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兵秣马防大汛
周营镇

本报讯（记者 高洪驰） “报告指挥长，由于
干河上游持续泄洪，加之我镇突降暴雨，干河水
位接近保证水位，部分堤防出现险情。 ”“立即组
织水利系统抢险队巡堤查险， 武装部应急排配
合农业办巡堤查险……” 镇防汛指挥部接到水
情预警后，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配各方救
援力量奔赴抗洪抢险一线。原来，这是近日沈丘
县周营镇在开展防汛演练。

“本次演练以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为目
标，构建多场景实战化演练体系。模拟连日强降
雨，受沙颍河上游泄洪影响，境内干河超过保证
水位。 地处干河要塞的南李口和周营两个村庄
出现外洪内涝。 ”周营镇党委书记程健说。

据了解，演练现场设有应急抢险、组织受灾
群众转移、医疗救助、物资保障、应急供电环节，
共计 40 余人参加演练。 在演练过程中，应急抢
险队按照“统一指挥、科学调度、分工负责 ”原
则，有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鸣锣预警、受灾人员转移安置、医疗救治、河道
抢险、秩序维护、物资保障等工作，确保抢险工
作高效运转。

“这次演练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
实操性，又暴露出部分环节的衔接短板。 ”程健
说， 此次防汛应急演练增强了广大群众的防汛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为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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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卜曼曼） 近日，随
着夏收夏种完美收官 ，付
井镇聚焦秸秆禁烧与人居

环境整治， 积极组织各行
政村细化举措、压实责任，
以 “人防+物防+技防”织
密秸秆禁烧防护网，以“全
民参与+常态维护” 绘就
乡村生态新画卷。

织密秸秆禁烧防护

网，全链条守牢安全底线。
在付井镇岗王行政村防火

指挥棚， 值班人员时而交
流防火要点 ，时而核对巡
查记录 ，展板上 ，防火责
任一目了然 。 “我们实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
保指挥部不打烊 。 ”现场
值班人员说 ，除了人工巡
查 ，镇里还依托 “蓝天卫
士 ” 实时监测田间火情 ，
真正实现火情早发现 、早
处置 。 全镇 31 个行政村
均设立防火指挥部 ，配备
值班人员、流动巡逻员、防
火设备， 织就一张覆盖全
域的安全防护网。

清理散落秸秆， 扮靓
乡村颜值。 “大家加把劲，
把秸秆清干净。 ”参与清理
行动的村民王女士笑着

说， 现在村里集中清理秸
秆，消除了火灾隐患，村里
更亮堂了。 6月 7 日清晨，
在杨庄行政村， 村民有的
手持修剪工具打理树边杂

草， 有的弯腰清扫路面落
叶， 有的推着满载秸秆的
小推车往返运输， 大家干
劲十足。

“我们重点清理主干
道、 沟渠边的秸秆， 确保
‘田间净 、 路边净 、 沟渠

净’。 ”郭岗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徐晓丽说，他们村
也在开展“清沟渠、除秸秆”专项行动。

唱响“宣传曲”，多维发力筑牢思想防线。“秸
秆焚烧危害大，生态保护靠大家”“防火护林人人
有责”，付井镇各村红底黄字的防火标语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通过大喇叭广播、微信
群转发、入户讲解等方式，全方位宣传秸秆禁烧
政策。 ”陈观行政村村干部说，通过多角度宣传，
村民的防火意识明显增强， 主动将秸秆清运到
指定堆放点，从源头杜绝焚烧隐患。

从防火指挥部的坚守到田间地头的清扫，
从标语横幅的提醒到村民自觉参与， 付井镇正
以实际行动诠释“‘三夏’防火不松懈、人居环境
不打烊”的责任担当。

沈丘：未雨绸缪炼“精兵”
□记者 高洪驰 文/图

“报告指挥部，强降雨导致河道
水位急速上涨、 洪水漫堤险情出现，
有溃坝危险。”“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6月 3日，在沈丘县赵德营镇镇域内
的河堤上，几名巡堤人员发现随着河
水迅猛上涨，出现漫堤险情，带队人
员立即向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

随着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一声令

下，4 支应急小分队闻“汛”而动，从
四面八方奔赴防汛一线。 应急小分
队的队员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有的
队员涉水背负行动不便的老人安全

转移，有的队员争分夺秒装填沙袋、
接力传递， 在堤坝内侧迅速筑起一
道稳固的拦水围堰， 经过近 1 个小
时的奋战，溃坝风险被成功化解。原
来， 这是赵德营镇正在开展抗洪抢
险应急演练。

进入汛期以来， 沈丘县牢固树
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宁可备而不用， 不可用时无备”的
底线思维，把防灾、抗灾、救灾工作
摆在突出的位置来抓，早部署、早准
备，未雨绸缪防大汛。

