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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 营造浓厚的城乡文化氛围

中牟雅俗并重推进文化惠民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朱星伟 张效强

本报讯（记者 王亚楼 通讯员 崔中
平 李丹 文/图）“2008 年是我一生中最
难忘一年，这一年不仅圆了我们中国人
的奥运梦，还圆了我这老农民的养老
梦。”8 月 26 日，办理了居民养老保险手
续后，巩义市康店镇叶岭村 76 岁的村民
康栓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强势
推进，巩义市政府决定每年拿出 2000 万
元，为 60 岁以上的参保老人进行直接补
贴。对政府补贴方式和多交费、早交费、
早享受等优惠条件进行了重点解读，对
实施细则中关于参保和待遇享受的具体
办理程序进行了公开，使城乡居民明白
参保、缴费、享受待遇的各个业务流程。
并积极开展孝心教育，倡导子女积极为

父母办理养老保险，尽一份孝心，让老人
老有所依，安享晚年。开展利益教育，规
定 60 周岁以后每增加 1 岁，政府多补 400
元，病故还有丧葬费，群众能够真正从中
得到实惠。开展防老教育，随着独生子
女增多，社会老龄化严重，养儿防老面临
诸多困难，不如趁年轻自己养老。目前
和康栓老汉一样，在巩义已有 1600 多名
农民圆了自己的“养老梦”，踊跃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巩义已成为一种
时尚，更成为年轻人孝敬父母的一个新
途径。

据悉，巩义市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工作将从 9月 1日起全面启动，年底前，
试点镇（街道）16岁～59岁城乡居民的参
保率将达到 20%，60周岁以上居民参保率
要达到 50%；其他镇（街道）参保率将分别
达到15%和30%。

图为8月26日，巩义人劳局进行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街头宣传活动，受到市
民的关注。

本报讯（记者 王亚楼）8月27日上午，2008年
省会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蓝天助学金发放仪式在
巩义举行。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旨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整合各方资源，帮助家庭贫困的大学新生顺利步入
大学校门。今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开展过程中，
巩义市蓝天冶金材料有限公司等多家爱心企业和个
人共募集希望工程助学金146万元，共有258名家庭
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受到资助。其中，巩义市蓝天
冶金材料有限公司张二周董事长出资576400元，为
我省131名寒门学子提供了助学金。

发放仪式上，蓝天冶金材料有限公司向郑州
市希望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转交了希望工程助
学金，共青团郑州市委书记高京燕向张二周颁发
了郑州市希望工程“爱心企业”匾牌。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赵纪惠）眼下，正是大学新生准备
入校报到的时间，也是贫困大学生
因高额学费而备受“煎熬”的时
刻。但新郑市的寒门学子却是幸
运的——昨日，新郑市总工会启动

“金秋助学”工程，100名困难职工
子女得到帮助，即日起将怀着喜悦
的心情奔赴大学校府。

刚刚从新郑二中毕业的19岁学
生王京，父母平日里依靠打零工维
持他和妹妹的学业，在今年的高考
中，王京以650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
清华大学的电子信息专业，近万元
的学费一度让这个原本被别人羡慕

的大男孩一筹莫展。让他万万没想
到的是，新郑市总工会帮他解决了
这一难题，此时此刻，已领取助学金
的王京脸上重新露出了灿烂的笑
容。王京激动地说：“金秋助学工程
对我帮助很大，让我得以继续学业，
我相信它也会让以后更多的学弟学
妹们顺利圆了他们的大学梦。”

据了解，为使“不让一名职工
子女上不起学”的承诺落到实处，
多年来，新郑市总工会建立了“党
政支持、工会运作”的助学机制，迄
今为止，共发放助学金80多万元，
近 360 名困难职工子女依靠资助
完成大学学业，走上工作岗位。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赵建）
教师节前夕，新郑市农村边远地区的教
师们提前收到了节日贺礼——为切实加
强农村义务教育，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鼓励广大教师到条件艰苦的地方从
教，该市拿出专项资金，给农村边远教师
发放生活补贴。

重视教育，舍得投资，这是新郑市
委市政府一贯的“固定动作”。为吸引

更多的优秀毕业生、年轻教师、优秀教
师到农村教学一线工作，均衡城乡教育
资源，使边远农村的孩子同样能受到优
质的教育，以推进新郑教育健康、协调
发展。前不久，新郑市市长吴忠华在市
教育体育局现场办公时敲定：“新的学
期里，在农村边远地区任教的教师，月
补助 100 元。”这是新郑市委市政府继
5、6 月份，向全市在校就餐学生发放生

活补助之后，出台的又一个尊师重教的
举措。

据了解，新郑市农村学校共有教职
工4449名，其中12个乡镇61所中小学的
662名教师，默默工作在基础条件差、生
活艰苦的边远地区。这次补助资金由市
财政承担，从 9月份开始，通过银行直接
发放到教师个人工资账户，全年共发放
补助经费79.44万元。

