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河区幼儿园在第十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联合河区消防大队
开展了“防灾减灾”演练活动。 通过疏散演练，使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熟悉疏散路
线，掌握基本自护自救技能，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进一步强化幼儿安全知识，
提高教师及幼儿的避险能力。 本报记者 潘家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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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预案早制定 消除隐患早检查
商城县未雨绸缪全力备战防汛

信阳消息（杨绪伟 余 璐）到河
库渠塘堰实地察看堤防安全情

况，对各类启闭机械逐台试车，落
实抗洪抢险队伍和物料储备 ，对
存在的问题下发整改督办函……
连日来， 商城县 8 个防汛检查组
深入到 161 座中小型水库和 40
多条重要河道展开拉网式检查 ，
提前打响了这个山区县的防汛安

全保卫战。
商城县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

上游，千山纵横，河流众多，总蓄水
量达 10.3 亿立方米，汛期洪涝灾害

易发、多发。 为消除各类隐患、确保
安全度汛，该县按照防大汛 、抗大
洪、 抢大险要求, 未雨绸缪做好防
汛抢险各项准备工作，提前进入全
面备战状态。

从组织保障和宣传动员入手，
该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政委、县
长为指挥长的防汛指挥部，制定了
防汛抢险预案；以“水法宣传周”和
“世界水日”为契机，深入宣传《防
洪法》和防汛知识，增强了广大干
部群众的主动防范意识；对靠山体
居住的近 7000 户居民逐户建卡立

档，加强了群测群防工作。
县防汛指挥部与 19 个乡镇及

4 个管理处签订了防汛责任书，为
鲇鱼山水库、铁佛寺水库 2 个中型
水库组织了万人抗洪抢险队伍，为
全县每座小型水库组织抗洪抢险

队伍 100 人。
目前 ， 该县已备齐麻袋 5 万

条， 编织袋 5 万条， 军用帐蓬 60
顶，救生衣 400 件，其他应急灯、喊
话器、铁铣、汽柴油、海事卫星电话
等各种防汛设备也已准备到位，全
力应战汛期到来。

增加收入
促进生产

罗山县庙仙乡插秧“钟点工”

忙活在田间

信阳消息（何 铸）5 月 14 日一大早，罗山
县庙仙乡方集村妇女尹秀玉就匆匆吃过早饭，
拿上手巾、揣上水壶、戴上草帽、挎上提筐，和
一群姐妹下到秧田里忙活开来。这就是近期忙
活在田间的插秧“钟点工”。

随着大面积插秧开始，一些精明的农村留
守人员自发组织起来打“钟点工”，为缺劳力的
农户、种田大户提供插秧有偿服务，既获得了
相应的报酬贴补家用，也促进了农业生产。

这些“钟点工”以留守妇女为主，她们自发
组成 5-10 人左右的小群体， 雇主给她们每人
每天工钱 180 元左右，一般工作时间为早 6 点
到晚 7 点，中午管一顿饭，工钱当日结算。她们
大多农活精通，又吃苦能干，很受雇主青睐。

该乡以此为契机， 适时出台贫困户临时
工、散工务工补贴办法，积极为贫困户提供采
摘、种养、加工等务工信息，激励引导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群众到合作社、家庭农场从事农业生
产增加收入。该乡庙仙村黄小湾组贫困户李慧
告诉笔者，现在大多数是抛秧，比过去弯腰栽
要轻得多，也快得多。她帮人插秧 4 天，已收入
700 多元。 “这样子干上十天半个月就有一、两
千块，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哩！ ”她高兴地说。

据了解，插秧大忙以来，该乡从事插秧“钟
点工”的人数保持在 300 余人左右，其中贫困
群众 70 余人，已完成插秧 4.1 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