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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

线运行 5 周年。全国政务服务“一张

网”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极

大提高了办事便捷度。在越来越多的

“关键小事”都能在线速办的同时，仍

有群众在为切身利益向职能部门求助

中，遇到工作人员“只微笑不办事”，态

度积极、行动消极，解决问题“在跑步

机上前进”。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纪学习教

育。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重申并完善了“对涉及群众生

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

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

庸懒无为、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响”

“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推

诿扯皮”“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

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等的处分

内容。

开门“笑”、办事“拖”、问题“推”、

开会“忙”成为少数干部的“工作经”，

这类“只微笑不办事”的新形式主义其

实 也 是 一 种 庸 懒 无 为 。 这 样 的“ 作

秀”，让群众受了累、冷了心。

托幼、养老、办证、物业……这些

事牵动民生。在涉及百姓切身利益问

题时，职能部门近年来“门难进、脸难

看、话难听”的做派少了，“打太极”“拖

字诀”“踢皮球”的魅影仍不时显现。

尤其需要协调才能解决的问题，少数

干部接待群众笑容满面，承诺信誓旦

旦，干起事却拖拖拉拉。

“只微笑不办事”的“面纱”下，还

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他们

往往把规章制度 、服务承诺“写在纸

上、挂在墙上、喊在嘴上”，但就是没

有 体 现 在 行 动 上 。 群 众 观 念 一 旦 出

了 偏 差 ，工 作 能 力 难 以 提 升 ，“ 想 群

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也成了一

句空话。

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不但要脸

上有笑容，更要抓紧办实事。改革进

程中，越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越是

锤炼干部综合素质、提升攻坚克难能

力的“磨刀石”。广大党员干部要拿出

更加有效的举措，在工作中善接烫手

的山芋，敢啃最硬的骨头，切实维护群

众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

干得好不好，民心是杆秤。出现

在群众脸上的笑容，就是对工作实绩

最好的褒奖。

（新华社西安5月31日电）

“ 只 微 笑 不 办 事 ”，要 不 得
□ 李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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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平舆县古槐街道党员志

愿者帮助群众灌溉农田。

连日来，平舆县全面掀起抗旱保

苗热潮，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投身

抗旱第一线，全力以赴打好抗旱保苗

主动仗。⑥5
通讯员 李亚超 摄

眼下，号称“中原粮仓”的西平县 108 万
亩小麦已颗粒归仓。为抢抓有利时机，该县
立足“早”字、突出“快”字、狠抓“好”字，夏收、
夏管、夏种“三位一体”同步进行，统筹兼顾、
环环相扣。

“全国小麦看河南，优质小麦看西平。”在洪
河水的滋养下，西平县一派好“丰”光，绘出农业
好“丰”景。

作为产粮大县，西平县坚决扛起粮食安
全政治责任，坚持科技赋能，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奋力在打造乡村振兴
西平样板中积极探索、走在前列。

打造高标准农田的“西平模式”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的重要举措，不仅能够让农民受益，还
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
手段。

种好“中国粮食”，端好“中国饭碗”，西平县
为何能一直交出“粮食丰收答卷”？

西平县创新建立的“融资、建设、运营、管
护”四位一体高标准农田建设新模式，稳基础、
增产能，粮食产量实现“十九连增”，高标准农田
稳产、增产的效果得以体现。

西平县把最强力量、最优资源汇聚到粮食
生产上来，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
挥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指挥部，有力推动了工
作落实。

西平县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把
指挥部建在地头上，县、乡镇同步建立工作台
账，做到“一天两碰头，问题不过夜”，推动各项
工作具体化项目化。

这一“西平模式”，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
特别是西平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被评为