实施网格化管理。 把通过县域
的沙颍河 、汾河 、泉河 、新蔡河 、泥
河、 直河等主要河流堤防分为 119
个网格， 每个网格明确 1 名科级干
部任网格长，2 名乡镇（街道）干部、
2 名村（社区）干部、1 名水利专业技
术人员为网格员， 采取 “领导+专
家+群众” 的模式， 在汛期实行 24
小时巡堤查险。 各乡镇（街道）及时
对易发生内涝地块和独居老人、留
守儿童、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所处位
置进行全面排查，做到底子清、情况

明、方案细。各乡镇（街道）相继开展
抗洪抢险应急演练， 确保汛情一旦
发生，能够做到从容面对。

聚焦关键环节。槐店回族镇、北
城街道和东城街道对排水管网、桥
闸涵、易积水点、地下空间、在建工
地、老旧房屋、广告牌、电力通信设
施等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红、橙、
黄”三级风险隐患动态台账，实行对
账销号，整改到位。 针对田沟、孙沟

连通疏浚工程和里海子沟改造工

程，明确专人负责，加快推进工程建
设， 确保在主汛期到来之前全部完
工并投入使用。 县直各单位按照分
工，组建防汛抢险、物资供应等多支
应急抢险队伍， 确保灾害面前拉得
出、用得上，确保“123”“321”等工作
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加大防汛抗旱宣传力度。 召开
全县防汛抗旱动员大会，层层传导压

力，细化分工，明确责任。充分利用宣
传栏、LED 屏幕、 微信工作群等，大
力普及防汛知识，不断增强群众防灾
意识。 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做到
主要领导不离县，带班领导、值班人
员在岗在位，及时处理雨情、水情、险
情，遇到突发情况及时上报，不得谎
报、瞒报、漏报、迟报。 加大督导检查
力度， 对防汛抗旱工作落实不到位、
执行不力的予以通报。

开展“童心向未来 共筑科技梦”主题活动

县妇联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谢辛凌） 近日， 沈丘县妇联在全县
中小学生中组织开展“童心向未来
共筑科技梦” 主题活动， 丰富中小
学生校外科技文化生活，提升学生
动手、动脑能力，进一步激发他们探
索科学的兴趣。

活动中，老师指导学生在电脑
上设计逻辑程序 、游戏作品 ，制作
会行走的机器人等 ， 整个过程巧
妙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 ，学
生在制作过程中不仅探索到现代

科技的奥妙 ， 还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

活动结束后， 四年级学生郭毅
然兴奋地说：“每个活动都充满趣味
与挑战，让我收获了知识与快乐。 ”

县妇联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
让学生充分感受现代科技的魅力，
在他们心中种下科技梦想的种子。
下一步，县妇联将继续发挥职能作
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持续开展富
有创意和趣味性的活动， 用心用情
关爱儿童，助力他们茁壮成长。

“一键呼叫”跑出脑卒中救治加速度

县人民医院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李婷婷

“呼叫卒中中心， 这里是莲池
镇卒中救治单元，听到请回答。 ”6
月 3 日清晨，沈丘县人民医院卒中
绿色通道门诊值班室内 “一键呼
叫 ”对讲设备突然响起 ，值班人员
迅速接通 ， 听筒里传来紧急呼叫
声 ：“院里接诊一位急性脑卒中患
者，病情复杂……”

接到呼叫后，县人民医院卒中
中心医生很快通过远程视频进行

会诊 ，经过综合评估 ，专家团队决
定：“立即通过 120 绿色通道，将患
者转运至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进

行治疗。 ”
原来当日 7 时许 ， 莲池镇 77

岁的徐某某突感左上肢麻木无

力 、口周发麻 ，行走困难 。 家人第
一时间将徐某某送至莲池镇卫生

院卒中救治单元 。 接诊医生迅速
对患者进行头颅 CT 平扫、抽血检
验等基础检查 ，排除脑出血 ，初步
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 面对
患者危险因素多的情况 ， 镇卫生
院医生果断按下 “一键呼叫 ”按
钮 ，向第一医疗集团总医院 （县人
民医院 ）卒中中心专家团队求助 。
于是 ， 一场与死神赛跑的卒中救
治接力赛在沈丘县卒中救治网络

内展开。
“一键呼叫”跑出脑卒中救治加

速度。 转运指令发出， 绿色通道迅
速开启。 一辆救护车从莲池镇卫生
院出发， 风驰电掣般驶向县人民医
院。 此时， 县人民医院脑卒中中心
医护人员已全部整装待命。 患者抵
达后， 医护人员立即对患者病情再
次精准评估，经病人家属同意，将溶
栓药物注入患者体内， 整个过程只
用了 4 分钟。

从患者被送往莲池镇卫生院初

诊、远程会诊，到送往县人民医院注
入溶栓药物， 整个过程不足 1 个小
时，在国际公认的缺血性脑卒中“黄

金救治时间窗”内，最大限度为患者
争取康复希望。

“一键呼叫”织密卒中救治网。
对徐某某的高效救治是县人民医院

倾力打造的“卒中 1 小时救治圈”发
挥关键作用的缩影。

2023 年以来，沈丘县政府整合
21 家乡镇卫生院、14 家民营医院及
637 个村卫生室资源成立第一医疗
集团。 第一医疗集团建立急性脑卒
中救治网络，创新“上下联动、一键
呼叫”机制，构建“卒中 1 小时救治
圈”。 目前，8 家乡镇卫生院具备溶
栓能力 （含 6 个卒中救治单元 ），
1246 个卒中吹哨人深入基层，预警
识别。

