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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落幕的群众文化广场
———新郑“周末大家乐”打造文化“软实力”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韩广智

初到新郑的人往往有一个疑问：怎么市

中心炎黄广场的舞台常年搭着不拆除呢？等

到周末，大戏开锣之后人们才明白：“周末大

家乐”带给新郑的群众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

“周末大家乐”霓裳舞清风

“周周有约，大家欢乐！”入夏以来，每当

周五、周六的夜幕徐徐落下，新郑市炎黄广场

就格外热闹。早早吃过晚饭的群众纷纷赶赴

一个名为“周末大家乐”的演出现场。在这里，

群众自编自演和名家精彩演出交相辉映，不

论是咿呀幼儿、还是古稀老者，无不被丰富多

彩的节目所吸引，如痴如醉。

上周末，新郑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 ７６场
“周末大家乐”广场文化活动如期举行。炎黄

广场灯如海、人如潮，台上台下，歌声、笑声此

起彼伏，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晚会结束时，

家住文化路的靳大妈赶着小碎步冲到组委席

前询问：“‘周末大家乐’真不赖！咋个报名法？

明晚俺想唱两段。”

李萍萍去年刚从艺校毕业，她激动地告

诉记者：“我与‘周末大家乐’一见如故，它互

动性、参与性强，为许多像我一样的文艺爱好

者提供了舞台，既展示了自我，又给他人带来

了欢乐，真是大家乐、乐大家呀！”前来参加演

出的省豫剧名家马兰也动情地说：“在这里，

每个人都是观众，也能成为主角，作为新郑人

真是太幸福了。”

“周末大家乐”一度被评为“全国特色广场

文化活动”！新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万永生告

诉记者，“此项活动作为贯彻今年省委‘欢乐中

原’广场文化活动的具体行动，其大家办，大家

唱，大家乐的形式，使主旋律宣传与群众参与

找到了最佳结合点，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

好评，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特色彰显魅力，据统计，“周末大家乐”自

举办以来，已演出近８０场次，期间共参加演职
人员达７９００余人次，演出节目９００多个，直接
参与互动群众１３０多万人次。如今，“周末大家
乐”广场文化活动已经成为新郑市乃至周边地

区家喻户晓的响亮品牌和靓丽风景。

没有大门的“剧场”

炎黄广场地处新郑市中心，因炎黄二

帝雕像而得名，总面积 ５万平方米，可容纳
两万余人。环绕这个方形广场，大型购物商

城、书店、影楼、德克士、麦克快餐、碰碰凉

吧等等，一应俱全。无论休闲晨练还是拉弦

练嗓，在这里，邻家的小哥或者熟识的阿婆

都可能成为“主角”。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县级

广场，却与北京钟鼓楼文化广场、南京汉中

门文化广场、青岛市人民广场等 ６０个广场
齐名，于去年 １０月份被一并入选“全国特色
文化广场”。

据该市广场管理人员介绍，炎黄广场已

成为新郑市群众文化活动的“航母”，被百姓

称为“没有大门的剧场”。

令全球华人瞩目的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将黄帝文化推向极致，就是在这里，百

家姓旗阵齐拜始祖炎黄；２００５首届新郑市
“炎黄读书节”在此举行，唱响了“营造书香新

郑，建设文化名城”的主旋律；也是在这里，迎

来了 ２００６国际旅游小姐总决赛的 ８７名佳丽
走进黄帝故里，观众达万余人。如今，深受新

郑人民喜爱的 “周末大家乐”的广场文化活

动，就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

在民政、公安等部

门的积极帮助和全社会

的真情关爱下，７月 １８
日，生活在巩义市“希望

之家”福利院的 １２名弃
婴终于有了自己的户

口。这为他们今后顺利

的生活、入学、就业奠定

了良好基础。

图为弃婴熊朵从巩

义市审批中心公安窗口

负责人李丽平手中接过

他们的户口簿时开心地

笑了。

本报记者 王亚楼

通 讯 员 张 奕 摄

近日，由于大蒜市

场价格回升，中牟大蒜

出现了火爆的交易场

面。昨日记者在城东农

贸市场看到，目前大蒜

收 购 价 每 公 斤 ０．４６
元，比上个月回升了

０．１０元。
今年中牟共种植

大蒜３５万亩，早熟蒜
２０万亩，亩产平均按
１３００公斤计算，约有
４５万吨大蒜供应市
场。

本报记者 许大桥

通 讯 员 张校强 摄

登封百万元推广
秸秆机械化还田

3年内还田面积力争达到85%以上
本报讯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宋要卫）记

者昨日从登封市政府获悉，今年该市将投入资

金１００万元，专门用于对农民购置农业机械进
行补贴，鼓励引导农民实施机械化秸秆还田，３
年内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力争达到８５％以上。