“省优秀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更是充分体
现了“西平模式”对于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示
范探索意义。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关键之年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主要突出抓主要粮油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其中推动良种、良法、良田、良
机、良制“五良”融合共促是关键。其中，良种方
面，西平县与河南省农科院、隆平高科合作，围
绕“种业振兴＋产业融合”，进一步做大做强做
优“西平小麦”；良法方面，西平县的高标准农田
均配套建设智慧农业服务中心，打造数字农业
应用场景，做到气象、水质、墒情、苗情“一屏统
揽、一键管控”。

小麦丰收背后的科技支撑

丰收离不开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为农业
大县，西平县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农业的科技
创新和装备更新，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
术和机械设备，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品质水
平，为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动“粮田”变“良田”。西平县把农业新质
生产力的导向和要求，贯彻落实到农业全产业
链过程中，也成了“西平模式”的最大亮点和特
色所在。随着科技进步，农业生产也变得更加
智能化和现代化，传统文化和现代农业在这里

完成了深度融合，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夯实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

近年来，西平县从规模种植、农产品加工、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聚焦
“农头工尾”“粮头食尾”打造小麦全产业链，做强小麦文章的谋篇布局，走出了一
条依托小麦主导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道路。以今三麦食品等企业为重点，培育
现代化大型食品加工企业，打造国内餐饮食材中央厨房工厂基地，推动“大粮仓”
迈向“大餐桌”，做大做强长寿食品大文章。

西平县做好“小麦”全产业链发展文章，2018年，“西平小麦”荣获全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品牌；2019年，荣登全国名特优农产品名录，叫响了“西平小麦”的国
字号品牌。

好麦出好粉，好粉出好品。推动品牌落地，打造爆款产品，西平县最“豪横”
的土特产——“西平小麦”当之无愧。在西平县，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发展到45家，其中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有11家。以此为依托，小
麦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成了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以小麦为原料的西平焦馍、西平烙馍、西平馓子也声名在外，远销全国。当
下，西平县正在加快从“粮仓”到“厨房”再到“餐桌”的粮食全产业链布局，放大优
势、突出亮点，做大做强小麦产业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打造和美乡村的如画“丰”景

西平县将高标准农田与美丽乡村一体规划、一体建设，高标准净化、绿化、亮
化、美化农村人居环境，推崇地域特色文化、培育文明乡风，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
打造中原民居特色小镇以及乡村旅游示范村。

在老王坡麦田，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麦香，金色的麦浪散发着丰收的喜悦，
伴随着机器轰鸣声，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一幅美丽
乡村振兴的丰收画卷尽收眼底。

“村在田里，田在村里。”老王坡管委会顾庙村被评为“河南省康养旅游示范
村”。从建设种植基地，到农业休闲、乡村旅游，打造出一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全产业链。

西平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西平小麦”久负盛名的原因多多，离不开西平干
群匠心精神的精深耕种——“粮”心种好麦、“仁”铸好品质。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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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保墒夏种忙

新华社郑州 6月 5日电 （记者 马
意翀）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截至 6月 4日，河南全省夏播面积已达
4792.2 万 亩 ，占 预 计 播 种 面 积 的
53.2％。

据介绍，为做好夏收工作，今年
“三夏”期间，河南交通、公安、农业
三 家 部 门 联 合 发 文 ，共 同 做 好“ 三
夏”农机跨区作业车辆道路保通保

畅工作。河南农机部门与中石化、
中石油联合制定了农用柴油保供方
案和优惠政策，开展“送油下乡”“送
油到田”服务。相关部门也积极协
调农机生产企业、销售网点备足备
好机具和易损零配件，指导农机合
作社、农机户开展机具检修保养，并
及时掌握和发布各地机具供应、天
气路况等信息。

截至 6 月 4 日 17 时，河南省已收
获小麦 7538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
积的 88.5％。当天投入联合收割机
6.3 万台，日收获小麦达 556 万亩。

全省夏播正依次展开，粮食作
物已播 3721 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
的 54.7％，其中玉米已播 3220 万亩，
水稻已播 423 万亩，大豆已播 61 万
亩。

