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井办事处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本报讯（郑世强）今年以来，
河区双井办事处党工委不断加强
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强化分层分
类指导，创新学习教育形式，扎实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了
良好成效。

该办事处一是针对党员领导
干部、农村党员、流动党员等不同
类别党员群体， 对学习教育的形
式、 内容和目标要求等进行安排，

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二是不断
深化做合格党员的内涵和外延，将

学习教育与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八
小时以外” 活动监督管理相结合，

进一步推进机关党员进村组服务，

积极参与“百名党员帮扶百户贫困
户”活动，切实提升党员干部的政
治素养和为民服务的能力。三是要
求每位党员把支部讲学、 个人自
学、笔记促学结合起来，撰写心得
体会。同时，通过微信群、

qq

群等网
络平台，把“小手机”变成“大课
堂”，开展微党课学习，真正做到入
脑入心、学深学透。

河港镇深入开展精准扶贫
本报讯（张自芹）日前，河

区河港镇认真贯彻落实扶贫政
策，主动谋划，精心组织，深入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压责任，抓到人。该镇成立脱
贫攻坚指挥部及战区工作领导小
组，由镇主要领导统一指挥，下设
办公室， 配齐配强办公室工作人
员，负责开展日常工作。将“第一书
记” 驻村推进帮扶工作纳入镇政
府工作的主要日程， 每月至少听
取一次“第一书记”工作汇报，及时
解决精准扶贫中出现的问题。

商对策，定到户。该镇以进村

入户调查为抓手，认真核实底数，

详细了解帮扶对象家庭的实际情
况， 制定帮扶措施， 实现一户一
案、一户多策，为真扶贫、扶真贫
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一般贫困户、

低保贫困户和五保贫困户的帮扶
需求进行梳理， 对贫困原因逐一
研究，逐类提出解决办法，定时间
节点分类推进。同时，以引导帮扶
对象逐步提高生产自救能力为出
发点， 根据致贫原因逐户逐项落
实帮扶措施。

建制度，落到位。该镇在深入
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了

《河港镇
2016

—

2018

年脱贫攻
坚规划》， 脱贫工作做到有计划、

有部署、有轨迹。强化建档立卡工
作，通过五轮精准识别，最终确定
206

户
396

人为贫困对象， 对结对
帮扶每个阶段的扶贫档案都及时
归档，整理成册，实现一户一档。

实行定期研讨制度， 每周召开一
次扶贫工作形势分析会议， 梳理
存在的问题。建立督察指导制度，

对照《扶贫方案》 和一户一案的
《贫困户脱贫帮扶方案》 开展检
查， 确保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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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乡加强精准扶贫档案管理

本报讯（朱恩璐） 今年以
来， 新县千斤乡在开展精准扶
贫工作中， 从精准扶贫建档入
手， 切实加强精准扶贫档案管
理， 不断规范精准扶贫档案归
档整理工作， 确保扶贫工作取
得实效。

该乡一是对相关人员进行
精准扶贫档案规范整理专题培
训，通过当面指导、印发档案目
录等方式， 规范贫困户档案信
息填写。 二是组织扶贫办专职
人员对

6

个贫困村的档案填写
情况进行逐户核查， 主要围绕

贫困户建档立卡信息、 扶贫措
施的精准性、 帮扶人的入户情
况和脱贫路径逻辑等内容进
行逐条核对， 对不实和不到位
的问题当场进行整改，确保信息
准确无误。 三是专门配备了

4

名
扶贫专职人员，要求

42

名结对帮
扶干部每月不少于

2

次入户走
访， 及时做好精准扶贫档案收
集、整理工作，确保全乡“一户一
档”收集齐全、资料真实、整理
规范。四是加强监督和检查，对
拒不整改和错误较多的进行通
报批评，切实做到数据精准。

青山镇扎实推进平安建设

本报讯（聂鹏程）近年来，罗
山县青山镇在开展综治维稳及
平安建设工作中，重点抓领导责
任、抓宣传引导、抓排查化解、抓
治安防范，确保辖区社会安全稳
定。

抓领导责任。 该镇进一步
强化领导， 健全平安建设工作
机制，细化责任，与各村（街）签
订平安建设目标责任书， 层层
压实责任， 形成齐抓共管的强
大合力。

抓宣传引导。该镇结合辖区
实际，在主要道路两侧、街道广
场、农贸市场设置平安建设宣传
牌，悬挂社会和谐、反邪教、普法
等宣传标语， 发放宣传资料，制
作治安明白牌， 将全镇

201

个固
定电话分包给

8

名平安建设宣传
员，通过电话对群众进行普法及
平安建设宣传，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平安建设。

抓排查化解。该镇投入
10

多
万元建成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
心，综治、信访、司法、公安等
多部门联动， 实现信息共享，