新郑市为农村边远地区教师发补助

新郑市总工会启动“金秋助学”工程

百名困难大学生沐浴“及时雨”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

146万元资助贫寒学子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张温良）昨日，
新郑市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推出了一套别出心
裁的“自选动作”——邀请本土改革开放的先觉
者、先行者登台演讲，话改革、说开放、谈解放、提
建议、促发展，该市四大班子领导以及 28个重点
职能部门一把手现场“旁听”了三个小时。

同一天，该市宣传部全面启动了“改革开放
30周年先进典型”评选活动。旨在通过宣传新郑
改革开放 30年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先进人物，大
力弘扬广大干部群众“抢抓机遇、深化改革、加快
发展、奋勇争先”的改革创新精神，以此激发广大
干部群众不断前进的志气、追求作为的勇气、敢
于争先的锐气，进而推动新郑经济社会实现跨越
式发展。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解放思想，企业的发展离
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近年来，我市‘工业立市、工
业强市、科教兴市’战略犹如春风化雨，使我们如虎
添翼，小红枣闯出大市场，为千万父老乡亲开辟了
甜蜜的事业。”座谈会中，新郑奥星公司的老总石聚
彬代表企业界第一个发言，“我们建议，通过此次解
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政府职能部门在涉企行政处罚
项目、涉企行政处罚行为更加规范，涉企‘四乱’行
为问题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我们就是要通过社
会各界人士现场‘挑刺’、‘把脉’和‘会诊’，涤荡
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观念，鼓舞和激励我市广
大党员干部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举措
和领导方法，引领新郑奏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的新乐章。”新郑市委书记赵武安在座谈会中如
是说。

思想是力量，观念是财富。近年来，连续三
届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进一步增强了新郑的知
名度，进一步提升了新郑的“软实力”，而“工业立
市、工业强市”的发展战略以及由此而催生的六
大工业园区则更进一步增强了新郑的硬实力。
唯如此，新郑才连续两届傲然跻身全国百强县
（市）之列。

风雨三十年
演绎身边事

新郑市推出大讨论“自选动作”

中牟县刁家乡石灰窑村加大新农村建设力度，
累计投资1500万元对村道路、民舍、卫生设施、饮水
入户等项目进行改造，使村容村貌得到了巨大改变。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赵锡正 李江涛）喝喜酒时伸手行
窃，被人怀疑后，自掏口袋让大
家检查以表“清白”时，结果掏出
来失主的红包，导演了一场“掩
耳盗铃”的闹剧。8月27日，荥阳
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于某是荥阳市城关乡人。
今年 5 月 1 日是朋友侯某的大
喜 之 日 ，当 晚 他 应 邀 去 喝 喜
酒 。 在 同 雅 间 的 刘 某 到 别 的
雅间帮新郎侯某敬酒时，于某
见 刘 某 挂 在 椅 子 上 的 衣 服 口
袋鼓鼓的，便起了邪念。趁人
不注意，他从刘某的口袋里偷

走了 7000 元现金、一包中华香
烟，还有一个装有 680 元的红
包 。 他 将 7000 元 现 金 藏 在 内
衣里，将香烟和红包藏在裤子
口袋里。半个小时后，刘某回
来发现钱物不见了，便大声说
自己 7000 元被盗，大家不约而
同 地 将 怀 疑 目 光 集 中 到 挨 着
刘 某 座 位 的 于 某 身 上 。 于 为
了表明清白，将自己全身口袋
里 的 东 西 都 翻 出 来 让 大 家 检
查，结果将所窃得的红包也翻
了出来，红包上明显写着刘某
的名字，于某一下子傻了眼，
当众现了丑。

政府拿出2000万 养老保险进万家

巩义农民“退休”有保障
喝喜酒时伸贼手
掩耳盗铃现了丑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田金敬）昨日上
午，在郑中畜牧养猪场又有160头活猪装车运往香
港市场。据悉，就在本月底，该县将有1200头活猪
运抵香港，年供香港活猪达1.2万头以上。

中牟县郑中畜牧养猪场，是一家公司+农户
的现代化的生猪生产企业。在该养猪场的带动
下，中牟县官渡镇、城关镇、白沙镇、大孟乡等 12
个乡镇相继发展养猪专业村 35 个，专业养殖户
4000 余户，规模养殖达到 30 余万头。为了提高
养猪业的技术含量，他们对农户实行严格的猪
场选址、设计、建造以及供种、人工授精、科学饲
养、疫病防治、饲料配方、销售一条龙的技术培
训，实现了供港活猪的标准化生产，年供香港活
猪达 1.2 万头以上，并每年帮助农户组织生猪国
内销售达 20 万头，农户获利 6000 万元，促进了
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秀芹 文/图）
“竹笋的种植不仅增加了经济效益，同时它还能形
成一个以荪养林，以林养荪的生态链。”近日，在中
牟县万滩镇黄河滩区防浪林区内正在采摘竹笋的
娄庄村民拿着洁白的竹荪喜不自禁。

