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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王炎军张玫洁）10月15日
上午，新密市来集镇郭岗村村民郭老汉高兴地说：“技术人员
把免耕播种技术送到俺身边，现在耕地不用犁，真是又省时、
又省钱、又省力，现在懒汉都能种出高产田。”连日来，新密市
选派出百余名专业技术人员，采取进村入户、对口指导、技术
帮扶的方法，指导三秋生产，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

为确保免耕播种技术在全市得到迅速推广应用，新密
市农机局首先在三秋前夕专门召开免耕播种技术推广会，
对全市 60多名免耕播种农机手进行了操作技能培训，确保
麦播质量；建立了保护性耕作示范田，示范带动免耕播种技
术的推广应用；加大了宣传力度，出动宣传车辆，录播宣传
录音，先后印发宣传资料 1.5 万份；还派出工程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安装、调整和维修农机具，为广大农
民提供技术咨询，全力以赴做好“三秋”农机服务工作。

与此同时，该市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及时掌
握农作物长势及土壤状况，帮助农民“寻病源、治病根”。
农民王全喜多年来一直种植大棚黄瓜，他种植的小黄瓜秧
死得早，病虫害也多，黄瓜没能卖个好价钱。农业技术人
员主动找上门来，对老王种植的大棚进行“体检”，并对症
开出了“药方”，老王严格按“药方”施肥，眼下黄瓜长势喜
人，马上就可上市。他激动地说：“蔬菜站送技术下乡，真
是我们老百姓致富的贴心人。”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朱星伟）“现在，老百姓只
能加把劲搞生产，农资运到家门口，各种保障不用发愁。”深
秋时节，在中牟县姚家乡土山店村，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
农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目前，该县三秋生产工作进
展顺利，秋收应收面积达到 100%，秋种也已全面展开，现已
耕翻 30.1 万亩，已储备小麦良种近百万公斤，调运化肥 4.5
万吨，基本满足三秋生产的需要。

在今年的三秋工作中，中牟县累计投入了技术干部590多
人次，以现场会为载体，结合“科技进村入户活动”深入田间、深
入农户家中，召开各级各类培训10次，印发资料3万份。

此外，中牟县还开展了农资市场专项检查，组织执法
人员深入各农资生产经营点，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制
售假冒伪劣农资的违法行为，扎实做好化肥、良种、农药、
农膜等准备，维护“三秋”期间农资市场正常经营秩序，保
障农民合法权益，检查农资经营门市部 16 家。组织专家、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制定有针对性的肥水管理方案，
把各项田间管理措施落到实处，机耕、机播、机收率分别为
95%以上。与此同时，农技人员还为农民及时提供农机维
修服务，确保机械安全，完好地投入三秋生产。截至目前，
该县已储备小麦良种近百万公斤，调运化肥 4.5 万吨，农药
45 吨、农膜 25 吨、农用柴油 280 吨，共计投入各类农机具
14550台套。

俗话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
当时”。看着别家都在急急忙忙抢种小麦，
新郑市观音寺镇大董村的万长海老汉却一
点也不着急。

万老汉不着急是因为有新郑市农业局
的科技人员给他“背后撑腰”——为应对年
复一年的暖冬现象，该市农业局派来农技站
站长韩华民，专门拿出万老汉的 3亩责任田
做小麦播期试验呢！记者昨日上午来访时，

韩华民和万长海一家刚刚进行完第二轮播
种。按照韩华民的行话说：“针对现在温差
小，气温高，我们要为不同品种选择不同播
种期，这个月8日开始，把万老汉的3亩地划
分为七块儿，分七次播种，进行对比试验，现
在才播种了两块儿了，最后一次要延期到下
月中旬。”记者当时将了万老汉一“军”：“把
你的三亩地拿出来做试验田，有风险咋办？”
他笑呵呵地说：“现在气候变化大了，老皇历

不一定管用，有政府帮忙，咱相信科学种
田。”

