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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付 家 宝 通 讯 员 余
洋）“‘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
许昌市委党校立足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围绕‘教学方式多样化、教学管理规
范化、教学课程精品化’，深化教学改
革、细化教学管理、强化工作落实，在推
进教学能力提升方面取得了显著实效，
进一步提升了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6 月 8 日，许昌市委党校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介绍。

在抓创新推行多样化教学方面，许
昌市委党校积极引导和激励教师大胆尝
试新教学方式、探索新教学模式，全面推
行多样化教学，综合运用互动式教学。
其中，研讨式、案例式、体验式、访谈式、
情景模拟式等教学方法在主体班教学中
得到广泛应用，《杨水才精神的实质内涵
和时代阐释》《乡村振兴中的宋堂之路》

《打造许昌“红色物业”，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等一系列具有许昌特色、深受学员好
评的互动式教学课程相继出炉。

为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许昌市委
党校落实和完善了课程审核、集体备
课、新课试讲、反馈整改等制度，并建立

了集体评议、教学讲评和教学观摩等相
关制度，逐步形成校党委总体抓、分包
领导具体抓、教务科主抓、职能科室配
合抓的工作机制。此外，许昌市委党校
还进一步建立健全教学质量评估制度，
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提质。近年
来，许昌市委党校主体班的教学质量评
估优秀率均在 90%以上。

为打造体现党校特色的名师和名
课，许昌市委党校大力加强教研人才队
伍建设和高质量课程建设，着力打造满
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精品化课程。
在一系列措施的有力推动下，该校“优
质 课 ”“ 精 品 课 ”成 果 丰 硕 、捷 报 频 传
——教师刘允的教学专题《坚持系统观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被评为“全省党校
系统和党性教育基地第三届精品课”，
教师任新芳的教学专题《94 本日志——
一名村支书的担当与奉献》荣获河南省
最美微课“讲好党的故事”系列一等奖。

下 一 步 ，许 昌 市 委 党 校 将 继 续 以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真抓实
干、砥砺前行，更好地发挥培育党员干
部的主阵地作用。

许昌市委党校

多措并举出精品
聚焦主业提能力

张 开 巨 大 的
“嘴巴”，“吃”进一
根根秸秆，“吐”出
一 捆 捆 秸 秆
锭 ……6 月 6 日
下午，在禹州市鸠
山镇范门村，一辆
辆 打 捆 机 在 收 割
完 毕 的 麦 田 里 来
回穿梭。

“今天俺家 20
多 亩 地 里 的 秸 秆
已打捆完，用打捆
机 回 收 秸 秆 真 方
便 ！”村 民 孙 营 涛
说 ，接 下 来 ，要 播
种花生，他不用担
心 秸 秆 影 响 花 生
的出芽率。

“用打捆机回
收 秸 秆 ，省 劲 多
了，也不用来回拉
了 。 再 说 秸 秆 对
环境也不好，留在
地 里 会 生 虫 子 。
现在，秸秆打成捆
拉 回 去 打 碎 与 其
他 饲 料 经 过 一 定
比例混合后，就成
为 饲 养 场 100 多
头 奶 牛 的‘ 营 养

餐 ’！”说 这 话 的 是 鸠 山 镇 李 村 村
民李大兵。去年，他办起饲养场，
并 购 买 了 收 割 机 和 打 捆 机 ，不 仅
可 以 增 加 收 入 ，而 且 回 收 的 秸 秆
可 以 充 当 饲 料 。 李 大 兵 告 诉 记
者，收割机收割费用是每亩 70 元
左右。如果农户愿意让他把秸秆
打捆回收，则收割费用每亩降低 5
元，一举两得。

鸠山镇耕地面积 1.8 万亩，今
年种植小麦 1.6 万余亩。为做好夏
收禁烧和秸秆回收再利用工作，该
镇党委、镇政府早谋划、早安排，把
任务、责任落实到位，积极与当地
的秸秆收储企业联系，组织协调 20
多台打捆机、搂草机、叉车、平板运
输车等，及时将秸秆打捆回收，不
仅促进了秸秆转化利用，还避免了
焚烧秸秆造成的大气污染。

鸠山镇镇长郭浩磊说：“打捆
机真是帮了大忙，给‘三夏’防火减
轻了不少压力。现在，我们把一部
分秸秆回收做饲料，发展饲养业；
把一部分秸秆经处理后回田，变成
肥料，杜绝了焚烧秸秆造成的大气
污染。”

