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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田鑫
宇雷舒淇）“我们单位年度考核排名落
后，作为党组书记，我责无旁贷。我承
诺将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打好党
风廉政建设‘翻身仗’！”近日，在漯河市
召陵区2023年度纪律建设、作风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考核排名靠后单位约谈
会上，一区直单位“一把手”诚恳表态。

约谈会上，召陵区纪委监委主要负
责人直指问题、直击痛点，从软、散、懒、
拖、油、躲、飘、缺八个方面，具体详细提
出被约谈单位在推进党风廉政和干部
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督促

“一把手”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第
一责任人”责任，强化对干部职工的日
常教育、管理和监督，在事前提醒教育、
抓早抓小方面做细做实。

为避免约谈形式“一成不变”、约谈
内容“空乏无味”，召陵区纪委监委充分
结合巡视巡察、信访举报、政治生态分

析研判、日常监督检查等情况，深挖排
名靠后单位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存在
的问题，“量身定制”约谈方案和提纲，
让约谈更富有针对性、规范性和严肃
性，切实提升约谈质效。

不仅如此，为防止“雨过地皮湿”
“一谈了之”，召陵区纪委监委督促各单
位成立整改领导小组、建立整改事项清
单、明确完成时限。同时，充分运用“室
组地”联动工作机制，对整改落实情况
实行清单化监督，对整改不力，甚至是
虚假整改的，坚决严肃处理，确保问题
整改高质量落实，以优良纪律作风推动
落后单位工作全面提升。

“约谈不是目的，整改落实、推动工
作才是关键。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跟踪
问效，持续跟进监督整改，坚持转变作
风‘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切实推
动全区干部作风真转实变。”召陵区委
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白羽说。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刘剑飞金源

4月15日，站在白龙村的最高点，放眼望去，一条乡间道路安
静地躺在群山怀抱中，平整的田地和错落有致的房屋相互映衬，构
成一幅生态优、产业旺、环境美的乡村振兴画卷。

白龙村是西峡县重阳镇的一个小山村，群山环绕，地处偏远，
曾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如今却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更是无
数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离不开该
村对“千万工程”经验的探索与运用。

塑生态之“形”绘美丽画卷

沿着环湖公路阔步前行，穿过一座白龙桥，就到了白龙村。映
入眼帘的是宽阔干净的柏油路、生机盎然的绿植，到处干净整洁，
一派崭新气象。

“你看看我们村里现在多美，到处干干净净的，一点也不比城
里差。”村民们对白龙村的环境赞不绝口。

近年来，白龙村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聚焦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从清理垃圾污水、拆除乱搭乱建、房前屋后绿化美
化等入手，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村容村貌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充分利用村庄边角地块、闲置区域
等碎片化资源，将乡土文化、民俗风情等融入微景观建设，打造村
民休闲区，为乡村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锻产业之“骨”通幸福大道

眼下，正值猕猴桃春季管护的关键时期，在白龙村猕猴桃种植
基地，果农们正在藤架下忙碌地劳作，一派热闹的生产景象。“在这
个生长阶段，猕猴桃抹芽、疏蕾、病害防治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点都
不能马虎。”种植大户靳立轻正辗转在田间地头为果树“把脉问
诊”。

产业振兴是推进“千万工程”的重中之重，也是农民增收的关
键。白龙村将猕猴桃作为主导产业，坚持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通
过实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引导村民发展猕猴桃产业，
如今，该村的猕猴桃种植面积达600亩，产值突破520万元，300余

人常年从事猕猴桃剪枝、疏果、采摘、运输等工作，产业+就业，成为群众增收的主
要来源。

在猕猴桃产业蒸蒸日上的同时，白龙村依托重阳湖区位优势，谋划观赏菊花
种植基地建设，将“文化+生态+民俗+康养”串点成线，全力打造民俗文化旅游示
范村，实现农文旅深度融合。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我们就是要通过多种产业发展，不断夯实振兴根
基。”白龙村党支部书记郑金良说。

