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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李钦上 王
海勤）今年以来，荥阳市以大项目为主，坚
持“一切为了项目，为了项目一切”为指针，
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大项目顺利实施。据
了解，荥阳市辖区内省级、郑州市级的 8 个
重点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 9.76 亿元，
占年计划总投资的 101.88%，超额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

建立项目责任制
荥阳市年初就成立重点建设工程管理

办公室，市领导对重点工程逐一分包，经常
深入工程建设一线，随时随地对建设中遇到
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进行协调解决。同时，将
项目建设进度纳入全市工作大督查对象和

各单位年度考核目标范围，大督查办公室每
周对各大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天
瑞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熟料生产线是目前国
内最大单机生产线，建成后日生产水泥熟料
1.2万吨。项目在前期工作开展中，面临工期
紧、拆迁任务重的情况，荥阳市委、市政府成
立了项目建设指挥部，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召
开现场联席办公会，协调解决项目的拆迁问
题，同时项目分包领导和责任单位领导天天
驻扎工地，密切关注项目的进展，确保了拆
迁工作的快速、顺利进展。

对项目进行动态管理
为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荥阳市针对

项目实施中存在难题，随时随地组织召开

项目分析会、协调会，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施
工中遇到的问题，指导项目施工单位抢抓
有利时机加紧施工。郑州四维机电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荥阳有关
职能部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快项目建
设，整体工程预计 8 月初全部竣工，工期将
提前 5个月完成。

建立台账制度
对项目施工单位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荥阳市有关部门分类汇总，查找症结，搭建
对话平台，促使项目施工单位与相关职能
部门进一步加强沟通。截至目前，先后深
入项目施工现场 20 余次，协调难题 30 多
个。西雅图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在开工建

设前期，遇到施工用水、用电的困难，问题
得到反映后，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同自来水
公司、电业局等部门联系，勘察路线，规划
线路，短时间内使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确保了项目的如期进行。

目前，总投资 76.03 亿元的省、市重点
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其中投资 48
亿元的国电荥阳煤电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
有序进展；总投资 5.82 亿元的西雅图生物
科技产业园项目完成投资 1.3 亿元，5 万平
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封顶，1300 平方米营销
中心正在工程扫尾；总投资 1 亿元的郑州四
维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项目，部分车间
提前竣工投产，其他 5 个项目完成投资额均
超过年计划的 50%。

本报讯（记者 王亚楼 通讯员 马文博）昨日，
记者从巩义有关部门获悉，巩义市地方财政收
入完成 96715 万元，占任务的 50.9％，其中一般
预算收入完成 76909 万元，占任务的 52.6%，税收
完成 56927 万元，税收占一般预算比重达 74％，
地方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继续保持全省排头兵
的地位。

今年上半年，巩义立足发展工业经济，强力推
进项目建设，加快三产发展步伐，优化发展环境，
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镇级财政收入增长
较快，全市财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财政监督管理
更加规范有序。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建
设）日前，记者在新郑市新建成的王行庄
煤矿看到，这里的机器设备运行良好，大
量的优质煤源源不断地从矿井中送出，
出现了产销两旺的局面。随着王行庄、
赵家寨两大煤矿的逐步建成并投产，作
为新郑市六大产业园区之一“临煤经济
板块”已初现端倪，像煤电产业园区一
样，新郑市的食品、医药化工、科技教育
等其他产业园区也一样红红火火，形势
喜人，上半年工业经济继续加快发展，各
项指标均远远超出了去年同期发展水

平。
据了解，新郑市前6个月主要工业增加

值累计完成72.5亿元，同比增长25.4％，销
售收入完成243亿元，同比增长35%，利税
前6个月完成53亿元，同比增长25%。不仅
如此，在主要经济指标不断上蹿的同时，能
耗也在不断下降，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单位增加值能耗降低率8.1%，比目标任务
5.6%多下降了3.1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新郑市努力克服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煤电油运紧张的调整等不
利因素，围绕工业立市向工业强市、基础

