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决打赢坚决打赢 生产攻坚战生产攻坚战三夏三夏三夏三夏

国网河南电力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5月26日，记者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为更好地服务“三夏”生产，更好地为各

地农机手服务，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三夏”机收保

障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如下：

河南省0371-65918300

郑州市0371-67175765

巩义市0371-69580180

登封市0371-62868375

新密市0371-69822893

荥阳市0371-64667011

新郑市0371-62693518

中牟县0371-62181078

中原区0371-58580825

二七区0371-68853666

金水区0371-63526421

惠济区0371-63639686

管城区0371-66261499

上街区0371-68925880

高新区0371-61510364

经开区0371-88821739

郑东新区0371-67179878

航空港区0371-56591772

开封市0371-23851763

杞县0371-28974820

通许县0371-24971553

尉氏县0371-27991127

兰考县0371-22220775

祥符区0371-26681096

鼓楼区0371-27889671

禹王台区0371-23929236

顺河区0371-28888626

龙亭区0371-22786011

示范区0371-23836036

洛阳市0379-63330740

新安县0379-67290852

伊川县0379-68333890

汝阳县0379-68212964

洛宁县0379-66220001/66220868

宜阳县0379-68821336

嵩 县0379-66312433

栾川县0379-66822172

偃师区0379-67711777

孟津区0379-67913688

洛龙区0379-63322659

瀍河区0379-63533918

老城区0379-65250217

西工区0379-63892585

涧西区0379-64823163

平顶山市0375-2209100

汝州市0375-3326621

舞钢市0375-7281598

宝丰县0375-6370006

郏 县0375-5151599

鲁山县0375-5032734

叶 县0375-6112159

新华区0375-3996015

卫东区0375-3999022

湛河区0375-2706667

石龙区0375-2526166

新城区0375-2667579

高新区0375-3980369

安阳市0372-2163102

安阳县0372-2611150

林州市0372-6811505

汤阴县0372-6213656

内黄县0372-7753227

龙安区0372-5396850

北关区0372-2263317

殷都区0372-5315389

文峰区0372-5100412/5100407

滑 县0372-8112320

鹤壁市0392-3318020

浚县0392-6876277

淇县0392-7223293

淇滨区0392-3663515

山城区0392-2667066

鹤山区0392-6623299

开发区0392-3206585

新乡市0373-3059223

红旗区0373-3078711

凤泉区0373-7039598

高新区0373-3539876

卫滨区0373-2826127

牧野区0373-5828135

平原示范区0373-7501601

经开区0373-3686101

辉县市0373-6292419

卫辉市0373-4495625

长垣市0373-2156959

延津县0373-7622568

新乡县0373-5618915

获嘉县0373-4592569

原阳县0373-7291546

封丘县0373-8293767

焦作市0391-3568377

博爱县0391-8661879

沁阳市0391-5639017

孟州市0391-8190866

温县0391-6125688

武陟县0391-7292866

修武县0391-3800621

马村区0391-3128926

高新区0391-3308001

中站区0391-2946554

濮阳市0393-6982898/4427184

濮阳县0393-8611469

清丰县0393-7221701

南乐县0393-6221362

范 县0393-8628089

台前县0393-2211641

华龙区0393-4492634

经开区0393-6928955

许昌市0374-2965825

禹州市0374-8289006

长葛市0374-6837696

鄢陵县0374-7162615

襄城县0374-3567878

建安区0374-5115599

魏都区0374-2623169

示范区0374-3373323

经开区0374-8581693

东城区0374-2959770

漯河市0395-3133135

舞阳县0395-7121289/7331233

临颍县0395-8861963

郾城区0395-6671877

召陵区0395-2615997

源汇区0395-5759108

三门峡市0398-2806136

义马市0398-2202790

渑池县0398-4812275

湖滨区0398-2772200/2772216

陕州区0398-3832627

灵宝市0398-3090926

卢氏县0398-7872655

示范区0398-2751120

南阳市0377-63051669

邓州市0377-62125443

宛城区0377-63226260

卧龙区0377-61659735

唐河县0377-83660988（日）83660985（夜）

镇平县0377-65580788

淅川县0377-69212967

新野县0377-66225006

社旗县0377-67935336

内乡县0377-65332219

西峡县0377-69663715

南召县0377-66913638/66902169

方城县0377-67222889

桐柏县0377-68112660

鸭河工区0377-66628661

高新区0377-63291864

官庄工区0377-60209068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0377-61166061

