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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一场聚焦破解升学焦虑、规划多

元路径的大型公益讲座在汾阳市成功举办。

活动由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联合汾阳市社会

工作部共同发起，是邮储银行党建引领“春蕾

计划”千场公益讲座行动的第97场。

面对当前教育竞争激烈、信息不对称带来

的升学困境，活动特邀国内知名学业规划专

家，围绕普通高中、职业院校、艺体特长生、高职

单招等多条升学通道，为处于关键期的学生及

家长提供权威、实用的规划指导。专家深入解

读政策趋势，结合案例剖析，帮助家庭厘清思

路，破除“唯分数论”迷思。

邮储银行汾阳市支行行长在致辞中表示，

此次活动是银行践行“社区合伙人”理念、履行

社会责任的切实举措，旨在汇聚公益力量，为

万千家庭化解教育焦虑，助力学子找到适合自

身的发展道路。活动反响热烈，有效缓解了家

长困惑。

公益送教解开升学死结
邮储银行携手社工部点亮多元升学明灯

炎夏六月，安全之弦更需紧绷。吕梁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聚焦“七进”宣传主线，在师生、运输企业、临街

摊贩、老年群体及工矿企业间掀起一场场接地气、入

脑入心的交通安全宣教浪潮，将法规与警钟送至社会

肌理末梢，全力筑牢夏季道路安全屏障。

校园：警校联动护青春 安全种子播心田

交口交警深入康城中学，“知危险·会避险”生动开

讲。民警巧用 PPT展示、互动问答与触目惊心的警示

影片，将乘坐车辆规范、步行要点、尤其“一盔一带”和

酒驾禁令，融入校园周边真实事故剖析中。惨烈画面

直击人心，师生深受震撼。活动更赋予学生“安全宣传

员”使命，鼓励他们将知识带回家，实现“教育一个学

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辐射效应。交口

交警誓言持续强化护学力度，织密学生出行安全网。

危运：紧绷安全高压线 危货运输筑屏障

紧扣“安全生产月”，汾阳交警联合司法局直插风

险核心——走进安胜危货运输公司。民警将《危货运

输安全手册》递到驾驶员手中，结合近期惨痛案例，痛

陈疲劳驾驶、超速等违法行为的毁灭性代价，让“安全

带=生命带”的理念重若千钧。行动不止于课堂，民警

深入车辆停靠区，在每辆危货车副驾位置张贴“请全

程系好安全带”、“生命无价 酒后禁驾”醒目警示，让

安全提示如影随形，为危货运输企业扎紧安全篱笆。

街头：夏日摊点话安全 守护人间烟火气

中阳交警将宣传阵地移至熙攘摊点，守护充满烟

火气的夏季出行。民警穿行于摊位间，向摊主和顾客

耐心讲解夏季安全常识。“头盔是保命盔，安全带是生

命带！”他们结合案例反复强调骑乘佩戴头盔、驾乘系

牢安全带的关键。民警特别叮嘱摊主：运送货物务必

戴盔，坚决杜绝人货混装、占道经营，引导群众将安全

守则刻印于心，协力维护道路畅通秩序。

社区：银发出行无小事 贴心守护夕阳红

岚县交警心系“银发族”，走进易居苑社区开展

“一盔一带”夕阳守护行动。民警发放手册、张贴海

报、剖析案例，用老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指酒驾醉驾、

不戴头盔、不系安全带等行为要害，细致传授安全行

走骑行及紧急避险技巧。活动唤醒老年居民的安全

意识、责任意识与法治意识，并呼吁他们成为社区安

全“传播者”，将平安出行的种子播撒至家庭邻里。

工矿：安全宣讲进车间 警企共筑平安基

临县交警深入鑫瑞煤矿生产一线，送上夏季安全

“及时雨”。民警紧扣高温雨季特性，从车辆出发检查

到恶劣天气行车要诀，结合触目惊心的事故案例，直

击疲劳驾驶、酒驾及“一盔一带”使用不当等重大风

险。图文并茂的警示提醒职工坚决摒弃交通陋习，严

守法规红线，让安全成为上下班路途的坚实铠甲。

吕梁公安交警“七进”宣传扎实落地，从校园稚子

到白发长者，从闹市摊点到工矿车间，从日常出行到

危货运输，每一次精准宣讲，每一张警示标语，都在编

织一张日益细密的全民交通安全防护网。将安全规

则化为民众内化于心的自觉，吕梁交警步履不停，只

为守护车轮上的万家平安。

市公安局交警

“七进”宣传织密网 安全理念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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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吕梁离石永宁煤业有限公司李