优势向竞争优势的“两个转变”，致力抓
经济，全力抓工业，强力上项目，使工业
经济在不断升温扩张的基础上增速提
效。特别是赵家寨煤矿、郑州宏业纺织、
郑州一棉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王行庄
煤矿、华驰薄板等大项目开花结果和新
增的 268 家规模企业良好运行已成为新
郑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

新郑市发展特色园区经济成效明
显，1 至 6 月份，六大园区新签约工业项
目 27 个，占全市新上项目数的 43.5%；新
开工项目58个，新投产项目26个。

8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近10亿
荥阳提前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经济指标上升主要能耗下降

新郑上半年工业经济表现不俗
巩义上半年财政收入

突破9.6亿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赵希金 文/图)一片片鸡
蛋壳，一粒粒小米，一笔笔精心涂抹。昨日17时，荥阳京
城花园小区15岁的丁晓琳在费时10多天后，终于在奥运
火炬到郑州传递之前，精雕细琢出长 59厘米、宽 44厘米
的北京奥运会徽标。

7月10日，丁晓琳在家看电视，看到有人纯用鸡蛋壳
做的北京奥运会徽标，以表达对北京奥运会的美好祝
愿，丁晓琳受到启发：“我为何不做个彩色的北京奥运会
徽标呢？”“女儿放暑假也没事，制作徽标有益身心发展，
我就支持她。她要什么，我就跑来跑去给她拿。”母亲赵
慧贤说。

丁晓琳立马找来了鸡蛋壳、小米、胶水、纸张，还专门
买来绘画笔、颜料等。先在长 59厘米、宽 44厘米的挂历
纸上，用铅笔按比例画出徽标轮廓，然后将鸡蛋壳压成大
小不等的小片片，并碾平。最后，在“Beijing2008”和五环
的位置涂抹上胶水，牙签细头处蘸点胶水，粘住小米粒，
粘在相应位置。徽标处的黑色是黑芝麻，黄色是小米粒
的原色，其他颜色都是用绘画笔涂抹成的。

“得全神贯注，费眼，太累人了，中间休息过几天。”丁
晓琳回忆说，“也想过放弃，但想到奥运会就要来了，用这
种方式表达对奥运的祝福，就坚持下来了。”（图为晓琳和
母亲正在为“徽标”收尾。）

鸡蛋和小米
做成奥运徽标

荥阳一女中学生以特殊作品祝福奥运

在中牟县官渡镇宋庄村养殖户宋金忠
的养殖棚里，昂头曲项的朗德鹅看到主人，
成群结队走了过来，“嘎嘎”地叫得正欢。

无独有偶，在小王庄村南的树林里，正
在槐树林中寻觅野虫的蛋鸡，随着一阵铿
锵的锣声，如同听到了冲锋的号角，向锣声
响处云集，争相飞奔到鸡棚前的石棉瓦上
觅食。

朗德鹅全身都是“宝”
走进宋庄村，一路绿色。农家小院房前屋

后的小花池，嫩绿枝叶催生着新的希望。在村
民宋金忠的养殖棚前，拦河放养的朗德鹅，或成
群结队，或独自悠闲，十分逗人喜爱。

老宋介绍说，近几年通过黄河灌区引水

截流，利用贾鲁河闲置的滩地，打桩围网形
成了一定的水面，进行放养朗德鹅，清晨赶
往滩区，天黑再集中到养殖棚，水下鱼鳝跳，
水面鹅欢叫，让人顿生“田园风情”般的感
慨。2005 年，老宋兄弟三人自筹资金，与郑
州一家公司签订协议，引进原种法国朗德
鹅，尝试家庭养殖业，由起初的 100 余只，发
展到现在的 10000 多只。老宋侃侃而谈，朗
德鹅浑身是宝，鹅肉味甘性平，营养丰富，有
利于人们心血管健康，在广东素有“无鹅不
成席”之说，是国际公认的绿色食品之王。

