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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农家派发新科技
金水农民庭院“种地”走富路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王雨）这
两天，金水区薛岗村里流行起了在家里

“种地”，乍一听，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
议：种庄稼都不愿意到田地里去，这怎么
能行？当记者走进这些开在农家小院的
田地后，才发现这原来是能让村民增加
收入的致富新门路——家庭作坊式芽苗
菜种养技术。村民说，他们学到的这种
技术都是城里来的教授、专家教的，他们
现在只用等在家里学，再也不用往城里
瞎跑了。

今年8月26日，身兼金水区农村科技
特派员的河南农大研究农业种植的王吉
庆教授来到薛岗村，在他的指导下，村民
们开始学习家庭作坊式芽苗菜种植技
术。王吉庆带来的新鲜、通俗易懂的种植

技术，让村民们为之心动。他精彩的现场
指导解说，科教视频演示等更让村民们信
服。期间，他还在一户已经开辟了“家庭
作坊”的村民家中进行了一场模拟教学，
数天后，经他指导过的这家农户“家庭作
坊”中的苗子有了更好的长势，这让村民
们更坚定了跟着王吉庆在家里“种地”的
信心。

过去，在金水区一些远郊的农村里，
要想学什么种植养殖技术，村民必须蹬着
车子，拿着土壤样本，或是坐着公共汽车
抱着土特产，到城里找专家学技术。 近
年来，金水区花卉、水产、蔬菜、畜牧四大
产业发展迅速，该区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目前，金水区花卉苗木种植面积 1803
亩、水产 29547 亩、蔬菜 24525 亩，另外还

有 9 个奶牛养殖小区，存栏奶牛近万头。
“农产、水产等发展这么快速令人欣喜，但
是种植、养殖等一些技术的落后，令很多
农民感到，虽然也是苦干实干，但挣得的
利润往往不多。缺乏科技人员指导是很
重要的因素。”金水区科技局一位负责人
对记者说。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靠土经验挣钱
已不再是农民们的期盼。年初，在走访了
辖区周边近、远郊的农民，以及对辖区农
产业发展的再调查后，该区启动“科技特
派员科技传播工程”，联系河南农大组建
了科技特派员队伍。每个村派出两名特
派员，分别由研究生、本科生组成进村服
务农民科技需求，再由受聘的专家教授每
月进村科技指导。

在随后的数月中，特派员武荣花、王
献两名教授在陈砦花卉市场通过多媒体
教会了很多商户学会鲜花保鲜；特派员高
春生博士在魏庄向养鱼户们传授了鱼塘
绿藻治理方法；特派员邵秀丽、张涛让菜
农李保健、田宝珍两家黄瓜藤上的黄瓜增
产了……一连串的好消息让不少村民欣
喜不已，也拉近了村民与科技特派员之间
的关系。

“看到农民高兴了，我们也很欣慰，这
是一场双赢的合作，农民富了，我们的科
研也成功了，这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好事
儿。”科技特派员刘丽说。

特派员送来的是福，送来的是富，就
像村民们说的那样，以后再也不用瞎跑
了，等在家里就能学会技术发财致富。

你搬迁 我帮忙
和谐拆迁暖热百姓心

本报讯（通讯员 宋娜）“政府真是处处为被拆迁户着想，
帮我安置住房，帮我搬家，照顾得很周到。”昨日，家住郑州市
杜岭街南段居民周东云拿着感谢信来到杜岭街道办事处，感
谢办事处让她顺利拿到拆迁安置房的钥匙和安置补偿费。

一提起杜岭街南端的小窄路，很多市民都会想起这里拥
挤不堪的交通和破旧的临街房。今年 8 月，杜岭街南端的改
造再次被提上日程，为了确保住在附近居民的利益不受损失，
该办推出“和谐拆迁”的措施，首先考虑怎样合理安置被拆迁
居民，主动派出工作人员到被拆迁户家中做工作，了解被拆迁
户家中的生活情况，采取先解决住房、先给安置补偿款、先解
决家中困难的工作方式，动员被拆迁户配合拆迁工作。

历经一个多月的走访后，不少被拆迁户被办事处这种“和
谐拆迁”的做法所打动，纷纷表示愿意配合拆迁。被拆迁户杨
金娥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家中上有 83 岁的老母亲，下有正在
上学的儿子，丈夫又身患重病，她一家生活是靠政府给的低保
生活费。在动员拆迁过程中，办事处工作人员主动先为其家
人联系住房，并发给她安置款，全家人现在都很乐意搬出旧的
房子。

