级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严

格落实部门责任和县级主体责任；要全

面排查整改，围绕责任落实、政策落实、

工作落实和巩固成效情况，全面排查整

改存在问题；要转变工作作风，下足绣花

功夫，真正做到政策明、底子清、工作细、

群众亲；要防范风险隐患，切实防范因灾

返贫、弄虚作假等风险，把来之不易的脱

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

全面排查整改问题隐患
防止因灾因疫返贫致贫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朱莹）

“现在我们村公示栏分得更细了，公示内

容张贴也更加规范了，村集体资金使用等

情况都一目了然，这让我们对村干部的工

作也更加信任了。”11月1日，一位正在查

看潘营村村级公开栏的村民笑着说。这

是沈丘县委巡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

群众愁盼问题、督促村级问题整改，提升

群众知晓度和满意度的一个缩影。

此前在村级巡察中发现，该村公示栏

公示内容不齐全，更新不及时。“我们要让

群众放下心中的包袱，与我们畅谈交流，看

是否存在应公开未公开的事项。”沈丘县委

第二巡察组组长张郁然在组务会上说。

经巡察组深入田间地头和群众谈心，

该村的确存在村级账务公开不及时的问

题，巡察组立即给潘营村党支部下发立行

立改通知，让其及时整改。村党支部高度

重视，及时做好财务原始资料核对、审核、

入账工作，在村委会显著位置设置公开

栏，以文字、表格形式公开各类财务情况，

在党员会、群众会上详细公开村级财务收

支情况。

及时开展财务公开是加强基层党支

部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预

防“四风”和腐败问题，推动村级财务工作

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途径。“村级巡察要

从村级党支部是否按时开展财务公开，是

否规范公开形式等方面进行监督，要以有

效的监督，让基层党支部村级财务内容真

实、数据准确、公开及时、群众满意。让巡

察工作推进村级财务管理工作再上新台

阶。”沈丘县委巡察办负责人说。针对村

级巡察整改，该县积极探索村级巡察整改

模式。

建立完善机制。强化“一题双改”，针

对巡察发现的群众反映强烈的、明显违反

规定且能够及时解决的民生问题，分别向

乡镇党委、村级党组织下发立行立改整改

通知，压实整改责任，责令限期整改到

位。强化“三方反馈”，在反馈时明确整改

要求、整改责任人及整改时限，对被巡察

村（社区）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压实村级

责任。对属于乡镇层级解决的事项，压实

乡镇整改主体责任。对涉及普遍性重点

问题，村级及乡镇无法解决的，巡察组向

有关职能部门反馈移交，推动专项治理。

做好督查督办。用好巡察整改综合

监督平台，提升督查督办合力。建立完善

协调推进机制，推动将督促巡察整改落实

作为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日常监督

的重要内容，加强经常性督促检查。坚持

全面督查和重点督查相结合，完善推进

“整改六部曲”：立行立改专项检查、巡察

整改方案审核、书记点评问题重点督查、

整改情况报告评估、集中督查和“回头

看”。

加大问责力度。对巡察反馈意见整

改不到位，巡察成果运用不充分，敷衍整

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的村级党组织，督

促有关部门严肃追责、公开曝光，确保巡

察成果落实落细。

“沈丘县委巡察办坚持群众路线、坚

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深入开展村（社

区）巡察，督促跟踪问效，多关注群众烦心

事、切实把巡察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积极探索建立村级巡察整改责任机制、督

促机制、评估报告机制，完善整改公开机

制，强化追责问责，推动巡察监督、整改、

治理有机贯通，促进村级脱贫攻坚和乡村

治理的有效衔接。”沈丘县委巡察办主任

张涛说。

11月9日，新蔡县南湖街道谢湾村农民正忙着收获甘蔗，享受丰收的喜悦。近年来，南湖街道谢湾村大力发展甘蔗

种植，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甘蔗产业成为农民“甜蜜的事业”。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宋超喜摄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立冬”已过，