“老百姓靠苦力挣钱，每天起早贪黑地
放养，确实辛苦。可看到公司上门收购成品
鹅，心里有说不出的滋润。”老宋算了一笔
账，他在 7 月初出售 1600 多只朗德鹅，收入

将近8万元。

“生态鸡”放养富农家
走出宋庄村，来到小王庄村，林下养殖

大棚让人目不暇接。
在贾鲁河北岸的官渡镇小王庄村南的

树林里，今年 60 岁的养鸡专业户韩玉梅停
下手中的活儿，侃起了“养殖生态鸡，走上
致富路”的经历。2003 年，村里的河滩林地
对外租赁。这片上百亩的槐树林远离村
子，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达 40%以上。于
是，她和家人商量后，随即承包下来，开始
走上颇有市场前景的生态养鸡之路。当
年，购进了 1000 只鸡苗，开始经验不足，两
个月下来就死了 200 多只，后来在畜牧专家

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饲养技能和防病治
病等各个环节的技术，使养鸡步入了良性
循环。

随后，韩玉梅就在林地用细铁丝隔成了
几大块，实行循回放养。在这上百亩林地里
成群的蛋鸡，平时主要靠吃树林中的小草、
树叶、野虫之类的东西，是标准的无污染、无
激素的生态鸡。“这在林中养鸡，对树林也有
好处，树下没草没虫了，也给树施肥了，真是
一举多得！”

通过潜心学技术、专心跑市场，精打细
算，日子还算不错。目前，韩玉梅已成为当
地有名的养鸡专业户。从发展初的年出栏
1000 只到今年的上万只，实现了成倍增长；
从每年出栏 4批到现在 10批，滚动密度不断
增大。

汤立魁全家 6口人，在河滩放养 3000多
只鸡，每天产蛋 180 公斤，一年收入将近 10
万元。如今，该村已发展起15户年出栏5000
只以上的养鸡大户，每天产蛋 1500 多公斤，
每当销售时节，到这里进货的商贩总能满载
而归，将生态鸡和鸡蛋销往郑州、武汉、昆明
等地的市场。

拦河放养朗德鹅 林中饲养生态鸡
——记红红火火的中牟官渡镇养殖经济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朱星伟 张效强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 李利强 图）“明清第一
庄园”——巩义康百万庄园建设工程建设稳步推
进。截至目前，该工程建设已投资约2400万元，南
大院、栈房区、主宅区东寨墙已全部完工。这标志
着该工程核心部分已经完工。

据该景区负责人介绍，此次，栈房区、南大院、
作坊区修复古建筑和附属建筑维修面积达5100平
方米，重点对占地5万余平方米的核心景区进行重
点打造，包括地面沉降、绿化、水电、铺装及游客服
务中心建设等工程。目前，南大院、栈房区、主宅
区东寨墙已全部完工，完成地面下沉，挖运土方
54000 立方米。康百万庄园栈房区、南大院、主宅
区东寨墙、作坊区及核心景区建设工程均进展顺

利，预计到9月中旬完工。
截至目前，该景区铺装共完成 2万余平方米，

完成率达 90% 。作坊区工程正在收尾，垒砌挡土
墙近千米，占地 1100平方米修建的游客服务中心
将于本月底全部完工，600立方米集水池已修建完
工，供排水工程已基本完成。景区绿化应完成
15700平方米，已完成50%。大型生态停车场主体
已完工，种植大树160余棵。景区建设工程形象进
度已完成 80%。 祠堂区、康霖三神道碑楼及明代
楼修复方案已经完成国家文物总局审批。

同时，该景区各项软件建设也正在同步进
行。南大院、作坊区的布展方案已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

“明清第一庄园”靓姿初现
康百万庄园建设工程核心部分完工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张效强）昨日上
午，郑汴产业带管理委员会与深圳赤湾石油基地
股份有限公司，在中牟举行了隆重的郑州宝湾国
际物流中心项目签约仪式。据悉，该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年物流收入5亿元，年税收5000万元。

