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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这边，我们新增了个图书角，可
供大家借阅各类书籍，缓解心理压力，丰富
业余生活。”

“我们的‘心理服务中心’持续为大家服
务，有任何心理上的压力和情绪，都可以来
找我们。”

……
10月8日上午，在山东能源兖矿能源兴

隆庄煤矿在职工公寓一楼大门口，志愿者正
在手持宣传页，为职工详细讲解着。

为保障疫情防控形势下职工的心理健
康，增强职工的幸福指数，山东能源兖矿能
源兴隆庄煤矿在职工公寓一楼设立“暖心图
书角”、心理咨询台，让大家切实感受到美好
兴隆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

“暖心图书角”共包含各类书籍70余种、
杂志40余种，可供住矿职工工作之余在书籍
的海洋中充实思想、开阔视野、陶冶情操。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心理咨询台，为职工
们进行心理疏导及答疑解惑，并开通了“同
心战疫”心理咨询热线。该矿“心理服务中
心”除正常工作日周一至周五8:00-16:00
面向职工开放以外，其余时间职工均可通过
QQ、微信、电话等方式预约和在线咨询心理
问题。

“心理热线一经开通，便受到住矿职工
的一致好评。通过一对一的线上辅导，职工
们原有的紧张情绪和疫情之下其他心理困
扰得到很大程度缓解。”“同心战疫”心理热
线负责人、二级心理咨询师李佳表示。

据了解，兴隆庄煤矿高度重视住矿职工
的心理健康，专门投入资金，配置先进设
备，在兖矿能源首家建立智能化职工“心理
服务中心”，内设“心理宣泄室、心理放松
室、沙盘游戏室”三大区域，通过“个体咨
询、家庭治疗、小组心理治疗、大型团体康
乐活动”等心理咨询服务形式，积极为职工
群众打造“服务到位、作用明显、职工信赖”
的职工之家。自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以来，
该矿将疫情期间留矿职工的心理咨询和疏
导当做头等大事来抓，矿有关负责同志多
次前往职工公寓为住矿职工解惑答疑、排
忧解难，引导职工正确看待负面情绪，学会
自我心理调适，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投入到
生活和工作当中，为取得疫情防控和安全
生产双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谢红玲 岳蒙

抗疫暖心服务
从“心理”出发

10月5日，市红十字会联合市下派干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为全市 146 个乡镇和 1700 个村庄送去“疫情防控救护箱
（包）”近2500个，为乡村疫情防控和应急救护送去物资保障，联
手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网”。 ■通讯员 孔涵 摄

玉米粒粒盈满筐，丰收时节乐农桑。连日来，微山县公安
局马坡派出所多措并举，组织民辅警走进田间地头，在助三农
保秋收的同时，积极开展治安巡逻、反诈宣传和安全隐患排查
等工作，藏蓝的身影在金黄的土地上勾勒成一道靓丽的田野丰
收“好警色”，受到了辖区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点赞。

9月23日，是第5届全国农民丰收节。为大力营造山乡喜
庆丰收，马坡派出所统筹安排警力，在辖区万余亩玉米成熟进
入集中收获期之际，积极组织民辅警采取“车巡＋步巡”“传
单＋喇叭”和“座谈＋剖析”的方式走向广袤的田野，帮助群众
抢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收割、运输、晾晒、储存玉米，忙得不
亦乐乎，到处是一派繁忙“警”象。抢收休息间隙，民辅警便与
村民促膝剖析近期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发放防骗资料，播
放反诈音频，提高群众防诈反诈意识。同时在工作部署上，紧
紧立足秋忙时节的治安管理特征，针对消防隐患突出、各类矛
盾凸显、涉农案件频发等实际情况，分别加强了对重点部位、村
街的巡逻，做到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灯，有力挤压了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空间，最大限度地预防了盗窃、火灾与邻里纠纷等案
（事）件发生。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王金 摄影报道

田野“好警色”

眼下，秋粮作物收获已接近尾声，汶上县苑庄镇北李村种
植大户李大臣正兴奋地期待着作物收割的到来。在他的田地
里，一垄垄、一行行郁郁葱葱的玉米大豆整齐排列着，硕大的玉
米棒，探出玉米垄畦，下面的大豆，颗粒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
在阳光的照射下，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今年，在镇里的大力宣传和支持下，我在40多亩土地上
进行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目前长势特别好，马上就能收
割了。”种植大户李大臣说道。今年以来，苑庄镇按照市县工作
要求，积极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工作，先后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由镇农技站邀请种植专家举办技术培训
班，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户现场讲解病虫害防治知识，指导科
学做好田间管理，确保农民肯种、会种、种好。

苑庄镇农技站站长黄海龙表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能
充分发挥玉米边行效应和大豆固氮养地作用，有利于改善土壤
条件、提升土壤地力，实现玉米不减产、增收一季大豆的综合效
益，是稳玉米、扩大豆的有效途径。尽管是第一年进行种植，但
我对这项工作充满信心。

