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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岳静 实习生
赵伊文）昨日下午，全市民政系
统扶贫工作推进会在武陟县养老
中心召开。副市长宫松奇出席会
议并讲话。

宫松奇首先带队来到武陟县
嘉应观乡御坝村和詹店镇冯庄
村，观摩御坝村慈善幸福院的管
理情况及慈善援建的冯庄村小
学、慈善工作站、慈善爱心超
市、慈善种植帮扶基地的运营情
况。

在推进会上，宫松奇指出，
兜底扶贫事关贫困群众切身利
益，事关脱贫攻坚的进度，全市

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扶
贫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
好民政脱贫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要扎实开展入户调查，进一
步透明程序，保证贫困户认定公
开、公平、公正，做到识别准
确，群众满意；各级主要负责同
志要认真履行职责，确保扶贫工
作不跑偏、不走样；要将兜底扶
贫工作纳入脱贫攻坚战总体规
划，纳入民生保障考核体系和政
府绩效考核体系，进一步理清思
路、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啃下硬骨
头，打好攻坚战，确保兜底扶贫目
标任务全面实现。①7

全市民政系统扶贫工作推进会召开

为认真贯彻中共焦作市委、
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向韩
滨同志学习的决定》精神，进一
步动员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以韩滨
同志为榜样，始终保持爱岗敬
业、乐于奉献、奋发有为、干事
创业的精神状态，立足本职，敢
于担当，勇争一流，努力打造创
新焦作、富裕焦作、美丽焦作、
平安焦作，为焦作早日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在中原崛起中更加
出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市委
宣传部、市旅游局、市文联、焦
作日报社等部门决定在全市联合
组织开展神农山杯“学习韩滨精
神、尽职履责奉献”主题征文活
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文主题
学习韩滨精神、尽职履责奉

献。
二、征文内容
征文要围绕“学习韩滨精

神、尽职履责奉献”主题，深入
解读韩滨同志身上所体现的时代
精神，热情讴歌韩滨同志爱岗敬
业、尽职尽责的优秀品质，真诚
待人、周到细致的服务意识，乐
于助人、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以
及恪尽职守、舍己为人的担当精
神。大力宣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中涌现出的各行各业先进典型人
物，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学榜
样、尽职责、讲奉献、争一流”
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征文时间
截稿时间2016年9月30日。
四、征文对象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
五、征文要求
1．征文内容要积极向上，能

给人启迪，文章体裁不限 （诗歌
除外），必须为原创作品，严禁抄
袭、套改，字数1000字左右。

2．主题突出，文风朴实。政
论性文章要求观点正确、主题鲜
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数据
准确。记叙、回顾性文章可结合
个人所见、所闻、所感或者亲身
经历，记录关于学习、宣传、践
行韩滨精神的事件和活动，以写
实的手法反映身边好人、身边好
事。

六、评选及奖励
此次征文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主办，市旅游局、市文联、焦作
日报社承办，焦作日报社具体负
责整个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包括
宣传动员、稿件征集、组织评
审、表彰奖励以及稿件发表等工
作。市文联、市旅游局负责与征
文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

征文活动将组织评委对参赛
作品进行评选，分别评选出一等
奖 5 名、二等奖 8 名、三等奖 10
名和优秀奖若干名，对入选作者
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物资
奖励，获奖文章将择优在《焦作
日报》上刊登。

七、相关要求
征文投稿 （请在作品后附上

作者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 均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邮箱：
hbsjztzw@163.com。纸质稿件请
邮寄至焦作市人民路报业大厦 4
楼 401 房 间 征 文 活 动 办 公 室
（收），邮政编码：454000。欢迎
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稿。

联 系 人：聂 楠
王水涛

联 系 电 话 ： （0391）
8797355、8797406

焦作市委宣传部
焦作市旅游局
焦作市文联
焦作日报社

2016年9月21日

神农山杯“学习韩滨精神、尽职
履责奉献”主题征文启事

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通讯
员王秋生、周萍）全市秋季秸秆
禁烧攻坚战暨三秋生产工作会议
召开后，孟州市进一步统一思
想、明确责任，紧紧围绕“不点
一堆火、不冒一处烟”的总体目
标，多措并举，层层编织禁烧
网，筑牢禁烧防火墙，把秸秆禁
烧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民生
工程来抓，确保打赢秋季秸秆禁
烧攻坚战。

落实责任，强化网格管理。
该市严格实行市级领导干部包乡
镇 （街道）、乡镇 （街道） 干部
包村、村干部包户的网格化管
理 ， 构 筑 市 、 乡 镇 （街 道）、

村、组四级责任防线，形成“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防控
局面和乡村联动、分工明确的工
作机制，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
人、奖惩到位，实现全天候禁
烧、全覆盖监管，坚决杜绝秸秆
焚烧现象。

