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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
麦浪……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
脸庞。”小满已过，永城大地麦浪滚
滚，180万亩小麦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眼下，距离麦收不足10天，各乡镇
拉条幅，搞宣传，建禁烧工作站；农艺
师们忙下乡，看长势，搞测产；农民们
忙着备良种，修机械，购设备……此
时，“三夏”大忙的序幕已经拉开，从
党员干部到农民群众，都上紧发条、开
足马力，到处回荡着热情奔放的丰收协
奏曲。

麦浪滚滚麦浪滚滚 丰收在望丰收在望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5月
20日，在市农业农村局侯岭农场的麦田
里，记者看到，成熟的小麦颗粒异常饱
满，微风吹过，一片片翻滚的麦浪甚是
喜人。此时，几位农艺师迎着烈日，手
拿尺子，选取样点，测量株距行距，计
算穗粒数，测产步骤一气呵成。

“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80万亩，其
中，优质小麦种植面积45万亩。通过初
步测产，优质专用小麦亩单产达 621.5
公斤，高于往年。今年小麦平均亩产比
去年略增，比常年增产明显，目前小麦
长势良好，丰收在望。”市农业农村局
种植业股股长刘明西激动地说。

据刘明西介绍，眼前这块面积 300
亩的麦田，是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技示
范基地，主要种植郑麦 1860、郑麦
7698、郑麦 369、周麦 32、周麦 36、新
麦 26、锦绣 21、中麦 578等优质小麦品
种，通过规范化耕作播种、强筋小麦全
环节绿色高质高效、病虫害全程绿色防

控、小麦化肥减量增效等
技术，掌握优质小麦品
种生长特性，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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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生产基地创建项目，
打造一批优势突出、特
色鲜明、产业带动能
力强的强筋、富硒小
麦生产基地，提升全

市小麦生产效益及面粉食品产业化发展
水平。

“去冬今春气温偏高、倒春寒、低
温冷害和病虫害偏重发生等多种不利因
素，让我为今年小麦丰收捏了一把
汗。”刘明西说，“在生产上，通过综合
应用测土配方施肥、选用优良品种、适
期播种、病虫害综合防治、强化应变管
理等增产措施，有效促进了全市小麦苗
情转化升级，确保了我市小麦多灾之年
长势较好。”

5月 5日—6日，市农业农村局抽查
全市90个点次进行小麦预产测产。结果
显示，全市小麦平均群体 43.36 万穗/
亩，比去年 42.86万穗/亩增加 0.5万穗/
亩，比常年增加 1.95 万穗/亩；穗粒数
33.78 粒/穗，比去年 33.92 粒/穗减少
0.14粒/穗，比常年增加 1.44粒/穗；千
粒重 43.19克/千粒（前三年平均），8.5
折后亩产 537.71 公斤，与去年亩产
534.83公斤相比，增产 2.88公斤，增产
率0.538%。

今年，全市小麦预计总产为 96.79
万吨，比去年 96.27万吨增产 0.52万吨，
比常年全市总产增加10.27万吨。

今年，大丰收！

农机铁军农机铁军 蓄势待发蓄势待发

5月 21日，在位于陆霸驾校的市农
机服务中心监理站内，从填写申请表
格、农机“体检”，到粘贴拓印模、发
放跨区作业证，短短10分钟，来自黄口

镇木楼村的农机手周欢就拿到了跨区作
业证。当日，前来办理农机跨区作业证
的农机手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认真地调
试和保养即将投入作业的农业机械，确
保各类机械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三
夏”生产中。

“需要跨区作业的农机每年都要来
‘体检’一次，对于检验过关的拖拉机
和联合收割机，我们会出具人工安全技
术检验报告，并为每辆来检验的农机建
立档案，为‘体检’合格的农机颁发跨
区工作证。”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监理
站党支部书记赵克民向记者介绍，“为
了给农机手提供便利，我们办证全部免
费，而且具有跨区作业证的农机都会录
入系统平台，跨区全程高速免费。”

记者从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获悉，
今年“三夏”，共有4万余台（套）农业
机械参与会战，其中收割机5000台，拖
拉机 1.6 万台，打捆机 300 台，播种机
1.9万台。