近年来，每到夏秋两季，群众焚烧秸秆现象

十分突出，不但造成了秸秆资源的严重浪费，而

且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为从根本上解决

秸秆焚烧问题，登封市积极引导农民实施农作

物秸秆机械化还田，通过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

处理秸秆，这样不但解决了因腐烂焚烧带来的

环境污染，而且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

土壤结构、培肥地力，提高农作物产量。

这次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的重点是

以“三秋”玉米机械化秸秆还田为主，狠抓郑少

洛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重点区域农作物秸

秆的还田工作，解决秸秆焚烧对环境污染、交通

安全、居民生活造成的危害，逐步实现秸秆禁

烧。力争两年内高速公路及国道、省道沿线重点

区域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达到 ９０％，基本解决
秸秆焚烧问题；３年内全市秸秆机械化还田面
积达到８５％以上，基本杜绝秸秆焚烧现象。

为鼓励农民购买秸秆还田机等农业机械，

今年该市将投入资金１００万元，专门用于农民
购置的大中型拖拉机、玉米秸秆还田机、免耕播

种机等农业机械进行补贴，市财政也拿出配套

资金进行补贴。同时，各乡镇也对实施机械化秸

秆还田的农户给予适当的补贴，确保机械化秸

秆还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保护国有林地
斩断盗伐黑手

本报讯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晓鹏 张

娇）为谋取非法利益，伸黑手对国有林场大肆盗

伐，昨日巩义市人民法院以盗伐林木罪，分别判

处被告人冯超卫、李国斌拘役４个月，并处罚金
５０００元。

被告人冯超卫、李国斌是登封市人，２００７
年３月中旬，两人路过巩义市涉村镇吴沟村国
有巩义市林场见有大量栎树，便商量前去盗伐。

２００７年 ３月 １８日，两被告人携带伐树工具带
领孙某、赵某等人到该林场将１９５棵栎树伐倒，
在装运过程中被发现后逃跑，终被公安机关抓

获。两被告人盗伐栎树所在林区系国家重点公

益林，起到放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的作

用，树龄都在５０年以上。两被告人归案后，其家
属积极赔偿巩义市林场的损失，故法院作出上

述判决。

新郑新密荥阳三市
地税收入增势强劲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昨日，新郑、新密和

荥阳市地税局均传来好消息，上半年，三市地税

收入均“全线飘红”。

截至６月底，新密市地税局累计组织各项
收入 ３．４６亿元，同比上升 １４７．６％，其中税收收
入 ３２４４３万元，同比上升 １４．２３％，地方税收实
现稳步增长。新郑市地税局组织收入突破 ２．２
亿元，达到 ２２９９１万元，同比增长 ４３．３２％，增收
６９６０万元。截至６月３０日，荥阳市地税局共组
织各类收入达到 １．５３亿元，比 ２００６年同期增
收３９９６万元，同比增长３５．３７％。

上半年，三市的地税收入缘何“全线飘红”？

据了解，三市的地税部门均有针对性地采取了

相应措施。新密市地税局密切关注收入工作动

态，每月通报一次当月收入情况，剖析收入增减

因素，及时采取相应征管措施，挖掘促收增长

点。新郑市地税局依托税务信息管理系统，切实

提高纳税人入库税收分析质量，充分发挥系统

优势，强化税源户籍管理。荥阳市地税局以国地

税共享系统的全面应用为抓手，大力开展税源

清查，上半年共办理税务登记 １１８８户，较去年
同期 ６４３户增长 ５４．１２％，进一步澄清了税源底
子，夯实了征管基础。

２００７年“汉语桥”国际学生夏令营少林景区开营

211名美英韩青少年学生

本报讯 （记者 李晓光 丁

友明 文 陈 靖 李 焱 图）昨

日上午，少林寺门前欢声笑

语———２００７年中国 “汉语桥”