让群众少跑路。 加强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网格化管理， 规范纠
纷排查、调解化解、事后回访三
项机制，做到早排查、早发现、

早调处，实现了“琐事不出网格，

小事不出村组，大事不出镇”的
目标，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

抓治安防范。该镇坚持群防
群治两手抓， 一手抓技防人防，

一手抓治安保险保平安，实现了
镇村视频监控全覆盖。 同时，积
极组织全镇义务巡逻队员定期
不定时进行全天候巡逻，降低了
侵财性案件发案率，提升了群众
安全感。

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方法

纹枯病是我市水稻生产中的
主要病害之一，在我市连年偏重发
生， 一般在水稻分蘖末期开始发
病，圆秆拔节期到抽穗期盛发，纹
枯病既削弱水稻根部的吸收力，又
破坏茎叶的光合作用，影响营养物
质的运输和积累，稻株受害后在叶
鞘和叶片上形成水渍状暗绿色云
型病斑，严重时叶片发黄、枯死，产
生枯孕穗或引起植株枯萎倒伏，导
致瘪谷增加，千粒重下降，造成减
产。由于该病主要发生在稻株中下
部， 加之生产上重虫轻病防治观
念，常常忽视纹枯病的防治，据测
定：病斑达第三叶鞘（从顶叶数起）

减产
7%

， 病斑达第二叶鞘减产
24%

，顶叶发病时减产
40%

至
60%

，

实际上大田发病田块一般减产
10%

至
30%

。

纹枯病适宜在高温高湿条件
下发生和流行，气温在

18℃

至
34℃

（最适温度
22℃

至
28℃

），相对湿度
70%

至
96%

均可发生。我市
7

月至
8

月份高温、降水偏多，对纹枯病发
生十分有利，遇到连续降雨，病害
发展迅速。水稻种植密度过大、偏

施迟施氮肥、田间郁闭、徒长嫩绿，

灌水过深、排水不良，造成通气透
光差，田间湿度大，会促进纹枯病
的发生和蔓延。纹枯病发生后应及
时防治，尤其高产优质稻应重视防
治，防止后期倒伏。据调查，田间纹
枯病平均病丛率

8.0%

， 重病田块
病株率达

30%

以上。目前，水稻纹
枯病已进入快速扩散蔓延期，预计
今年我市水稻纹枯病将中等偏重
发生。

防治指标：水稻分蘖盛期病丛
率
5%

，拔节到孕穗期病丛率
10%

。

防治方法： 每亩可选用
5%

井
冈霉素水剂

150

毫升，

25%

戊唑醇
可湿性粉剂

40

克，或
30%

苯醚甲环
唑·丙环唑（爱苗） 乳油

20

毫升，

25%

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50

克，兑水
50

公斤均匀喷雾， 或
50%

多菌灵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雾，喷药后
7

天至
10

天病情仍然有发展，需进
行第二次防治，防治时可结合螟虫
防治同时进行。

长竹园乡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本报讯（刘春霞）为有效防范
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入夏
以来， 商城县长竹园乡组织安监
站、派出所、村建中心等部门，积极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确保
全乡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该乡一是召开夏季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 组织全体机关工作人
员、企业事业单位相关人员、农业合
作社负责人等，认真学习《安全生产
法》及防高温、防中暑、防高空坠落
等夏季安全生产知识，进一步增强
安全防范意识。二是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现场提供咨询等方式，向群众

普及夏季安全应急知识，全面提高
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能力。三
是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
则，对辖区重点企业、建筑工地、学
校、超市、烟花爆竹零售点等进行细
致排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整
改，最大限度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是制定夏季安全事故处理应急
预案，督促各村、各企事业单位建
立专项安全生产制度，积极开展安
全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应对各类
突发事故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处置
能力，全力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信阳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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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河乡强化村级财务监督

本报讯（涂家厚）为进一步强
化村级财务监督，推进“廉洁乡村”

建设，近期，河区游河乡对各村
财务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清查。

为确保清查工作取得实效，该
乡一是成立清财工作领导小组，开
通举报电话，负责综合协调、接受
举报投诉、信息反馈等日常事务。

二是乡纪委书记亲自带队， 深入
村组走访群众， 听取群众对村级
财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逐笔核
查村财务支出， 及时将清查情况
向群众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三是
抽调乡财政、农经、审计等部门工
作人员组成清查组， 会同村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部分人大代表，重
点对各村今年第一季度收支明
细、项目建设资金、“一事一议”资
金使用、 债权债务等情况进行了
清查。截至目前，共纠正不合理开
支

7600

元，规范财务手续
11

起。四
是针对查出的问题， 乡纪委及时
下达整改通知书， 并跟踪督察落
实。 同时， 不断完善村级财务管
理、“村财乡管”、 定期报账、“三
资”代理等制度，规范“五支笔”审
批程序，严把审批关，建立村级财
务季度清查和专项重点核查制度，