据了解，在此次拆迁安置中，杜岭街道办事处对被拆迁户
统一实行产权置换或货币补偿的方式来保证拆迁户的利益。
其中，货币补偿标准参照郑州市最新公布的住宅商品房销售
平均指导价，房屋产权置换不低于被拆迁户现有住房标准，以
维护被拆迁户的利益。该办党工委书记郭文博说：“旧城道路
改造就是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政府积极补偿被拆迁居民，是
希望实现双赢的局面，既满足了广大市民的出行，也让被拆迁
户感到利益受到了保护。”

目前，该办辖区已有 6 户被拆迁户陆续的签订了拆迁协
议，迁出旧居，搬进了新房。

你创业 我扶持
57名东区失地劳力喜领创业扶持金

本报讯（记者 高凯）“虽然资金不多，但对我这个体户算
是个不小的帮助，下一次我就能多进点货儿了。”“政府办培
训班，还发扶持金，这么优厚的创业扶持我得把握住。”昨日
上午，金水区东区工委向辖区失地农民常学丽、刘金洪等 57
名失地劳动力各发放1500元自谋职业扶持资金，领到钱的群
众难掩心中喜悦，高兴地交流下一步怎样发展自己。

据了解，此次领取扶持金的失地农民中，有正从事出租
汽车客运服务的，有搞工程机械租赁服务的，也有个体经营
者。这之前，为了扶持这些劳动力创业，金水区东区工委曾
多次组织创业培训班，辅导失地农民学习创业，并协助他们
合理挑选和规划新的创业。

在鼓励失地农民创业的同时，金水区专门出台扶持失地
农民的优惠政策，规定凡失地劳动力从事个体经营、合作经
营、自愿组织起来兴办各类经济实体的，可给予每人 3000元
自谋职业扶持资金，分两年发完。

截至目前，金水区东区工委已累计发放扶持资金 279万
元，共有1212名失地农民享受到了这项优惠政策的扶持。

你纳税 我服务
花园路办事处开通税收信息发布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陈帧）昨日，记者从花园路办事处获悉，
为方便辖区商户纳税，该办经济服务中心专门开通税收信息
发布平台，每到国税例征期，工作人员就会通过发出写有商
户个人情况、纳税金额等内容的信息，来提醒商户及时纳税。

过去，每到征税期，该办经济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都要
通过电话来催收国税。在通知的过程中，由于商户很多，因
为报账不准或言语上沟通不畅，导致商户们不能详细的了解
缴税情况。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也耽误了商户的生意。

一个月前，该办联系有关部门在办事处开设了移动、联通、
网通、电信“四网合一”的短信发布平台，每到国税例征期，经济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就通过短信平台向辖区国税纳税户和统
计报表单位发送提醒信息，内容含有纳税期限、数额、纳税人的
情况等准确明了。经过近段时间的运行后，短信发布平台不仅
提高了服务中心的办事效率，也受到了辖区众多纳税商户的欢
迎，大家都说短信提醒纳税效率高又方便。

日前，金水区计生委在辖区广场举办关心男性健康宣传活动，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妻子为丈
夫打领带的活动，吸引了很多市民踊跃参加。妻子们争相拿出看家本领，为丈夫打出最漂亮的领带结，
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

“ 我来帮你把摊子收起来”，“这里是闹市区，你们这样做影响交通，又影响市容”……昨日上午，
针对省人民医院周围长期出现的占道经营行为，金水区执法局丰产路执法中队来到该地段进行集中治
理。执法中，执法队员采取劝导、主动帮助摊主收起摊子等人性化执法措施，赢得现场群众的支持和占
道经营者的理解。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高凯摄

社区排查贫困户 关怀送到家门口
本报讯（通讯员徐桂芝）“要不是赶

上社区的帮助，像我这样的家庭做梦也不
敢想能供应一个大学生……”躺在病床上
的董武萍抹着眼泪说。昨日，记者从南阳
路办事处获悉，如今在该办的救助政策和
社区低保员的帮助下，辖区256户像董武
萍这样的低保户都告别了贫困艰难的生
活，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家住同乐社区的董武萍，今年 40 多
岁，由于脑血栓后遗症造成偏瘫后，已经
卧床 8 年。去年，她的丈夫又离她而去，

这使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更加艰难起来。
董武萍的女儿正在南阳师范学院读书，丈
夫离开后，她只好劝女儿放弃学业走上社
会去挣钱 。

就在母女二人为下一步生活着急时，
了解了董武萍情况的社区低保员来到了
她的家中，在低保员的帮助下，董武萍顺
利申请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而她
的女儿也成功办理了贫困家庭子女入学
救助手续。就这样，董武萍的生活有了保
障，女儿每年3000元钱的学费有了着落，

想着自己以后可以过些舒心的生活，董武
萍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据了解，近段时间以来，为了帮助辖
区贫困家庭改善家中的生活条件，南阳路
办事处在每个社区设置一名低保救助员，
要求低保救助员上门为符合条件的贫困
家庭办理低保手续，并定期到低保户家中
走访，及时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和需
求。