在解决好怎么种的同时，新郑市还
在 积 极 探 索 种 什 么 的 问 题 。 该 市 农 业
局局长苗松发告诉记者：“自从 2005 年
以 来 ，我 们 大 力 推 广 优 良 品 种 小 麦 种
植 ，农 民 尝 到 甜 头 ，事 实 胜 于 雄 辩 ，推
广 新 品 种 ，我 们 每 年 以 25 万 亩 的 速 度
递增。”接着，他给记者算了一笔大账：
2007 年 秋 播 ，优 良 品 种 播 种 面 积 达 到
64% ，亩 均 增 产 18.5 千 克 ，全 市 增 产
832.5 万 千 克 ，农 民 由 此 增 收 1415 万
元 。 今 年 ，国 家 给 新 郑 市 下 达 的 优 良
品 种 播 种 面 积 是 24.3 万 亩 ，每 亩 享 受

10 元 钱 的 购 种 直 补 ，但 优 良 品 种 实 际
播 种 面 积 达 到 34 万 亩 ，占 全 部 小 麦 播
种面积的 76%。

为啥老百姓的“播优”积极性这么高
呢？大董村的赵英超给记者算起了小账：
他家六亩责任田，只有 4 亩享受到优质品
种购买直补，但余下的 2 亩，他却毫不犹豫
地购买了优良品种，尽管每亩要多掏 10 元
钱。“我的责任田是市里的优良品种种植基
地，现在多投入十来块钱的成本，到来年，
优质小麦的增产再加上优良品种卖的高
价，得到的回报至少超过 30 块钱，你说值
不值？”赵英超的反问顿时激起了大家会心
的笑声。

我市秋粮今年又获丰收。三秋时节，记者在荥阳
市农村看到，到处是一片金黄。图为农民在兴高采烈
地翻晒玉米。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本报讯（记者 王亚楼 通讯员 马文博 薄涛）10
月 14 日，巩义市东区与老区连接处的新兴路大桥
和陇海路大桥下，一条新修的河道分段成梯次延
伸，细细的水流已经淹没河底，河道两边的辅助工
地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引得很多市民在桥头驻
足观望。这就是巩义市引水入市的石河道引蓄水
工程。

巩义市位于邙山脚下，伊洛河与黄河汇流处，
算得上是依山傍水，但伊洛河绕城而过，市区内并
无任何的河流湖泊。虽然在争创全国卫生文明城
市和全国旅游城市的活动中，市区的环境面貌得到
了很大的改善，市内风景吸引了很多省内外游人前
来参观，但是缺少了水，美丽的风景总是略有遗
憾。贯穿连接东区与老市区的两座大桥桥底的石
河道，是已经干枯的河床。本次启动的石河道引蓄
水工程，是将绕城而过的伊洛河河水抽到石河道上
游已经建好的蓄水池中，然后放水而下，形成一个
人工河，弥补巩义市内无河的遗憾，给巩义的风景
增添一湾灵气之源。

石河道引蓄水工程从伊洛河口至常庄桥南，全
长6000米，工程总投资1.79亿，总蓄水40万立方米，
计划于今年年底全部完工。

投资1.79亿元建引蓄水工程

巩义年底前引水入市

本报讯（记者 谢庆 文 许大桥 图）在许多人童年的记忆
里，都存留着爬上柿子树、手拿网兜摘柿子的经历，随着年龄
的增长和柿子树逐渐地消失，这些已成为回忆。然而，记者昨
日在荥阳市环翠峪景区，却看到了另一幅景象：为了找到童年
的影子，不少城里人专程开车来到这里，爬上柿子树，亲手摘
下几颗熟透的柿子，品尝记忆中的味道。