通等员工长期违反劳动纪律，连续矿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及《吕梁永宁煤焦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第五十九条的相关

规定,员工旷工 7天则视为自动离职，公司

有权解除其劳动合同。经山西吕梁离石

永宁煤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研究决定,
因李通等员工长期无故旷工，现正式解除

李通等员工的劳动合同并予以公示。

特此通知!
名单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姓名

李通

侯元元

郭新建

高三三

武松山

高峰

张冬冬

苏强平

白儿则

性

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部门

井下机电队

井下机电队

井下机电队

井下机电队

井下机电队

井下机电队

井下机电队

检身员

通风队

身份证号

1423261991
07033018

1423021996
0301371X
1411021988
08210016

1423021978
03267416

1411241978
02280033

1423261975
09283512

1423271986
03245417

1423021981
0127603X
1423271985
06045632

序

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姓名

刘文植

张军

薛晓刚

高雪飞

吴云政

高飞飞

王帅彬

宋彦飞

于勇军

性

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部门

通风队

通风队

综采一队

综采二队

运料队

安全员

安全员

巡检员

检身员

身份证号

1411241989
04100130

1423261996
05043518

1411241985
12284313

1423271987
05010774

1411021999
04040015

1411251988
03050054

1411241997
07200057

1423271988
10163334

1423271985
06110238

山西吕梁离石永宁煤业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违规员工劳动合同的通知

吕梁供电公司：

奏响安全生产“月”章
筑牢电网安全防线

2025 年 6 月是第 24 个全国“安全生产

月”，吕梁供电公司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

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以安

全宣传教育、安全宣传活动、安全应急演练、

隐患排查治理为抓手，扎实开展一系列丰富

多彩、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活动，为电网安

全筑牢坚实基础。

安全宣传教育，强化全员安全意识

6月 16日，吕梁供电公司调控中心组织全

员参加调度系统 2025年迎峰度夏安全知识和

规程制度考试，5个县调同期完成同主题、同

要求的考试工作。考试聚焦迎峰度夏电网风

险防控，内容涵盖调度控制管理、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管理等规程制度。为确保考试取得实

效，调控中心精心组织，提前明确考试大纲和

重点学习内容，组织全体员工进行集中学习

研讨，督促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加强自学，营造

浓厚的学习氛围。考试结束后，结合考试情

况，围绕高温大负荷、强对流天气等复杂条件

下的电网运行风险管控、薄弱环节分析、应急

处置优化等内容展开了深入讨论。

为增强宣传实效，吕梁供电公司策划了

一系列安全宣传活动。依托各类平台，深入

推进“安全文化百千万工程”，各单位积极上

报安全文化建设典型实践案例，发挥典型引

领作用，为安全管理工作树立可借鉴、可推

广的标杆。同时，创新组织“应急科普趣学”