如今，套种模式已初显效益，种植大户李大臣高兴地算起
了经济账。“采取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今年我是做对
了。我在流转的土地里试种了40多亩，从当前的长势看，要比
以往增收不少。预计亩产玉米1400斤左右，另收大豆120公
斤左右，这样一亩就能带来接近800元的增收。”下一步，苑庄
镇将紧盯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和全镇计划任务，全面总结经验，
扩大复合种植规模的同时，加大技术推广力度，真正做到助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李先鹏

复合种植双增效

连日来，嘉祥县黄垓镇农田里，一辆辆玉米收割机行驶在
田地里，机声隆隆，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

“今年我家收了十三亩玉米，没花一分钱！”看着田地的大
卡车被装得满满当当的黄澄澄、金灿灿的玉米，黄垓镇三官庙
村村民伊瑞霞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黄垓镇依托鲁西南最大畜禽交易市场的本土优
势，多方协调周边的中大型养殖企业，由养殖企业出资并联系
玉米收割机免费为农户收割玉米，收割完成后秸秆则交由养殖
企业粉碎后用于饲料的生产。

据初步估算，收割每亩玉米农户可节省约100元。截至目
前，黄垓镇已与18家大型养殖场达成一致，有20余台农用收割
机械正在作业，已免费为村民收获玉米4000余亩，减少农民支
出近40万元。

“这种合作互赢的模式，使得黄该镇村民不但减少了农业
支出，还解决了秋收季节收割机械紧缺的问题。同时，周边养
殖企业也获得了优质的饲料，降低了因秸秆乱堆、乱放、乱抛而
引发的露天焚烧、环境污染等风险。”嘉祥县农机服务中心生产
科副科长苏保涛介绍。

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嘉祥县农机服务中心完善农机综合
服务网络，依托农机化信息平台，统筹秋季农机化生产进度，合
理调度机械开展跨区作业。同时，以全县农机星级维修网点为
依托，对联合收获机、拖拉机、小麦播种机及深耕深松等配套机
具，按照分区域、分批次进行维修保养，确保机具处于良好技术
状态。对三秋期间上阵的农机驾驶操作人员，以“嘉祥县农机
示范合作社交流群”为载体，通过线上线下进行业务技术和安
全生产培训，提高他们的操作技能和安全生产意识。

记者 梁琨

共赢共享庆丰收

在 基 层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李超
王者东 张向东 摄影报道

当前三秋生产已进入关键时期。我市
从农村实际和农事需要出发，在精准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规范引导农民正
常户外作业，全市秋季农业生产平稳有序
推进。

10月7日，在嘉祥纸坊镇县坡村玉米
田内，一排排玉米植株挺拔整齐，一个个玉
米棒颗粒饱满，农机手驾驶收割机，一次性
完成收割玉米秸秆、分拣玉米棒、秸秆粉碎
还田等工序。一穗穗颗粒饱满、色泽金黄
的玉米棒倾泻而出，很快就装满运粮车。
收割机、运粮车来回穿梭，阵阵机器轰鸣在
田间地头奏响了丰收的交响曲。镇村干
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党员志愿者们
在工作之余也加入到收割队伍中来，帮助
农户联系采收设备、帮忙装车运输，确保颗
粒归仓。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当前，
秋收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秋粮种植悄然
拉开了帷幕。截止到10月7日，我市应收
秋粮596.54万亩，实收390.75万亩。其中，
纯种玉米已收割面积占应收面积的85%，
而水稻预计将于10月中下旬开镰收割。

“当前，秋作物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
段，要抓好秋作物收获和腾茬、晾晒烘干防
霉变、田块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科室工作人员介绍，对在田像玉米、大豆、
地瓜和水稻等作物，要按照节气时令和作
物成熟度，适时收获、腾茬，做到应收尽收、
颗粒归仓。同时，对已收获到手的作物，像
玉米、大豆，要及时利用晴好天气，抓好晾
晒、烘干工作，防止霉变。要充分利用一切
可以晾晒的场所，像文化广场、各种场院等
进行晾晒；充分利用一切可以烘干的设施
设备，像烘干机（组）、烘干塔等，及时晾晒、
烘干，降低收获物水分含量，做到优质安全
保存。另外，各类地块都要按照高标准农
田建设标准要求，做好平整土地、疏通沟
渠、开挖排水沟等多项工作，使备播地块达
到“旱能浇涝能排”的高产良田标准，为机
械进地播种作业做好准备。

为给农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农技指导服
务，全市各级农技人员继续下沉一线，因苗
因墒制宜、分类施策、加强中后期管理，通
过田间现场会、明白纸等方式，“手把手”

