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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晓光 通讯员 跃伟
建敏）昨日，登封市小仓娃农副产品公司
党支部书记谢双燕在参加君召乡组织的
十九大宣讲报告后，心情十分舒畅：“十
九大报告提出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份希望
来得更实在、更直接。”

据介绍，过去，该公司就没有种植基
地，纯粹是进行农产品加工，虽然成本高
些，但销售去向几乎都是单位或同事之
间作为土特产赠送。近年来，批量购买
不多了，为节约成本，就开始着手建立自
己的种植基地。“基地+公司+农户”的联

合合作模式，不但拉长了农产品深加工
链条，而且也带动了周边贫困农户走了
致富道路。

在谢双燕的蔬菜种植基地，负责种
植技术指导的技术员张振华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蔬菜种植基地有合同种植户
2000 户，芥菜种植面积达到 1500 亩以
上，其种植模式都是公司统一组织、统一
供种、统一技术培训、统一收购、统一加
工销售。”

“公司和俺签订有合同，不但给俺提
供芥菜种子，收购时还高于市场价格,俺
这一亩芥菜都卖了 2300多元。”刚卖完
芥菜的张志刚，数着钱乐呵呵地说。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这真让俺吃了颗‘定心丸’。”谢双
燕满怀喜悦，“对于无力种植土地的贫困
户，基地与贫困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目
前，公司流转土地 500余亩，其中与贫困
户签订流转合同36户，以每年800元/亩
租金付给贫困户，这些贫困户人员还可
优先在公司打工。”

海渚村贫困户王俊霞，其婆婆常年
瘫痪在床，丈夫身体也不好，两个孩子正
在上学。得知其家庭情况后，公司不但
流转了其家的土地，还在加工车间谋了
一份工作。“我在公司平均一个月能拿到
2000 多元，丈夫也打点零工，现在生活

比以前好的太多了。”王俊霞满怀感激。
“目前公司职工中留守妇女占员工

总数的 85%以上，这些女工平均每月能
拿 2000元左右的工资，她们不但能够照
顾到老人和孩子，而且还能增加家庭的
收入。”谢双燕介绍到。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关于‘三农’
工作的新战略、新部署。我们将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整合落实‘三
农’工作政策资源，构建振兴乡村的为农
服务平台，真正培养打造出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登
封市有关负责人说。

推广“基地+公司+农户”合作模式 构建为农服务平台

登封以农养农加速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效强 丁伟 文/图 ）作为农业大
县，中牟县承担着为省会郑州提供
农产品供应的重任。记者昨日从
中牟县有关部门获悉，截至目前，
全县今年蔬菜种植总面积 19.45万
亩，总产量 72.98万吨，为省会郑州
蔬菜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

据了解，近年来，中牟县以都
市型田园城市建设为统揽，以增加
农民收入为主要目标，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全面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
民增收。

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农产品
质量也不断提升。目前，中牟县已

累计改造中低产田35万亩、建成高
标准农田 12万亩，认定无公害、绿
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面积 37.4
万亩，认定无公害农产品 73个、绿
色食品 6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2个，
推广无公害标志31万枚；建立农产
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网点70个，农产
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信息查询系统
正在建设中；全县各乡镇（街道）累
计建立农产品直供直销、高端配送
网点 50余个。农产品样品检测率
高达99%，保障了市民餐桌安全。

经过近几年发展，目前在全市
10个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核心区建
设中，中牟县占3个，分别是中牟国
家农家公园、郑州现代农业草莓示范
区、郑州现代农业服务业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永胜）昨日下午，惠济区河长办
组织各镇（街道）开展河渠清洁活
动，迎宾路街道、大河路街道等7个
镇（街道）由副总河长、河长牵头，
组织了近 600 人，重点清除索须
河、贾鲁河、枯河、魏河等河渠河岸
积存垃圾、杂物，打捞水面漂浮物，
河道环境面貌得到改善。

据了解，自省、市河长制工作
安排部署以来，惠济区按照上级要
求积极推进，出台了《惠济区全面
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在全区流

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上的黄河、贾
鲁河、索须河、枯河、魏河、东风渠 6
条河渠设立河长，构建了由 143名
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河长
和河道巡护员的“3+1”河长组织体
系，做好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
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
态修复、执法监管等河渠管护工
作，各级河长和工作人员已责任落
实、上岗到位。

此次统一开展的“河流清洁行
动”共清理河岸垃圾及杂物、打捞河
渠漂浮物120余处约50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杜志恒）近日，大石桥街道办事处邀
请金水医院健康大讲堂医师，免费
为社区老年人进行了一场保健知识
讲座。

医师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
老年人怎样预防冬季易引发的如
中风、心肌梗塞等疾病讲起，结合
日常生活的实例，就怎样合理用
药、合理膳食、心理平衡等方面做

了系统的介绍。同时还对老年人
冬季饮食、运动、心态调整等方面
给予科学的指导，倡导老年朋友积
极参加适当的体育锻炼，提高生活
质量。

此次讲座形式摆脱了往常流于
理论知识空谈的形式，以更加实际
的方式让老年人得到了学习，解决
了不少老年人的健康困扰，受到了
老年人的一致好评。

开办免费保健知识讲座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谷永超）日前，中原区桐柏路街道
机械化社区联合西流湖公园举办了
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主题的