商丘市0370-2214350

梁园区0370-2312890

睢阳区0370-3315035

永城市0370-2758289

夏邑县0370-3155234

虞城县0370-4112549

柘城县0370-7272181

宁陵县0370-7811577

睢 县0370-3083865

民权县0370-8520158

信阳市0376-6693811/6652952

浉河区0376-6390738

平桥区0376-3709038

罗山县0376-2122953

光山县0376-8858326

新县0376-2986508

商城县0376-7863378

潢川县0376-6115999

淮滨县0376-7712687

息县0376-5851574

固始县0376-4951286

周口市0394-8273103/8228085

淮阳区0394-2880598

商水县0394-5441501

扶沟县0394-6221397

西华县0394-2559166

郸城县0394-3226236

太康县0394-6709098/6822121

沈丘县0394-5106661

鹿邑县0394-7887890

项城市0394-4264333

川汇区0394-8593865

黄泛区农场社会事务工作局0394-2299391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0394-7967123

驻马店市
0396-2725888/2725301/2725800

驿城区0396-2828162

西平县0396-6212828

上蔡县0396-6922007

平舆县0396-5022517

泌阳县0396-7922377

确山县0396-7022341

汝南县0396-8022263

遂平县0396-4922131

正阳县0396-2356126

新蔡县0396-5931586

济源市0391-663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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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三夏”机收保障热线电话

本报讯 （记者杨利伟 通讯员裴
培）“咱们电力员工想得真周到，安装反

光标识很及时。”5月24日，正在田间忙

活的武陟县大封镇寨上村村民张建中

说道。国网武陟县供电公司组织13个

乡镇供电所，在电杆、拉线上加装反光

标识，避免农业生产车辆夜间作业撞坏

或撞断电杆造成短路跳闸及麦田火情。

目前，我省从南至北已进入“三夏”