国际学生夏令营河南分营的开

营仪式在少林景区举行。来自

美、英、韩等国家的 ２１１名青少
年学生齐聚于此，他们将度过

一段难忘的暑期生活。

据了解，为鼓励各国青少

年选修汉语课程，增进他们对

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增进中

外中学生的交流，国家汉语国

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韩国

人力资源部、英国专长学校、联

合会、美国华美协进社孔子学

院等机构合作，于 ７月 １３日至
８月 ３日在我国举办“汉语桥”
国际学生夏令营，共有 ８５０名
各国学生参加，成为我国与上

述国家联合举办的规模最大、

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夏令营。

昨日，在省教育厅的安排

下，２１１名来自美国、英国、韩
国等国家的青少年学生来到景

色秀丽的嵩山，开始了为期一

周的参观游览和中国传统文化

体验活动。此后的一周时间里，

他们将在禅宗祖庭，武林胜地

嵩山少林寺感受博大精深的少

林文化，进行 “快乐武术学汉

语”教学学习。

一位来自美国的学生杰克

兴奋地告诉记者：“以前只是在

电影电视上看到中国功夫，这

次来到天下闻名的少林寺，一

定要好好地学两招！”此次夏令

营活动的举行，将使美英韩三

国的青少年学生，更好的了解

中国文化，了解少林武术，在快

乐武术的氛围下学习汉语，将

增强美英韩等国与中国之间的

友谊和沟通，加强少林文化在

美英韩三国青少年群体中的影

响力，同时也将更好的弘扬和

传播少林文化和少林武术。

嵩山“学艺”

“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落户中牟
民主街村被评为“全国敬老模范村居社区”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唐红琴

刘国瑞 文／图）“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孙，家
庭和美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昨天上午，

在中牟县城关镇举行的“弘扬传统美德，构

建和谐社会”颁奖仪式上，万金荣喜捧“全

国孝亲敬老之星”荣誉称号的奖杯之时，心

情格外激动。

今年６５岁的万金荣，是中牟县城关镇东
关村第三村民组的普通妇女，婆婆马玉莲 ８５
岁高龄，全家 １１口人，一个典型的四世同堂
家庭。万金荣自从结婚以后，就和老人一起生

活，从未和老人磨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在

这个家庭里，老人、儿子、闺女、媳妇、女婿，孙

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相处融洽。去年 １０
月，在全国举行的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评

选活动中，万金荣一家被评为 “敬老模范家

庭”，她个人荣获河南省“敬老之星”和全国敬

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组委会 “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称号。

城关镇民主街村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不断丰富敬老爱老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和

完善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和措施，把敬老爱老

写进村规民约，相继成立由老干部、老模范、

老战士、老教师、老专家组成的老年协会和红

白理事会，开辟老人健身活动室，还定期组织

戏迷擂台赛，丰富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在

整个村子里，尊老爱幼蔚然成风，勾勒一幅社

会主义和谐新气象。去年 １０月，民主街村被
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授予“敬老模范村”，同时被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表彰为 “全国敬老模范村居社

区”。

大学生
社会实践进农村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如何签订劳动合

同，合同签约存在哪些陷阱？昨天上午，河南

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实践小分队一行 ８
人，来到中牟县城关镇东关村，对村民进行了

法律宣传活动。

周培翔等同学还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

钱捐献给贫困户。据了解，他们将在中牟进行

为期６天的社会实践，深入农户宣讲法制知
识，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

万金荣常常为婆婆洗脚。

永不落幕的群众文化广场
———新郑“周末大家乐”打造文化“软实力”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韩广智

初到新郑的人往往有一个疑问：怎么市

中心炎黄广场的舞台常年搭着不拆除呢？等

到周末，大戏开锣之后人们才明白：“周末大

家乐”带给新郑的群众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

“周末大家乐”霓裳舞清风

“周周有约，大家欢乐！”入夏以来，每当

周五、周六的夜幕徐徐落下，新郑市炎黄广场

就格外热闹。早早吃过晚饭的群众纷纷赶赴

一个名为“周末大家乐”的演出现场。在这里，

群众自编自演和名家精彩演出交相辉映，不

论是咿呀幼儿、还是古稀老者，无不被丰富多

彩的节目所吸引，如痴如醉。

上周末，新郑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 ７６场
“周末大家乐”广场文化活动如期举行。炎黄

广场灯如海、人如潮，台上台下，歌声、笑声此

起彼伏，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晚会结束时，

家住文化路的靳大妈赶着小碎步冲到组委席

前询问：“‘周末大家乐’真不赖！咋个报名法？

明晚俺想唱两段。”