“道德讲堂”活动。
此次道德讲堂活动，精心安排

了八个环节，分别是“自省、唱歌
曲、诵经典、学模范、谈感悟、向德
字鞠躬、送吉祥、一堂一善事”。活
动中，西流湖公园的党员同志还为

大家演唱了《公民道德歌》，以饱满
的热情为道德讲堂活动带来满满
的正能量。公园专类园管理科的
沙新春科长为大家讲述了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事迹，让大家见证
了平凡的感动。

近一个小时的道德讲堂虽然结
束了，参加活动的社区党员及公园
的职工干部们纷纷表示，这种形式
的教育既生动又活泼，很受启发。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申
少府）昨日，记者从新密市平陌镇
了解到，该镇围绕精准扶贫工作连
续举办“三单联动”创业培训、转移
就业送岗位下乡、GYB创业培训等
一系列活动，调动贫困人口、特别
是年轻一代积极学技能，主动就业
与创业。

在 系 列 培 训 活 动 中 ，授 课
专 家 结 合 平 陌 镇 各 村 实 际 情 况
和 发 展 项 目 情 况 ，围 绕 核 桃 种
植 、畜 禽 养 殖 等 技 术 ，生 态 农

业 、网 商 等 发 展 动 向 进 行 详 细
讲 解 。 同 时 ，引 导 各 村 结 合 当
地实际，发展“特色农业”，不要
盲 目 发 展 不 切 实 际 、不 符 合 政
策的项目。

在推荐就业方面，该镇紧密结
合贫困人员实际情况，组织18家企
业，筛选月嫂、收银员、保安、保洁、
普工以及其他技术工种的岗位鼓
励贫困人员积极就业，吸引了 600
余人参与咨询，并有 186人现场达
成就业意向。

惠济区开展河渠清洁行动

“道德讲堂”传颂身边好人

平陌镇培训促进就业创业

本报讯（记者 张立）近日，
记者从新郑市园林部门获悉，
新 郑 市 建 成 区 绿 地 率 已 达
43.4%，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26.47平方米。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
衡量一个城市公园拥有程度
的重要指标，是展示城市整体
环境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
一项重要指标。公园绿地又
可分为五类，包括综合公园、
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
园和街旁绿地。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城
市建成区绿地率达 36.4%，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3.5 平方
米，新郑市的人均 26.47 平方
米，几乎是国家平均水平的一
倍。就单个城市而言，北京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3.5 平方
米，上海 7.6 平方米，广州 16.5
平方米，均远落后于新郑市水
平。

近年来，新郑市以“宜居
新郑”“美丽新郑”为抓手，大

力实施绿地工程，基本实现
主要道路廊道全覆盖，同时
街头游园总数达到 16 个，轩
辕湖湿地公园、郑风苑、郑韩
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具茨山
森林公园、古枣树森林公园
等建设项目有序推进，全市
林地面积、城市建成区绿地
面积分别达到 39 万亩、1.6 万
亩。

2017年，新郑市又以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为抓手，以改善
社会生态环境、服务民生为目
标，以“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为理念，先后完成了黄帝故里
拆迁区域绿化面积26759平方
米，迎宾路绿化带8000平方米
等。在今后一段时期，还将对
人民路、新华路、郑韩路等进
行绿化景观提升、郑风苑二期
绿化景观提升，着力打造中心
城区绿色生活圈、中心城区外
围生态隔离圈、市域边界森林
组团防护圈，建设互相交错、
联系紧密的绿地系统。

新郑建成区绿地率43.4%
人均公园绿地26.47平方米

保障省会居民餐桌供应

中牟蔬菜总产量72.98万吨

秋风瑟瑟，寒意袭来，天气越来越凉。能
适时喝上一杯热水，成为那些辛勤忙碌在室
外的一线环卫工人的奢望。

只要有爱在，难事儿不难。这不，文化路
街道办事处在雷锋爱心超市特设立“便民爱
心饮水站”，专门为来办事处办事的居民、来
往市民和环卫工上茶。

昨日上午，记者在位于农业路信息学院
路交叉口向北20米路西的“雷锋爱心”超市门
前看到，文化路街道办事处爱心联盟志愿者
联合会工作人员已摆起桌子，放上纸杯，倒好
热水，并挂上了印有“便民爱心饮水站”的牌
子，正式设立了文化路街道办事处“便民爱心
饮水站”。

“ 师 傅 ，来 喝 杯 热 水 吧 。”雷 锋 爱 心

超 市 的 工 作 人 员 看 到 一 位 正 在 忙 碌 保
洁 的 环 卫 工 师 傅 ，热 情 地 为 他 倒 上 了 一
杯 热 水 。

“谢谢啊，以后我不再担心没有热水喝
了。”他激动地说。

“能在寒冷的天气里，亲手为他人倒上一
杯暖暖的白开水，我感到很开心。雷锋爱心
超市本来就是一个爱心的中转站，平日里，我
们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爱心在这里汇聚，
又从这里把爱心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体会
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雷锋超市工作人员表示，“便民爱心饮水
站”这一项目将长期坚持下去，路过文化路街
道办事处雷锋爱心超市的过往行人都可以来
这里驻足，喝杯暖暖的爱心水。

