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为确保

高考期间道路静态交通有序，缓解

停车压力，方便送考车辆停放，郑州

市城市管理局决定在各考点周边设

置送考车辆专用停放区，全市 100

余个停放区近1.5万个停车泊位对

送考车辆免费停放。

届时，全市停车服务保障部门

的工作人员及停车场行业从业人员

将全员上岗做好各项停车服务保障

工作，确保“专区专用”，提前对泊位

内停留的非送考车辆进行劝离。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将在高考期

间联合各区（开发区）停车服务保障

部门、办事处、共享单车运营公司

等，加强对考点周边非机动车及共

享单车停放点位进行优化、对停放

秩序进行整治，确保静态交通有序、

顺畅。

考生及家长可以登录“郑好办”

App、“郑好停”微信公众号查询目

的地周围停车场信息、实时查找剩

余泊位、一键导航附近停车场点位

等，提前安排好出行。

本报讯（记者田明）高考临近，

有些考生可能会对考试产生一些焦

虑情绪，学习效率变低，甚至失眠烦

躁。6月5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

大考生，考前应调整心态，张弛有

度，合理支配作息时间，不要过分紧

张，不要“开夜车”打疲劳战，以免过

度消耗，影响考试情绪。

考生考前适度的紧张和焦虑有

助于保持大脑的兴奋状态，提高注

意力，但出现过度焦虑时要及时调

整心态。可以暂时放下书本，走出

教室。适当的散步和运动可以促进

血液循环和体内多巴胺分泌，缓解

焦虑情绪。复习间隙，也可听听喜

欢的音乐，一旦感觉压力无法承受

时，及时向家人、朋友、老师倾诉。

此外，考生应提前备好身份证

和准考证，除规定的用品外，其他任

何物品不准带入考场。

郑州市

高考期间近1.5万个车位免费停

调整心态轻松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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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干麦、湿麦都收，把电话

留给你，及时对接，确保随收随卖！”

6月 2日，宜阳县高村镇高村村

道上，身着红马甲的赵军旗在帮助

群众装收晾晒的小麦的同时，还抽

空宣传小麦收购政策。

赵军旗是洛阳市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洛阳农技中心）

农民培训科职员，同时也是洛小农

“三夏”志愿服务小分队成员。当

日，他和其他5名成员负责宜阳县区

域的小麦抢收工作。

洛阳农技中心位于该市西工区，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

展、助力洛阳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去年6月，西工区成立了19支志愿服

务队，洛小农是其中之一，洛阳农技中

心有70余名干部职工光荣入队。

洛小农志愿服务品牌定位“立

足农业、服务群众、传播科学、传承

文明”，严格落实落细“双服务双报

到”，助推文明创建。针对今年“三

夏”天气不利因素，洛小农积极贯彻

落实“麦收工作是全省当前头等大

事”指示要求，发挥技术和协调优

势，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派出 7个洛小农“三夏”志愿服务小

分队到各县（区），协调收割机、烘干

机等机械设备，指导农民抢收抢种。

戴草帽穿马甲、有技术懂政策

的农字号专业服务团队成了洛阳田

间地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许金
安 韩太国 李波）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刘
菲菲）“喂，小四，没有特殊情况，今

年麦收你就别回来了，家里的庄稼

收种也不要担心牵挂，村里成立有

‘三夏’帮扶队。”6月4日上午，博爱

县磨头镇崔庄村的总网格长崔为民

给远在上海打工的村民崔四在微信

视频中说。

磨头镇种有 29000 亩小麦，为

充分做好今年“三夏”生产各项工

作，磨头镇以虎口夺粮的紧迫感，突

出“抢”字，科学制订机收工作方案，

统筹做好农机调度，严格实行镇领

导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

组，组干部包户的网格化责任体系，

绘制“三夏生产作战图”，实行“挂图

作战”，责任明确到户到人，合理组

织调度机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通

过“挂图”指挥、用心服务、开展帮

扶，及时解决外出务工人员及无能

力、无劳力家庭的夏收夏种难题。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
晓阳 肖亚冰）6月 5日，正值豫北麦