记者在一棵柿子树旁见到了专门开车来这里摘柿子的曾
先生一家。今年39岁的曾先生是一家公司的经理，小时候在
农村长大，曾经是上树摘柿子、摸柿猴（一种游戏）的高手，如
今专门带着孩子和爱人来这里玩儿，不仅可以让爱人和孩子
感受一下清新的环境，还可以在孩子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爬树
的本领，找回童年时的记忆。说着曾先生便麻利地爬上树，把
摘下来的柿子扔给在树下等候的孩子。

据介绍，环翠峪景区 25 平方公里的面积内，柿子树就有
近两万棵，每到深秋季节，红彤彤的柿子已经成为环翠峪景区
的一个标志性景色，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人来这里游玩，而
来此爬树摘柿子、以此来回忆童年时代的人也不在少数。

另据介绍，为了利用好柿子这一独特资源，增加农民收
入，荥阳市每年都要组织相关部门为柿子的深加工和销售出
谋划策。近几年来，曾经非常著名的荥阳柿饼和柿子醋又重
新红火起来，真正成为为农民增收的当地特产。

两万棵

本报讯（记者 成燕 王亚楼 文 李焱 图）昨日，巩义青龙山慈云寺“祖林”
恢复建设工程举行奠基仪式。该工程投资预算1500万元，主体为一大两小
塔式建筑，最高塔为 33.22 米，整体结构全部为石头建筑，不见任何钢筋水
泥，每块石头上均刻有佛像，该建筑结构在国内尚属首创。

据介绍，慈云寺历史久远，据寺院遗址留存下来的大量碑刻记载，该
寺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七年，距今 1940 多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天
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创建的最早的寺院。慈云寺原名“大白马寺”，与

“少林共祖，白马同乡”，被称为“释源祖庭”。
祖林是打造拜祖礼佛圣地的典型象征物。此次修建的“祖林”是为

安葬最初创建慈云寺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而建。这两位高僧于
汉明帝永平年间被汉使请来中原，并开创慈云寺。他们不仅是慈云寺的
开创者，也是中国佛教最早的传播者。

昨日奠基的“祖林”根据“青龙山慈云寺五十三峰圣境图碑”所标位置重
建，位于慈云寺山门东南约200米处，占地面积40亩，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
建设期两年，总投资预算为1500万元，为新加坡国际金融集团、香港国际金
融集团、兴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程道兴捐资修建。 图为慈云寺
开光仪式。

巩义青龙山慈云寺

“祖林”恢复工程开建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梁冠山）近日，经
过新密各级政府和群众的多方努力，昔日破败不堪
的新密城隍庙被修葺一新。

新密城隍庙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新密老
县城西大街北侧，东与县衙、西与节孝祠相邻，坐北
朝南。现存明清建筑 93间，占地面积 4140平方米，
戏楼、钟楼、鼓楼三楼合一；大殿面阔 3 间、进深 8
米，单檐歇山式，前、后檐下各置斗拱 10朵，绿色琉
璃瓦覆顶，大门两边有对联“作恶报作恶不报祖宗
有德德尽再报，行善昌行善不昌祖宗有殃殃尽再
昌”。东西廊房30间，还有大殿、东西配殿、后殿、寝
殿、东西道院等。现置明王及十大恶浮雕、地藏王
及十大阎君塑像；各类碑刻 35通，但多数镶嵌在墙
壁上。

城隍庙其形制与衙署建筑十分接近，专家
们考察后认为：布局合理、建造精巧。古香古色
的新密老城隍庙，保存如此完好的为数不多，它
对研究我国古建筑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王发明
周路平 文/图）为加大对无任何营运手续在
县城乱拉乱停车辆的打击力度，近日，中牟
县进行了专项治理，截至 10 月 16 日，共查
获50多个无营运资格的出租车标牌。