实现村级财务监管常态化、 制度
化、规范化。

李集乡认真落实防汛责任制

本报讯（梅阳）入夏以来，商
城县李集乡认真落实防汛责任制，

扎实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加强领导， 增强防患意识。该
乡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
为主、全力抢险”和“防重于抗、抗
重于救”的方针，结合实际，及时调
整充实了乡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加
强对防汛工作的领导。

全面排查， 提前消除隐患。该
乡组织人员对辖区的塘、渠、堰、

6

座小型二类水库以及韩楼村易
发生地质灾害的重要部位进行全
面细致排查，及时发现薄弱环节，

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和存在的安
全隐患进行及时整改。同时，实行

领导带班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随
时待命。

配齐物资， 主动备战防汛。该
乡根据各村、 各单位具体情况，及
时配备了

8000

条编织袋、

3000

立方
米土砂石、

2

立方米木桩、

3000

件铁
锄等防汛应储备物资，进一步提高
防汛抗洪应急能力。

明确责任， 确保度汛安全。该
镇要求各部门一旦出现汛情要勇
挑重担，在防汛领导小组的统一组
织安排下，团结协作，全力把人民
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同时，

要求乡卫生院、电信、公路、电力等
部门各司其职，做好防汛相关准备
工作。

□

本报记者周海燕张方志

“我家的生活又有了希望！”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
新相知。昨日上午，记者在平桥区
甘岸办事处二郎村小王庄村民组
采访时，

66

岁的村民方文梅始终
满含热泪。 这泪是对各级领导在
扶贫攻坚工作中给予她帮扶的感
动， 更是对儿子年纪轻轻就与自
己生生“别离”的悲恸。

在贫困这个问题上，或许和幸
与不幸有着相似的情景。贫困的结
果大同小异，但致贫的原因却不相
同。 有人因为灾难而导致贫穷，有
人因为病患而步入贫困……方文
梅一家就是因为一场灾祸而走上

窘困的。

方文梅的家庭曾经是令乡邻
羡慕的小康之家， 其儿子张佰全
是技艺精湛的厨师， 曾在郑州一
家大型酒店任职，薪资待遇丰厚。

“儿子能挣钱，买了汽车，还在郑
州买了新房。”方文梅向记者介绍
张佰全时，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

但是眼角一直控制的泪水却淌上
了脸颊。“年初我和他说我们家的
房子不能住了，要翻修，但他说要
接我们老两口去大城市住新房，

这里的房子不要了。谁想，不久他
就出事了。”

张佰全骑摩托车时意外摔成
了重伤， 成为植物人。“就这样天

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没有一点
意识，跟死没啥区别，我们的天塌
了。”方文梅的老伴张付伟哽咽着
对记者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张佰
全出事后不久， 其妻子因不堪面
对残酷的现实离开了这个家，留
下两个老人在破旧的家里陪伴着
植物人儿子。“那时候， 俺老两口
真的对生活绝望了， 儿子不省人
事，媳妇离开了这个家，儿子的房
子、车子全卖完还欠了一大堆债，

活下去的胆子都没了。” 方文梅
说。

可是， 方文梅和老伴最终还
是挺了过来， 勇气来自于对儿子
的爱， 更来自于党委政府和帮扶

人员的关怀与鼓励。

“方文梅家属于因灾返贫，儿
子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老两口
又年岁已大无力耕种田地。 面对
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把她家纳入
了危房改造的范围， 目前新房已
经建成投入使用，住房安全问题
已解决。其次，我们给老人办理
了低保，解决了部分生活来源。”

甘岸办事处主任杨冰告诉记者。

“自扶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们
对二郎村贫困户进行了精准识
别， 并结合实际对不同的贫困户
实行不同的扶贫政策和帮扶办
法， 主要包括土地流转、 外出务
工、产业帮扶和政策帮扶。”二郎

村驻村“第一书记”于飞说，“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下一步我
们将联合社会力量帮助像方文
梅这样的贫困户开展产业扶贫。

目前，我们已经为她家争取到了
一个塑料大棚， 帮助她在家门口
种植食用菌，以此来增加收入，改
善生活。”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各界
领导的关心， 我们现在不光有了
新房，吃上了低保，还将有自己的
塑料大棚来种蘑菇挣钱， 这让我
们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我家的
生活又有了希望！”方文梅激动地
对众人说，“俺老两口会好好照顾
佰全，陪这孩子走完剩下的路。”

日前，河区纪委检查组深入董家河镇，对“四中心一平台”监督阵地建设情况进行
检查。图为检查组检查该镇党风廉政建设档案管理情况。

本报记者孟磊摄

信阳日报社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