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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矍烁的太极老人伴着朝阳在怡乐园
舞剑耍拳；和煦的阳光下悠闲的人们兴致盎
然地欣赏戏曲名段；充满朝气的舞蹈爱好者
随着优扬的乐曲翩翩起舞……这道和谐美妙
的风景早已在巩义米河镇构成，这里因为活
跃着的12支民间文体协会，使全国小城镇建
设示范镇、国家重点镇和国家卫生镇三块标
牌显得熠熠生辉。

挖掘民间资源
组建文体协会

作为巩义的经济大镇，近年来，米河镇以
“文化名镇”为目标，持续开展各种文明创建、
民间文艺汇演、戏曲演唱、周末文化广场等活

动，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先后举办了
“河南省首届曲艺节”、“地方鼓曲唱曲大赛”、
“七月流火”等大型文艺节目。丰厚的文化底
蕴来自民间。该镇教师董迎宵获得《梨园春》
戏曲擂台赛擂主，每年，知名人士张林池先生
出资举办灯节戏曲晚会，民营企业家王森出
资举办“艳阳杯象棋大赛”，米北村组织秧歌
队、小里河村老年协会盘鼓和秧歌队、铁山、
小里河、东竹园等村企业家出资召开农民运
动会，都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为进一步引导民间文体活动规范开展，
弘扬先进民间文化，米河镇党委从2006年开
始先后在全省率先成立了戏曲、篮球、书画、
摄影、太极拳、棋牌、舞蹈、乒乓球、门球、空

竹、健身操等12个民间文体活动协会。

积极开展活动
丰富精神生活

协会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地开展群众性
文体活动。太极协会每天早上在怡乐园里
或拳或剑，锻炼身体，还不定期举办培训
班，目前已达 200 多人。为方便全镇各村戏
迷参与，戏曲协会分设了 8 个分会，平时每
个分会自行排练，在本村演出，周末在怡乐
园文化广场举行戏曲晚会，豫剧、曲剧、越
调，各个剧种都有，成立至今，先后深入企
业、镇敬老院和各村组义务演出 100 多场
次。摄影协会建立了米河摄影网，今年 7

月，成功举办了“魅力米河、和谐家园”摄影
大赛，来自省内外的知名摄影家和摄影爱
好者 300 多人云集米河，用镜头记录下米河
的山山水水，并制作成了精美的画册。篮
球协会、门球协会、乒乓球协会和象棋协会
分工协作，今年 9 月初成功承办了镇第八届
农民运动会，让群众在运动中增强体质，增
进了集体荣誉感和政府向心力。

作用日渐显现
群众素质提高

协会的成立，活动的开展，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推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
高了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素质，使该镇呈
现出“三多三无”的景象。“三多”即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多了，崇尚文明的人多了，自觉参与
集体活动的人多了，“三无”即无参与封建迷
信的了，无打架斗殴的了，无聚众闹事的了，
人们的文明意识增强了，文明行为提高了，米
河大地上形成了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健康向
上的良好社会风气，为培养高素质新型农民、
建设新农村奠定了基础。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张效强 周
宝丽）“听得懂，学得会，技术实用。听身边的

‘能人’讲课，能真正学到致富本领。”在中牟
县白沙村远程教育接收点，刚在“空中课堂”
听完特色蔬菜种植讲座的菜农王建喜，谈起
听课的感受，一脸喜悦。

王建喜所说的身边能人叫孟庆江，是该
县赫赫有名的蔬菜种植能手，每年种植 1000
多亩特色蔬菜，带动周边2000多户菜农，年均
增收 5000多元。像孟庆江这样，走上中牟人
自己的荧屏，走进中牟农民自家的讲堂，深受
农民喜欢的“田秀才”，还有 100多人，都是从
全县1万余名乡土人才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精
英”。

近年来，中牟县通过整合培训资源、丰富
培训形式、打造培训平台，盘活了全县 1万余
名乡土人才，带动 20多万农户加入到科技种
养和加工业中，走上了致富路，加快了新农村
建设进程。

“田秀才”成了“金种子”

中牟县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利用乡土
人才资源优势,通过建立“乡土人才库”，着力
培育一批致富有方、带动有力、乐于奉献的乡
土人才队伍，在全县上下形成了“培养一批能
人，带动一方百姓，搞活一片经济”的人才效
应。截至目前，该县已为1万多名农村乡土人
才建立了档案，并录入信息库进行管理。其

中有绿色证书的“执照农民”1026 人，获得农
民技术职称的 491 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
180人。