收的关键期，南乐县充分运用“党员

联户、干部包片、支部会商”机制，成

立党员服务队、好邻居爱心团，全力

服务“三夏”生产。

南乐县坚持党建引领，成立“两

支队伍”。县委组织部向全县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发出助力“三夏”生产

倡议书，把党支部搬到“三夏”工作

一线，以村为单位，组织驻村工作

队、村“两委”成员、无职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和助人为乐、热心公益的

群众代表成立了 330支党员突击队

和972个好邻居爱心团。

“两支队伍”成员深入农户和

田间地头，逐户走访，排查壮劳力

不能返乡和无劳力困难家庭，登记

在册，明晰底数，确保能及时为每

个有困难的家庭解决小麦收割、运

输、储存以及夏种、夏管等。同时，

为“两支队伍”配备必要的生产工

具和农用机械，保持抢收状态，做

到随时能联系、随时能出发，随时

能抢收，做到哪里有任务、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党员群众在发挥作

用。

本报讯“爱心礼包里面东西真

不少，有反光背心、口罩、洗漱日用

品、温馨提醒卡、农机修配及乡村干

部联系电话、简易食品等，太暖心

了，非常感谢政府为我们提供的周

到后勤保障服务。”6月 5日，当杞县

竹林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韩涛将准

备好的“三夏”爱心礼包送到农机手

手中时，一名来自驻马店的农机手

樊师傅兴奋不已。

“今年‘三夏’以来，阴雨天气给

麦收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为了扛牢

粮食安全责任，守牢粮仓，解决好群

众急难愁盼的实际困难，将群众的损

失降到最低，乡党委、乡政府突出一

个‘抢’字，体现一个‘暖’字，抓住一

个‘实’字，落脚到一个‘安’字，全乡

上下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备战‘三

夏’抢收、抢种攻坚战。”韩涛表示。

同时该乡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积极号召各村成立由网格员、退

役军人、基干民兵、无职党员及村民

代表等为成员的“三夏”生产帮扶志

愿者服务队，充分发挥统战力量，为

高效度“三夏”奠定坚实基础。

（张红伟）

本报讯 连日来，为做好小麦收

获工作，开封市祥符区委、区政府组

织党员干部走出机关、进村入户、走

进田间地头，全面掀起小麦抢收工

作高潮。截至6月4日，全区小麦已

收获面积37.5万亩，占总面积的三

分之一 。

该区建立“区、乡（镇）、村、组、

党员”五级网格化战“三夏”抢收包

靠机制，帮扶人员积极联系收割、播

种机械及运输车辆，帮助脱贫户和

监测对象收割小麦，解决晾晒难

题。各乡（镇）、帮扶单位、志愿服务

队在保障帮扶对象生产安全和消防

安全的同时，针对夏季生产生活中

易出现的蚊虫叮咬、风热感冒、中暑

等情况，购买防暑降温药品等，积极

开展送清凉、送关爱活动。

麦收期间，祥符区各乡（镇）通

过“技防+人防”的方式持续加大秸

秆禁烧巡查力度，做到全天候禁烧、

全覆盖监管，着力消除事故隐患。

为确保各项帮扶工作落到实

处，自6月 1日起，祥符区要求所有

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带队入村开展

帮扶，直至帮扶对象完成夏收夏

种。 （孙玮 段新华）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
艳红）“小飞，俺家排到最后一户收