近年来，鸠山镇积极探索秸秆
回收综合利用之路，在突出秸秆肥
料化、能源化等利用的同时，重点
推进秸秆还田、秸秆压块、秸秆打
包 收 储 等 项 目 ，从 源 头 上 解 决 问
题，助力农业增产增效。秸秆回收
再利用工作，既实现了农民增收，
减轻了土地病虫害，又净化了生态
环境。

目前，鸠山镇已投入搂草、打
捆、打包、装载等秸秆回收机械 70
余台，回收秸秆 4000 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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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山的朋友可以转发一下，捡到
一张 2003 年出生的人的身份证。失主
马上要高考，别耽误考试！”6 月 6 日清
早，禹州市民程先生在禹州植物园遛弯
儿时捡到一张身份证，随即将相关消息
发到微信朋友圈，亲友纷纷转发。

正在走村入户的鸠山镇组织委员
朱松涛看到微信朋友圈里的信息后，
心里“咯噔”一下：“哎呀，明天就要高
考了，失主该有多着急啊！”来不及多
想，朱松涛立即根据身份证上的信息，
与该镇范门村党支部书记楚世欣联系
确认。

“是俺村的，孩子明天就要高考了，
发现得真及时！”正在值班的楚世欣一

边接听电话，一边兴奋地向失主小慧家
跑去。到了小慧家，他发现大门紧闭。
从邻居那里得知，小慧的父母正在田里
收割小麦。他又匆匆跑到地头，见到了
小慧的父母。

“太好了！早上孩子打电话说身份
证丢了，哭了好半天呢！”听说闺女的身
份证找到了，小慧的父母激动不已。然
而，望着自家黄灿灿的麦田，老两口儿

犯了难：联系的收割机当天刚好轮到收
割自己家的小麦，而捡到身份证的那位
好心人在禹州城区，从偏远的鸠山镇到
禹州城区来回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闺女的身份证我去拿，你们在家
安心收麦。”看到小慧父母紧锁的眉头，
楚世欣二话不说立即驱车进城……

上午 11 时许，楚世欣带着失而复
得的身份证来到小慧家。小慧的父亲

接过身份证，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连
声道谢：“太感谢啦！这下孩子能安心
参加高考了！”

此时，听闻身份证已经找到的小
慧也赶到家中。“都怪我太粗心了，非
常感谢好心人这么快就帮我找回了身
份证！我一定好好参加考试，不辜负
叔 叔 们 的 辛 苦 和 期 望 ！”小 慧 激 动 地
说。

考生遗失身份证 干群接力速送还
本报记者 胡晨 通讯员 康晓灿 徐嘉

许昌市区：0374-2962162 禹州市：0374-8297716 长葛市：0374-6165116
鄢陵县：0374-7163238 襄城县：0374-3867177 建安区：0374-511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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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贴息贷款 助您创业兴业

本报讯（记者 胡晨 通讯员 李林
伟）“从申请到放款仅用了 5 天时间，
这 300 万元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让我的创业信心更坚定了！”近日，鄢
陵县双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人马占伟高兴地说。

受 疫 情 影 响 ，很 多 商 品 无 法 外
销，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鄢陵县
双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也不例
外。了解到企业存在的困难后，鄢陵
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主动对接，会同
鄢陵县邮储银行到企业进行现场考

察，耐心指导企业提供相关资料，帮
助其顺利办理创业贷款 300万元。

今 年 以 来 ，鄢 陵 县 创 业 贷 款 担
保 中 心 已 发 放 个 人 贷 款 91 笔 2215
万元、企业贷款 2 笔 600 万元。在下
一步工作中，该中心将通过微信公
众号、微信群、新闻报道等，不断强
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宣传 ；扩大创
业贷款范围，放宽贷款地域限制，降
低反担保门槛，拓展担保方式，提升
工作服务水平，确保应贷尽贷、能贷
必贷。

鄢陵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

能贷必贷 助企发展

“正当中午头，温度似丹炉；恐怕
哪儿冒烟，提振精神头。”日前，襄城县
汾陈镇一名干部自娱自乐作了一首

“禁烧诗”发到朋友圈，吸引大家纷纷
点赞。

这名干部叫王晓刚，是襄城县汾
陈镇分派到杨庄村的禁烧干部。自 5
月底禁烧工作开始以来，王晓刚一直
吃住在镇。6 月 3 日，王晓刚像往常一
样早上 6 时半起床，简单吃过早饭，参
加上午 8 时的机关晨会。该镇党委书
记范鹏飞对全镇疫情防控、“三夏”生
产等工作进行了安排，王晓刚将工作
重点一一记下。