早在 5月初，市农机部门便对“三
夏”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认真落实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做好各类农机具的
补贴工作，并结合农机年度检验工作，
号召全市 100多个农机维修网点加强对
农机具的检修，并组织农机专业技术人
员深入乡村、田间地头，指导全面检
修、调试和保养即将投入作业的农业机
械，确保各类机械以良好的技术状态投
入“三夏”生产。

同时，强化物资储备，督促协调农机
经销、维修、供油、零配件供应和农机合

作社等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提早做好物
资调剂储备工作，以备“三夏”生产之
需。加强与公安、交通部门协调和配合，
作业期间加大重点路段的巡查力度，保障
跨区作业机具安全有序流动。设立跨区作
业机具接待服务站，开通 24小时农机服
务热线，及时为过境机手提供机收信
息、维修保养等方面的服务。

枕戈待旦枕戈待旦 禁烧保粮禁烧保粮

从被动到自觉，从垃圾到宝贝……
每临“三夏”，随之而来的重头大戏一
定是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多年来，永
城市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让秸
秆禁烧真正走进农民心里，牢牢守住了
永城蓝。

一路行，一路看，各乡镇正在积极
搭建秸秆禁烧工作站，悬挂秸秆禁烧条
幅，禁烧宣传铺天盖地，禁烧氛围十分
浓厚。

虽尚未开镰，龙岗镇各村（居）已
将工作重点全面转入“三夏”防火状
态，在一座墨绿色的帐篷前，一面印有

“龙岗镇秸秆禁烧韩庄村战斗队”的旗
帜尤为醒目。床铺、桌椅、铁锨、扫
帚、水桶、灭火器、禁烧条幅、生活用
品……显然，一线禁烧人员已经做好了
长期战斗在田间地头的准备。

不仅仅是龙岗镇，全市29个乡镇皆
是如此。

太丘镇积极做好“三夏”生产准
备，制订工作方案，分解工作任务，积
极营造禁烧氛围，同时加强“蓝天卫
士”监控平台值班工作，安排专人值
守，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马牧镇
严格执行“分管副职包片、镇干部包
村、村干部包组、组长包户”的四包责
任制，在镇村主要交通路段张贴宣传
条幅、发放宣传单，全天候循环播放禁
烧政策等，达到宣传无死角、覆盖全方
位。

薛湖镇咬定“三不双零”这个禁烧总
体目标，在全镇范围内营造“焚烧秸秆可
耻、支持禁烧光荣”的舆论氛围，强化网
格化管理，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应急
分队，24小时随时待命；十八里镇积极帮
助、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夏收工作，并
利用平安大喇叭宣传秸秆禁烧工作，营造
禁烧氛围，杜绝火情发生。

各乡镇的好举措、好做法不胜枚
举，基层干部枕戈待旦，未雨绸缪，为
打赢秸秆禁烧攻坚战筑起了一道坚不可
摧的防火墙。

永城：秣马厉兵备战“三夏”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何燕子

农机手跨区作业证到手。 本报记者 袁国豪 摄

沱河之南，经开区建设蒸蒸日上，势头
强劲；沱河之北，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日新
月异。近日，记者先后来到永城市芒砀路沱
河大桥、中原路双拥桥以及正在施工的东环
路沱河大桥，感受三座大桥不同的魅力。作
为连接沱河两岸的纽带，这三座大桥一桥一
式，各具风姿，既呈现城市之变，也展现城
市之便。

芒砀路沱河大桥已有几十年桥龄，桥体
历经风雨洗刷，在进行过修复加固以后一直
沿用至今，两侧护栏更加美观，来往车辆川
流不息，仍旧承载着沱河两岸的交通和不少
市民的记忆。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张，车流
量的与日俱增，芒砀路沱河大桥的双向两车
道已经不能满足于如今的道路行车需求，为
了疏导交通，双向六车道的双拥桥成为接起
芒砀路沱河大桥重担的新生力量。

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雄伟壮观的双拥桥
都有着 360度无死角的“高颜值”，主桥采
用三跨飞燕式异形拱装饰，牢牢依附在其之
上的红色“双拥桥”标识十分醒目，不仅强
化城市记忆，而且彰显双拥特色，营造浓厚的双拥氛围，桥
面绿化分隔带中的木质立体种植箱古朴别致，经过精心修剪
的绿植姿态优美，成为桥面一道亮丽的风景。