割播种，5亩多的麦地刚刚抢种完

毕，咱杨南村的‘三夏’抢收抢种全

部结束了！”6月1日下午5时，在禹

州市方岗镇杨南村3组煤矿东侧一

块叫“寨北地”的麦地里，当玉米播

种机结束最后一耧，开出麦茬地后，

3组组长张朝阳拿起手机兴奋地对

党支部书记罗小飞说。

从5月 31日开机收割，两天时

间，杨南村 930亩小麦不但抢收完

毕，而且全部趁墒抢种了玉米等秋

作物。“还是咱村党员干部服务超

前，收割机、播种机联系得早、组织

得好，一点儿也没耽误时间啊！”杨

南村群众纷纷称赞说。

在抢收小麦的同时，该村提前

联系好了 9台玉米播种机，通知群

众在收割麦子的同时，提前把玉米

种子带到地头。村组干部和党员志

愿者指挥机手抢收完一块，就趁墒

抢种一块。村民罗俊伟家将近2亩

地麦子，早上6点多收割后，跟在地

头的播种机随即种上了玉米。“三个

多小时，俺家这块地就连收带种全

部弄完了！”罗俊伟的妻子高兴地

说。

6月1日当天傍晚，结束杨南村

的抢收抢种后，11台收割机和 9台

玉米播种机立即转移到相邻的杨北

村和刘岗村等村，连夜投入“三夏”

抢收抢种中。

全力以赴战全力以赴战全力以赴战全力以赴战““““三夏三夏三夏三夏””””

□许金安 曲宏斌

6月 3日上午，洛阳市偃师区岳滩

村，细雨蒙蒙。

岳滩村乡里中心，“纪念刘应祥同

志逝世十周年追思会”正在进行。刘应

祥亲属、村“三委”班子成员、党员代表

等齐聚一堂，回忆与刘应祥在一起的点

点滴滴，筑堤造地，科学种田，推广技

术，兴办企业，一个鲜活的老书记、“小

麦王”形象仿佛就在眼前。

刘应祥，1928年 3月出生，历任岳

滩村党支部书记，偃师县委副书记，洛

阳地委常委，河南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河南省农村经济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河南省政协常委等职。两次被评

为全国劳动模范，3次被表彰为河南省

特等模范；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

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013年 6月 6日，麦收季节，刘应

祥永远合上了眼睛。

每年6月夏收时节，人们都十分怀

念刘应祥。

向河要地
18年改造沙地1400余亩
“住在夹河滩，十年九年淹，一年水

不淹，感谢龙王感谢天。”69岁的村党支

部书记李宏廷介绍，曾经的岳滩村每逢

洪水过后，滩地上全是芦苇杂草，而冬春

季节则是白茫茫的盐碱地，一片荒凉。

“是刘书记带领群众全力抗洪、保

护家园。”岳滩村党支部原副书记、今年

76岁的付雪娥是刘应祥学生，她讲述

当年的情景。

“要想好好保命，必须整治河道！”