土专家“生根发芽”

为充分发挥乡土人才能自富会带富的才
能，该县人才办丰富培训方式，让这些“田秀
才”“牵手”现代远程教育，把他们种田和经营
的“绝招”制作成课件，通过现代化的电教设
备传送到千家万户，“孵化”出一批又一批新

“能人”。另外，还通过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
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现场示范结合、参观取经
与典型引路结合，在全县新培养各类农村乡
土人才6500多人。

乡土人才“开花结果”

通过加强示范基地、科普阵地建设，该县建
立健全了镇村两级科普网络，加快了农村实用
技术传播速度。技艺精、能自富、敢带富的乡土
人才利用这些科技平台，培育出了一大批新型
农民，引导、领办、参与、示范带动规范化养殖小
区达到40多个；西瓜、大蒜、温室蔬菜等农产品
种植专业村79个；水产养殖专业村53个；畜牧
养殖示范村15个；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8家。
马桩桥养殖专业村，全村共380户，仅养猪、养鸡
的养殖户就达295户，80%以上的村民都掌握有
专业养殖技术，养殖户人均收入都在5000元以
上，成为全省最大的养猪专业村。

“田秀才”走上空中课堂
中牟县乡土人才“牵手”现代远程教育

——巩义米河镇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王亚楼 通讯员 新 瑞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王发明）因农村
盖房引发的命案，在外潜逃达 11 年之久的犯罪嫌
疑人苏建学，9 月 11 日来到中牟县公安局投案自
首。

犯罪嫌疑人苏建学系中牟县三官庙乡苏家
村人。1997 年 2 月 18 日 12 时，苏家村苏国东家因
盖房安装的窗户和孙巧英家发生矛盾，孙巧英让
其大儿子苏建学上墙去掀苏国东家所安装的窗
户，苏建学顺着木桩上到架子上开始掀窗户，苏
国东也紧接着顺着木桩往架子上爬，当快爬到架
子上时，用手拽住苏建学的腿往下拽。这时，苏
建学顺手从墙上抓起一块砖砸到苏国东的头上，
致苏国东当场昏迷，苏国东受钝性暴力作用致颅
脑伤被送往医院救治，于 1997 年 2 月 26 日经抢救
无效死亡。苏建学得知苏国东家人已报警，趁夜
色潜逃在外，中牟县公安局曾多次组织抓捕未
果。

2008 年“四严一创”活动开展以来，中牟县公
安局安排部署加大对命案积案的侦破力度，此案
被列为督破案件。经认真梳理摸排，警方发现苏
建学与苏建红一直保持着联系。8月 23日，刑侦大
队民警将苏建红带至中队，对其展开耐心细致的
规劝工作，苏建红积极配合工作，表示要规劝其哥
哥苏建学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过民警耐心规
劝，苏建学在外潜逃达 11 年后，在其家人的陪同
下，来到中牟县公安局投案，对自己因宅基地纠纷
于 1997 年 2 月在本村用砖头将苏国东砸死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苏建学投案后，向民警说这十几年在外面不
好受，吃尽了流浪之苦，走时不到30岁，现今已40岁
了，自己犯下的错误要自己承担，逃跑逃脱不了法律
的制裁。

本报讯（记者 王亚楼 通讯员 马文博）昨日，
记者从巩义商务局获悉,截至 8月底，巩义实际利
用外资和外贸出口分别达到 10576 万美元和
10451万美元，双双突破一亿美元。

今年以来，巩义招商引资和对外贸易齐抓共
管、齐头并进，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第三届中博会、豫粤投洽会、第十六
届昆交会、郑州服博会、第五届河南投洽会期间，共
向外界推介招商项目100多个，发放项目及宣传资
料万余套，达到了宣传推介巩义的实效。对去年院
地合作39个招商引资签约项目进行落实，帮助企
业解难题，确保签约项目扎实推进。另外，成功举
办河南（巩义）籍成功人士“回归战略”杭州联谊会。

巩义通过积极应对宏观政策调整，加强引导，鼓
励企业调优产品结构，扩大机电产品、高新技术和高
附加值产品出口，培育新的出口主体，新增备案登记
企业75家，全市自营进出口获权企业累计近400家，
为外贸出口积聚了强大后劲，截至8月底，外贸出口
达到10451万美元，同比增长12％。

巩义外向经济发展强劲
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均超一亿美元

潜逃11年听劝自首
中牟警方破获一起督破命案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杨建敏）记者昨
日从新密市了解到，今年春节开始在该市农村开
展的“家电下乡”服务活动，在农民朋友中掀起购
买家电热潮，销售总量突破1万台。