记者站在桥边，由北向南远眺，拔地而起的高楼建筑与
层层绿树组成了美妙的城市天际线，若隐若现的沱南生态广
场和沱滨风景带犹如镶嵌在双拥桥周边的绿色宝石，大气舒
朗，景色迷人，一条优质景观带就此徐徐展开。不仅如此，
桥面的“城市家具”也颇具匠心，带有文明标语的分类垃圾
箱触手可及，左右两侧路灯造型简约，若是一入夜，路灯、
栏杆、绿化分隔带将投射出色彩绚丽的光线，把整座桥映衬
得灯火辉煌。

“我和朋友们经常在晚饭后过来拍摄照片和小视频，以双
拥桥作为背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市民夏源对记者说。

在东环路沱河大桥施工现场，记者顺着临时搭建的楼梯
登上桥面，施工景象一览无余，配套机械设施运转不停，约
有 50名工人在各自岗位上紧张有序作业，黝黑的脸上挂满了
豆大的汗珠也顾不得擦一擦，只为这座“后起之秀”的双向
八车道大桥可以早日通车，分流芒砀路沱河大桥以及双拥桥
的车流量，缓解城区交通压力。

“大桥建成通车以后，我们这些上班族可以省去不少堵车
的烦恼。”市民毛先生开心地说。

近年来，永城市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不断加大城市建
设投入，日益完善交通网络，努力提升城市品质和形象，提
高群众幸福指数。沱河之上，三座大桥飞架而起，贯通南
北，更加紧密结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两岸群众出行带来
诸多便捷，也拉动着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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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聂 政）初夏时节，走进条
河镇堤湾村，只见一处处庭院洁净卫生，葡萄、枣、杏等果树
绿叶浓密，一株株月季、贺春红等花卉竞相绽放，正如一幅美
丽乡村的画卷在徐徐展开……

“五美庭院”是美丽乡村的细胞，家家户户的庭院美了，
美丽乡村建设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让村庄美起来，一直是全村 3000 多人的夙愿。去年年
底，按照上级要求，并通过“四议两公开”，该村决定向“美
丽乡村”进发。

铺设总长度超过1000米的两路下水管道，改造4处“脏乱
差”的废弃坑塘，全域保洁让村庄“洁净美”成为常态……春
节前夕，全村群众将家门口的点滴变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停下了堤湾村美丽乡村建设步
伐。工程暂停，思路未停，村“两委”时常思考着如何把家乡
建设得更美好。

3月份，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该村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美丽乡村建设，因而，百姓们看到：继续铺设下水管道，完成
收尾工作；铺设自来水管，巩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成果；党群
服务中心外，安装健身器材；村庄主路设置竹椅、竹凳，供人
临时休息；因地制宜，见缝植绿，推进小菜园、小花园、小果
园、小游园“四小园”建设；抢抓春季廊道绿化的黄金时期，
种植国槐、桂树、石楠、金叶榆等树木……

堤湾村逐渐美起来，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4月
上旬，条河镇选择在堤湾村召开“四美乡村”“五美庭院”建
设现场观摩会，该村获得资金奖励，并对工作经验进行介绍。

“得到镇党委、政府的认可，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把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做好！”堤湾村党支部书记李会广信心满满。

如今，“三夏”在即，堤湾村“两委”抢抓麦收前的时
间，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下足功夫开展危旧房清
零工作，为美丽乡村建设贡献力量。

条河镇堤湾村

美丽乡村展新颜

雄伟壮观的双拥桥。孙海峰 摄

▲5月18日，永城市芒山镇柿园
村果农在采摘山杏。近年来，该镇
依托芒砀山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
和乡村游，采取“线下采摘+线上销
售”方式，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农
民增收。眼下，该镇万亩山杏陆续
成熟，进入采摘期，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采摘。 孙海峰 摄

◀5月18日，群众在永城市向阳
种植专业合作社移栽葱苗、查看葱苗
长势。该合作社位于该市龙岗镇米庄
村，占地近300 亩，种植钢葱、长白葱
等，亩产1.2万斤左右，亩均销售额约
8000元，产品主要销往天津、山东等，
带动米庄村60余人增收。聂 政 摄

又到丰收季

▲5月22日，永城市茴村镇魏老家村产业扶贫基地
内西瓜喜获丰收。近年来，魏老家村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建立产业扶贫基地，为本村脱贫户提供就业岗位，
提高群众收入，全村摘下了“贫困帽”。 王 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