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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显担当 决胜之年夺全胜

全 民 消 防 ·平 安 共 建

本报讯（记者 秦艺铭 何振明）
为推动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
特殊教育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6月
13日，融合教育专业能力提升培训
会在县启智学校举行。该活动由县
教育局、县教师进修学校、县残疾人
联合会主办，县启智学校承办。来
自市、县53所学校的70余名特殊教
育教师参加培训。

会上，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强
调了本次培训的重要意义，并希

望参训教师可以做到认清使命、
增强责任感、聚焦能力提升、以爱
心为底色，用专业赋能让每个孩
子都能得到高质量的教育。

培训中，相关专家为参训教师
带来了“教师心理健康培训”“融合
教育开展”“孤独症评估与康复训
练”等教学知识，内容丰富充实，安
排紧凑，极大提升了我县特殊教育
教师的专业能力。在示范课展示
环节，优秀教师现场展示了如何将

评估数据转化为分层教学活动，将
理论落实到课堂实践中，为大家提
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例。

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载着无数特殊儿童家庭
的希望，更关乎着社会的文明进
步。该活动是丰富教师科学教育方
法的一次实践，为特殊教育教师搭
建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对推动
我县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满足特殊
儿童教育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融合教育专业能力提升培训会在县启智学校举行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机关单位人
员的消防安全应急处置能力，近日，
县消防大队走进县人社局，开展消
防安全演练培训，旨在筑牢办公场
所“安全防线”。

演练前，宣传人员结合办公区域
特点，以“案例+理论”的形式，讲解火
灾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疏散逃生

技巧等知识。宣传员现场指出办公室
常见隐患，强调了“人走断电”的重要
性。

随着警报声响起，实战演练正
式开始。参训人员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沿指定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
域。全程用时2分30秒，疏散过程
井然有序。消防员针对疏散中发现

的细节问题进行现场纠正，进一步
强化了逃生自救意识。

宣传人员还现场演示灭火器
“提、拔、握、压”操作要领，手把手指
导工作人员实操。此次演练，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了机关干部
的消防安全意识，夯实了全县消防
安全“群防群治”基础。（县人社局）

县消防大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培训

理 论 结 合 实 践 构 筑 安 全 防 线

本报讯（记者 谢红静 刘 超）
今年，我县持续发力，推进50万亩玉
米单产提升工程。其中，巩固提升
25万亩、新增25万亩，以“良种、良
田、良技、良机、良制”协同增效为抓
手，运用包保推进、农机服务、技术
指导、督导检查“四个全程贯穿”机
制，全力提升全县粮食产量，以更实
举措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我县充分结合农业生产的季节
性特点，早谋划、早部署，推进单产
提升工程建设，组织农技专家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与指导，全
方位挖掘玉米增产潜能。同时，持
续推进科学种植技术的推广，创新
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实时跟踪工程
进度与质量。通过多管齐下，我县
正全力提单产、扩总产，奋力书写农
业丰收新篇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贡献县域力量。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博士张国强介绍，化控技
术是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
模式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通过玉米
专用的化学调节剂调控玉米的生
长发育：一是通过化控，可以有效
降低穗位高度和株高，有利于降低
植株的重心、提高玉米的抗倒伏能
力。二是化控的玉米气生根发达，
提高玉米的抓地支撑能力，进而提
高玉米根系对深层土壤水肥的吸
收能力。三是可以更好地调控玉
米根冠的生长，对玉米群体结构具
有一定的优化作用。化控以后,常
规在5至 7天后施加第一遍水肥，
促进玉米植株上部节间的生长。
穗位以上叶片和叶片之间的长度
拉开，有利于增加玉米群体冠层的
通风性和透光性。

在应用化控技术方面，张国强
博士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化控药剂
要选择玉米专用的化控剂。比如现

在市场上出售的吨田宝、玉黄金、金
得乐等含乙烯利成分的化控剂等都
可以使用，按照说明书使用就可
以。针对往年容易出现倒伏情况的
地块，包括一些风口地块，药剂要适
当加量20%左右。另外，要掌握好
玉米的化控时期。大部分化控剂的
使用多选在玉米拔节期，也就是6
展叶时期。在这个阶段用药，可以
有效地降低地上部2至5节的节间
长度，有效控制穗下节间缩短并增
粗，有利提高玉米的抗倒伏性能。
打药的时间一般选在无风无雨的天
气，最好是 10:00之前或者 16:00
以后进行。通过拖拉机牵引拉杆式
喷药机施药，一亩地兑水 30斤至
40公斤。要对化控剂进行二次稀
释，喷施过程不重不漏，确保喷施均
匀。

