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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红卫）

“虽然连续下了几场雨都没有造成重大灾

害，但决不能掉以轻心，防汛安全必须警

钟长鸣。”7月8日，汝南县板店乡纪委工

作人员逐村督导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

每到一村都要反复叮嘱村委会负责人。

眼下正是防汛关键期，板店乡闻

“汛”而动，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

位，组织人员深入一线靠前监督，紧盯

物资保障储备、风险隐患排查、沟渠排

水流畅、应急值守等关键环节开展监督

检查，做到问题发现在一线，困难解决

在一线，隐患排除在一线；督促各村落

实落细各项措施，打好防汛备汛主动

仗，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在第一时间

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

截至目前，板店乡纪委围绕防汛工作

开展监督检查12次，发现问题25个，全

部督促整改到位。下一步该乡纪委将紧

盯汛情变化，持续跟进监督，严肃查处防

汛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等问题，以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推动

防汛工作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本报记者 焦宏昌 通讯员 王博 文/图

在炎炎夏日的7月，古都开封的美

食如同一缕清风，吹进了京城的心脏地

带——新华社。7月 1日至5日，“老家

河南豫菜开封”汴地美食走进新华社活

动周举行，在为期 5天的活动中，开封

美食不仅在北京市民心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记，更开启了从“进京赶考”到“常

驻京城”的华丽转身。

开封美食的京城之旅

开封，这座承载着八朝古都厚重历

史与文化的城市，自古以来便是美食的

摇篮。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历

史文化，孕育出了一系列令人回味无穷

的美食佳肴。开封精心挑选了 4家老

字号餐饮企业和12家知名品牌特产企

业，共携带 30余种特色美食与 100余

种名优产品，走进北京，为北京市民带

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味蕾盛宴。

来自又一新、第一楼、邢家锅贴和

王馍头等开封老字号企业的19名大厨

齐聚一堂，他们中既有非遗项目传承

人，也有餐饮行业的大师级人物。大厨

们现场制作灌汤小笼包、锅贴、鸡蛋灌

饼、烩酥肉、黄焖鸡、胡辣汤等经典美

食，每一道菜品都散发着浓郁的开封特

色，令人垂涎欲滴。活动一开场，餐厅

展厅便人潮涌动，上千名食客争相体验

古都开封的美食与文化，部分热门美食

甚至出现了临时限售的盛况。

美食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开封市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党支

部书记兼秘书长王晓梅表示：“从7月1

日到 5 日，平均每天午餐的就餐者近

700人次，活动非常受欢迎。”新华社食

堂的一名服务人员也感慨道：“就餐队

伍都排到了餐厅入口，这一场景十分少

见，大家都想尝尝开封美食。”餐厅现制

的豫菜备受好评，展销区的名优特产同

样赢得了极高的认可。开封灌汤小笼

包、百年白记花生糕、福兴斋桶子鸡等

知名品牌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到场，为北

京市民讲解、演示制作技艺，进一步加

深他们对开封美食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赶考”到“常驻”的跨越

此次活动不仅是河南地市级特色

美食首次规模性、有组织地走进中直机

关的尝试，更是开封美食从“进京赶考”

到“常驻京城”的重要一步。开封美食

凭借其独特的魅力与品质赢得了广泛

赞誉与认可。中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餐饮处相关负责同志一行深入新华社

食堂，详细了解活动成效，并亲自品尝

开封特色美食，对开封美食给予了高度

评价。

活动结束后，开封市相关部门持续

对接北京多个大型机关食堂，推介开封

美食和名优特产。在新华社机关超市

的显眼位置，开封张记麻花等特色产品

已经率先上架销售。白记花生糕负责

人白建超更是与北京相关负责人保持

高频次对接，推动更多开封特色美食规

模化留在北京。

开封美食的未来展望

随着活动的圆满落幕，开封美食在

北京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开封餐饮美

食和名优特产品的宣传推广开辟了新

模式和新渠道。开封市商务局商贸科

科长杨二涛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提升

了开封美食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更为开

封名优特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奠定了坚

实基础。”

展望未来，开封将继续深入探索豫

菜名品走出开封、走向全国的可持续路

径，有序推进开封名优特产品推广向助

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转变。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开封美食将不仅仅是在特定