农忙时节。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坚决扛稳

电力保供责任，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召

开专题会议，印发《做好电力服务“三夏”工

作通知》，部署10项措施，提供用心、贴心服

务，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服务到田间地头，更要服务到心头。

国网河南电力开通用电绿色通道，利用“村

网共建”电力便民服务点和网格电话等及

时满足客户用电需求。同时，通过应用线

上交费渠道，提供“扫码办、刷脸办、一证

办”等便捷办理措施。优化乡镇供电所抢

修站点及应急抢修力量配置，做好无人机、

照明电源等抢修、抢收照明物资配置，充

分保障异常天气用电需求。

“我们积极延伸供电服务，主动协助

用户对供电线路、表计、漏保等设备开展

故障处理，主动对接粮食生产加工企业，

现场提供用电指导、故障报修服务，确保

烘干设备安全运行。”国网河南电力营销

部相关负责人曹勇敢说。

在周口，国网周口供电公司严格落实

“线路长制”和“设备主人制”，对农田内线

路、杆塔、台区进行全面“体检”；对突发异

常电路设施实施“20分钟”到位处突机制，

确保人员、电力设施和农机安全。

在济源，国网济源供电公司坚持“电

网侧”和“客户侧”协同发力，组织人员对

全市各个夏粮收购站、小麦深加工企业

周边的用电设施“拉网式”检查，对烘干

设施、脱粒设备的线路、开关以及应急电

源等仔细排查，打通夏粮颗粒归仓“最后

一公里”。

目前，国网河南电力成立1486支“三

夏”保电党员服务队，提供不间断农灌保

电服务，保障广大农户用上安全可靠放

心电。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常洪涛

5月 24日清晨不到5点，杜梦园就起床

联系收割机售后。

“昨晚收完麦回来都11点多了，收割机

出了点问题，得赶快修好。”她说。

杜梦园今年22岁，是鲁山县马楼乡关庙

杜村人，去年大学毕业。杜梦园大学学的专

业是网络营销，毕业前就开始创业。去年3

月开始，她在乡村电商直播间直播带货，销

售鲁山特色农产品酥梨、香菇等，最多时一

天能销售300多单。

上午 10点，杜梦园的爸爸杜永江把配

件拉了回来。父女俩和维修师傅马上开始

动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维修，12点

多，杜梦园开着收割机“轰隆隆”下地了。

正午的麦田，骄阳似火。杜梦园操作着

收割机前进、后退、拐弯，“坐在这上面视野

开阔，心胸也打开了。”她很认真地说。

杜梦园家有两台收割机，5月19日麦

收开始，一天能收100多亩地。

“这几天我在测试各种防晒霜，还是

晒黑了。不过，俺爸可比我黑得多，我还

在朋友圈发了张俺俩比黑的照片。”她笑

着说。

杜永江开收割机已有20个年头，前后

开过5台。杜梦园前两年就学会了开收割

机。“只是会，没拿到证，不敢上去操作，只

能给爸爸打下手。今年3月我到县里参加

了考试，4月1日拿到了收割机驾驶证，现

在终于能正式上岗了。”说着说着，她笑了

起来。

“梦园是鲁山县最年轻的女农机手。

她来考试时，我们都给她竖起了大拇指。”

鲁山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黄延军说。

对这样一个“宝贝”，县里自然是宠爱

有加。麦收前，鲁山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

给杜梦园送去毛巾、手套、灭火器和“三夏”

农机生产宣传手册，为她全力做好物资和

技术保障。

杜梦园通过自媒体平台，把本村和邻

近村的近 10台收割机组织起来，组团收

麦。“联系收麦的人很多，活儿都干不及。”

她给记者看手机上的联系信息。

直播带货和直播收麦时，有人要给杜

梦园打赏，她拒绝了：“别刷礼物，我又不是

网红。”

她的行为收获了网友的很多鼓励和支

持。

“很佩服农机女孩，喜欢你！”

“虽然皮肤变色了，但你是最美的！”

…… ……

“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雨，估计要连轴

转了。”采访结束时，杜梦园说。

□许金安 杜浩翔 柴松山

“现在不担心下雨了，丰产

丰收，颗粒归仓，就忙这几天，再

苦再累都值得！”5月 25日，晌午

刚过，洛阳市伊滨区诸葛镇雷村

社区一块麦田边，看着收割机开

出地头，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文青

终于松了一口气。

5月 21 日，雷村开镰，社区

协调了 4台收割机抢收；24日，

听说过两天有降雨，看着地里还

有近 1000 亩小麦没有收割，王

文青很着急，“不能让麦子过

雨”。他火急火燎找到诸葛镇乡

村振兴办，又争取了2台收割机，

比原计划提前一天“麦罢”。

诸葛镇是5月18日开镰的，

到 25日 16时，全镇小麦全部抢

收完毕。

诸葛镇种了2.8万亩小麦，冬

季多次降雪奠定了小麦丰产基

础，返青拔节期和灌浆初期又出

现降雨，苗情转化和分蘖增加明

显，加之后期通过水肥管理、“一

喷三防”等措施，小麦长势好于去

年。

“产量高于往年，平均亩产

900斤。”诸葛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全镇按照“应收尽快收、全域

防住火、趁天赶紧种”的思路，组

建17支志愿服务队，协调引导35

台收割机入田作业、维护道路畅

通，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和孤

寡老人抢收，同时开放政府、社区

大院，动员企业开门“迎麦”。

5月 25日夜，洛阳普降小到

中雨。是夜，王文青睡得很香很

甜。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

员李丹 何鸣）5月 25日，贾湖文

化研究会揭牌仪式在漯河市博物

馆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贾湖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巍，漯