“面对面”开展好技术指导。“玉米晚收增产
技术就是在不影响小麦适时播种的前提
下，尽可能的延长玉米灌浆时间、增加粒
重，从而提高玉米产量、改善玉米品质。为
抓好玉米适期晚收，我们组织农技推广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引导群众适期晚收玉米，
缩短玉米、小麦茬口期，确保玉米在最佳成
熟期收获，小麦在最佳播种期播种。”工作
人员介绍。

“目前，全县近30万亩水稻总体长势

良好，据农技专
家近期差点调查，
穗实粒数、千粒重
方面明显优于去
年，预计收获时间在
10月中下旬。”鱼台县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他们成立了11个“鱼台县三秋生产
技术指导组”，明确干部包保职责，积极做
好技术指导和帮扶。同时，县农技中心提
前深入一线开展农机安全宣传培训，指导

农机手做好“三秋”上阵机械的检修、调试
和保养准备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据介绍，我市先后下发相关文件，指导
县市区认真完成今年105万亩深耕深松整
地作业工作，改善耕地质量，增强粮食生产
能力。规范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备好
各类农机，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995
万千瓦，目前上阵机械中玉米播种机1.1万
台，播种机4500余台；持续开展机收减损
培训，已累计培训农机手4400余人。全市
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业队达到1000余支，组
建了144支应急作业队，保障秋粮顺利收
获。

秋收有条不紊地推进着，秋种也悄然
拉开帷幕。“往年我市小麦最佳播种期是
10月8日至15日，10月20日前后完成早、

中茬小麦播种。今年要继续坚持这
个适期范围，在保证墒情的基础

上争时安排播期。”农技推广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秋种
是小麦种植的基础环节，
事关整个小麦生产大局，
也是确保夏粮丰收和粮
食安全稳定的重要环
节。今年，全市小麦意
向播种面积535.83万亩
左右，较去年农情调度面
积增加了8.83万亩。为全

面提升小麦秋种播种质量，
夯实种植基础，今年我市研究

制定了《2022年全市小麦秋种技
术意见》，坚持“绿色增产、提质增效”

原则，适期、适墒、适量、适深保种植，优化
品种布局、优良耕整质量，切实提高整地播
种质量，以促进冬前壮苗，增强全生育期抗
逆减免灾能力，确保小麦丰收丰产。

三秋生产进行时……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杨玉香 申营营 摄影报道

喜迎二十大，真情系桑榆。欢欢乐乐
庆国庆，高高兴兴过重阳。

为愉悦住养老人心情，促进老人身心
健康，让老人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国庆
节、重阳节里金乡县各养老服务机构、日间
照料中心开展了“情暖夕阳 康乐颐养”丰
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10月1日是国庆节，在举国同庆的日
子里，金乡县纳福养老服务中心在大厅、走
廊、餐厅等公共区域悬挂了国旗、汽球，给
每位老人发放了小红旗、红色发箍、国庆贴
纸，老人们齐刷刷地挥动着红旗，一起高唱
《歌唱祖国》。“今天是祖国母亲的节日，让
我们一起来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不仅
唱出了内心的无限祝福，更唱出了内心无

比自豪和感动。“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
风里，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在机
构负责人的带领下，所有工作人员举起右
手，用铿锵有力的话语和满满深情表白祖
国、致敬祖国、祝福祖国。

一天秋讯又重阳，寰宇秋光处处
新。敬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凉凉秋意、阵阵秋风，都挡不住养老
机构敬老爱老的浓浓温情。重阳这天，
各养老机构纷纷在县养老服务工作群里
晒出活动视频和照片，整个微信群里好
看视频不断，充满了浓浓敬老爱老之情。

胡集镇敬老院开展了“情暖夕阳 爱心
敬老”活动，为老人制作了可口的美食，向
老人发放了营养品。金乡县纳福养老服务
中心开展唱红歌、做游戏活动，为老人献上
象征着健康幸福的寿桃，将美好装入老人
心中。金乡宏大护理院开展了丰富多采的

文娱活动，工作人员带领老人们猜灯谜、抽
奖品、做游戏、表演节目，老人们唱唱跳跳，
欢声笑语不绝于耳。马庙镇敬老院组织护
理员为老人包水饺，吃着味道鲜美的水饺，
敬老院老人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味道。县
建筑业协会党支部和爱心企业山东东运公
司、山东方杰建工集团等来到鱼山街道敬
老院慰问敬老院老人，为老人们送去了牛
奶、饼干、水果等慰问品。颐居阁日间照料
中心则为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工作人员
载歌载舞和老人们一起过重阳……

丰富多采的庆祝活动、香喷喷的美味
菜肴，让老人们充分感受到生活的格外幸
福与甜美。

“照顾好院内老人是每位民政人义不
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鱼山街道敬老院副院
长王富强表示：“我们将坚守好养老服务一
线，让老人安心、舒心养老。”

真情系桑榆 欢乐度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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