散会后，王晓刚穿过乡间小路，随
处可见的禁烧横幅在眼前一闪而过。

在杨庄村疫情防控卡点扫码后，王晓
刚到达了自己负责的禁烧点。

“路北还剩几家今天上午收。咱
协调收割机，下午收那边几家……”王
晓刚、杨庄村党支部书记杨晓民与村

“两委”干部、志愿者就当天的收麦计
划进行安排。

“你先在这儿看着，我去那边地头
转转。”给一起值班的村干部简单交代
后，穿着迷彩服，戴着红袖章、防晒帽
的王晓刚骑着电动车出发了。

“不能随身携带火种，不能在麦田
里抽烟……”流动宣传车穿梭在金色
的麦田中，与忙碌的收割机、收麦的村
民、巡逻的禁烧人员、在田间地头为大
家进行核酸检测的“大白”成为汾陈镇

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晓刚，大锅饭好了。我刚吃过在

这儿守着，你赶紧去吃。”中午 12 时，
杨晓民喊王晓刚吃饭，正在跟机作业
的王晓刚这才意识到已经到了吃午饭
的时间。换班后，他急匆匆地来到村
委会吃了午饭，又“第一时间”赶到禁
烧点。

“中午是关键时刻，不能掉以轻
心，得抓紧巡逻。”王晓刚骑着电动车
出发了。巡逻路上，王晓刚碰见了检
查干部在岗情况的镇纪委工作人员。
简单说了几句后，王晓刚和镇纪委工
作人员继续忙自己的工作。

下午 3 时，王晓刚帮杨庄村一户
群 众 收 麦 。 据 了 解 ，这 户 群 众 家 中

的 劳 动 力 在 外 地 不 能 及 时 返 乡 ，王
晓刚便与村“两委”干部一起帮其收
麦。

此时，王晓刚的妻子打来电话说：
“今天是端午节，回不回家吃晚饭？”他
略带歉疚地说：“估计回不去啊！这几
天正是关键时候，没啥事就先不说了，
正收麦呢，挂了吧！”

收麦、巡逻、跟机……在忙碌中，
夜幕悄然来临。“咱村现在麦收完成了
90%，还剩 170 亩左右。”王晓刚看着微
信群里的信息，随即回复：“加油，坚持
就是胜利！”

抢收不停，禁烧不止。这样的一
天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所有禁烧干部
在禁烧期间的“每天”。

禁烧干部的一天
本报记者 武芳 通讯员 胡阿思 吴晶晶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韩雨
奇）麦穗飘香，机器轰鸣，“三夏”生产
如火如荼。6 月 1 日一大早，市委政研
室工作人员就来到禹州市花石镇白
南村联系点，助力该村“三夏”生产和
疫情防控工作。

“只有精准做好疫情防控，才能
有效保障‘三夏’生产安全。你们在
日常工作中一定要做好防护。”当日，
骄阳似火，在该村疫情防控卡点，市
委政研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张哲一
行给值班人员送来了 1200 余只 KN95
口罩，并提醒大家做好防护。

白南村今年种植小麦 2300 亩，目

前 已 收 割 1000 亩 。“三 夏 ”工 作 开 始
后，该村立足实际积极备战，在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同时，成立“三
夏”生产工作专班，集中力量解决收
割机少等困难，并成立志愿服务队，
设置禁烧点，全力护航“三夏”生产。

张哲一行又来到白南村村委会
和 村 西 麦 收 现 场 ，详 细 了 解 小 麦 收
成、作物产量、市场售价、秸秆禁烧、

“五星”党支部创建等情况，实地察看
小麦品质和秸秆留茬高度。“粮食安
全是‘国之大者’，一定要确保夏粮颗
粒归仓。要随时掌握因疫情无法返
乡群众、贫困群众等重点人群的夏收

情况，随时开展帮扶，并指导群众做
好抗旱工作，全力保障秋作物播种。”
临走时，张哲叮嘱该村负责同志，统
筹做好“三夏”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秸秆禁烧及防汛抗旱等工作顺
利完成。

市“万人助企联乡帮村”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三夏”
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发布后，市委
政研室积极落实相关要求，联系走访
联系点，切实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 ”问 题 ，真 正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服 好
务，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好评与
肯定。