铸文明之“魂”培精神沃土

“现在七组新修建了广场，大家休闲娱乐的空间越来越宽敞，我们广场舞队伍
也越来越庞大，极大地提升了村民们的精气神儿。”白龙村妇女主任何红梅介绍，
每逢重大节日，她都要组织村里的舞狮队、锣鼓队和广场舞队出来“亮相”，极大地
满足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每个周末，白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就成了欢乐的海洋，村民们自编自演，自
娱自乐，你方唱罢我方唱，戏曲、歌舞轮番上演，在潜移默化中把文明新风传播到
千家万户，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深厚的文明滋养。

在“千万工程”的引领下，白龙村焕发出勃勃生机，接下来，重阳镇将继续聚焦
“民之所盼”，积极创新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郭
艳）4月23日，漯河市“红十字博爱公交
专线”开通暨助力“幸福之城”建设急救
包发放仪式在该市公交集团举行。漯
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耀军和省红
十字会秘书长刘瑞勇为“红十字博爱专
线”揭牌。据悉，此次开通的“红十字博
爱公交专线”，在全省尚属首家。

活动现场，省、市红十字会向漯河
市交通系统捐赠急救包2496个，包内

配有消毒液、绷带、人工呼吸膜、多功能
破窗器等出行急救用品。

漯河市红十字会以简明扼要的文
字、图片与二维码相结合的方式，在公
交车身、车内座椅靠背、灯箱上宣传大
病救助政策、造血干细胞捐献、红十字
应急救护等知识，让市民在乘车时了解
红十字文化，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提升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付晓
钦）“多亏了工作室及时介入，只用了两
个月时间就查清了干部违纪问题。”4
月10日，提起浚县纪委监委第一纪检
监察工作室，浚县屯子镇纪委副书记李
学臣赞不绝口。

浚县纪委监委扎实推进基层纪检
监察机关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
破解基层纪检监察力量不足、人情干扰
难题，提升基层办案工作质效。

集中力量，分区协作。浚县纪委监
委将全县11个镇、街道合理分片成立3
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设立一个纪检监
察工作室，由一名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
直接分管，各镇（街道）纪（工）委协作配
合，形成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及时研判、把脉会诊。实行“周调
度、月碰头、季汇报”制度，定期召开联
席会议，对重点疑难问题开展把脉会
诊，提升问题解决的精准度。

集中力量，联合攻坚。在前期集中
研判的基础上，对辖区进展缓慢、案情
复杂、难度较大的问题线索，由工作室
牵头统筹辖区纪检监察力量，实行联合
办案，提升基层办案工作能力。

“截至目前，3个协作区共联合办理
问题线索28件，立案12件13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9人，案件办理的数量、质量
和效果显著提高。我们将持续推进基层

‘三化’建设，以高质量监督为提升基层
治理水平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
保障。”浚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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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开通“红十字博爱公交专线”

浚县纪委监委聚力提升办案质效

召陵区“末位约谈”力促干部作风真转实变

罗山县庙仙乡

4月20日，正阳
县陡沟镇祝湾村村民
将头年种入田间的油
菜作为绿肥掩进田
间，用来改良土壤肥
力，提高下季作物产
量。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高万宝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何
铸）装药、操控、起飞、喷洒……4月15日，在罗
山县庙仙乡蒋洼村严湾组，一架无人机在翠绿
的麦田上空轻盈盘旋，进行飞防作业。

为帮助农民做好春季田间管理，近期，该
乡联合县农业植保站，整合农民合作社力量，
出动10余台无人机对油菜、小麦等农作物进
行“一喷三防”作业，加强田间肥水管理和病虫
害防治，为农作物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每架无人机每小时可施肥、喷药40~60
亩，是人工的20倍，还能将肥料、农药精准、均
匀地喷洒到指定区域内，具有专业、高效、省
时、省力、环保等特点。乡里已有好几个合作
社购买了无人机，还向群众提供无人机植保托
管服务，把更多的智能农机‘开’到田里。”该乡
农技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截至目前，该乡已出动无人机60余架次，
实施飞防作业1.2万余亩，全乡小麦、油菜没有
大面积病虫害发生。