活动中亮相的“过客”，而是成为京城乃

至全国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常驻嘉宾”。

“进京赶考”到“常驻在京”开封美食开封美食开封美食开封美食

开封这座历史悠久的古

都，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文化

底蕴，还孕育了无数令人垂

涎欲滴的美食。走在这座城

市的街头巷尾，仿佛每走一

步都能嗅到诱人的香气，让

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

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

开封的灌汤小笼包。这些小

巧玲珑的包子，皮薄馅大，轻

轻一咬，汤汁四溢，鲜美无

比。那汤汁，是精心熬制的

骨汤，与肉馅完美融合，每一

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

开封的桶子鸡。这道菜

选用优质活鸡，经过多种调

料腌制后，再用老汤烹煮而

成。鸡肉鲜嫩多汁，皮脆肉

滑，口感极佳。吃上一口，满

口的香气在口中久久不散，

让人回味无穷。

当然，还有开封的鲤鱼

焙面。这道菜选用黄河大鲤

鱼，先炸至金黄酥脆，再与细

如发丝的面条一同烹制。鱼

肉鲜美，面丝轻盈，两者相互

映衬，美味无比。这道菜不

仅口感独特，还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开封不

可多得的美食瑰宝。

此外，开封还有许多美

食，如花生糕、羊肉烩面、炒

凉粉等。每一种美食都有其

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特

点，让人在品尝的过程中不

断发现新的惊喜。

总的来说，开封的美食

不仅种类繁多、口味独特，而

且每一种美食都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内涵。来到开

封，品尝这些美食，无疑是一

种享受和体验。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防汛减灾防汛减灾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羽
通讯员赵丹丹）7月 5日，记者从虞城县纪

委监委了解到，为确保各项防汛减灾措施

有效落实，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作用，联合相关部门组成督查组，采取

“一查二问三看四访”的方式扎实开展防汛

减灾监督检查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查”责任落实是否到位。该县纪委监委

对防汛减灾责任落实进行全面排查。一方面

督促相关部门严格落实防汛减灾责任制，明

确职责分工，对于执行不力、推诿扯皮的现

象，坚决予以问责。另一方面，加强对防汛指

挥调度、监测预警、应急响应等工作环节的监

督检查，确保各项工作机制顺畅运行。

“问”物资储备是否充足。详细询问并

实地查看防汛物资的种类、数量和质量，检

查物资发放是否规范有序。对发现的物资

储备不足、管理混乱等问题，督促相关部门

及时补充和规范管理，确保物资在关键时

刻能够调得出、用得上。

“看”硬件设施是否完善。深入各乡

镇、水库、河道、堤坝等区域，重点检查水

利设施运行维护、河道清淤疏浚配备等情

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反

馈，督促其立行立改。

“访”值班人员是否在岗。采取“四不

两直”的方式，对各乡镇防汛值班工作进

行督查，并检查值班安排和巡查记录，检

查责任落实、应急预案、日常巡查情况是

否到位。对擅离职守、作风不实、工作失

职等问题快查快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

位和人员责任，以严明的纪律保障抗旱防

汛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此外，该县纪委监委还密切关注防汛

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专款专用，对贪污、

挪用、截留防汛资金的行为，坚决予以查

处。截至目前，共开展监督检查25次，发

现问题39个，已全部立行立改。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监督检查

力度，创新监督检查方式，用铁的纪律和

担当，为防汛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提供

坚强保障。”虞城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张晓辉表示。

逐村督导 压实责任

（上接第一版）

玉米遇上强降水如何规避渍涝灾害？乔江

方提醒，针对部分田块造成积水或田间持水量

饱和的情况，要在降雨结束后第一时间开沟沥

水，散墒减渍；同时，注意对造成板结田块进行

松土，增加土壤氧气含量，提高土壤透气性；还

要抓住有利时机进行雨后追肥，建议在窗口期

亩追施尿素15~20公斤。

眼下正是化控抗倒关键窗口期，结合化控

增加腐植酸叶面肥、油菜素内酯和叶面锌肥等

喷施，提高植株抗性，增强植株营养补偿。乔江

方说，此外，还需加强病虫害防治，旱生虫涝生

病，及时喷施杀虫剂杀菌剂，防治玉米螟和大小

斑病等病虫害。

大豆 易造成大豆徒长

及时化学控旺

大豆遇上强降雨，需要注意哪些？河南省

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大豆育种团队主任王金社

提醒广大农户，首先要排涝散墒，同时中耕除

草，破除土壤板结，破土散墒，促进根系生长发

育。

“经过水淹，土壤水分大量流失，加上根系

吸收能力减弱，及时喷施叶面肥，促进植株恢复

生长。”王金社建议，待植株恢复生长后，追施氮

肥，促进根系发育。

涝害、渍害过后，田间湿度大，土壤通透性

差、植株生长缓慢，抗病虫能力降低，病虫害多

发。王金社提醒，要及时进行防治，尤其注意防

治根腐病、蚜虫、食心虫及豆荚螟。

连续阴雨天、在水肥条件较好、种植密度大

的地块易造成大豆徒长。王金社建议，对大豆长

势“枝繁叶茂”、节间变长的地块注意进行化学控

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大豆受玉米遮

阴的影响，易造成大豆徒长，可喷施烯效唑、多效

唑进行控旺。

甘薯 易造成根系损伤

雨后中耕降湿

干旱过后又迎“大水”，耐旱的甘薯怕不怕

水？河南省甘薯杂粮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洛

阳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王自力说：“虽然甘薯是

耐旱作物，但它也怕水，一旦不注意，可能会对甘

薯产量和品质都造成不利影响。”