给环卫给环卫工送上一杯爱心水工送上一杯爱心水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方雅蕾 文/图

李遂珍，新郑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后屯社
区一个普通妇女，她用三十个春秋诠释了“孝”
和“爱”。

自从出嫁，李遂珍一直跟着公婆生活。丈
夫平时生意忙，两位老人的饮食起居全靠李遂
珍一个人照顾。婆婆喜欢吃什么、公公不爱吃
什么，她时时铭记在心。公公前年去世后，为了
不让婆婆觉得孤独，她每天都会骑车带着婆婆
去公园散心。晚上，她睡在婆婆的身边陪着聊
天。

她的孝心不仅让婆婆夸赞，还让身边的人
感动。特别是发生在去年底的事情更让街坊邻
居对她称赞有加。那时，李遂珍出生不久的小
孙子因为肺炎住院，她在医院陪护。可婆婆不
慎摔了一跤，导致腿部骨折，也住进了同一家医
院。为了让儿子儿媳安心上班，她白天在儿科
照顾小孙子，晚上去骨科照顾病床上不能动弹

的婆婆。喂饭、端屎、擦澡、按摩……她成了婆
婆的特护。

李遂珍的婆婆已经 97岁高龄。婆婆病愈
出院后，李遂珍怕婆婆一个人睡觉不方便，就让
丈夫把自己那 1.8 米宽的大床又加宽了 30 厘
米，让婆婆躺自己身边方便照顾。

在李遂珍的精心照料下，97岁的婆婆如今
还能自己拄着拐杖走动。

在顾家的同时，李遂珍也不忘把爱心撒向
社区。每当左邻右舍遇到急事和困难时，她都
会及时赶到，热心地出谋划策。村里人只要提
起她来，都会竖起大拇指。

在平凡的生活中，李遂珍为我们传递了尊
老、敬老的良好风气和正能量。如今，李遂珍上
有婆婆，下有俩孩子、俩媳妇、俩孙子，加上她两
口子，这个九口之家和和睦睦，让街坊邻居羡慕
不已，她也成为新华路街道办后屯社区楷模。

30个春秋诠释孝爱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李建设

昨日，惠济区区直机关下沉长兴路街道历练工作组在裕华广场开展“保卫蓝天同呼吸，治
理散煤共行动”宣传活动，引导辖区群众积极参与治理散煤行动。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
讯员 费晓歌）11 月 1日上午，
在简单而又郑重的仪式中，二
七区城市管理局（二七区城市
综合执法局）正式揭牌。

二 七 区 城 市 管 理 局（二
七区城市综合执法局）的挂
牌，标志着二七区城市管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工 作 进 入 了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时 期 。 二 七 区
将按照郑州市相关要求，加
强与市直部门沟通对接，加
快 推 进 编 制 、人 事 、职 能 设

置划分，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改革涉及的环境执法、建
设 领 域 执 法 、工 商 管 理 执
法、食品药品执法等执法领
域 和 部 门 要 认 真 落 实 改 革
部署，按照“权随事走、人随
事调、费随事转”的原则，按
要 求 将 执 法 权 责 、编 制 、人
员同步进行划转移交，全面
推进二七区城市管理局（区
综 合 执 法 局）尽 快 理 顺 职
责、编 制、人 员、财 务 关 系 ，
全面完成改革任务。

二七区城市管理局挂牌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
讯员 王佳）近日，荥阳慈善总
会收到一笔来自广东省佛山
市的爱心捐款，金额为 1 万
元。捐赠者是一名荥阳籍 75
岁男性乡友，这已经是他近年
来第三次向荥阳慈善总会捐
款。

老先生祖籍荥阳市崔庙
镇东街，早年在广东省工作，
但一直心系故土。2009 年荥
阳开展全民慈善活动，向在省
外 的 乡 友 邮 寄《荥 阳 慈 善
报》。通过报纸能及时了解到
家乡消息，老先生非常高兴，
也觉得非常亲切。从那时起，
他就计划着要为家乡做些事

情。2010年 8月 16日，他第一
次捐款 3000 元。2012 年 10
月 12日，老先生第二次向荥阳
慈善总会捐款3000元，工作人
员询问他的捐助意向时，他说
用于救助老家崔庙的贫困户、
贫困学生。2014年，他又出资
38000元给老家的乡亲们打了
一口井，基本保障了当地村民
的吃水问题。

近日，远在千里之外老先
生牵挂着家乡的百姓，再次通
过荥阳慈善总会捐赠 1万元，
想帮助贫困孩子读书。老先
生在电话中说，自己以前上学
时特别苦，不想现在的孩子因
为经济原因上不起学。

荥阳乡友多年匿名捐助家乡

为规范电动车充电行为，昨日，中原中路一社区采取联合行
动治理辖区“飞线”充电现象。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