近年来，庙仙乡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
度，出台农机购置等奖扶措施，激发农户学科
技、用科技的劲头；采取“群众点餐、政府配送”方式，有
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农业、农机新技术培训，让农民更加

“慧”种地。据统计，该乡现有大中型农机具1200余台
（套），培育农机合作社7个，农业机械化运用率达
90%。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姚
嘉慧）4月16日，洛阳市洛龙区佃庄
镇河头社区，和暖春光洒布青青麦田，
伴随着一阵轰鸣声，植保无人机在遥
控下低空起飞，沿麦田匀速行进，有序
向田间喷洒药剂。

“当前正值小麦抽穗扬花期，也是
小麦病虫害交替重叠发生时期，更是
预防条锈病、赤霉病等病害的窗口
期。”600余亩的麦田深处，种粮大户
陈应杰正在区两位植保专家——高级
工程师赵清安和高级农艺师许新萍的
指导下对小麦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查
看，“昨天收到药剂，今天区农业农村
局农技人员就上门进行‘一喷三防’用
药指导，专家现场保障，精准省心。”陈
应杰说。

白雾状的混合药剂均匀喷洒在麦
田中，为小麦披上健康“防护服”。作
为小麦生长后期的重要管理技术，“一
喷三防”通过在叶面喷施具有杀虫、杀
菌、促生长等作用的药剂，达到防病、
防虫、防干热风的目的，实现增粒增重
增质的效果，促进小麦丰产丰收。

“实施‘一喷三防’，并通过‘统防
统治’和‘群防群治’相结合方法，实现

‘虫口夺粮’，是确保夏粮丰产的制胜
法宝。”洛龙区农业农村局农业股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城区小麦整体长势
良好，植株健壮，但受春季三四月份气
温回升、降水偏多、湿度较大、气流等
因素影响，小麦生长仍旧面临诸多不
确定因素。同时，城区麦田多为水浇
地，群体密度大，条锈病、赤霉病等发
生流行的风险较高，加之近期连续降
水，田间雾滴多，恰遇小麦抽穗扬花
期，与赤霉病发生条件高度吻合，不容
忽视。距离夏粮收割仅剩月余，把握
当前时期打赢病虫害防治阻击战尤为
关键。

对此，洛龙区农业农村局在充分
摸清全区农业生产种植情况的基础
上，组织农技专家科学研判，及时发布
病虫情报，制订科学防控方案，对涉农
镇（街道）农户免费发放小麦“一喷三
防”用药，并组织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
现场指导喷洒注意事项，对植株生长
发育进行全程跟踪技术指导。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员朱萌
萌宋琦）4月22日，在潢川县仁和镇瓦房村江
集天意家庭农场的高标准育秧工厂里，全自动
化水稻育秧生产线上一片忙碌，密室催芽，供
盘、基土输送、播种、覆土、浇水、叠盘等全自动
化流水作业，育秧尽显“科技范”。

这条水稻育秧生产线每小时能制800个
秧盘，码放好的秧盘，被搬运到温度、湿度尽在
智能掌控的暗房催芽室，72个小时后，整齐均
匀的秧芽破土而出。

把育秧环节从大田搬进工厂，有效地节约
了时间和用工成本，更是消除了传统育秧温
差、虫害、鸟害等不利因素影响，提升抗灾能
力，降低种子损耗，提高成活率、出苗率及整齐
度，缩短了育秧周期。一粒种子从播种到成
苗，全程机械化，改变了农户靠天吃饭的传统
春耕和春管方式，为助力粮食增产丰收打下了
坚实基础。

潢川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大力实施科技
强农政策，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加
大农业新技术新机具的应用示范推广；进一步引导和
支持新建智能化育秧工厂，引导合作社、种粮大户开展
智能化育秧，形成育秧、插秧、收割、烘干、仓储等体系
化服务，带动农户经济增收；倡导“育秧工厂+”模式，在
育秧后还可培育蔬菜苗、水果苗等，实现多元化培育。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张
昊）4月12日清晨，在温县黄庄镇耿
庄村的小麦地里，“飞手”闫思凡娴熟
地操控着满载肥料的无人机。伴随
着阵阵“嗡嗡”声，一台大疆T60植保
无人机将肥料均匀喷施在麦田里。

