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巩义市城管局在该市人流量较大的人民广场
和文化广场安装户外公共直饮水机，方便市民饮水。

本报记者 谢庆 摄

18日上午，金水区
南阳路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联合金水区恩夕社
工，在社区党群中心活
动室开展“绽放美丽，点
亮生活”魅力女性教育
课堂，让辖区女性学习
化妆，邂逅美丽，提升个
人魅力。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ZHENGZHOU DAILY 92019年9月20日 星期五 责编 王一博 校对 禹 华 电话 56568175 E－mail:kdykdy666＠sina.com 县区新闻

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李绍光）
黄头发，蓝眼睛的一拨欧洲客人，徘徊在
世界最高的玻璃环廊上，不时发出唏嘘的
尖叫声。昨日，记者在新密市伏羲山红石
林景区见到了这一场面。据悉，这是今年
该景区来的第12批外国游客，前8个月伏
羲山已接待游人11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
新密市委、市政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
示精神，积极贯彻中央“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新
密。先后展开了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
污染治理三大战役，以壮士断腕、背水一
战的勇气，雷厉风行，披荆斩棘的手段，遏
制了各类污染。PM2.5同比下降 40%以
上，PM10同比下降 50%以上，环境质量
位居全省前列。广栽树，栽多树，用愚公

移山之毅力，扬不怕牺牲之精神，家家户
户齐上阵，厂厂矿矿全动员，挖山种树，绿
化家园，目前，森林覆盖率达 44%，荣获
全国绿化先进县（市）称号。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新密迎来大旅游
时代。“新密变了，干净了，漂亮了。”20年前
曾来过新密的浙江老板，今天再来，不禁发
出由衷的感叹！几年前，新密人疯狂地挖
山，卖石粉、石子和石灰，煤矿、耐火厂随处
可见，整个新密处处冒黑烟，岭岭变沟壑，
水位下降，山体毁坏，空气污浊，生态环境
遭受重创。危急关头，市委、市政府制定了

“融入郑州、对接空港、创新驱动、持续转
型”的发展战略，努力打造交通路网、现代
产业5大体系，拉开了发展生态经济的序
幕。广大干部齐心协力，砥砺前行，打响生
态保卫战，取缔了所有石料厂，关停煤矿
350座，耐材企业综合治理减少300余家，

近期又进行了环境深度治理，达到了零排
放。同时开展绿化、净水、护土等专项行
动。在全方位、大力度的治理下，新密的山
山岭岭，树林茂密，苍翠欲滴，河水清澈如
镜，鱼翔浅底。山绿、水清、云轻的美丽盛
景为该市发展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市
乡村三级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景点风起
云涌，在始祖伏羲的狩猎处，建成了伏羲山
大峡谷、三泉湖、红石林等3个4A级景区，
豫西抗日纪念园3A景区，正在建设兰草湾
景区。在始祖黄帝练兵地，建成了轩辕文
化4A景区，目前全市各类景区10多个，景
点达60多个。以花为媒，经贸唱戏。尖山
的杏花节，超化的槐花节，岳村的葡萄节，
袁庄的芍药花观赏节，游人如潮。山青青，
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如今的新密生机
盎然，美丽如画，不仅是省会郑州的大花
园，而且是国内外游客向往的地方。截至8

月底，全市接待游客793.21万人次，总收入
达55.37亿元。

从卖山产，到卖风味，特色饮食变成
夜间产业。夜幕徐徐降临，灯光渐渐明
亮，犹如半山腰燃起条条火带，凉风轻轻
吹过，飘来缕缕清香，仿佛丰盛的野味美
餐呈现在你的面前。随行的文化旅游局
同志介绍道，灯火处是一个个农家院，那
里有大排档，也有粗粮面，好吃极了。众
多来自各地的客人，他们在游览山川美
景之后，品尝当地风味，别有一番心情。
漫步新密城区，大型集中夜市人来人
往。晚上，来自郑州市区的人们，下班后
驱车来到新密，休闲放松心情，品吃特色
小点，早已成为一种时尚。据统计，全市
有大型灯光夜市 10 个，农家院 500 多
个，观光采摘园 60 多个，安排就业两万
余人，创造社会效益近 3亿元。

九月的乡村，是收获的季节。在中牟
县狼城岗镇北韦滩村菊花种植基地到处是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300余亩菊花开得
密密麻麻，浓浓的馨香中，村民正在抓紧时
机采摘菊花。