河南夏播面积已过半

本报讯 （记者 滑清泉 杨 森）6月
5日，市长李跃勇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30
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重要
讲话精神，研究我市“十五五”规划前期
工作开展、培育壮大电子信息产业等事
项。市政府领导李建超、张威、孙继伟、
何冬、杨大群、于洋、王建平及市政府秘
书长谢彦涛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怀德、市政协副主席赵峰应邀列
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就业工

作摆上更加突出位置，深刻认识高质
量充分就业对促进驻马店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意义，坚持把就业当作民生
头等大事抓紧抓好。要加快新质生产
力发展，充分发挥产业带动作用，聚焦

“9＋15”产业链群培育，大力招引劳动
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带动高质量充分就
业。要聚焦就业重点群体，紧盯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脱贫人口、就业困难人
员等重点群体，落实落细各项就业政
策，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要营
造良好就业创业生态，坚持创业带动

就业，持续完善创业扶持体系，用足用
好各项激励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更
多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会议强调，要按照国家和省关于“十
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要求，围绕驻马店
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聚焦影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
题、卡点堵点、短板弱项，紧盯打造现代
化区域中心城市目标任务，深入研究重
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
目，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做好“十五
五”规划编制工作。要强化规划统筹，加
强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建议，为编制好
“十五五”规划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要求，要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
全市产业结构调整、壮大战略新兴产业
的重要突破口，充分发挥电子信息产业
对工业的支撑、引领、赋能作用，加大

“双招双引”力度，抓好政策落实，着力
引进培育一批龙头型、链主型、基地型
企业，持续延链补链强链，带动全市电
子信息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势，助推
我市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整治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等有关工作。①6

李跃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我市“十五五”规划前期工作开展等事项

本报讯 （记者 滑清泉 杨 森）6月
5日，市总河长、市长、淮河驻马店段市
级河长李跃勇到淮河确山段开展巡河，
并深入确山县部分乡镇调研指导“三
夏”生产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压
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
全力以赴抓好抗旱保种工作，持续提升
淮河管护质量水平。副市长何冬一同
调研。

当日上午，李跃勇首先来到双河镇
戴庄，走进田间地头查看土壤墒情、抗
旱机井运转和无人机施肥、旋耕机整
地，详细了解种植结构、灌溉需求、病虫

害防治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稳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把抗旱保种作为
当前重要任务，充分发动基层组织力
量，深入摸排农田灌溉需求，帮助农民
解决实际问题，确保秋粮种足种好。要
统筹做好农业灌溉用水保障，动态研判
用水需求，因时因墒因地维修抗旱机
井、增设灌溉设备，及早浇水保墒、抢时
抢种、浇灌保苗，有序推进夏种夏管工
作，全力应对当前旱情。

在双河镇粮管所，李跃勇实地查看
粮仓库容、粮食收储、代收代储等情况，
强调要落实好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统筹

做好政策性收购和市场化收购，保护好
种粮农民利益，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
展；要加强科技储粮、绿色储粮技术应
用，提升粮食仓储现代化管理水平，提
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来到淮河确山段，李跃勇实地查看
水质情况和周边环境，强调要抓实抓牢
水资源保护、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和执法监管六大任务，建立县乡村河长
联动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发现和
解决问题，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确保“河
长制”工作落到实处。要加强河湖保护

治理，提升河湖监管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水平，持续巩固水环境质量、保障
水生态安全。要高度重视淮河防汛工
作，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全力守护
淮河安澜。

在任店镇曹庄村，李跃勇详细了解
薄山灌区农田灌溉、工程运行等情况，
强调要在保障水库库容安全的基础上，
根据农情苗情需求，统筹调度水库开闸
引水，及时疏通沟渠，调配喷灌设备，全
力保障农田灌溉用水和群众生活用水，
推动水资源有序节约合理利用，确保

“三夏”生产有序进行。①6

李跃勇到确山县巡河并调研“三夏”生产时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持续提升淮河管护质量水平
压紧压实责任 全力以赴抓好抗旱保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