刘应祥做出了重大决定：向河要地。

刘应祥组织了一支80人的突击队，

推着四五十辆架子车，赶赴十几里外的

虎头山开山炸石，再运回来筑砌河岸。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层层垫，一

段段攻，坝上起火，天明上工，天黑下工。

历时18年，硬是靠肩扛车拉，运石

4万余立方米，修筑石坝8公里，动用沙

土15万立方米，修筑围堤1万多米，植

树20多万棵，改造沙地1400余亩。

向地要粮
岳滩小麦香飘全国

刘应祥决心“叫人民吃上白面馍”：

向地要粮。

1952年麦收，刘应祥到一家国有

农场参观时，被“穗大粒饱”的“碧玛一

号”新品种吸引，悄悄掐回4穗。

回村后，经过 3年繁育，并采取改

稀植为密植、浅耕为深耕、粗管为细管

等措施，小麦平均亩产380多斤。

通过不断总结种植、管理经验，到

20世纪60年代，岳滩小麦亩产稳定在

600斤左右。

刘应祥还针对“弱苗、壮苗、旺苗”，

采取“促—控—促”，总结出了“三个耳

朵”小麦春季看苗管理方法。

“分蘖少，根系弱，叶片黄绿直立

着，这是减产的‘马耳朵’；分蘖多，茎秆

弱，叶片宽大黑绿耷拉着，这是倒伏减

产的‘猪耳朵’；分蘖不算多，单株四五

个，叶片青绿斜翘着，这是增产的‘驴耳

朵’；促进‘马耳朵’，控制‘猪耳朵’，扩

大‘驴耳朵’，小麦高产有把握。”形象的

比喻，让群众过耳不忘。

1972年，岳滩1000多亩小麦亩产

平均达到754斤，每斤生产成本降为二

分三厘；1975年，亩产平均 969斤，每

斤生产成本降为一分四厘五；1976年，

亩产平均979斤，有的地块突破千斤，

每斤生产成本降为一分四厘二。

一升一降中，岳滩小麦香飘全国。

“偃师县小麦香，全国人民都沾

光。技术员走四方，传经送宝响当当，

带回一个花婆娘。”这是当时流传的顺

口溜。

后来，岳滩五七农学院成立，接收各

地农业技术员和青年学生。刘应祥和农

学院科研人员合作，撰写出版了《小麦生

产的斗争实践》《小麦生产高产稳产低成

本》等书，成为指导小麦种植的“宝典”。

防病减损
守护好群众利益

1975 年，刘应祥任省农委副主

任。后来，组织上考虑给他的爱人安排

工作，刘应祥回绝：“没有文化，年龄又

大，不能给组织添负担！”

为了群众利益，刘应祥则天不怕、

地不怕。20世纪80年代的一年春天，

小麦普遍患病，分蘖少，如果不采取措

施，很可能大面积减产。刘应祥发现信

阳地区尤为严重，他拔出三种不同类型

的麦苗，急忙向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汇

报。

当时，省委正在召开常委会，刘应

祥直闯会场，提出了四条针对性抢救病

苗意见。省委决定，按照刘应祥提出的

措施落实，并拨款2000万元，加强田间

管理，确保了小麦没有大规模减产。

如今的岳滩村是全国文明村。十

年来，岳滩村用于水、电、路、网络、立面

改造和场馆建设等投入累计超过2000

万元。去年，村子2250亩耕地全部流

转，除种植小麦、玉米主粮外，还发展了

三七、金银花等特色种植，成功创建“四

星”支部，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0万元。

伊水缓缓、洛水潺潺，柳青岸绿，鱼

肥鸟欢。一个产业强、百姓富、生态美

的新岳滩正在崛起！

麦收，想起刘应祥

（上接第一版）

“去年 10月来驻村后，我们一直

在谋划如何在壮大产业发展上有新的

担当。”张国芝说，“下一步准备统筹运

营村内冷链物流、石油销售、仓储保

鲜、厂房租赁、蔬菜大棚、光伏发电、生

态林业等产业企业，深化黄麻生产加

工，持续培育黑小麦、水果番茄、羊肚

菌、辣椒、蜜薯等特色品牌。”

张国芝指着村小学南侧的空地

说：“下一步准备在这里建设一座党建

综合体，一楼是服务大厅，二楼除了党

建中心，还将打造数字治理平台，已与

中国电信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安装

摄像头和AI智能设施，创新乡村治理

方式方法，深化自治、法治、德治、数治

‘四治融合’，打造数字治理示范村。”