李萍萍去年刚从艺校毕业，她激动地告

诉记者：“我与‘周末大家乐’一见如故，它互

动性、参与性强，为许多像我一样的文艺爱好

者提供了舞台，既展示了自我，又给他人带来

了欢乐，真是大家乐、乐大家呀！”前来参加演

出的省豫剧名家马兰也动情地说：“在这里，

每个人都是观众，也能成为主角，作为新郑人

真是太幸福了。”

“周末大家乐”一度被评为“全国特色广场

文化活动”！新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万永生告

诉记者，“此项活动作为贯彻今年省委‘欢乐中

原’广场文化活动的具体行动，其大家办，大家

唱，大家乐的形式，使主旋律宣传与群众参与

找到了最佳结合点，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

好评，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特色彰显魅力，据统计，“周末大家乐”自

举办以来，已演出近８０场次，期间共参加演职
人员达７９００余人次，演出节目９００多个，直接
参与互动群众１３０多万人次。如今，“周末大家
乐”广场文化活动已经成为新郑市乃至周边地

区家喻户晓的响亮品牌和靓丽风景。

没有大门的“剧场”

炎黄广场地处新郑市中心，因炎黄二

帝雕像而得名，总面积 ５万平方米，可容纳
两万余人。环绕这个方形广场，大型购物商

城、书店、影楼、德克士、麦克快餐、碰碰凉

吧等等，一应俱全。无论休闲晨练还是拉弦

练嗓，在这里，邻家的小哥或者熟识的阿婆

都可能成为“主角”。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县级

广场，却与北京钟鼓楼文化广场、南京汉中

门文化广场、青岛市人民广场等 ６０个广场
齐名，于去年 １０月份被一并入选“全国特色
文化广场”。

据该市广场管理人员介绍，炎黄广场已

成为新郑市群众文化活动的“航母”，被百姓

称为“没有大门的剧场”。

令全球华人瞩目的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将黄帝文化推向极致，就是在这里，百

家姓旗阵齐拜始祖炎黄；２００５首届新郑市
“炎黄读书节”在此举行，唱响了“营造书香新

郑，建设文化名城”的主旋律；也是在这里，迎

来了 ２００６国际旅游小姐总决赛的 ８７名佳丽
走进黄帝故里，观众达万余人。如今，深受新

郑人民喜爱的 “周末大家乐”的广场文化活

动，就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

登封百万元推广
秸秆机械化还田

3年内还田面积力争达到85%以上
本报讯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宋要卫）记

者昨日从登封市政府获悉，今年该市将投入资

金１００万元，专门用于对农民购置农业机械进
行补贴，鼓励引导农民实施机械化秸秆还田，３
年内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力争达到８５％以上。

近年来，每到夏秋两季，群众焚烧秸秆现象

十分突出，不但造成了秸秆资源的严重浪费，而

且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为从根本上解决

秸秆焚烧问题，登封市积极引导农民实施农作

物秸秆机械化还田，通过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

处理秸秆，这样不但解决了因腐烂焚烧带来的

环境污染，而且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

土壤结构、培肥地力，提高农作物产量。

这次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的重点是

以“三秋”玉米机械化秸秆还田为主，狠抓郑少

洛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重点区域农作物秸

秆的还田工作，解决秸秆焚烧对环境污染、交通

安全、居民生活造成的危害，逐步实现秸秆禁

烧。力争两年内高速公路及国道、省道沿线重点

区域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达到 ９０％，基本解决
秸秆焚烧问题；３年内全市秸秆机械化还田面
积达到８５％以上，基本杜绝秸秆焚烧现象。