甘薯怕水，也要分地区、分时间。王自力解

释说，对于丘陵山区甘薯来说，由于地形原因，排

水速度快，因此影响小，但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如

遇大雨，容易造成田间积水，从而带来损失。因

此，平原地区的甘薯种植户要特别注意，在遭遇

大雨时，要及时观察田间积水情况，及时采取措

施排水。

“时间也是个关键因素。”王自力说，如果是

短时间强降水，一般问题不大，倘若降水持续时间

较长，就要提高警惕。

连续降水对作物生长有何影响？王自力说，

一旦田间出现积水，甘薯等作物根系长时间泡在

水中，土壤透气性不足，极易造成根系损伤，从而

带来不利影响。

王自力给出解决方案：注意田间排水，防止积

水，同时可在雨后采取中耕等措施，降低土壤湿

度。

王自力特别提醒广大种植户，雨水过多、阴雨

寡照天气容易导致田间病虫害的发生，待降水过

后，要及时观察田间长势，适时补充肥料，根据需

要喷洒药剂防治病虫害。

果树 易引起烂根死根

及时排水清淤

夏季正是葡萄、猕猴桃等水果生长的时期，

果农应当如何应对暴雨洪涝灾害？7月 8日，记

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有关

专家。

“猕猴桃根为肉质根，易吸水，发生涝害容易

缺氧影响呼吸，并产生有毒物质伤害根部，导致全

株死亡。”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李明说。

同时连续阴雨天气还会使猕猴桃易受病虫害

侵入，易发白粉病、褐斑病、炭疽病等，同时猕猴桃

蚧壳虫可能大量繁殖，防治难度加大。

李明建议，果农应提前在园内开沟排湿，

地面防积水、地下防涝害，保证树体根系正常

呼吸；发生水淹后，应松土施肥促发新根、喷

施叶面肥缓解涝害。同时适度修剪枝叶，尽

量通风透光，防止大量落叶，降低对后期果实

品质的影响。同时要注意根据各种病虫害的

发生周期及特点，在阴雨天气前或发生积水

后及时对猕猴桃树进行喷施防治工作。

与猕猴桃树可能会受到的伤害类似，暴

雨洪涝灾害也会导致葡萄树根系缺氧死亡，

或导致根、枝、叶、果受伤，天气转晴后，葡萄

园内酸腐病、溃疡病、霜霉病、炭疽病、白腐病

等可能会大面积流行，葡萄裂果、软果、气灼、

日灼等多种生理病害也会相继发生。

“雨前做好预防，修整沟渠、疏通排水沟

或在葡萄行间铺设塑料布防止雨水下渗，临

近成熟葡萄，可以在暴雨前根据情况分批采

摘，提前销售。”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陈锦永提醒果农，受涝园区要排水防涝

清淤，降低土壤湿度；天晴后要及时中耕松

土，防止根系缺氧，烂根死根；受灾较重的果

园，可以将树盘周围的土壤扒开晾晒、散墒，

但也要防止葡萄根系长时间暴露在外；同时

要及时杀菌消毒，防治病虫害，使用低浓度有

机肥养根护根，促发新根，追施叶面肥，恢复

树势，合理疏果、摘心，为葡萄树减负，确保树

体成活。

水产养殖 可能导致水质恶化

及时增氧减少投喂
在暴雨或持续大雨的灾害天气下，水产养殖

户该如何应对？河南省水产研究院副研究员贾

滔提醒，暴雨灾害对水产养殖业影响较大，不仅

可能导致漫塘逃逸、水质恶化、饲料损毁，还可能

引发疾病，甚至造成养殖动物大量死亡。

贾滔提醒，广大养殖户要积极采取如下措施

进行应对：要及时加固养殖设施，必要时采取加

高堤坝、设置围网等措施，防止因洪水漫堤造成

损失；检查电力和增氧设备，确保电路正常。同

时要加强巡查，密切观察池塘水质变化、鱼类活

动及有无缺氧浮头现象。及时开启增氧机，增加

水中溶氧，防止鱼类因缺氧而死亡。在大雨天气

下，鱼类的摄食能力和消化功能下降，应停食或

减少投喂次数。

暴雨过后，养殖池塘中的病菌大量滋生，易

引发鱼病。贾滔建议，要及时做好池塘消毒，可

选用二氧化氯、聚维酮碘、生石灰等消毒剂对池

塘进行彻底消毒，杀灭病原菌，预防疾病发生。

对因暴雨而受灾损失较大的鱼塘，在对池塘

进行消毒和水质调节后，可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

补充苗种，恢复养殖生产。同时要加强饲养管

理，适当添加免疫增强剂或VC等抗应激产品，定

期检测水质，保持水质清新、溶氧充足、环境稳

定。

（上接第一版）

时间来到2004年，以村党支部提议为

前置环节、党员大会审议为关键环节的村

务公开流程，在邓州市的文渠、裴营、张村

等3个乡镇的56个村先行先试。

邓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樊新生介绍

说，此后，经过28个乡镇（街道）的探索运用、

636个村（社区）的回顾总结，“4+2”工作法初

步形成，并不断细化完善，最后确立了五大章