截至目前，该办已发放最低生活保障
金100多万元，并对辖区享受低保家庭70

岁以上的老人、在校大学生、一级残疾人
等特殊人员，每月又新增 50~100 元的生
活补助金。

该办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除此生活
方面的救助外，在住房方面，办事处还为
辖区 64 户低保家庭办理了廉租住房补
贴，而且这种住房救助也正在从低保家庭
扩大到低收入家庭。办事处希望通过更
多的救助方式，让辖区贫困、低保家庭有
一个宽松的生活氛围，更积极乐观的创业
和生活。

充满活力的
信息学院路

张宏亮
位于金水区委旁边的信息学院路，是一条繁华的交通支

线。信息学院路南起农业路，穿越东风路，北至北环路，全长
近3公里、宽20多米，是上世纪90年代以高等院校名称命名
的道路。

信息学院路最早是文化路附近小铺村村民下地干活的一
条土路，后随着郑州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为一条通往市区
的繁华道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选址在现在信息学院路
附近小铺村南的一片地，筹建全国重点理工科高等院校——
信息工程学院，学院建成后，便将大门开在了现在的信息学院
路上。在信息学院未建成前，在文化路一带就集中了众多老
牌院校：河南财经学院、河南农业大学、河南财税高等专科学
校、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等，使这一带逐
渐繁华热闹起来，同时也带动了小铺村这个封闭多年的城中
村发展了起来。

在未给信息学院路命名时，这条路当时起到的作用只是
方便小铺村本村村民下地干活，但后来随着附近院校每年输
出的毕业生来到村中租房“安家”，这条路也正式张开怀抱为
更多人所用。这期间，小铺村的村民发现出租房屋可以增加
收入后，纷纷筹集资金拆除老旧的房屋，开始建起现代化的高
层楼房向外出租，不少村民也因为有租金可收，逐渐富了起
来。就这样，拆房建楼热潮持续几年后，小铺村的宁静彻底被
繁荣和喧闹所打破，而村中的这条土路，也被来来往往经常走
过的村民和附近高校的学生们称作小铺路。不过，后来因为
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多，这条小土路再也无法满足群众
的出行需求，急需拓宽和延伸。这之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
出资将小土路修筑成柏油路，到此这条村中的小土路才脱胎
换骨成为市区一条新的繁华之路。

1997 年年初，郑州地名办公室根据解放军信息工程学
院所处的位置，正式命名穿过门前、新修的柏油路叫“信息
学院路”。近年来，随着郑州城市建设的加快，信息学院路
往北的路被打通到东风路。路通一段时间后，附近居民还
习惯把路小铺路、东风路联在一起称呼，而不常提起信息学
院路这个名字，直到 2000 年信息学院路从东风路一直打通
到北环路，形成全路从南向北全线贯通后，信息学院路才逐
渐被叫响起来。

如今，历经数年发展的信息学院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往日狭窄弯曲的村中小路，再次被拓宽改造，街道两边的商铺
如雨后春笋一般陆续开了起来，信息学院也正跟着成为北区
一条繁荣的黄金通道。

本报讯（通讯员陈晓清）昨日记者从金水区计
生委了解到，该区采取走访调查、专项治理等多种措
施对辖区流动人口的生育情况进行动态监管，准确
掌握辖区人口生育的最新情况，有效稳定生育率。

随着金水区城市规模的扩大，新增小区、都市
村庄内的流动人口都有了新的变动。为了更准确
地掌握辖区流动人口的生育情况，计生委结合辖区
的实际情况推出动态管理机制，规定辖区计生工作

人员坚持每月开展一次调查走访活动，了解流动人
口基本情况，及时更新登记资料。同时，区计生委
还将对辖区出租房屋、住宅小区、商场、市场等重点
地段进行拉网式的摸底调查，对已婚育龄妇女节育
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另外，该区计生委还将采取横
向联系，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及时掌握流出人口
基本情况，积极协调流入地跟踪掌握流入人口的基
本情况，全面落实节育措施。

“我要让咱们村里的广场上天天有节目，村民天天有戏
看。”“我要让村民们都学会用电脑。”……昨日上午，金水区
专门设立的计算机、文体爱好者等四个协会，开始接受大学
生村官们竞争上岗，大学生村官们各抒己见，博取台下评委
和村民的支持。

昨日上午，金水区杜岭街办事处组织辖区社区医疗服务
站的医务人员走上街头，为辖区中老年居民提供免费的体检、
健康指导等服务。

金水区计生委

流动人口生育动态监管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开展后，河南科技市场管委
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深入到市场中详细登记市场内商户情
况，该市场已完成第一阶段调查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