为鼓励农民购买秸秆还田机等农业机械，

今年该市将投入资金１００万元，专门用于农民
购置的大中型拖拉机、玉米秸秆还田机、免耕播

种机等农业机械进行补贴，市财政也拿出配套

资金进行补贴。同时，各乡镇也对实施机械化秸

秆还田的农户给予适当的补贴，确保机械化秸

秆还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保护国有林地
斩断盗伐黑手

本报讯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晓鹏 张

娇）为谋取非法利益，伸黑手对国有林场大肆盗

伐，昨日巩义市人民法院以盗伐林木罪，分别判

处被告人冯超卫、李国斌拘役４个月，并处罚金
５０００元。

被告人冯超卫、李国斌是登封市人，２００７
年３月中旬，两人路过巩义市涉村镇吴沟村国
有巩义市林场见有大量栎树，便商量前去盗伐。

２００７年 ３月 １８日，两被告人携带伐树工具带
领孙某、赵某等人到该林场将１９５棵栎树伐倒，
在装运过程中被发现后逃跑，终被公安机关抓

获。两被告人盗伐栎树所在林区系国家重点公

益林，起到放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的作

用，树龄都在５０年以上。两被告人归案后，其家
属积极赔偿巩义市林场的损失，故法院作出上

述判决。

新郑新密荥阳三市
地税收入增势强劲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昨日，新郑、新密和

荥阳市地税局均传来好消息，上半年，三市地税

收入均“全线飘红”。

截至６月底，新密市地税局累计组织各项
收入 ３．４６亿元，同比上升 １４７．６％，其中税收收
入 ３２４４３万元，同比上升 １４．２３％，地方税收实
现稳步增长。新郑市地税局组织收入突破 ２．２
亿元，达到 ２２９９１万元，同比增长 ４３．３２％，增收
６９６０万元。截至６月３０日，荥阳市地税局共组
织各类收入达到 １．５３亿元，比 ２００６年同期增
收３９９６万元，同比增长３５．３７％。

上半年，三市的地税收入缘何“全线飘红”？

据了解，三市的地税部门均有针对性地采取了

相应措施。新密市地税局密切关注收入工作动

态，每月通报一次当月收入情况，剖析收入增减

因素，及时采取相应征管措施，挖掘促收增长

点。新郑市地税局依托税务信息管理系统，切实

提高纳税人入库税收分析质量，充分发挥系统

优势，强化税源户籍管理。荥阳市地税局以国地

税共享系统的全面应用为抓手，大力开展税源

清查，上半年共办理税务登记 １１８８户，较去年
同期 ６４３户增长 ５４．１２％，进一步澄清了税源底
子，夯实了征管基础。

“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落户中牟
民主街村被评为“全国敬老模范村居社区”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唐红琴

刘国瑞 文／图）“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孙，家
庭和美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昨天上午，

在中牟县城关镇举行的“弘扬传统美德，构

建和谐社会”颁奖仪式上，万金荣喜捧“全

国孝亲敬老之星”荣誉称号的奖杯之时，心

情格外激动。

今年６５岁的万金荣，是中牟县城关镇东
关村第三村民组的普通妇女，婆婆马玉莲 ８５
岁高龄，全家 １１口人，一个典型的四世同堂
家庭。万金荣自从结婚以后，就和老人一起生

活，从未和老人磨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在

这个家庭里，老人、儿子、闺女、媳妇、女婿，孙

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相处融洽。去年 １０
月，在全国举行的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评

选活动中，万金荣一家被评为 “敬老模范家

庭”，她个人荣获河南省“敬老之星”和全国敬

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组委会 “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称号。

城关镇民主街村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不断丰富敬老爱老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和

完善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和措施，把敬老爱老

写进村规民约，相继成立由老干部、老模范、

老战士、老教师、老专家组成的老年协会和红

白理事会，开辟老人健身活动室，还定期组织

戏迷擂台赛，丰富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在

整个村子里，尊老爱幼蔚然成风，勾勒一幅社

会主义和谐新气象。去年 １０月，民主街村被
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授予“敬老模范村”，同时被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表彰为 “全国敬老模范村居社

区”。

大学生
社会实践进农村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如何签订劳动合

同，合同签约存在哪些陷阱？昨天上午，河南

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实践小分队一行 ８
人，来到中牟县城关镇东关村，对村民进行了

法律宣传活动。

周培翔等同学还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

钱捐献给贫困户。据了解，他们将在中牟进行

为期６天的社会实践，深入农户宣讲法制知
识，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

永不落幕的群众文化广场
———新郑“周末大家乐”打造文化“软实力”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韩广智

初到新郑的人往往有一个疑问：怎么市

中心炎黄广场的舞台常年搭着不拆除呢？等

到周末，大戏开锣之后人们才明白：“周末大

家乐”带给新郑的群众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

“周末大家乐”霓裳舞清风

“周周有约，大家欢乐！”入夏以来，每当

周五、周六的夜幕徐徐落下，新郑市炎黄广场

就格外热闹。早早吃过晚饭的群众纷纷赶赴

一个名为“周末大家乐”的演出现场。在这里，

群众自编自演和名家精彩演出交相辉映，不

论是咿呀幼儿、还是古稀老者，无不被丰富多

彩的节目所吸引，如痴如醉。

上周末，新郑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 ７６场
“周末大家乐”广场文化活动如期举行。炎黄