狠抓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该市通过张贴标语、悬挂条幅、
印发通告等形式，多渠道开展宣
传教育；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等
媒体深入宣传，形成浓厚的禁烧
氛围；通过在校中小学生，继续
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
提高禁烧宣传的入户率；把相关
法律法规作为宣传的一项重要内

容，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
律意识，切实使禁烧成为农民群
众的自觉行为。同时，对依法查
处的典型案例，通过电视、报纸
等媒体进行曝光，以案说法，教
育群众遵守法律规定，杜绝焚烧
行为的发生。

严 格 奖 惩 ， 加 强 执 法 监
管。该市按照焦作市新制定的
经济处罚和执纪问责标准，进
一步加大对秸秆焚烧的查处力
度，将惩戒措施落实到焚烧行为
的当事人；明确禁烧范围，对焚
烧树叶、杂草、垃圾等行为一并
严格执法，坚决杜绝任何露天
焚烧行为。

全面督导，强化工作保障。
该市成立了 8 个禁烧督导组，对
各乡镇 （街道） 组织领导、舆论
宣传、执法监管、隐患消除、应
急预防情况是否到位及全面禁烧
和秸秆综合利用情况进行明察暗
访,对发现的薄弱环节及时督促乡
镇 （街道） 进行整改。同时，严
格按照督查要求，强化纪律意
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实事
求是反映情况，切实做到有烟必

查、逢火必罚。
示范引领，推进综合利用。

该市积极加强秸秆禁烧源头管理
工作，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示范引导群众做好秸秆机械还田
和青贮饲料化利用；认真总结禁
烧经验，积极探索基料化、燃料
化、原料化利用方式，拓宽利用
途径；继续推广剥皮摘穗玉米收
割机等新型机械，实现玉米光穗
进村，减轻禁烧压力。①7

孟州市：全力打好秸秆禁烧攻坚战

本报记者 杨丽娜
本报通讯员 贾黎明

近日，在孟州市槐树乡上汤
沟村的油用牡丹田里，村民正采
摘牡丹果荚，田边的路上停了许
多等待收购的外地货车。该乡今
年收获的 100 多吨牡丹果荚，不
到一周时间就被河南清阳尚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收购一空。

当天，上汤沟村村民汤心祥
刚售完牡丹果荚，数着手里的一
摞钞票，高兴得合不拢嘴。今年
72 岁的汤心祥，因为身体残疾，
导致家庭贫困。去年，他腾出 4
亩地种油用牡丹，想以此脱贫。

“想不到种油用牡丹这么赚钱，
头一茬就卖了2000元，预计明年
收入会超过5000元，油用牡丹为
俺铺就了脱贫路！”汤心祥的
话，道出了槐树乡贫困户的心
声。

槐树乡地处孟州市西部陵
区，有13个贫困村，2569名贫困
人口。近年来，槐树乡为了甩掉
贫困的帽子，尝试过发展苹果种
植、林木业、生态农业等，但由
于受地质、水利等条件影响，经
济效益不佳。“陵区到底适合种
什么经济作物呢？”这是槐树乡
领导一直思考的问题。2013 年
春，油用牡丹这种经济作物进入
槐树乡党委、政府主
要负责人的视野。

“油用牡丹浑身
上下都是宝，花瓣可
以做茶，果荚可以育
苗，籽粒可以榨油，
丹皮可以入药，经济

价值非常高，更重要的是，特别适
合在陵区种植。现在，国家正在
大力发展木本油料作物种植，已
把油用牡丹定为精准扶贫项目，
种植油用牡丹，实现脱贫绝不是
梦！”经过前期调研，槐树乡主要
领导坚定了依靠种植油用牡丹，
让乡亲实现脱贫致富的信心。

2013年秋，槐树乡燕沟村党
支部书记陈天领成了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看到陈天领尝到甜
头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把油
用牡丹作为脱贫致富的首选项
目。该乡油用牡丹的种植面积也
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增加到目前的
5000 余亩，乡里还成立了 4 家专
业合作社，带动大家及周边的乡
亲搞油用牡丹种植。

油用牡丹也叫凤丹白，是整
个牡丹家族的鼻祖，可嫁接出几
乎所有品种的观赏牡丹。现在，
槐树乡正在围绕油用牡丹种植区
开发旅游线路，已经修建开发了
牡丹谷及沿途廊道，发展配套的
农家乐餐饮项目、窑洞宾馆及相
关娱乐设施也陆续建成，游客在
槐树乡就能享受到“吃、住、
游、购、娱”一条龙服务。同
时，该乡还在积极筹建油坊，加
工提炼牡丹油，下一步还要注册
商标品牌，在网上销售牡丹油及
其衍生品，进一步增加油用牡丹
的经济效益和附加值。①7