2024 年，县人民医院成功实施
溶栓 587 例。 在当年国家二级医院
卒中中心三项（综合管理、静脉溶栓
技术、介入再通技术）核心质量考评
中，第一医疗集团总医院（县人民医
院） 全部荣获最高等级 A++认证，
成为全国仅有 4 家、 河南省唯一获
此三项全 A++殊荣的医院。

2025 年 1 至 5 月，县人民医院
溶栓量已达 316例。全县已有 19位
像徐某某一样的脑卒中患者， 在初
诊的乡镇卫生院卒中救治单元内

就成功接受静脉溶栓治疗， 牢牢守
住卒中救治的“黄金 3小时”。

“一键呼叫”点亮生命之光。 从
莲池镇卫生院的快速初诊到卒中

中心的远程精准评估与决策， 再到
4 分钟极速溶栓救治，这条由“一键
呼叫”高效贯通的绿色生命通道，清
晰勾勒出沈丘县卒中救治体系环环

相扣、无缝衔接的强大能力。
沈丘县人民医院院长王伟说：

“‘一键呼叫 ’ 不仅为患者赢得更
多抢救时间 ， 还显著提升了基层
医疗机构的卒中首诊处置能力 ，
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到人民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 为破解基层
卒中救治难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

实践样本。 ”

“三聚焦三到位” 夏收夏种完美收官
赵德营镇

本报讯（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刘艺文） “今
年‘三夏’，咱镇安排得那叫一个妥当。 党员帮
扶队还帮助我们这些家里缺少劳动力的提供

晒粮场地，真是太贴心了。 ”近日，沈丘县赵德
营镇董小庄村村民董保军在 “两堂三中心”前
的广场上一边晾晒小麦，一边开心地和旁边的
人聊天。

“三夏”期间，赵德营镇聚焦“抢收、快种、禁
烧”三项重点任务，做到夏粮归仓、夏种夏管、安
全守护“三个到位”。 截至 5 月 31 日，赵德营镇
6.5 万亩小麦全部收割归仓， 夏种工作全面结
束，夏收夏种完美收官。

聚焦“抢”字抓统筹，颗粒归仓到位。赵德营
镇成立由镇党委书记、镇长任双组长的“三夏”
生产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 “8 个片区、33 个村、
113 个网格” 三级联动体系， 实行每日农机调
度、抢收进度“双通报”制度。依托镇农业服务中
心， 整合本地 107 台收割机与跨区域协调的 40
台机械形成作业矩阵，以“机械到位、服务跟进”
的全链条保障，确保“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在
手”。组建 20 支党员先锋帮扶队，针对困难家庭
开展“一对一”代收代运服务，盘活行政村文化
广场、“两堂三中心”等公共资源，规划 44 处临
时晾晒场，同步对接全镇 8 个粮食收购点，确保
农户粮出手、钱到账。

聚焦“快”字促落实，夏收夏种到位。 推行
“收种无缝衔接”模式，组建 6 支农技小组，实施
网格化包片服务，重点保障玉米、大豆等主粮作

物抢墒播种，实现“当日收割、当日整地、当日下
种”全流程闭环管理。结合作物生长周期推荐适
配良种，同步调配精播机等 176 辆智能农机具，
形成从数据研判到作业落地标准化服务链条。
赵德营镇秋作物播种面积达到 6.53 万亩，为秋
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聚焦“严”字筑防线，安全守护到位。 以“宣
传引导、巡查管控、智能监控、快速处置 ”为核
心，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 调配 45 辆宣传车全
天候巡回宣讲，实现宣传无死角。 成立应急巡
查队，推行“定人包田”责任制，抽调 12 名专班
人员 24 小时轮班值守，依托“蓝天卫士”，建立
“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 开展“秸秆垃圾清
零”专项行动，组织镇村干部与志愿者清理路
边、沟渠 、地头的杂物 ，累计消除隐患 148 处 。
坚持“教育与打击并重”，镇市场监管所开展夏
粮收购专项巡查， 严打各类压级压价行为，联
动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禁烧 “零点行动 ”，以
“查处一起、震慑一片”的高压态势，织密禁烧
管控网络。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赵德营镇党
委书记卢琪珍表示，下一步，他们将锚定农业生
产安全与生态保护目标，聚焦“三个一”重点任
务，构建精细化、立体化管理体系，全力保障农
业生产平稳有序。在确保“零火点”的基础上，针
对可能发生的强降雨天气，制订应急预案，全面
开展沟渠清淤专项行动，确保排水体系畅通，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月 6 日上午，周口市美协主席师行坤一行到沈丘县开展周口市文
联 2025年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翰墨润中原”美术创作辅导活动。

记者 高洪驰 摄

视 角

基层传真

周营镇抗洪演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