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徐 丹 通讯员 宋
艳广）日前，“出彩河南人”2022最美应
急先锋宣传推介活动发布仪式在郑州
举行，我市林业局薄山林场孙向东光荣
入选“出彩河南人”2022 最美应急先
锋。

孙向东在驻马店市薄山林场工作
近 40年，驻守林区峰头山森林防火瞭
望台 16 年，护佑 10 万亩森林安全。
在缺水缺电的艰苦环境中，他终日与

清风为伴、与林木为伍，饿了啃一口干
馍，渴了捧一把山泉，盛夏蚊虫叮咬，
严冬风餐露宿，无怨无悔。防火任务
紧张时，五六十天不能下山，兀自伫立
山顶，“蓬头垢面，与野人没有两样
儿”，但使命在肩，初心如磐：“这是我
的 岗 位 ，再 苦 再 累 也 要 守 好 这 片 林
场。”16 年来，他看护的林区没有发生
一起灾害性林火事故。

海拔 300 米的“望火楼”成为他的

阵地，风吹草动总让他万分警惕；5110
天的孤寂执守，他绘就出 10万亩绿水
青山的安宁诗意。孙向东把理想信念
化成“原生动力”，把职责使命当作“意
志盔甲”，在薄山林场默默无私奉献着，
受到广泛赞誉。他 2016 年入选“中国
好人榜”，并先后获得“驻马店市文明优
质服务标兵”“驻马店市文明市民标兵”

“驻马店市文明职工”“河南省文明职
工”“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市林业局始终重视向“中国好人”
孙向东学习，先后组织召开孙向东先进
事迹报告会和学习孙向东同志心得体
会展。市林业局全体干部职工将以此
为契机，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加
大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挖掘力度及
宣传力度，通过讲述好人故事，传递社
会正能量，弘扬好人精神，大力营造尊
崇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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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风采

暮春夏初，正值黄瓜上市时节，市天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黄瓜温室大棚内，一根根翠绿的黄瓜挂满藤蔓，朵朵黄花点缀
其间，甚是喜人。该公司负责人王宁阳和工人正忙着采摘、分
拣、装筐，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我们种植的是无刺水果黄瓜，现在正是大棚黄瓜收获上市
的季节。从 5 月初我们就开始陆续采摘，一直到 9 月底采摘结
束，水果黄瓜亩产可达 6000 斤，按照目前市场价 5 元/斤，每天
能收入 4000多元，效益相当不错。”

据了解，市天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
我市第一个智慧农业示范点、农业信息化示范点，采用“5G＋现
代农业”管理种植模式，拥有全智能空中种植有机草莓连栋大棚
12000平方米、农副产品展示展销中心 2000平方米、520亩农业
研学旅行实验基地，基地内可以做到一年四季有蔬菜、水果、粮
食作物的生长种植，有 5G 智慧联动温室 2 座、日光大棚 60 座。
随着公司规模逐步扩大，对群众及贫困家庭增收有较强的拉动
作用，带动 3500户群众增收，其中贫困群众 56户，年增收 2万元
左右。

“我就是基地附近的村民，在这里打工，既照顾了家里的老
人和孩子，又有了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顾家赚钱两不误，一年
下来有几万块钱的收入。”临时工周云凤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今年初以来，驿城区香山街
道积极探索发展思路，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地
域优势，因村制宜，培育特色，塑造品牌，按照“一村一品一
特色”发展模式，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大力推进农
业产业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和集聚化发展，助推乡村振
兴。③2

果蔬大棚撑起群众“致富伞”
本报记者 徐 丹 通讯员 栗莹璠 文/图

翠绿的黄瓜挂满藤蔓。⑥5

本报讯 （记者 徐 丹 通讯员
莫小沛）5 月 23 日，市气象局召开
2023年精神文明建设暨全国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会议。

会议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
巩固深化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是
气象部门参与全市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的具体举措，也是对气象部门
的综合检验。要持续深化认识，增强
创建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突出创
建重点，推动创建工作上新台阶；打
造特色品牌，做好文明气象这篇新文

章。要全面落实创建工作任务，持续
提升全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质量和
水平，把精气神转化成担当作为、狠
抓落实的好作风，推动创建工作制度
化、常态化，努力干出气象工作新样
子，展现天中气象新风貌。