槐树乡

油用牡丹铺就脱贫路

本报记者 杨仕智

农谚有“白露早，寒露迟，
秋分种麦正当时”之说，按照我
市推广的小麦适时晚播技术，国
庆节后也到播种小麦的时候了。
今年小麦咋种好？市农业技术推
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王万泉
说：“要适时种足种好小麦，提
高播种质量，为明年小麦丰产丰
收奠定基础，重点要采取选好良
种、精细整地、足墒播种、配方
施肥、防治病害、高产创建等六
大措施。”

优良品种是实现小麦优质、
高产、高效的核心科技要素。怎
样选好种？王万泉说，在主导品
种选择上，高水肥地继续坚持

“以半冬性品种、优质中筋品种
为 主 ” 的 原 则 ， 可 扩 大 焦 麦
266、百农207等种植面积，稳定
豫麦 49-198、平安 8 号、周麦
27、周麦22种植面积，搭配种植
丰德存麦1号、怀川916、豫保1

号、中麦895、众麦998、矮抗58
等品种，扩大示范山农20、温麦
28、平安11号等试验示范中表现
突出的新品种。旱薄地以抗旱性
强的品种为主，推广种植焦麦
668、洛旱 12 等。晚茬麦田以弱
春性品种为主，推广种植怀川
916、平安 7 号，搭配种植西农
979、平安6号等。

精细整地是保证苗齐、苗
全、苗匀的主要措施之一。怎样
整好地？王万泉说，要三策并
举：扩大机械深耕、深松面积，
深耕要达到 25 厘米以上，深松
30～35 厘米，深耕后机耙两遍，
深松后再旋耕耙压，利于根系下
扎，防止透风跑墒；旋耕地块旋
耕后要耙实，黏土地应旋耕深耕
隔年进行，连续旋耕 3 年的壤土
地必须深耕一次，连续旋耕 3～
5 年的沙壤土地应深耕一次；秸
秆还田地块，要粉碎切细秸秆，
将秸秆切入土层，秸秆还田后要
灌水踏实，墒情适宜要及时耙
压。

“足墒适期适量匀播是培育
小麦冬前壮苗、防止旺长冻害、
构建合理群体结构、争取足够穗
数的基础。”王万泉说，严把

“三关”最重要：要足墒播种，
在小麦适播期内，应按照“宁可
适当晚播，也要造足底墒”的原
则，做到足墒下种，确保一播全
苗；要把握适宜播期，播种过早
冬季分蘖多，群体大，容易形成
稠旺苗，播种过晚，分蘖少，苗
弱、抗寒能力差，适期播种半冬
性品种应掌握在10月5日至15日
播种，弱春性品种应掌握在10月
20日以后播种；要适量匀播，适
宜播期内一般半冬性品种亩播
7～8 公斤、弱春性品种亩播 8～
10公斤，晚播地块或整地质量较
差的麦田，每晚播一天增加播量
0.25公斤左右，但最高不能超过
15公斤。

王万泉说，各地要在大力推
广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持续
培肥地力的基础上，继续实施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总体原则是，

氮肥总量控制与分期调控相结
合，测土确定磷钾肥用量，针对
性补施微肥。在施肥技术上，要
做到氮肥深施，磷、钾肥分层
施，锌肥与细土拌匀后撒施；连
续 3 年秸秆还田地块，可酌情少
施或免施钾肥，提高肥料利用
率。

“今年我市麦播期地下害虫
总体中度偏重，防治地下害虫种
类仍以蛴螬和金针虫为主。”王
万泉说，小麦播种期是预防和控
制小麦根部病害、种传土传病
害、土居性害虫、小麦苗期及翌
年早春病虫的关键时期。今年的
防控重点：一是根腐病、全蚀
病、茎基腐病、纹枯病等小麦根
部病害；二是小麦秆黑粉、腥黑
穗、土传花叶病毒病、胞囊线虫
病等小麦种传土传病害；三是包
括蛴螬、蝼蛄、金针虫在内的地
下虫、小麦吸浆虫等土居性害
虫；四是小麦秋苗期及翌年早春
小麦苗期白粉病、蚜虫、麦蜘
蛛、灰飞虱、潜叶蝇等苗期病

虫；五是节节麦、野燕麦、泽
漆、播娘蒿等麦田杂草。具体可
实施种子、土壤药剂处理、深耕
细耙等综合防治措施。

“要实施高产创建，强化技
术服务。”王万泉说，为高质
量、高标准种足、种好小麦，确
保明年夏粮生产再获丰收，各级
农业部门要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基
层，搞好麦播技术服务。要开展
好“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活
动，组织科技人员深入种麦生产
第一线，落实关键技术措施，指
导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要抓好麦播技术培训宣传，切实
提高麦播技术的到户率、到田
率。我市麦播面积大、时间紧、
任务重，而且麦播期间气候多
变，极易发生干旱、连阴雨等灾
害性天气，各地要树立抗灾保麦
播的思想，做好抗灾种麦的各项
准备工作，切实种足种好小麦，
为夺取明年小麦丰收奠定坚实的
基础。①7