近来，不断有群众反映中牟街头的一
些三轮摩的、奇瑞QQ汽车不打计价器，蒙
骗乘客，漫天要价，扰乱了出租车客运秩
序。10 月 10 日起，中牟县出租车客运管理

办公室、中牟县出租车公司和中牟交警联
手，在县城设卡对三轮摩的、奇瑞QQ汽车
进行检查，发现有 50 多辆三轮摩的、奇瑞
QQ 汽车没有任何营运手续。执法人员分
别摘下挂在这些非法营运车辆上的出租车
标牌，对车主进行批评教育，从而较好地遏
制了乱拉乱停现象。

图为民警对收缴的50多个黑出租车标
牌，进行集中砸碎销毁。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田庆博）10 月
15 日上午，一轻生男子坐在连霍高速公路巩
义段的中央护栏上，企图撞车自杀，幸被路过
的高速交警救下。

10 月 15 日上午，高速交警巩义大队民警
巡逻至连霍高速619公里北半幅时，发现一落
魄男子上身靠在中央护栏，双腿横在超车道，
十分危险。一分钟内，有数辆轿车擦着他的
双腿飞速驶过，其中的一辆为躲避该男子紧

急转向差点撞上应急车带的护栏。
民警看准时机，果断跑向该男子，强制性

地将其拖向应急车带。在拖曳过程中，该男
子为了挣脱竟张口咬在民警的手腕上，民警
为了其生命安全，顾不得难忍的疼痛，用最快
速度将该男子安全拉出了危险区域。

经询问得知，该男子家住荥阳，因家庭纠
纷，一时想不开就上演了刚才惊险的一幕。经
过民警开导，这名男子终于与家人取得联系。

高速交警勇救轻生男子 中牟销毁“黑出租”标牌

抢救历史文化遗产

新密城隍庙修葺一新

本报讯（记者 王亚楼 通讯员 薄涛崔中平）10月
16 日上午，巩义就业网开通仪式在巩义就业局举
行。涉村镇村民赵一山说：“正准备找个工作，还在
发愁不知道去哪找呢，这可好了，咱政府开了这么
个网，我家里已经通了网线了，以后在家都可以找
工作了。”据了解，在县市一级由政府官方开通就业
网，在河南省尚属首例。

改革开放以来，巩义市的经济蓬勃发展，一方
面，一批著名的公司集团急需招聘大量的人才来充
实自己的人才队伍，发展公司实力；另一方面，巩义
人口众多，很多需要就业的人员也需要一个值得信
赖的平台，来寻找合适的工作。于是巩义就业网应
运而生。

巩义就业网的建设共投资30余万元，历时三个
多月，是一个集知识性、政策性和操作性为一体的
多功能平台。巩义就业网是利用了现代科学技术，
为政府、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三
方联系平台，既方便了劳动者求职就业，也能让大
家快速清楚地了解各种政策法规，方便了社会保障
工作的开展，能更好地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网
页开通后短短几个小时，页面的访问量已经接近了
8万人次。

足不出户知天下就业信息传万家

巩义开通就业网

新郑：秋来遍洒金种子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建军

中牟：备足农资保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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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薛冬）昨日是全
国慈善日，新郑市各界爱心潮涌，当天募集捐款
300万元。

为提升公民慈善意识，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
困的传统美德，新郑市于 10月 16日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以“与慈善同行，献一片爱心”为主题的“慈
善日”活动。当天上午，在捐款活动现场，该市四
大班子领导带头捐款，各单位、各乡镇干部职工
纷纷响应，积极参与，踊跃捐款。一份份心意放
进捐款箱里。据统计，新郑市当天共募集到捐款
300万元。

据了解，本次活动所得善款、物品将用于开展
“祝老双千”慈善专项救助活动、“百千万”救助工
程、“同在蓝天下、快乐共成长”关爱城乡孤残儿童
公益项目等慈善救助专项活动。

慈善日

新郑人捐款300万

新密：田间地头传农技

我市秋粮今年又获丰收。三秋时节，记者在荥阳
市农村看到，到处是一片金黄。图为农民在兴高采烈
地翻晒玉米。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走马原野走马原野 观景“三秋”观景“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