小麦生产进入冬前管理的关键时期。11

月10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2021

年小麦冬前管理的技术指导意见》（下

称《意见》），保麦播面积稳定，确保麦苗

安全越冬，奠定明年夏粮丰收基础。

《意见》指出，受“三秋”期间降雨次

数多、降雨量大，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

重，多数农田土壤湿度偏大的影响，今年

全省小麦播期总体推迟，部分地区播期

偏晚。依据今年麦播特殊气候条件和小

麦生产实际，今年我省小麦冬前管理要

按照“因地因苗施策、早管细管适促、增

温保墒防冻、促根增蘖保壮”的技术路

线，立足一个“早”字，落实一个“好”字，

科学分类管理，促苗稳健生长，保苗安全

越冬。

对于尚未播种地块，要抢抓农时、种

足种好。要适墒抢时播种，尚未完成播

种的地块，要抢抓当前天气晴好的有利

时机，及时适墒整地，落实晚播小麦“四

补”技术，确保做到应种尽种、适墒抢种；

要适当增加播量，超过适宜播期下限的

晚播麦田，一般每晚播2天亩播量增加

0.5公斤，11月15日左右播种的田块，亩

基本苗以控制在35万左右为宜；要施足

施好底肥，晚播小麦应施足底肥，氮肥基

追比可调整到6：4或7：3，并做到氮、磷、

钾平衡施肥，注意增施磷肥，以利小麦根

系发育和分蘖生长。

对于播期偏晚地块，要增温保墒、促

苗生长。要中耕划锄，晚播小麦出苗后

可适时浅耕划锄，增温保墒，促苗早发快

长；要酌情补水补肥，今年麦播土壤底墒

普遍充足，晚播麦田冬前一般不再灌水，

特别是单根独苗田块避免在温度较低时

灌水而影响冬前生长。对土质偏黏，整

地质量较差，坷垃较多的地块，不仅出苗

困难，且易跑风漏墒，遇强降温天气还极

易发生冻害，若表墒不足应适量灌溉。

对底肥施用不足或秋季积水时间长、耕

层养分淋溶大的地块，可趁雨雪天气适

量追肥。

对于正常播种地块，要稳壮控旺、保

苗越冬。要查苗补种，小麦出苗后要及

时查苗，出现缺苗断垄的地方，尤其是漏

播行，要及早用同一品种的种子浸种催

芽后开沟补种；要因地因苗适时镇压，对

豫东、豫南部分播种偏早、冬前可能旺长

的麦田，要及时进行深中耕断根或镇压，

控旺转壮。对于耕作粗放、坷垃较多、没

有耙实，特别是秸秆还田土壤喧松的麦

田，可在小麦分蘖后对墒情适宜地块及

时进行镇压，以压碎坷垃，弥补裂缝，增

温保墒，促次生根发生下扎，保苗稳健生

长。

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防灾减

灾。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与气象部门密

切配合，高度关注天气变化。由于今年

晚播面积大，预计冬前弱苗占比高，要特

别注意及早做好小麦防冻预案，一旦冻

害发生，要分苗情、分灾情、分区域及时

采取追肥浇水等补救措施有效应对，把

损失降到最低。稻茬麦区或其他低洼易

涝麦田，要及时清理沟渠，防止渍涝危

害。如遇干旱，要及时进行麦田灌溉，保

苗正常生长、安全越冬。同时，各类麦田

都要严禁牲畜啃青，损害麦苗。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王化远王
团结）“我们研究所与2个博士后、18个博

士合作，在涉及花生品种选育、栽培技术

研究、病虫害防控、产品质量控制等关键

生产环节上开展花生科研，课题涵盖了生

产、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为正阳花生产

业发展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撑。”11月8日，

正阳县花生研究所所长余辉在谈到研究

所的最新成就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该研究所近5年来加大人才引进和

科技合作力度，今年10月被河南省人社

厅批准成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这也

是正阳县首家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正阳县花生研究所始终坚持科技创新

推动产业发展，广泛开展花生新品种选育、

高产高效栽培新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该

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共承担完成试验示范项

目68项，科技发展计划项目16项，其中农

业农村部“948”项目1项，省重大科技攻关

项目3项。该研究所主持研究的低洼易涝

地区花生起垄配套栽培技术是对传统种植

方式的一次革命，被专家称为“正阳模式”。

今年9月，省人社厅考评组通过实地考评和

现场座谈，对正阳县花生研究所的研究成

果、学术水平、经济与社会效益、科研与管理

能力以及工作态度等给予了充分肯定。

正阳县花生研究所
成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本报记者刘婷婷

“7 月 19 日到 24 日，整整 144 个

小时我们都在粮库住着，夜里巡查雨

水最急的时候要及时敲开排水道，

100多个排水道，一个都不能有疏漏。”

10 月 28 日，新乡新华国家粮食储备

库保卫科科长徐伟生回忆起“7·20”

暴雨来临时，仍心有余悸，一心就想着

粮仓进水可咋办，一定要保证雨水不

进仓。

踏入新乡新华国家粮食储备库大

门，一座座整齐的粮仓出现在视野里，安

稳壮观又富有生机。

新乡新华国家粮食储备库党总支书

记、董事长李志勇介绍，新华粮库隶属于

新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目前占地面

积266亩，仓房27座，仓容16.8万吨，有

铁路专用线一条，全长1878米，有完善

的铁路罩棚，可全天候、同时50节车皮

进行作业，年设计发运能力30万吨。粮

食收储是新华粮库的主要业务，目前主

要储存市级储备小麦、最低价收购小麦

和优质小麦，是粮食外运的主要物流节

点。

作为新乡市面粉发运的重要物流节

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疫情

管控最严格期间，新华粮库向五得利面

粉厂和其他面粉企业共发运面粉和麸皮

2760车15万吨，有效保证了特殊时期

的粮食供给。

“在‘7·20’暴雨来袭后，这里依然

粮安库稳。”李志勇说，我们始终牢记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始终把科学安全储粮放

在工作中的第一位，贯彻“以防为主综

合防治”的保粮方针，多年来从未发生

安全储粮事故。

沈丘县把巡察整改做到群众心坎上

让村级财务“晒”在阳光下

余善伟 捐资助学的“中国好人”