“安全隐患我查找”网络知识答题活动，采用

互问互答的形式，把触电急救、电网故障应

急处置等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触手

可及”的内容，全面强化全员安全责任意识。

创新宣传形式，营造浓厚安全氛围

为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增强居民安全用

电意识，6月 11日，吕梁孝义市供电公司联合

孝义市能源局开展安全宣传进社区活动。活

动以迎宾南社区、新安社区为阵地，通过多元

形式向居民传递电力安全理念。活动现场，

孝义公司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电力设施保护

要求、隐患排查知识以及应急自救技能，通过

PPT图文结合的方式，详细介绍了如何排查用

电隐患、触电事故应急处理等知识，演示了漏

电保护器的使用方法。互动环节中，居民积

极提问，工作人员耐心解答，倡导居民养成

“人走电断、定期检查”的良好习惯。

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以来，吕梁供电公

司积极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组织太行

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和青年突击队走进社

区、企业、学校等场所，通过设立咨询台、发

放安全用电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普及安

全用电知识，并利用“网上国网”APP、微信公

众号等线上平台推送安全用电动画、开展有

奖知识问答，扩大宣传覆盖面。活动期间，

吕梁供电公司各单位累计发放安全宣传手

册 2000余份，覆盖群众超 5000人次，切实提

升了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

安全应急演练，提升实战应对能力

6月 6日，吕梁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与

变电运检中心联合开展了疏散逃生暨灭火救

援应急演练，全方位锤炼应对火灾突发事件

的“硬核”能力。演练内容丰富且层次分明，

从消防安全知识的深度宣讲，到火灾逃生的

实景模拟；从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的精细

实操教学，再到干粉灭火器的实战演练，每个

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与反复打磨。随着刺耳

的火灾警报声如惊雷般划破宁静，模拟烟雾

迅速升腾弥漫，瞬间将整个办公区域笼罩在

“危机四伏”的氛围之中。办公楼内，员工们

迅速抓起湿毛巾，紧紧捂住口鼻，身姿低伏，

沿着地面快速移动，严格按照提前规划好的

“生命通道”疏散路线，向着安全区域稳步撤

离。仅仅 79秒，疏散行动圆满结束，全体人员

安全、高效地抵达指定集合地点。

演练活动不仅是对员工安全技能的一次

全面检验，更是一堂生动的“实战安全课”。

吕梁供电公司以实战演练为起点，持续深化

安全教育培训，将应急演练融入日常、化作经

常，不断优化应急预案体系，全方位提升应急

处置的“战斗力”，为公司稳健运行和员工生

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堡垒。

排查隐患治理，确保电网安全运行

6 月以来，吕梁供电公司结合迎峰度夏

工作，组织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对辖区内

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及重要用户供电设施开

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防汛防涝设施、

电缆隧道防水措施及关键设备运行工况。

运用智能巡检机器人、红外测温等技术手

段，精准定位隐患点，确保设备“零缺陷”运

行。6 月上旬，吕梁汾阳供电公司模拟极端

天气导致电网故障，组织开展大面积停电应

急演练，检验各部门协同响应能力。同时结

合防汛需求，在低洼变电站部署智慧防涝系

统，实时监测水情，确保汛期电力供应安全

可靠；常态化走访企业用户，提供用电安全

检查服务，助力企业安全生产。

在安全生产月活动推进中，吕梁供电公司

各单位充分运用公司网站、《国家电网报》、电网

头条等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活动里的优秀经验

与典型做法，让安全理念融入每一位员工、每一

个环节，切实把“查找身边隐患”落到实处，助力

形成全员参与、共治共享的安全生产格局。

下一步，吕梁供电公司将持续以安全生

产月为契机，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强化安全

管理长效机制，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董婷婷）

让更多“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
——“三夏”机收减损一线观察

□ 新华社记者 叶婧 郭雅茹 马意

20252025年年 66月月 1212日日，，收割机在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双碑乡西良村麦田里收获小麦收割机在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双碑乡西良村麦田里收获小麦（（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牟宇牟宇 摄摄

眼 下 ，全 国 小 麦 收 获 已 至 尾 声 。

记者走访山东、河北、河南等小麦主产

区发现，今年夏收，各地持续推进机收

减损，多地机收损失率不断降低，有的

已降至 1%以内。

“一巴掌落地不超过4粒麦”