“去年我没敢种，心想着种点菊花能有
啥效益。眼见着身边的群众种的菊花都卖
了不少钱，我心里痒痒的。这不，今年我主
动要求种了10亩，粗略算一算，净收入3万
多，比我种庄稼强太多了。”北韦滩村建档
立卡低收入户陈金岭高兴地说。

近年来，狼城岗镇以党建为统领，以建
立产业扶贫长效机制为抓手，以带动群众尤
其是贫困户增收脱贫为目标，采取“党建+
产业发展+基地+农户”模式，在北韦滩村连
片种植菊花 700余亩。目前 300多亩的北
京菊已进入鲜花采摘期，亩产2000斤左右，
亩产净利润 3000元以上，10月、11月还有
乒乓球菊、金丝皇菊、小杨菊等品种 400余
亩相继开始采摘，总产值500万元以上。同
时，为延长菊花产业增值链条，该镇建立菊
花烘干加工厂，对鲜菊花进行加工、包装，菊
花成为该镇农民群众增收脱贫的“致富花”。

北韦滩村菊花种植项目采用公司+农
户+合作社+种植基地的模式，由中药材公
司提供种苗及全程技术跟踪指导。同时进
行订单式中药材种植，确保种苗的基源性，
指导科学化种植，并负责产品的整体销

售。中药材公司回收的原药材在烘干房经
过烘干等粗加工后，可以直接销售给广药
集团等中成药制药企业和王老吉等饮料
厂，还可以进入饮片厂经进一步的加工和
包装，生产成为中药饮片，再由中药材公司
的渠道销售给下游的医药流通公司、医院
和药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
链，不仅中药材扶贫项目可以得到有效地
发展，还可以带动本地的中药材发展和销

售，将来还要进行产品精细加工，精包装后
销往各旅游景点和大型超市。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菊花种植产业，北韦
滩村注册了以“北韦滩”命名的商标，成立

“中牟县北韦滩菊花专业合作社”，主要推广
该村自己的品牌。今年，该镇将依托北韦滩
村菊花种植产业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在扩
大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又发展垂钓园，葡萄、
苹果采摘园和农家餐饮等配套产业。

北韦滩村党总支书记韦济深告诉记
者：“2018 年，我们利用扶贫专项资金 150
万元，建设了 500平方米加工厂房，购买了
5套烘干配套设备及其他配套设施，所有权
归村集体所有。中药材公司采取租赁形式
使用，年租金为 10万元，租金作为村集体
收入全部用于村内的扶贫民生事业。同
时，我们还协调中药材公司每年给予全村
33户低收入户每户1000元带贫资金，种植
基地和烘干厂房可解决100个就业岗位。”

2019年，由于菊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北
韦滩村又利用扶贫专项资金 150万元新建
厂房、晾晒场，购置烘干设备和其他配套设
施。产业项目找到了、找准了，如何算清带
贫账，创新帮扶模式是首要问题。经过镇村
多次考察、研讨，单户种植奖励、技术帮扶、
就业奖励、共同经营等一系列“你参与、我奖
励”的带贫发展模式在北韦滩村落地生根。

狼城岗镇党委书记白钢林说：“北韦滩
村菊花种植的成功，源于该村有一个坚强
有力的党组织，他们坚持以群众为本，积极
谋划产业项目，成立合作社、注册公司，带
动身边群众参与其中。接下来，狼城岗镇
将以点带面，鼓励各村成立合作社，结合自
身实际大力发展苗木、中草药、蒲公英、万
寿菊等产业项目，打造‘一村一品’，努力实
现农村有景可看、农业有事可干、农民有钱
可赚的乡村振兴局面。”

管城区规范银基周边秩序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刘睿）近日，管城区城市管理局

组织力量集中整治火车站周边非机动车共享单车乱停放。清理
共享单车非机动车300余辆，为市民营造整洁有序的出行环境。

火车站银基周边人流量大，共享单车非机动车停放乱、多、
杂，管城区城市管理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多种方式对银基
商圈周边非机动车共享单车乱停放现象进行整治。严格落实单
车企业主体责任，对银基周边乱点采取两人一车方式，每天上午9
点前将周边大量淤积车辆清运。同时，制定共享单车停车规范，
设置非机动车共享单车停放区并施划高标准标示线、标示牌，尽
力满足市民停放需求。在停车区显著位置提醒市民按照“车头朝
路，车把朝左”原则进行规范停放。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清理
共享单车非机动车 300余辆，切实加大对共享单车停放和使用的
宣传引导和规范管理力度，优化共享单车停放，达到银基周边整
洁、有序、畅通环境。