由商务部、财政部推出的家电下乡工作开展
以来，作为全省试点县市的新密市，各乡镇、商务
部门宣传得力，工作安排到位，财政补贴兑付及
时，农民踊跃购买。截至 9 月 10 日，该市 82 家指
定销售网点销售的冰箱、彩电、手机三大类家电下
乡产品销售突破 1 万台，成为郑州市首个销售上
万的县（市）。共销售冰箱 5391台，彩电 2832台，
手机1985部，共计10280台，实现销售额14557404
元，为 8553 位农民兑付补贴资金 1644675 元。销
售数量和兑付金额位于全省前列。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张温
良）记者昨日获悉，为备战“三秋”，新郑
农机部门着力念好“早、新、细”“三字
经”，目前，“三秋”各项准备工作已落实
到位。

早在 8月底 9月初，新郑市就组建了
三秋生产领导组、应急维修服务组及安
全生产督查组，负责对三秋生产进行全
程指导、服务。

“1320 台大中型拖拉机，15079 台
小型拖拉机，49 台玉米联合收获机,
910 秸秆还田机台、1236 台旋耕机、各

种播种机 3670 台目前已检修到位，整
装待命……”新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今年新郑市三秋期间由于农业
机械准备充足，进度较去年将会有所
加快。”前不久，他们分别在该市龙王
乡、新村镇组织了两次大型三秋新机
具演示会，推广玉米、花生等三秋收获
机械。截至目前，推广玉米收获机 20
台，花生收获机 56 台，免耕播种机 20
台，实现了三秋玉米、花生收获机械的
新突破。

据了解，去年以来，新郑市共争取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282 万元，共补购大
中型拖拉机 58 台、小型多功能拖拉机
60 台以及花生收获机、免耕施肥覆盖
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新型机具。此
外，为确保“三秋”期间农机安全运行，
他们采取以会代训，现场解说等形式，
对参加“三秋”作业的各类农机人员进
行培训，重点是新机手的培训。目前，
我们已培训机手 850 人次，维修人员 80
人 次 。 开 通 了 服 务 热 线 62634536
62599363，24 小时接受机手求助，全程
服务“三秋”生产。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杨建敏 钱立森
文/图）9月9日，新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老城区西
街村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一座明代大
型墓葬。随后，该所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
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据了解，此墓为长方形单室砖石墓，墓室面积为
4.7米×4.3米, 全部用精致大青砖砌筑而成，有石墓
门两扇,高1.7米,宽0.7米。墓向面南，墓道长5.5米,
宽 3米,甬道长 1.7米。墓葬体量宏大，构造严谨，由
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壁龛、通气孔组成。因该墓
曾被盗掘，仅在墓道内发现刻有墓志铭的石碑一
块（如图）。石碑长 80 厘米、宽 80 厘米、厚 30 厘米，
铭文体迹书写流畅，具有典型明代楷书风格。墓室
顶部用拱形作券,券顶砖缝均用生铁水灌注。现墓
室内残存少量壁画。

据墓志铭记载，此墓建于明祟祯十年，墓主人为
明末进士魏尚谦，老城区西瓦店人，曾侍奉东宫太子
陪读。

新密老城发现
大型明代墓葬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文 许大桥 图）新郑市和
庄镇老庄刘村自今年“入围”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重点示范村以来，一手抓村容村貌整治，一
手抓特色产业培育，取得了“两个文明”双丰收。

记者昨日在该村看到，他们筹资近 60 万元，
新修的村内四条主干道宽敞整洁；新栽的四百多
棵观赏树，点靓了村内主街道；新落成的文化大
院，成为村民们读书、娱乐、健身的乐园。

而村南占地 70 余亩的标准化养殖小区则成
为村民的致富“大本营”。据介绍，这个养殖小区
的规模为存栏种鸡 10 万只，年创效益 200 万元。
村民笑呵呵地说：“养只小种鸡儿，年收20块。”不
仅如此，养殖小区所产的大量鸡粪又为全村 280
多座沼气池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发酵原料。

养只小种鸡
年收二十块

新密家电下乡掀热潮
销售总量突破万台

“新式武器”上阵全程服务“三秋”
新郑备足农机抢农时

时值金秋，新郑大枣喜获丰收，鲜红甜美的大枣引来众多游客。据新郑旅游局介
绍，今年的枣乡风情游增加了许多新的项目，预计游客量将达到 10 万人。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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