“村里投资36万元建设了一座充

满农耕、农趣、农味的村史馆，将来依托

村史馆和清廉文化园、采摘园等，重点

打造乡村旅游示范村，让乡亲们的生活

越来越红火。”张国芝满怀憧憬地说。

紧挨着村小学，有两排15套灰墙

瓦顶的中式房屋，屋前还有一个个独

立的小菜园。这里是免费提供给五保

户居住的幸福苑。

靠里一排房屋旁，数百只蜜蜂“嗡

嗡”地绕着8个蜂箱盘旋。“这是住在

幸福苑里的五保户吕天理养的蜂。”张

国芝边走边说。

吕天理的住所一室一厅一厨一卫

的房间布局，除了家具、家电等基本生

活物品，桌子上还整齐地摆放着数十

瓶蜂蜜。“现在 8箱蜂一年能收两季

蜜，这一季的400斤已经被张书记预

订了。”吕天理除了养蜂，还是村里的

保洁员，卖蜂蜜加上工资、分红等，他

一个人去年一年纯收入近2万元。

小王营的产业真不少

洛阳洛小农“三夏”一抹红

南乐县“两支队伍”抢收忙

博爱县磨头镇 用心帮扶解难题

杞县竹林乡 爱心礼包送机手

祥符区

党员干部
靠前服务

禹州市杨南村

连收带种
两天搞定

本报讯（记者田明）6月5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最新气象资料

显示，高考期间（7~8日），全省大部

以晴天为主，下午到夜里北部、东部

有雷阵雨，局部伴雷暴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全省大部最高气温 31℃~

35℃。

6月7日，我省北部、东部多云，

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局部

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

南部阴天，部分县市有零星小雨，其

他县市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3

到 4级，北部阵风 6级左右。最高

气 温 ：北 中 部 31℃ ~33℃ ，西 部

26℃ ~28℃ ，其 他 县 市 29℃ ~

31℃。最低气温：北中部 20℃~

22℃，其他县市17℃~19℃。

6月 8日，我省北部、东部晴天

到多云，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雷阵

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其他县市晴天间多云。全省偏北

风3级左右，西部、北部阵风6级左

右。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29℃~

31℃，其他县市33℃~35℃。最低

气温：西部 17℃~19℃，其他县市

19℃~21℃。

高考期间关注天气变化

66月月22日日，，正阳县清源街道李通村黄磊家庭农场里搂草机疾驰正阳县清源街道李通村黄磊家庭农场里搂草机疾驰，，秸秆打捆机轰鸣作业秸秆打捆机轰鸣作业。。大片的秸秆大片的秸秆
被挤压成金色的圆柱被挤压成金色的圆柱，，矗立在田野里等待着装车矗立在田野里等待着装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华黄华 通讯员通讯员 高万宝高万宝 摄摄

66月月11日日，，在汝州在汝州
市洗耳河街道的麦田市洗耳河街道的麦田
里里，，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永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同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同
农业专家在对因连续降农业专家在对因连续降
雨受影响的麦田进行勘雨受影响的麦田进行勘
察察、、登记登记、、核查和理赔核查和理赔。。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尚豪强 摄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通讯员赵莹
莹）“鑫梦舞蹈鞋官方旗舰店在拼多

多舞蹈鞋类产品销售量第一，占全网

舞蹈鞋销售总量约 50%。”6月 2日，

浚县商务部门公布数据。

鑫梦舞蹈鞋是从小身患严重小

儿麻痹症的刘波2019年返乡创业的

成果，且在王庄镇军寨村成立了鹤壁

市鑫梦舞鞋业有限公司。

刘波的舞鞋之所以能“卖天下”，

与电商有着不解之缘。近年来，像刘

波这样依托电商创业就业，带动周边

群众增收致富的人不在少数。这得

益于浚县在农村电商人才培育方面

下足了功夫：筛选有能力、有意愿从

事电商工作的村干部、返乡创业青年

等人员，建立电商人才培养队伍；开

展政校合作，加强农村电商专业人才

培训……

为培育更多农村电商人才，浚县

通过外引内育，制订了科学的培训方

案，从电商“扫盲”到专业化培养，逐

渐形成了众人学电商、懂电商、用电

商的创业就业氛围。截至目前，浚县

共开展电商培训141期，培训7236人

次。全县抖音、快手平台主播已达

1200余人，其中，抖音粉丝量10万+

的 10 人；快手 500 万以上粉丝量 1

人、100万以上粉丝量1人、10万+粉

丝量33人。

本报讯“合闸成功，变压器运

行声音正常，未发现任何异常。”6

月 4日，国网潢川县供电公司工作

人员对刚刚投运的潢川县春申中

学1、2号专用变压器进行送电试运

行。

为保障可靠用电，经潢川县委

宣传部、县供电公司、县教育局联

合“会诊”，为潢川县五中考点制订

科学的整改方案，计划在为该校区

更换原有变压器的情况下再增加

一台400千伏安的专用变压器，全

面提升供电可靠性，确保该校区后

期发展的电力可靠供应；为潢川县

春申中学新增一台400千伏安的变

压器，更换一台 315千伏安的变压

器，为高考用电做好保障。

据悉，为确保高考期间各考点

正常用电，国网潢川县供电公司根

据各考点用电需求，安排专人对各

考点供电电源和输配电设备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体检”，主动帮助

解决存在过载、超载隐患问题的供

电台区，切实提高供电质量，确保

高考保电工作万无一失。

（尹小剑 李振阳 杨君）

国网潢川县供电公司

紧急增容保障高考用电

浚县
一双舞鞋“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