中原区积极引进域外资金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申蕾）中原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做好招商引资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据了解，截至8月底，中原区域外资金完成市外1398450万元，

占市定目标的69.51%,其中，引进省外资金1111250万元，占目标
62.85%。为确保2019年该区商务工作持续健康发展，中原区商务
局负责人表示，将紧盯工作目标，深入到每个项目地，查看进展及资
金到位情况，促进商务工作稳中求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巩义科普宣传进农村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袁超）近日，巩义市科协、巩义市反

邪教协会前往芝田镇益家窝村开展科普进农村暨防范邪教宣传，
同时为村民普及专业的卫生健康以及急救知识。

巩义市科协特邀巩义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普及了群
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急性胸疼、脑中风、创伤、溺水等方面常见急
症的急救常识，以及心肺复苏术等急救方法。活动中，向群众发放
科协编印的《科学饮食与健康》《农家参谋》等科普、反邪教读物
300多本，发放印有科普中国二维码的无纺布袋、围裙等宣传品
150套，进一步提高农村群众科学素质。

二七商圈发展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郭佳星）近日，二七区组织召开

了对标郑州中优布局聚力二七商圈复兴主题研讨会，邀请业界专
家和企业家，围绕中心功能布局为二七商圈把脉问诊，为二七商圈
发展出谋划策。

据了解，近年来，二七区以实现二七商圈伟大复兴，打造郑州
历史文化名城的商业文化展示区为目标，加快实施百年德化文化
复兴工程，围绕德化步行街重组提升、二七广场文化中心等十大项
目，推动了形象提升、街区整治、历史文化挖掘保护和业态升级。

现场，围绕如何把二七商圈规划好、建设好、发展好，各位专家
和企业家畅所欲言，出谋划策。大家表示，二七商圈是郑州的一个
重要地标，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现代区位的优势，
发展潜力巨大。二七商圈在打造提升上，要符合多元、创新驱动、
文化包容、业态转型或者要素转换。把城市的空间资源、人才资
源、品牌商业资源以及更多的创新资源在郑州得到更好的集聚和
发展。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 新密力推美丽经济

荥阳开展“送补贴”活动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袁营奎）为切实让国家惠民补贴

政策落到实处，使广大农机用户少跑路，减少农民办理补贴手续负
担，近日，荥阳市农机局组织工作人员，携带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
备将“农机补贴办公室”搬到各乡镇村委大院，集中为农机用户办
理农机购置补贴手续，改变了以往需要补贴对象将补贴机具运到
农机局办理的信息采集、机具审核、人机合影等流程的补贴办理模
式，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增加了农民负担，十分不方便。而如今在
家门口仅需一个小时就能很快办理完补贴手续，得到了广大农户
的叫好称赞。

下一步农机补贴服务工作仍将紧紧围绕农民需求，不断创新
便民、利民、为民服务新举措，提升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切实把党
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全面执行到位。

强督查增实效
严奖惩促争先
上街区完善工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吉星）今年以来，上街区完善
工作机制、规范督查考核工作，创新督考方式、严格考核奖惩，切
实为基层减负，激励全区干部职工干在实处、争先进位，助推上
街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完善工作机制。围绕“135”发展推进体系，明确了12个重点
工作重点项目推进领导小组，建立了周例会、月通报、季观摩、半
年擂台比拼、全年总结表彰工作推进机制，以机制倒逼责任，以责
任倒逼工作落实。规范督查考核，行督查考核年度计划和审批报
备制度，着力解决形式主义问题。

创新督查方式。对重点工作重点项目每周进行实地督查 2
次，对发现的一般性问题，现场予以解决，推进项目加快进度。联
合区作风办对全区城市精细化管理、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重
点项目突出问题深入开展督查，对责任单位在工作作风、工作纪
律、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到位；坚持重要事项重
点督、中心工作动态督、临时事项节点督，做好决策部署、领导批
示、重点工作重点项目等的督查督办。