这是该村今年从南方引进竹笋菌种，在黄河
滩区林带里已种植 400余亩。村民介绍说，看到
田埂上鸡蛋大小的菌蛋陆续裂开口，先是露出深
绿色的菌帽，随后，菌杆披着婚纱一样的网状裙一
点点长大，不到一分钟便像一个美丽的仙女亭亭
玉立在地面上，大家给它们取名“美丽仙子”。

“美丽仙子”

落户黄河滩区

中牟年供香港万头活猪

钱虽不多心意浓，荥阳高山镇——

为古稀老人发“工资”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付全民 李建文 文/图）

27日上午，荥阳市相关领导将存有 600元钱的存折送到
了高山镇冯沟村百岁老人张秀荣手中，现场顿时想起
热烈地掌声，该镇的养老津贴集中发放仪式由此进入
高潮。

张秀荣老人领到的，是他从今年 1月份到 6月份的
“工资”。和她一样，现场数十位70岁以上的老人分别领
到了120元到180元不等的存折。当天共有2411名老人
领到了养老津贴，而该镇财政共为此支出了 29万多元。
以后每月，该镇财政都会直接把每位老人的津贴直接打
到其存折上。

该镇党委书记周进良告诉记者，随着该镇经济的
快速发展，人口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该镇 60
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了全镇人口的 19％，进入老龄
化社会。“镇财政有了钱，就要向民生倾斜，让老百姓享
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这次虽然大家领到的钱不算多，
可是表明了我们镇尊老敬老，重视改善民生的态度。”
周进良说道。

此次津贴发放只是高山镇注重从关注民生、重视民
生、改善民生的一个缩影。该镇还结合本地实际，提高新
农合补助标准、优化群众居住环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村两委干部工资等制度。

“竹板这么一打,听我给你夸,夸一夸咱
家乡的新变化:绿树排成行,庭院开满花；激
情看奥运，百姓乐哈哈……”初秋的夜晚,黄
河岸边热闹非凡。在中牟县万滩镇杨桥村
文化大院，村民聚集在这里，自编自演，掌声
不断。“现在活动有‘中心’,学习有‘书屋’,电
视用‘有线’。特别是奥运会期间，大家每晚
都拥入文化大院，观看节目，热闹劲不比过
年差哩！”村民杨建军高兴地说。

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中牟县在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
同时，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在城乡广
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文艺活动，构筑中牟
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唱响了“文化惠民”三
部曲。用“优秀文化”唱响农村阵地。2008

年,该县以“欢乐四季，和谐中牟”为主题，每
周五在新世纪广场和乡（镇）文化活动中心
安排广场文化活动。这些文艺演出以活跃
城乡文化生活为主线，把家庭和睦、孝敬父
母、尊老爱幼等30多项内容与传统戏曲节目
结合起来，县文化局组织成立慰问演出团深
入乡村、敬老院义务演出，活跃农村文化生
活，为营造优美和谐环境提供文化支撑。今
年以来，该慰问演出团先后在60个行政村展
演70多场次，受教育群众8多万人次。

“精品文化”提升知名度

以中牟人说中牟事的方式，该县电视台
推出了《文化讲坛》栏目。讲坛所选取的题
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历史名人、名胜古
迹、风土民情、地名掌故、中牟历代廉吏、中

牟历史沿革、中牟移民文化、黄河历史文化，
等等。主讲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中牟“文化名
人”，质朴自然、靠近群众的“讲坛”风格，吸
引了全县广大群众争相观看，成为中牟文化
传播的亮点。同时，他们还联手河南影视集
团倾力打造的古装、青春励志电视剧《美丽
潘郎》，正在紧张筹划之中，力争在央视一套
黄金时段播出的文化精品。此外，该县还借
助西瓜、大蒜、大闸蟹等文化宣传活动，丰富
了文化惠民内容，提升了中牟的文化品位。
河南省思维（集团）有限公司仿照江南古典
园林建筑投资 1.6亿元建成的静泊山庄已投
入使用，文化产业招商初见成效。

“送文化”铺平致富路

中牟县通过开展“送书下乡”、“送科

技下乡”、“送电影下乡”等活动，为农民朋
友赠送科技种养技术资料 3.2 万份、赠送
科普书籍 1.6 万多册。安装现代远程教育
终端接收点 428 个，覆盖全县 17 个乡镇，
为广大文化水平偏低的农民搭建了一个
学科技、谋发展的平台。大孟镇茶庵村菜
农按照科教片指导,种植无公害蔬菜,产品
畅销郑州、北京、天津、武汉等地,户均增
收 2 万多元。

截至目前，该县已经投资6000多万元建
成了县文化广场和文化活动中心，投资1800
余万元为 17 个乡镇建设了 200 多个文化活
动室，建成4个省级示范型文化活动中心、26
个农村文化大院、7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文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文化惠农”已让
中牟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