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里

穿梭，收割、脱粒、入仓一气呵成，规定

作业麦田没多久就只留下短短的麦茬

……这是记者在多地看到的夏收景象。

在河南省商水县张庄镇张坡村，

一场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正在进

行。工作人员选定采样区捡拾掉落的

麦粒并称重，测算出此次活动机收损

失率在 0.3%左右。

根据农业农村部 2022 年修订的

《小 麦 机 械 化 收 获 减 损 技 术 指 导 意

见》，机收作业质量标准要求损失率不

高于 2%；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

印发的《2025 年“三夏”小麦、玉米、大

豆生产机械化技术指导意见》要求，小

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 1.2%以内。

这几年，全国主要小麦产区持续

推进“三夏”机收减损，机收损失率整

体连年下降。

全国第二大小麦主产区山东 2024
年夏粮平均机收损失率 0.81%，2023年

和 2022年分别为 0.99%和 1.14%；河北

省 故 城 县 机 收 损 失 率 从 2021 年 的

1.05%降至 2024 年的 0.9%以内，预计

今年继续降至 0.86%以下。

作为当地机收减损能手代表，山东

省临沭县瑞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吴书同告诉记者，合作社今年为 2.8万

多亩麦田提供机收服务，平均机收损失

率 0.9%，好的地块能达到 0.5%左右。

“我们测定机收损失时常用‘巴掌

法’，也就是以成人手掌来划定取样区

域。”故城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股股

长王丽霞说，以小麦千粒重 45克、亩产

量 900斤为例，按照农业农村部今年损

失率不高于 1.2%的标准计算，一巴掌的

范围内，落地的小麦籽粒不超过 4粒。

降低“三夏”小麦机收环节损失率

对全国粮食生产意义重大。农业农村

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如果采取措施

让全国的小麦机收损失率平均下降 1
个百分点，就能挽回粮食损失 25亿斤。

据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测

算，2024 年山东夏粮总产量 543 亿余

斤，机收损失率每降低 0.1%，理论上能

挽回粮食损失 5000多万斤，相当于“新

增”5万多亩耕地。

小麦机收如何控制损失率？

机 收 是 粮 食“ 落 袋 为 安 ”的 第 一

步。记者走访发现，各小麦主产区机

收损失率连年走低，得益于持续改良

更新农机、提升机手素质、优化种植技

术等系列举措。

——新农机“少掉粒”。为进一步

降低机收损失，多地实施老旧农机报

废更新政策，鼓励使用专用机型替代

传统兼用机型，加速老旧联合收割机

报废更新。

河南省汝阳县小麦种植面积 30.12
万亩，今年新上智能高效低损收获机

具 110 台。全县机收减损率从去年的

0.91%降为今年的 0.9%，相当于增收约

1.8万斤。

山东省汶上县农业机械现代化发

展促进中心主任赵洪敏说，当地更新

后的联合收割机，可以有效收获倒伏、

过熟小麦，进一步减少收割、清选等环

节损失。

“以前开老式收割机，经常掉粒丢

穗。今年换的新型小麦联合收割机，

功率更大、密封性更好，机收损失率降

到了 1%以内。”汶上县白石镇农机手

李念波说。

——好机手收获更多粮。记者注

意到，为挖掘小麦机收减损空间，多地

在夏收前组织农机专家对机手进行减

损培训。

河南省鲁山县农机手杜梦园是一

名持证 2年的“新麦客”。通过培训，她

目前收割小麦的损失率已达到 0.8%以

下，和之前相比相当于每亩地增收 10多

斤。“像拐弯处操作不精准、收割机车轮

压小麦等情况，培训后处理得更好。”

“今年我们准备了 500余台大型收

割机来收割小麦，作业前对农机手重

点培训‘低茬收割’‘匀速作业’等关键

技术，并通过小麦机收大比武等进行

业务交流，进一步降低机收损失。”故

城县金泽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星说。

——新技术扩减损空间。小麦品

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的选择，也是降低

损失的重要因素。“在选种环节，我们

优先推荐农户种植直立性好、抗倒伏

的小麦品种，这样的小麦‘适机性’好，

有助于降低机收损失率。”临沭县农业

农村局高级工程师李晓春说。

汶上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协会理事

长郭波波表示，宽幅精播、精细机播、

“一喷三防”等技术措施，从播种环节就

为机收减损打下基础。“比如，精播可以

让小麦长得更齐、更匀，收的时候即便

不调整割台高度，也能保持低损耗。”

减损还能从何处挖潜？

多位专家表示，极端天气频发条

件下，实现小麦生产减损增效，要从农

机配置、操作培训、田间服务等多个环

节协同发力，构建全程管控、多措并举

的全链条减损体系。

推广应用先进农机、优化在用收

割机结构，对机收减损至关重要。

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还有不少人使用横

轴流、低喂入量的收割机，这种收割

机与纵轴流、大喂入量的高效低损收

割机相比，作业效率、作业质量都有

一定差距，这是机收减损挖潜的重要

方向。

受访基层专家建议，用足用好农

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老旧农机报废更

新等政策，引导农民购置应用高效低

损收获机械；因地制宜确立相关机收

技术指标，持续组织农机专家对机手

进行减损培训。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

丢。”“三夏”期间常出现极端天气，地

面湿度大、农作物过熟、过干、倒伏等

因素也会影响机手作业，造成机收损

失率偏高。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粮食储藏与减

损团队负责人龚魁杰表示，小麦适期

收获，对于充分发挥品种产能、降低机

收损失尤为重要；同时，要加强清理、

烘干等环节的服务指导。

故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秦立燕建

议，通过加装损失率监测传感器、推广

北斗导航自动驾驶、建立“气象+农情”

预警机制等措施，进一步加强机收减

损管理服务。

此外，多地通过新建烘干塔、升级

改造高标准粮仓等方式，在收储环节

进一步减少损失，让更多“丰收在望”

变成“丰收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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