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一台台打
捆机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往来驰

骋，秸秆吃进机器里，“吐出”的却
是打包好的秸秆垛，整齐码放在田
垄上，麦田内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6
月 4 日，记者驱车从许湾办事处蒋
桥村前往搬口办事处毛寨村，行驶
过程中道路两旁未见到明显秸秆

痕迹， 田间只留有麦茬未见秸秆。
“之前麦收后秸秆让人很头疼，在
地头、沟渠旁随处堆放，既污染环
境又存在安全隐患。 现在好多了，
办事处组织人员把秸秆打捆离田

后直接拉走，帮了我们大忙，后期
只要把地平整一下晾干就可以播

种了。 ”贾寨村村民感慨地说。
一块块“金砖”堆筑的草垛，远

远望去像一座“金字塔”，成为“三
夏”时节一道亮丽风景线。在田间地
头被直接打捆拉走的秸秆能派上什

么用场？据袁方介绍，这些秸秆运输
至养殖场，为猪、牛、马、羊等动物提
供丰富的饲料， 不仅实现了综合利
用变废为宝， 还从源头上有效防止
秸秆焚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守住
“三夏”生产工作的安全、环保底线。
截至目前， 全区 9.8 万亩小麦机收
工作已全面完成， 秸秆打捆作业有
效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

秸秆综合利用非常好， 但宣传
引导也少不了。 在“三夏”生产工作
开展之际也是秸秆禁烧宣传之时，
全区上下通过“大喇叭+小喇叭”同
频播放、 微信群宣传、 悬挂宣传标
语、网格员走村入户、督导员“日督
导”等各种途径，营造“不能烧、不想
烧、不敢烧”的浓厚禁烧氛围。 截至
目前，全区未发生一起与‘三夏’工
作相关的火情， 真正做到了秸秆禁
烧工作落到了实处、起到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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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鏖战“三夏”夺丰收
□记者 姬慧洋 文/图

������春争日、夏争时，又是一年夏收夏种农忙时节。 风吹麦浪，宛
如金波，各类农机穿梭田间，金黄的麦田面积不断缩小，饱满的麦
粒被源源不断地送进运输车；精神抖擞的“红袖标”“红马甲”活跃
在村庄内、地头间，一声招呼“马上到”“立刻帮”；挂图作战、变废
为宝，示范区干群一心、争分夺秒鏖战“三夏”确保颗粒归仓。 6 月
4 日，记者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获悉，目前该辖区内 9.8 万亩
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面完成，较往年提前 3 天完成抢收任务，实现
了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农机手如何请？ 秸秆禁烧如何
禁？ “助收队”如何建？ 疫情防控如
何控？ 如何答好疫情防控和“三夏”
生产高效统筹必答题，示范区党工
委、管委会做好了充分准备：召开
“三夏” 生产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
“三夏”生产及禁烧工作；成立区、
办两级 “三夏 ”工作专班 ，与办事
处、行政村签订目标责任书、秸秆
禁烧承诺书、安全告知书；主要领
导靠前指挥、亲力亲为，分管领导
具体抓、抓具体，相关部门各司其
职、密切配合，以过硬能力作风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和“三夏”生产高
效统筹战。

大方向已定，全区上下纷纷付
诸行动，抢抓时机“龙口”夺粮。 印
发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第一时
间发布天气信息；充分发挥农机服
务微信群， 主动联系收割机械 180

台次服务“三夏”生产。 同时进一步
强化疫情防控预警监测，对于进入
辖区村（社区）的收割机操作手实
行健康安全动态管理，设立服务农
机手核酸检测点 3 个，全天候提供
核酸检测服务，进行场所码扫描并
及时查验健康码、行程码，全力保
障麦收期间全区人民的平安健康；
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农户家中、走进
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将夏收夏种同
步部署、贴茬推进，千方百计增加
粮食夏播面积……

5 月 25 日，随着收割机、运输
车、打捆机等机械驶入文昌办事处
李庄、赵寨行政村开镰收割 ，示范
区今年的麦收工作正式拉开了序

幕。 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夏大忙”交
响曲奏响，全区上下拧成了 “一股
绳”，鏖战“三夏”，让“丰收在望”成
为“丰收在握”是大家统一的目标。

高效统筹 变“丰收在望”为“丰收在握”

������许湾办事处蒋桥行政村是示
范区辖区内小麦成熟最晚的村庄，
6 月 3 日下午，随着该村最后一处
地块小麦收割完毕，示范区辖区内
所有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部结束。在
该村村室内张贴着一张标记着全

村所有地块的平面图，每一处地块
上都有相对应的负责人名单。 “可
不要小看这张图，它不仅仅是图更
是网格管理表，‘三夏’生产、秸秆
禁烧、 疫情防控的责任都被嵌在
‘格’中，粘在‘网’上。 ”该村村支书
王军政说，签订了责任书就相当于
认领了“军令状”，无论是村民还是
干部，每个人的责任感、荣誉感都
得到了提升，大家都暗暗攒着一股
劲，一定要圆满完成“三夏”生产、
秸秆禁烧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
蒋桥行政村执行的 “挂图作

战” 是全区统筹疫情防控、“三夏”
生产以及秸秆禁烧工作的一个缩

影。 在小麦即将成熟之际，示范区
便提前谋划，按照辖区小麦种植区
域分布，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值
班点位 114 个，动员全区 600 余名
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实行 24
小时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各项工作
的开展。 为了确保全区“不着一把
火、不冒一股烟、不黑一块田”，还
配备灭火器 370 余个，铁锨 、扫帚
800 余把，旋耕耙、小型洒水车等灭
火器具 60 余台， 确保发现火情能
够第一时间响应，迅速到位、有效
处置。 “我区今年小麦亩均产量为
1260 斤，之所以能取得丰产丰收是
因为我们全程跟踪指导播种选种、
麦田管理、一喷三防等工作，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三夏’工作，调配
联系多辆收割机进行机收，机收率
超过 99.8%。小麦机收质量好，损失
率降低，既保证粮食安全，又提高
了粮食品质。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袁方说。

挂图作战 责任到人“夺”丰收

������“三夏”时节，金黄色的麦浪翻
起了细波， 沉甸甸的麦穗迎风伫
立，空气里流淌着麦子成熟时的香
气。这股香气却勾起了搬口办事处
梁寨行政村村民梁光兵的愁绪，原
来他是一名脱贫户，目前家中种植
9 亩小麦，因为早年患病丧失劳动
能力，孩子不在身边，收麦存在困
难。 当他还在发愁时，该办事处主
任李建林带领的“三夏”生产帮扶
队已经来到了他家的责任田里，帮
助他收完了麦子。

和梁光兵一样得到帮助的还

有毛寨村村民毛深远，儿子在外地
打工挂念家中的麦收想要返乡，得

知情况后，帮扶队的队员主动上门
帮助麦收。 “不用回来了，办事处的
同志们帮咱们把麦子都收完了。 ”
毛深远站在自家麦田里给儿子讲

述着家里小麦收割情况。
为切实解决部分村民收割困

难的问题，示范区积极组建 100 余
支 500 余人的“三夏”生产帮扶队，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各村进行分类

指导， 主动为村民提供一站式帮
扶，包片划区、明确责任，主动对接
麦收有困难的村民，实实在在解决
他们在“三夏”生产中遇到的各种
难题，确保颗粒归仓。

志愿服务 真情帮扶确保颗粒归仓

变废为宝 守牢安全环保底线

麦收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