严格奖惩机制。围绕市对区考核各项市定目标任务，结合
上年度单项工作全市排名情况，定责任单位、定争先进位任务、
定奖惩，定期召开推进会。完善《2019 年度擂台比拼实施方
案》，采取动态调整考核单位方式，考核单位能进、能出，激发全
区干部内在动力。上半年，已对24个承担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目
标任务的镇（街道）、部门区直单位进行了“擂台比拼”。通过目
标考核奖优罚劣，激励全区干部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的积极性，
真正发挥奖惩机制最大效应。

正反面教育齐发力
优化基层政治生态

惠济区推动“以案促改”向村居延伸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薪福）乡村振兴，廉洁先

行。惠济区纪委监委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正反面
教育齐发力，推动“以案促改”向村、居延伸，让辖区村组干部既
学有榜样又心有警醒，从正反两方面典型中汲取经验教训。

“是纪工委吗，我要交代一些自己的问题。”今年 5月，新城
街道办事处常庄村“廉洁教育村村行”活动刚结束，一名村干部
就主动向街道纪工委坦白自己违反财经纪律，套取资金购买手
机的问题，并把购买手机的4000元钱上缴到街道纪工委。

这是惠济区纪委监委把“以案促改”向村、居延伸与开展“廉洁
教育村村行”活动有机结合见成效的一个缩影。选取发生在身边
的典型案例，拍摄警示教育片，用身边事警醒身边人。惠济区纪委
监委根据各村不同的实际，一村一策，一村一品，在开展警示教育
前，首先收集当地廉情，形成廉情分析报告，按照“有案子时以案为
主、廉情为辅；没案子时廉情为主，以案为辅”的灵活工作模式，将
处分决定宣布会、警示教育会、专项治理等工作一体推进，效果显
著。截至目前，共开展小班教学120余场次，大型活动12场次。

加强正面引导同样是该区纪委监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围绕
“以案促改”向村、居延伸这一主线，综合法规教育、家风教育和本
地风土文化教育，通过巡回宣讲的方式，覆盖全区所有村组干
部。截至目前，惠济区接受警示教育6000余人次，整改问题108
个，修订完善制度83项，上半年全区信访量同比下降55.2%。

在加强正反教育的同时，惠济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身边“微
腐败”现象，织密“廉情监督网”，发挥“前哨”和“探头”作用，加强
对“微权力”监督。在向8个镇（街道）派出监察专员办公室的基
础上，为辖区49个村、24个社区聘请77名廉情监督员，并明晰了
制度规范，着力打通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
实现了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监察全覆盖。

市民王怀民喜欢收藏老物件
已经近30年时间了，其家中保存
的一些老自行车牌照，记录着郑
州的时代变迁，也承载着自己的
美好回忆。

王怀民告诉记者，那时候买
了新自行车的人都喜欢先“遛一
遛”，然后再带上购车发票去上
车牌，同时还要办自行车执照，
在自行车的车把上用铁锤砸上

“钢印”，自行车车牌号、自行车
执照号和钢印号都是同一组数
字，“当时骑自行车上路和现在
开汽车一样，只有办理了牌照和
执照，才属于合法上路，只是不
需要考驾驶证罢了。”

据介绍，上世纪50年代，郑
州自行车很少，且大都是单位公
车，个人家里几乎都没有自行
车。那时候，在公安局办理汽车
和自行车牌照都是同一部门，汽
车牌照收费2元，自行车牌照收
费是 0.15元。据王怀民家人回
忆，1949年 10月庆祝新中国成
立时，郑州市曾组织了 20多辆
自行车上街骑行，骑行的队伍走
到哪里，群众就围观到哪里，那
时的自行车老百姓称之为“洋
车”，因为数量太少，自行车在郑
州市民眼里是个“稀罕物”，此后

30年间，自行车一度成为人们
生活中最向往的“贵重耐用消费
品”，骑着自行车被当作是一件
很拉风的事。

改革开放以后，自行车被
广泛使用，成了市民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交通工具。近些年，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
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大批电动
车、汽车走入千家万户，而家庭
购买自行车从作为交通工具而
逐渐变成“健身工具”。

王怀民说，他 1982 年刚参
加工作时，买了一辆“红旗”牌自
行车，是在郑州市公安局自行车
管理所办理的自行车牌照。王
怀民抚摸着手中的老款自行车
牌照异常激动，仿佛又回到了那
个与自己的爱车一起风雨同路、
走南闯北的青年时代。

这些老自行车牌照
承载着美好回忆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王保喜 文/图

产业扶贫催开乡村“致富花”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李少波 窦磊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