“传统麦田施肥由人工完成，需
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闫思
凡介绍，“现在无人机喷药施肥技术
可以精准定位无人机位置及飞行轨
迹，确保农药肥料喷洒均匀，不留死
角，解放劳动力。”

增产增收，技术是关键。时下，
智能化农业机具纷纷“上岗”，成为春
管的“主角”。

“目前小麦处在拔节期，正是返
青追肥的关键时候。我请来了‘飞
手’，用无人机给小麦喷药施肥。”种
植大户吕中平说，“用无人机喷药施
肥，价格也便宜，一亩地在3~10元之
间。”

52 岁的吕中平去年流转土地

500多亩，种的全是小麦。往年这时
候，都是自己加上雇的10多名工人提
着塑料桶去田里施肥，几亩地下来就
累得直不起来腰。“以前哪懂这些技
术啊，什么时候该打什么药，该施什
么肥，如何管理麦苗、提高产量，自己
凭着经验摸索。”吕中平说，自从采用
无人机作业，施肥打药更加精准高
效，实现了连年丰收。

“近几年，县里不断加强对高素
质农民的培育，让更多群众了解到智
能化的耕作、管理方式。”吕中平介
绍，除了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县里
农技专家不定期上门开展的技术指
导服务更是增加了他种粮的底气。

“远程灌溉”“节水管渠”“飞机追
肥”……从“基本靠经验”到“全程靠
科技”，从“手拉肩扛”到“智慧农机”，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农机装备
进入温县田间。新技术、新装备的投
用为小麦的丰产高产提供了切实的
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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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洛龙区

为小麦披上“防护服”

温县

种地从手拉肩扛到智慧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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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羽 通讯员马学贤 宋
振豪）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柘城县不少市民在千树园城
市书房阅读书籍。

据了解，柘城县千树园城市书房于2023年12月正式对
外开放，目前有纸质图书上万册，包括文学、历史、科技、教
育、外语、计算机等书籍，适合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阅读。

市民冯宇露告诉记者：“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读书是
一种精神享受，也是通往知识殿堂的‘直通车’。通过读书，
可以与智者对话，寻求内心平和，也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与
从容、更加丰富多彩。”“我喜欢在公共图书馆看书，每一次
到这都很快被浓厚的阅读氛围所感染，更容易沉下心，真正
感受阅读的乐趣。”市民曾慧慧说。

千树园城市书房负责人刘坤明介
绍：“我们全力打造‘服务从心开始’
的服务理念，努力让每一位读书
爱好者都能体验到安静、舒
适及个性化服务，真正让
读者在阅读中享受美
好与温暖。”他说，为
进一步深化全民阅
读活动，还计划打
造艺术展览、文化
沙龙等新型文化业
态，适时延长书房
开放时间，引进自
助化、智能化借阅
系统，吸引更多市
民走进书房，点亮
知识之光。

柘城县 武陟县

城市书房书香浓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史春静）4月19日，由中共武陟县委

宣传部主办，县教体局、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县新华书店承办的“豫”
见最美读书人暨强国复兴有我演讲赛落下帷幕。

据悉，活动自3月27日启动，该县各乡镇（街道）、县直各单位和各
中小学积极响应，159名优秀选手参加县级复赛。复赛共分4个组别，
分别为小学组、中学组、教师组和县直机关组，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
评选出57名选手参加县级决赛。

决赛中，各位选手立足自身工作岗位，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用
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饱满真挚的感情，为大家带来一场振奋人心的演
讲比赛。精彩的演讲展现了该县青年奋进新时代的坚定信心和精神
风貌，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和精神共振，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评选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
30名、优秀奖12名。

举办举办““豫豫””见最美读书人演讲赛见最美读书人演讲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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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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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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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世界
读书日，宁陵县纪委监
委青年干部在看书学
习。 吕忠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