二十三条实施细则和详细的工作法流程图。

按照流程图，所有村级重大事项的决

策，都要按照“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

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

民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的

程序进行。

记录簿中的30多页

邓州市杏山旅游管理区的韩营村，距

南水北调渠首闸直线距离仅 800米，也是

南水北调引丹会战指挥部旧址所在地，村

里建有引丹会战博物馆，并按 1∶2的比例

复原了当年的引汉渠首闸。

“橘生淮南，我们村则是橘子种植最靠

北的村。”韩营村党支部书记韩志会说，“家

家户户种橘子，村里办了采摘节后，游客自

己来采摘，四五斤一袋的橘子能卖到 20

元，这让我们起了意，开始发展旅游业。”

村头的坑塘要打造景观，村民韩庆房

的房子需要搬迁，韩营村灵活运用“四议两

公开”，找到原来的老支书韩庆海做工作，

韩庆房扒掉了五间旧房，村里又为他家在

别处重新盖起了五间新房。

翻开韩营村数本厚厚的“四议两公开”

记录簿，关于村里发展旅游项目的记录加

起来就有 30多页，有文字、有图片、有公

章、有红手印。

2021年，韩营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是南阳市唯一入选的乡村。

2017年就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的张

村镇朱营村，红顶白墙的独栋别墅十分醒

目，南水北调总干渠从西向北绕村而过，渠

北不远处，是500亩的连片烟方，绿油油的

烟叶厚实肥壮，粉色的烟花开得正艳。

“这片地2023年3月开始种烟，每年能

给村集体增加八九万元的收入。”朱春生

2021年 6月上任村党支部书记，当时这儿

还是一片柳树林。发展种烟，他一个人说

了可不算。

“我们村从 2007年就开始运用‘四议

两公开’，如今已经常态化。”朱春生说，“当

年东村西移建设新村，用的就是这个‘招

儿’，成功经验还被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

谈’专题报道。”

在朱春生看来，村民代表大会决议这

个环节最关键。“2022年 2月，村部大院西

边的广场上要建一个公厕，是件好事。没

想到，这次村民决议大会竟然没有开成

功。”原来，第七村民小组的4户群众，因广

场占地的租金问题没有解决，“抓不住头发

揪耳朵”，阻碍公厕的建设。

“决议环节只要有群众提出异议，就要

重新开始做工作。虽然麻烦，但是公开、公

正、公平，依法依规，程序上没有瑕疵，‘四

议两公开’也成了我们镇村干部的‘护身

符’。”张村镇党委书记王子录说。

不好用到真管用

“刚开始嫌烦琐，不好用，不想用。”谈起

当初对“四议两公开”的看法，韩志会直言不

讳。如今，他已经找到了窍门：“条件不成熟

不上会，思想不统一不表决”，并动员党员干

部、乡贤五老、亲戚朋友等“嘴皮子”“脸皮

子”，反复做工作，直至理通气顺。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使命呼唤新作

为。

邓州市建立了产业集聚区、城市新区

等地的外来人员参与议事制度，让他们通

过“四议”，有序参与除集体财产处置、宅基

地分配以外的公共事务决策管理，保障他

们的合法私益。

此外，土地“三权”分置、“资源变资产”

等大事要事，也通过“四议两公开”来解决。

“‘四议两公开’邓州工作法，之所以能

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就是它在基层党建、

村民自治等法规条例的框架内，致力追求

理论与现实、理念与程序、原则性与灵活性

的有机统一，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

配套制度体系。实践也反复证明，‘四议两

公开’邓州工作法真管用，是新时代基层治

理的好方法。”邓州市委书记邓俊峰说。

从“五章把关”到“六把金钥匙”

河南发布农田渍涝灾害中风险预警

“查问看访”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7月8日，杞县暴雨来袭，该县迅速组织人员在县城主要街道疏通水道，扎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刘银忠 王永强 摄

记者手记

美食与文化的交融

北京市民在此次活动上购买开封特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