科学运用化控技术，将为我县
玉米单产提升注入强劲动能。

我县持续推进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详 解 化 控“ 秘 籍 ” 提 升 粮 食 产 能

初夏时节，伊吗图镇干沟子村
的百亩梨园内，梨树郁郁葱葱。阳
光透过枝叶洒下点点光斑。树下
的土地没有了杂草，取而代之的是
一行行嫩绿的花生苗。10余位村
民俯身其间，挥舞着锄头除草、间
苗，悉心呵护着梨园里的“第二份
收成”。

去年，作为村集体经济的支柱
之一的这片梨园，为村集体贡献了5
万元收入。

梨树的行距较宽，以往，树下的

空间常被闲置起来，杂草丛生。套
种花生不仅能抑制杂草的生长，还
能额外增收，一举两得。今年，村

“两委”大胆探索“以种代管”新模
式，在梨树下科学套种了花生。

今年，伊吗图镇干沟子村利用
梨园下土地种植花生的100亩地，预
计果梨能产 7万斤，花生能产2.5万
斤，总收入达7万元。村里还有一片
近60亩的锦绣海棠果园，树下种植
了尖椒，预计年收益达5万元。

多元化发展不止于土地——距

离梨园不远，成排的光伏板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成为村集体经济的另
一项稳定来源……

近两年来，干沟子村多点开花，
每年村集体收入均达70万元，带动
了50多名村民就业。

在干沟子村的梨园里，梨树
与花生共生、共长，描绘出一幅生
动的“一地双收”图景。这是土地
空间的精打细算，更是乡村振兴
路上产业增效、村民增收的生动
实践。

梨 树 与 花 生 共 生 “ 海 棠 ”与 尖 椒 共 长
——伊吗图镇干沟子村多元发展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王美娟 于 水

本报讯 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支行通过不断改善服务方式、创新适农金融
产品、加大硬件投入力度，进一步提升了普惠金融
工作质量，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推进金融知识进村入户。县农行组建服务
“三农”小分队，常态化开展“走村串户”活动。深入
农户和田间地头，了解掌握农户资金需求，向农户
介绍农行支农惠农新产品、新举措、贷款申请办理
流程等知识。同时，在乡村中心点和集市摆放宣
传台，向农村群众宣传金融知识、发放宣传资料、
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推进支农贷款便捷获得。县农行积极推进
贷前、贷中、贷后统一运作管理，最大限度地简化
手续和操作流程，加快信贷投放速度。为提高贷
款的可得性和便捷性，该行在做好农户小额贷、
农村个人生产经营等传统信贷业务的同时，相继
创新推出了“农担贷”“惠农e贷”“金穗快农贷”

“政府增信贷”等特色信贷产品，为县域农业发展
和农户创业增收提供了更为及时、有力的金融支
持。近两年来，该行已累计投放涉农贷款2.6亿
元，其中，特色贷款1.8亿元。

推进惠农机具布放普及。县农行加大农村
自助设备的布放进度和密度，把金融服务触角延
伸到全县乡镇村屯，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便
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截至目前，该行在全县35
个乡镇设置金穗惠农通服务点193家，并通过整
村推进的方式累计发放金穗惠农卡29.5万张；先
后在惠农通服务点和乡镇营业机构布放转账电
话420台、惠农服务终端83台、助农POS机90
台、ATM40台、超级柜台16台。

县农行还积极推进数字化服务渠道建设。
通过上门和柜面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引导客户注
册掌上银行。截至5月末，该行共有掌上银行客
户19.5万户，为城乡广大居民提供了更为方便、
快捷的金融服务。 （白俊成 杨 爽）

6月11日深夜10时30分，辽宁省蒙医医院
眼科主任侯国庆的电话骤然响起：一名少年突然
眼压急剧升高，剧痛难忍……焦急万分的少年拨
通了电话。

当时，侯国庆已在家中休息。他迅速起身，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立即对少年进行检查和
治疗。

凭借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侯医生
仅用20多分钟，少年的疼痛明显缓解，眼压显著
下降，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事后，少年及家人非常感动，少年的父亲
亲手写了感谢信。6 月 13 日，少年将感谢信
送到了侯国庆手中，以此表达对侯医生的感
激之情。

这次治疗，不仅展现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
的高尚品质，也给社会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

深夜电话骤响——

少 年 突 患 急 症
仁 医 火 速 救 治

本报记者 谢红静 于 水

县农行改善服务、创新产品、加大投入

提 升 普 惠 金 融 质 量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