伴随着郑汴产业带基础设施的强力推进，省
市配套政策的全面落实，郑汴产业带已成为广大
有识之士的投资热土。郑州宝湾国际物流中心项
目由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主要为石油及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活动的作业
者提供一站式物流解决方案和供应链管理服务，
并在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开发运营物流中心及从事
物流综合服务。据了解，项目计划投资8.76亿元，
建设周期为两年，该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物流收
入5亿元，年税收5000万元。

此前，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已经
成功在上海、广州、天津、昆山、成都、武汉等地建
立物流园区，形成覆盖中国主要经济区域的物流
设施网络。

郑州宝湾国际物流中心

落户郑汴产业带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王道彬）昨日上
午，中牟县电业局开展了“迎奥运、促和谐、保供
电”系列活动，努力提高供电服务水平，最大限度
缓解用电紧张局面。

今年以来，由于电煤供应短缺，电力供应紧
张，迎峰度夏期间电力供应形势不容乐观。预测
8 月份全县电网的最大负荷将达到 15万千瓦，电
力供应将出现大面积压限负荷现象。针对这些情
况，中牟县电业局在负荷高峰来临之前完成了设
备预试、隐患治理和保护定检工作，加强对输电、
变电、配电设备的巡视，投资 2000 多万元完成了
27项防汛度夏工程。

为尽可能缓解用电紧张局面，全面提升供电
服务水平，中牟县电业局开展了“安全在我心中”、

“党员送温暖”、“业务技能竞赛”、“青春光明行”、
“迎奥运优质服务月”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全力保
障奥运、服务奥运，并开通了“95598”服务热线电
话、供电抢修24小时值班，一级战备保供电，随时
处理用电故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力供应平稳
有序，尽量减少因电网缺电带来的影响。

由武汉大学7名大学生组成的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小组，7月12日至17日在登封进行了为期5
天的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小组深入了解了少林寺
的渊源、厚重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宗教氛围以及巨
大的旅游价值。图为活动小组在塔沟武校采访后
与外国学员合影。 本报记者 李晓光 摄

中牟“一级战备”保供电

近日，荥阳市京城路街道社区阳光服务中心
邀请资深讲师为辖区30多名下岗失业人员进行
了创业培训。上午的课结束后，参加培训的付全
秀告诉记者，这样的培训让她受到了创业观念和
意志教育，获得了很大的精神财富。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孟寒琼）今年上
半年，新郑奥星公司产品合格率由原来的 95%提
升到现在的 98%，出厂合格率达到 100%，年销售
收入与去年同比翻了一番。昨日，在和记者谈到
这一变化时，公司老总石聚彬感慨地说：“这可得
感谢技术监督局那些‘编外职工’！”

奥星公司要真诚感谢的“编外职工”就是来自
新郑市质监局的“食品参与式服务小组”。今年以
来，该局坚持关口前移，服务先行，他们在质量稳
定可靠的规模以上企业中推行“参与式服务”，首
先选准能够反映地方经济特色的企业——奥星实
业有限公司作为试点，由一名副局长带领食品参
与式服务小组入驻企业进行质量管理。小组和企
业共同制定了《企业发展规划》、《公司管理方案》
等发展文案，真正让奥星实业有限公司从一个本
土名优企业发展为中国红枣行业龙头企业。

随后，该局先后在正林、小二黑、建喜等5家企
业实施参与式管理，并逐步延伸到乡镇经济管理中
去。目前，共帮助9家企业9种产品获得河南省名
牌和河南省优质产品荣誉称号。培育了一大批名
牌产品，其中中国名牌1个，河南省名牌8个，河南
省优质产品12个，河南省名牌农产品1个，国家免
检2个，省免检4个。

官员变成编外职工岗位设在企业

参与式服务助推新郑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