会议宣读了表彰文件，向 5个文
明科室、8名文明职工和5个文明家庭
颁发了荣誉证书，通报了驻马店市气
象部门2023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
点、驻马店市气象局 2023年全国文
明单位创建工作实施方案。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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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抓创建 展现气象新风貌

本报讯 （记者 徐 丹）近日，我
市举办了第二届市直机关趣味运动会
暨市直职工运动会，市供销合作社干部
职工在104个参赛代表队3800多名参
赛人员中脱颖而出，取得喜人成绩。

该社荣获“优秀组织奖”，团体积
分总排名第14名。团体项目和个人
项目也硕果累累，其中周新田、佟永
飞荣获袋鼠跳项目亚军，周新田、赵
存、佟永飞、刘润华、吴欢、闫斯妤荣

获南水北调项目季军，周新田、刘茵
荣获背对背挤气球项目第5名，周新
田荣获男子投沙包第4名，张忠诚荣
获男子自行车慢骑第5名，王冰雪荣
获女子自行车慢骑第6名。

该社干部职工将以此次运动会
为契机，主动把“团结协作、奋勇争
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工作的不竭动
力，谱写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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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销合作社获佳绩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晓吾 刘
勇）随着汛期临近，汝南县水利局及
早行动，多措并举，扎实做好防汛各
项准备工作。

组织人员对主要河道、水闸、堤
防开展拉网式汛前普查，对查出的险
工段、病险水闸等问题，能解决的及
时采取措施，暂时不能解决的制订防
御抢险预案。对全县大中型河道防
洪排涝工程和防汛设施制定度汛措
施及抢险预案。

建立常态化机制，提高管护技
能。组织人员对全县大中型水闸逐

座检查、维修保养，确保启闭灵活。
制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确保汛期
24小时值班，对沿河涵闸明确责任
人，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对抢险应急
分队进行技术培训和防汛抢险演练，
防汛仓库储备防汛物资，为安全度汛
提供保障。

督导各乡镇（街道）持续开展河
道“清四乱”行动，共清理沟渠35条、
防洪障碍物21处。对河道内非法采
砂等违法行为进行打击，有效遏制破
坏堤防安全行为，确保河道汛期安
全。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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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防汛工作 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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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麦田千层浪，遍地金黄万里
香。5月 25日，在确山县新安店镇代楼
村麦田里，7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
力，竞相收割小麦，这里是我市小麦机收
减损技能大比武现场。

据了解，开展此次小麦机收减损技
能大比武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和“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指示精神，牢固
树立“减损就是增产”意识，全方位提升
粮食收获质量，夯实粮食安全基础，确保
圆满完成三夏生产任务。

比赛中，来自我市各县区推荐的 10
多名优秀农机手自带小麦收割机参加大
比武。在规定的地块上，在评委的监督
下，他们分别进行机收作业，行走、收割、
调头等环节一气呵成，展现了农机手精湛
的技术水平。收割结束后，看着整齐划一
的麦茬，评委们拿出测量设备，来到麦田
里实地测量，对小麦割茬高度等数据进行
实时监测，现场捡拾麦粒，测算减损率。

“小麦减损，农机先行。我们通过擂
台比赛，以赛促训，引导广大农机手在生
产实践中精操作，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
收、颗粒归仓，以实际行动为国家粮食安

全作贡献。”市农机中心农机推广站站长
王东升告诉记者。

“按照国家规定，小麦机收作业标准
损失率不超过 2%，我们将严格按照国
家标准对各个农机手的成绩进行测算，
确保比赛公平、公正……”现场评委告诉
记者。比赛现场精彩激烈，围观群众啧
啧称赞。

此次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
活动，营造了广大农机手比学赶超、全社
会关注支持小麦机收减损的浓厚氛围，
引导广大农机手在生产实践中精操作、
比技能，又好又快完成夏收任务，全力保
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③2

麦田摆擂台 以赛促训保增收
——我市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掠影

本报记者 冯 帅 本报见习记者 焦 琳

麦收现场，一农户捧起刚刚收割的小麦。⑥5 本报记者 张 建 摄 农业专家现场考察后称赞今年小麦长势良好。⑥5 本报记者 吴胜军 摄

机收现场。⑥5 本报记者 吴 波 摄

两台收割机在麦田里展开“技能比武”。⑥5 本报记者 王建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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