河市市长黄钫出席活动并共同为

贾湖文化研究会揭牌。

黄钫致辞时说，近年来，漯河

市深入推进贾湖文化保护、利用

和发展，坚持活态化展示、具象化

传播、创新性表达，取得了明显的

阶段性成效，贾湖遗址博物馆成

为“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文

化旅游重点推荐目的地。希望各

位专家学者充分发挥专业特长，

推出更多贾湖文化研究成果，推

动贾湖遗址尽快纳入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更好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延续历史文脉。

王巍表示，希望借助贾湖文

化研究会这一平台，将贾湖遗址

打造为国际知名的考古发掘研究

窗口与中华文明传承弘扬的高

地，通过一系列最新的考古发现，

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博大精深

的贾湖文化，推动贾湖文化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不断提升贾湖文

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5 月 24 日，
新野县五星镇魏
楼村农民将麦秸
打 成 捆 统 一 堆
放。麦收开始后，
当地组织多台打
捆机将麦秸打捆，
既防止了焚烧秸
秆，又增加了经济
收入。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王
凯 摄

1486支服务队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8天抢收2.8万亩

开收割机的“00后”女孩

贾湖文化研究会揭牌成立

(上接第一版)

“一个适宜当地种植条件的

优良品种对粮食丰收至关重要。

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扬麦

15得到了很多种植户的认可，经

受住了市场考验。”淮滨县农业农

村局高级农艺师刘学强说。

为把弱筋小麦产业培育成群

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2012年

以来，淮滨县委、县政府以政策扶

持、资金支持、龙头引领、市场引

导为抓手，财政年均投入1000万

元专项资金，补贴弱筋小麦低价

统一供种缺口；采取统一低价供

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病虫防

治、统一种植保险和统一加价收

购的“五统一”措施，实施整村推

进。

良机助力
增产稳产有信心

5月 22日，在淮息高速淮滨

收费站出口，淮滨县农业机械技

术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为过往

机手提供麦收信息引导和机器维

修等服务。

淮滨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

主任李春远说，“三夏”期间，为保

障全县小麦尽快颗粒归仓，在合

理调配本县 2000多台（套）小麦

联合收割机投入机收会战的同

时，还积极引进外地联合收割机

参加收割作业。

“三夏”来临前，淮滨县农业

机械技术中心提前谋划，组织专

业农机作业技术服务队，深入各

乡镇合作社、田间地头等开展农

机具检修保养工作，并对维修保

养工作进展进行督促、检查，确保

农业机械“健康”上岗、安全作业，

为“三夏”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技术人员为我们讲了许多

维修保养知识，让我们能够熟练

操作、安全驾驶。”淮滨县贵选农

机合作社负责人李贵选说。

良法支撑
增产稳产有干劲

台头乡种粮大户谢实营的

稻茬小麦免耕带旋播种技术示

范区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

一派丰收的景象。2022年，谢实

营首次尝试用稻茬小麦免耕带

旋播种机播种小麦，节本增效效

果明显。

“小麦免耕带旋播种技术就

是在免耕条件下直接进行播种、

施肥，减少播前耕作整地程序，

有效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还可

以增加产量。”谢实营说，相较于

以前翻耕两到三次再进行小麦

播种的方式，免耕带旋播种技术

播种模式灵活、播种质量高、肥

料利用率高、病害更轻、增产显

著。

“目前，淮滨县推广免耕带

旋播种技术种植小麦面积在3万

亩以上。”刘学强说，此外，他们

还在小麦宽畦等行距全密植种

植等方面推行多种新种植技术，

保证粮食单产稳步提升，扎实推

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

实落地。

“我们将进一步推进良田、良

种、良法、良机融合，提高粮食作

物生产过程中科技成果的转化

率、贡献率和关键技术到位率、覆

盖面，实现小麦高质高效生产，促

进全县优质弱筋小麦产业提质增

效。”淮滨县副县长吴正宇表示，

下一步，淮滨县将以创建国家级

弱筋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契

机，筹建中国弱筋小麦批发交易

中心，依托信阳淮滨港，让豫南沿

淮优质弱筋小麦通江达海，走向

全国、走出国门。

“四良”融合 淮滨实现“弱麦强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