我省印发《关于2021年小麦冬前管理
的技术指导意见》

保麦播面积稳定 护麦苗安全越冬

一颗“粮心”守好“粮仓”
11月5日，“圆梦中国·德耀中华”第

八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在北京举

行。商城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余善伟

当选第八届全国助人为乐模范，受到习近

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余善伟说：“很荣幸

在北京参加了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既

感动又深感责任重大！我做的只是一个

平常人做的平常事，却受到如此大的礼

遇！今后一定要继续往党和人民需要的

地方去，用一人之善行，带众人之善为，助

万家之幸福！”

《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

物而不争。”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商城县，有

一个“大善人”——余善伟，老百姓叫他

“活雷锋”，100多个孩子喊他“余爸爸”。

从2008年到2021年，他跋山涉水，遍访

民情，寻找孤贫少儿，持续捐资助学，造福

一方百姓。

助学初心
不想让大山里的孩子再承受

缺钱读书的苦

余善伟1974年出生于余集镇一个小

山村，在求学的日子里，余善伟住过墙角漏

风的宿舍，吃过发霉的咸菜。虽然条件艰

苦了些，但是一家五兄妹勤劳节俭，生活还

算过得去。可就在他踌躇满志想通过高考

改变命运的时候，厄运降临了，家里的顶梁

柱父亲去世了。本就家境窘迫，母亲一个

人实在无力负担五兄妹的学业和生活。

18岁那年，带着母亲“好好工作，要

做好人”的叮嘱，余善伟背井离乡，外出打

工，吃盒饭，睡地铺，风餐露宿，勤俭节约，

这是一条比求学更苦、更心酸的路。历经

数年的摸爬滚打，起起伏伏，凭着不服输

的精神和乐于助人的品质，最终在商海闯

出一片天地。

2019年5月，余善伟当选商城县志愿

服务联合会会长。一上任，他就开展了

“五个一百”志愿服务项目，即每年“慰问

100名贫困老党员、100名贫困下岗工人、

100名孤寡老人、100名留守儿童和打扫

100条背街小巷”。

“那些大山里的贫困孩子，一直是他

最牵挂的人。”商城县文明办主任李建国

说。每当问起余善伟慈善助学的初心，他

的话语很朴实：“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父

亲走得早，母亲拉扯我们长大很不容易，

离乡务工最终创业归来，就希望这一代的

孩子，不再吃我们那时候受的苦，能有更

多的机会，去奋斗！”

人文关怀
给孤贫少儿建造一个温暖的

“幸福居”

2016年9月，《东方今报》发布一篇关

于商城县长竹园乡蛇山村村民屋顶坍塌、

无钱修理的报道。报道里有一张照片，一

个小女孩站在简易的塑料棚里，棚里一床

一桌，连张板凳都没有，但孩子的那双澄

澈透亮的眼睛，一直让余善伟久久难忘。

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孩，怎么住在塑料

棚里呢？几经辗转，余善伟找到了她。

从村里邻居那里得知，小女孩叫张

慧，爸爸张厚珍自幼双腿残疾，妈妈患有

精神疾病，在一次意外中不慎触电身亡。

张慧家几经修补的土坯房，在2016年7

月的一场大暴雨中房顶塌陷，左邻右舍帮

忙给她家在房顶上搭起了简易塑料棚，张

慧和父亲就住在没有屋顶、四处漏风的危

房里。

找到张慧的那一天，余善伟当即决定

要为这个不幸而又可怜的小女孩搭建一

个幸福温暖的“窝儿”。于是，他把自己的

事儿放在一边，从新房选址、设计、一铲一

土、一砖一瓦，他都用心安排，细心过问。

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一处崭新的农家四

合院建成了。面对家徒四壁，穷困潦倒的

状况，余善伟又亲自张罗为新居添置家

具，还带着志愿者为张慧家送来了衣服、

被褥、米面粮油等生活急需品和学习用

品，不仅要资助张慧到18岁还为张慧和

父亲建立了“拎包入住”的新家。

“有一次，我提着腊肉去看张慧，才走

到村口，突然被一个人抱住了，一看是刚

放学的张慧，那一刻，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对于张慧而言，余善伟和志愿者就像自己

的家人。

在当年12月24日迁入新居这一天，

余善伟叫来了身边的亲朋好友，而且亲手

在洁白的墙壁上挂上了“幸福居一号”的

牌匾。

余善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帮助更多

像张慧一样的家庭，建造“幸福居二号”

“幸福居三号”……更多的幸福居。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将于12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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