今年小麦咋种好 听听专家怎么说

本报讯 （记者岳静 通讯员张肖
实习生赵伊文）近日，在山阳区东方红
街道市委小区内，记者看到，十多位头
戴小红帽的志愿者正在紧张忙碌着。他
们或在花坛里捡树枝、除杂草、搬运破
烂花盆，或手拿铁锹和扫把，穿梭在楼
道里，清除废弃家具、砖头等杂物。不
一会儿，他们就装了好几车垃圾。

在志愿者的带动下，小区居民也
纷纷行动起来，加入清扫队伍，他们
互帮互助，加快了清扫的速度，经过
一上午的努力，小区面貌终于有了很
大改观。

这是东方红街道积极参与“污染围
城”整治的活动之一。“污染围城”集中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东方红街道积极响
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成立了以党
工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订了
工作方案，明确了相关责任及奖惩制
度。该街道多次组织办事处人员、社
区人员、网格员以及党员志愿者等对
河道、铁道沿线以及居民区的垃圾进
行 清 理 。 该 街 道 设 计 了 专 用 统 计 表
格，对居民楼院、楼道以及河道、铁
道沿线等辖区公共场所进行逐一排查，
分类登记，并拍摄图片，建立台账，采
取销号整治的方式，快速推进整治工
作。截至目前，东方红街道印发宣传资
料3000份，悬挂横幅20余条，共清理垃
圾3000余立方米。①7

东方红街道

“污染围城”整治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杨帆）连日来，马村

区教育局发动机关人员、学校师生，全
力打响“污染围城”集中整治攻坚战，
在全区范围营造“整洁家园环境，提高
生活品质”的良好氛围，全区1.5万余
名机关人员、学校师生参与了活动。

为打好“污染围城”集中整治攻坚
战，马村区教育局根据行业特点，采取
了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是制订“污染围
城”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局机关每天派
出24人，分组到2个帮扶村，协助群众
清除垃圾与杂草，打扫道路，并建立环
境保洁长效机制。二是在区属各中小学
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建美丽家园”系
列主题实践活动。印发《“污染围城”

整治致家长的一封信》《秸秆禁烧致家
长一封信》等，把“污染围城”治理活
动宣传到每一个学生的家庭。三是要求
各中小学校积极开展卫生“流动红旗”
竞赛、“环境卫生小卫士”评选、“爱家
庭、爱劳动”图片征集等活动，活动内
容从校容校貌治理，延伸到家庭整洁、

“污染围城”整治及社区 （乡村） 美化
等方面。四是充分利用主题班会、电子
屏、黑板报、微信群等形式，向全体师
生和学生家长广泛宣传“污染围城”集
中整治的意义，从小培养学生的环保意
识，提高师生和家长自觉参与“污染围
城”整治活动的积极性。①7

马村区教育系统

积极参与“污染围城”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许建军）昨日，在中站区府城街
道北朱村党员张中齐的桃园内，20多名党员种植户
欢聚一堂，参加村党总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
学习会。会上，该村党总支书记张小爱带领大家学习
了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并结合该村党
员张翠梅同志发挥特长，带领乡邻搞水果种植致富的
事迹，为党员种植户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在果园里讲党课、学党章，用身边人、身边事，
促进互动交流，增强党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府城
街道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北朱村的做法并非
个例，在牛羊饲养业发达的造店村亦是如此。对于各
种原因不能到场参加活动的党员，各村党组织还通过
短信、微信等方式，将相关内容传达给他们，确保学
习教育全覆盖。

除北朱村等村外，府城街道的其他村在“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中，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开展具有
自身特色的学习活动。店后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契机，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为民办实事活
动相结合，村里的文艺队为村民献上了丰富多彩
的文艺节目，寓教于乐，让党员和群众在娱乐中
受教育。造店村党组织牵头组建了焦作市 DJ 酷走
造店分队，吸引附近的店后、府城等村的党员群
众 200 余人加入酷走活动，对弘扬健康向上的生活
新风尚起到积极示范作用，也营造出团结和谐的浓
厚氛围。①7

中站区府城街道

一村一策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丰收的季节
9月19日，孟州市会昌街道东曹村村民正在利用机械收获花生。眼下，该市6万亩花生已进入成熟期，当地农

民趁晴好天气采收、晾晒，确保颗粒归仓。
赵春营 耿全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