广场灯如海、人如潮，台上台下，歌声、笑声此

起彼伏，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晚会结束时，

家住文化路的靳大妈赶着小碎步冲到组委席

前询问：“‘周末大家乐’真不赖！咋个报名法？

明晚俺想唱两段。”

李萍萍去年刚从艺校毕业，她激动地告

诉记者：“我与‘周末大家乐’一见如故，它互

动性、参与性强，为许多像我一样的文艺爱好

者提供了舞台，既展示了自我，又给他人带来

了欢乐，真是大家乐、乐大家呀！”前来参加演

出的省豫剧名家马兰也动情地说：“在这里，

每个人都是观众，也能成为主角，作为新郑人

真是太幸福了。”

“周末大家乐”一度被评为“全国特色广场

文化活动”！新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万永生告

诉记者，“此项活动作为贯彻今年省委‘欢乐中

原’广场文化活动的具体行动，其大家办，大家

唱，大家乐的形式，使主旋律宣传与群众参与

找到了最佳结合点，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

好评，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特色彰显魅力，据统计，“周末大家乐”自

举办以来，已演出近８０场次，期间共参加演职
人员达７９００余人次，演出节目９００多个，直接
参与互动群众１３０多万人次。如今，“周末大家
乐”广场文化活动已经成为新郑市乃至周边地

区家喻户晓的响亮品牌和靓丽风景。

没有大门的“剧场”

炎黄广场地处新郑市中心，因炎黄二

帝雕像而得名，总面积 ５万平方米，可容纳
两万余人。环绕这个方形广场，大型购物商

城、书店、影楼、德克士、麦克快餐、碰碰凉

吧等等，一应俱全。无论休闲晨练还是拉弦

练嗓，在这里，邻家的小哥或者熟识的阿婆

都可能成为“主角”。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县级

广场，却与北京钟鼓楼文化广场、南京汉中

门文化广场、青岛市人民广场等 ６０个广场
齐名，于去年 １０月份被一并入选“全国特色
文化广场”。

据该市广场管理人员介绍，炎黄广场已

成为新郑市群众文化活动的“航母”，被百姓

称为“没有大门的剧场”。

令全球华人瞩目的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将黄帝文化推向极致，就是在这里，百

家姓旗阵齐拜始祖炎黄；２００５首届新郑市
“炎黄读书节”在此举行，唱响了“营造书香新

郑，建设文化名城”的主旋律；也是在这里，迎

来了 ２００６国际旅游小姐总决赛的 ８７名佳丽
走进黄帝故里，观众达万余人。如今，深受新

郑人民喜爱的 “周末大家乐”的广场文化活

动，就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

登封百万元推广
秸秆机械化还田

3年内还田面积力争达到85%以上
本报讯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宋要卫）记

者昨日从登封市政府获悉，今年该市将投入资

金１００万元，专门用于对农民购置农业机械进
行补贴，鼓励引导农民实施机械化秸秆还田，３
年内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力争达到８５％以上。

近年来，每到夏秋两季，群众焚烧秸秆现象

十分突出，不但造成了秸秆资源的严重浪费，而

且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为从根本上解决

秸秆焚烧问题，登封市积极引导农民实施农作

物秸秆机械化还田，通过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

处理秸秆，这样不但解决了因腐烂焚烧带来的

环境污染，而且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

土壤结构、培肥地力，提高农作物产量。

这次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的重点是

以“三秋”玉米机械化秸秆还田为主，狠抓郑少

洛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重点区域农作物秸

秆的还田工作，解决秸秆焚烧对环境污染、交通

安全、居民生活造成的危害，逐步实现秸秆禁

烧。力争两年内高速公路及国道、省道沿线重点

区域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达到 ９０％，基本解决
秸秆焚烧问题；３年内全市秸秆机械化还田面
积达到８５％以上，基本杜绝秸秆焚烧现象。

