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区谭家河乡
积极防范地质灾害

信阳消息（彭延斌）

为抓好汛期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河
区谭家河乡采取多项强
有力的举措，加强地质灾
害防范不放松。

由乡政府牵头组织
相关部门，加强地质灾害
隐患再排查， 突出公路、

学校、 人员集中场所、山
体滑坡易发区域等地质
灾害隐患的再排查，切实
掌握险情隐患、 类型、规
模和变化情况，对排查出
来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逐
一登记造册、 建档归档，

明确责任主体，落实防灾
责任，抓好预警监测。

密切关注气象信息
和天气变化， 通过电话、

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第
一时间把气象预警信息
传递到相关责任单位、责
任人、监测人及受威胁人
员，切实做好雨情、水情、

山洪、地质灾害的监测预
警工作，提高预警预报及
时性、准确性、成功率。

坚持科级领导带班
的

24

小时值班制度，保
障值班电话保持

24

小时
畅通，落实包水库、包河
道的责任人和水库管理
员

24

小时值班制度，密
切关注雨情、水情、险情，

做到防汛值班严阵以待，

严防死守。制定和完善应
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提升应急预备能力，保障
应急预备工作严阵以待，

临危不乱，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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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不到手管理不放松
息县多举措加强秋作物管理

信阳消息（项文豪）“俺们
老百姓夏天最担心的就是粮食
病虫害，今年有县里帮忙，这下
不怕啦！ ”息县陈棚乡村民陈老
汉告诉笔者。

眼下正是秋粮生长的关键
时期， 随着近段时间的多雨天
气增多， 病虫害也进入了高发
期， 为了指导农民进行田间科
学管理，息县立足实际，“早”字
当头，多措并举，引导群众加强
秋作物管理。

入夏以来，息县多措并举，

夯实秋作物管理基础。 通过召

开农技例会、赶科技大集、科技
咨询、印发各类技术资料、开设
《息县农经》 电视栏目等手段，

教授群众秋作物田间管理要
点。 为全面提升农民农技水平，

该县专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全
县

22

个乡镇（办事处）， 以追
肥、病虫害防治、化学除草为重
点，因地制宜，对群众进行分类
指导。 在做好常规管理的基础
上，该县还积极探索新模式，主
动树立好典型， 以先进带动后
劲， 把高产创建方作为生产示
范点，实施统一品种、统一病虫

害防治、统一配方施肥等“六统
一”措施，推进先进适用农业技
术，积极引导农民学科技、用科
技，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同时，

农业部门及时对玉米螟、蚜虫、

红蜘蛛、 棉铃虫等主要病虫害
情况进行预测预报， 通过发放
病虫情报等形式及时预防、统
防统治，确保防治效果。

据悉， 今年该县秋作物播
种面积

148

万亩，其中水稻、玉
米、红薯、大豆、杂粮等粮食作
物

113.5

万亩，花生、瓜菜、棉花
等经济作物

34.5

万亩。

7

月
23

日，光山县弦山街道办事处椿树岗村世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正
在采摘葡萄。该合作社种植的

512

亩葡萄都是鲜食、酿酒兼用葡萄。该合作社以葡
萄、桑葚等

8

大类水果，走出了一条“水果种植—水果采摘—果酒酿造”的产业化
发展道路，带动当地

175

户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张方志通讯员谢万柏摄

小葡萄串起致富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