下沉联系点 助力“三夏”生产

“怀斌，你安心在上海吧，家里的
麦子俺和村干部都帮你收好了。在
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别担心家里，他
们都很好……”6 月 6 日，襄城县姜庄
乡南管理区区长、乡人大代表孙晓许
给远在上海打工的姜庄乡大营北村
村民王怀斌打去电话，劝慰他安心在
上海工作，不用为家中麦收发愁。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
人民。”朴实的话语，承载了人大代表
心系群众的“万斤”担当。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夏收有些特
别。受疫情影响，部分在外务工的村
民无法返乡，导致一些家庭主要劳动
力匮乏，小麦无法及时收割。为此，

姜庄乡人大代表在乡人大主席团的
精心组织下，依托乡人大代表联络站
开展志愿帮扶活动。全乡人大代表
主动到选区党组织报道，组成工作网
格，构建党建引领、人大代表参与的
基层治理工作格局。网格工作人员
提前对本村外出务工家庭劳动力状
况进行摸底，根据外出务工家庭劳动
力现状及种植小麦亩数、预计成熟时
间 ，制 定 了 收 割 计 划 ；同 时 ，组 建 党
员、人大代表夏收志愿服务队，点对
点与农户对接，合理调度机械帮助农
户 收 割 小 麦 ，谁 家 有 难 处 就 往 谁 家
跑，谁家需要帮忙就帮谁家，实实在
在地解决他们在“三夏”生产中遇到

的各种难题。目前，大营北村夏收志
愿服务队已帮助群众收割 14000 余公
斤小麦。

“俺家男人在上海回不来，这几
天可把我愁死了，没有你们俺的 23 亩
小麦可咋办啊！真是谢谢你们，以后
有啥我能帮上忙的，只管来找我。”王
怀斌的妻子王香枝激动地对姜庄乡
人大代表、大营北村村委会委员王娟
说。

“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
名代表就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
哪 里 就 有 党 员 和 人 大 代 表 的 身 影 。
我们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党的光
辉洒满每一片朴实大地。”孙晓许说。

村民难返乡 有人帮收粮
本报记者 付家宝 通讯员 古国凡

6月 6日，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杨刘村禁烧人员在执勤。“三夏”以来，我市在抓好夏收、夏种、夏管的同时，严格落实
禁烧措施，切实保护生态环境。 签约摄影师 马宁 摄

本 报 讯（记 者 张 辉 通 讯 员 李 军
丽）地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向导和社会
交往的媒介，标准化地名具有服务社会
管理和群众生活等功能。近日，记者从
市民政局获悉，《许昌市标准地名图集》
编纂印制完成。该图集是我市首部标
准地名图集，也是我市第二次全国地名
普查转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许昌市标准地名图集》在充分利
用我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的基
础上，结合实地调绘，历时两年编制而
成，共收录地图 116 幅，包含许昌市区
位图 1 幅，许昌市政区图 1 幅，许昌市
城区图 1 幅，许昌市所辖县（市、区）政

区 图 6 幅 、城 区 图 4 幅 及 乡（镇 、街 道
办）地名图 103 幅，宏观展现了许昌市、
县、乡、村四级行政区划及标准地名、
特色资源、水文、交通、旅游等基础信
息。

“《许昌市标准地名图集》在编纂过
程中，得到了市直相关部门和各县（市、
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它是展示我市
行政管理水平和社会形象的一个窗口，
是推动我市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
有力支撑，将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群众生产生活、传承弘扬优秀
地名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首部标准地名图集
编纂完成

本报讯（记者 张汉杰 通讯员 常桃
桃 郑迎莹）近日，许昌市司法局开展了

“暖心·牵手”春蕾助学金发放活动，为
市十二中的两名春蕾女童分别发放了
1000 元助学金。

近年来 ，该局积极参与“‘9·9’公
益日春蕾计划”“‘5·8’人道公益日”等
各项公益活动，先后资助了禹州市白
南村、市十二中等 8 名困境家庭女生，

资助对象涉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各阶段，用爱心点燃家庭困难学生的
成才希望，用行动撑起困境学生的一
片蓝天。

据悉，2021 年“‘9·9’公益日春蕾计
划”开展以来，该局募得资金 6406 元，获
得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额配捐 6406
元，可支配金额达 12812 元，在全市参加
活动的 46个单位中居前三名。

真情关爱暖童心

6月 8日，许昌高中考点，参加高考的学生结束最后一场外语考试后，轻松走
出考场。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