为鼓励农民购买秸秆还田机等农业机械，

今年该市将投入资金１００万元，专门用于农民
购置的大中型拖拉机、玉米秸秆还田机、免耕播

种机等农业机械进行补贴，市财政也拿出配套

资金进行补贴。同时，各乡镇也对实施机械化秸

秆还田的农户给予适当的补贴，确保机械化秸

秆还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保护国有林地
斩断盗伐黑手

本报讯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晓鹏 张

娇）为谋取非法利益，伸黑手对国有林场大肆盗

伐，昨日巩义市人民法院以盗伐林木罪，分别判

处被告人冯超卫、李国斌拘役４个月，并处罚金
５０００元。

被告人冯超卫、李国斌是登封市人，２００７
年３月中旬，两人路过巩义市涉村镇吴沟村国
有巩义市林场见有大量栎树，便商量前去盗伐。

２００７年 ３月 １８日，两被告人携带伐树工具带
领孙某、赵某等人到该林场将１９５棵栎树伐倒，
在装运过程中被发现后逃跑，终被公安机关抓

获。两被告人盗伐栎树所在林区系国家重点公

益林，起到放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的作

用，树龄都在５０年以上。两被告人归案后，其家
属积极赔偿巩义市林场的损失，故法院作出上

述判决。

新郑新密荥阳三市
地税收入增势强劲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昨日，新郑、新密和

荥阳市地税局均传来好消息，上半年，三市地税

收入均“全线飘红”。

截至６月底，新密市地税局累计组织各项
收入 ３．４６亿元，同比上升 １４７．６％，其中税收收
入 ３２４４３万元，同比上升 １４．２３％，地方税收实
现稳步增长。新郑市地税局组织收入突破 ２．２
亿元，达到 ２２９９１万元，同比增长 ４３．３２％，增收
６９６０万元。截至６月３０日，荥阳市地税局共组
织各类收入达到 １．５３亿元，比 ２００６年同期增
收３９９６万元，同比增长３５．３７％。

上半年，三市的地税收入缘何“全线飘红”？

据了解，三市的地税部门均有针对性地采取了

相应措施。新密市地税局密切关注收入工作动

态，每月通报一次当月收入情况，剖析收入增减

因素，及时采取相应征管措施，挖掘促收增长

点。新郑市地税局依托税务信息管理系统，切实

提高纳税人入库税收分析质量，充分发挥系统

优势，强化税源户籍管理。荥阳市地税局以国地

税共享系统的全面应用为抓手，大力开展税源

清查，上半年共办理税务登记 １１８８户，较去年
同期 ６４３户增长 ５４．１２％，进一步澄清了税源底
子，夯实了征管基础。

“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落户中牟
民主街村被评为“全国敬老模范村居社区”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唐红琴

刘国瑞 文／图）“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孙，家
庭和美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昨天上午，

在中牟县城关镇举行的“弘扬传统美德，构

建和谐社会”颁奖仪式上，万金荣喜捧“全

国孝亲敬老之星”荣誉称号的奖杯之时，心

情格外激动。

今年６５岁的万金荣，是中牟县城关镇东
关村第三村民组的普通妇女，婆婆马玉莲 ８５
岁高龄，全家 １１口人，一个典型的四世同堂
家庭。万金荣自从结婚以后，就和老人一起生

活，从未和老人磨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在

这个家庭里，老人、儿子、闺女、媳妇、女婿，孙

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相处融洽。去年 １０
月，在全国举行的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评

选活动中，万金荣一家被评为 “敬老模范家

庭”，她个人荣获河南省“敬老之星”和全国敬

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组委会 “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称号。

城关镇民主街村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不断丰富敬老爱老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和

完善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和措施，把敬老爱老

写进村规民约，相继成立由老干部、老模范、

老战士、老教师、老专家组成的老年协会和红

白理事会，开辟老人健身活动室，还定期组织

戏迷擂台赛，丰富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在

整个村子里，尊老爱幼蔚然成风，勾勒一幅社

会主义和谐新气象。去年 １０月，民主街村被
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授予“敬老模范村”，同时被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表彰为 “全国敬老模范村居社

区”。

大学生
社会实践进农村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如何签订劳动合

同，合同签约存在哪些陷阱？昨天上午，河南

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实践小分队一行 ８
人，来到中牟县城关镇东关村，对村民进行了

法律宣传活动。

周培翔等同学还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

钱捐献给贫困户。据了解，他们将在中牟进行

为期６天的社会实践，深入农户宣讲法制知
识，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

少林寺门前秀一把。

教练认真指导外国学生练功。

少林寺前整队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