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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 晴间多云 风力偏南风2～3级 温度最高12℃最低1℃ 降水概率 1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本报讯（记者 张冯焱）大年初一一
大早，新密市北召村村民蔡国勤等 3 人
把一块系着红绸、镌刻烫金大字的匾送
到省委机关。上书：“徐书记您好，中原
崛起，励精图治，中原儿女感激您。”2月
1 日，节后一上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徐光春在有关情况的汇报上作
出批示：“谢谢新密牛店镇北召村村民对
省委和我的激励，我们将更好地为河南
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把河南建设得更
好。请办公厅转达我对他们的感谢和问
候，祝他们牛年大发。”

2 月 3 日上午，一群客人的到来，让

北召村沸腾起来。
来客是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

主任白建国一行。白建国对村民们说：
“你们赠的匾徐书记看到了，他让我转告
大伙说‘这是村民对省委和我的激励’。
今天，受徐书记的委派，我们专门来看望
你们，倾听你们的愿望和心声。”

赠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带头赠匾
的蔡国勤打开了话匣子：“近些年来，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思路清、措施好，我们农民的
生活是一年一个新台阶，农村的面貌一年
一个新气象。年底，从电视上看到徐书记
深入农村体察民情，看到他过大年了还到

群众家中慰问，我们只想道一声：谢谢，书
记辛苦了。”于是，他跟蔡有森、蔡广瑞等一
合计，决定用赠匾的方式，向徐书记、向省
委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

“徐书记嘱咐我们，一定要了解村民
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解决的问题。请大家敞开谈，尽管说。”
白建国等认真地询问着村里的发展情
况，诚恳地征求着群众的意见。

79 岁的老党员蔡海良激动地说：
“有党的好领导、好政策，有党的好干部、
好作风，我们农民的生活一定会芝麻开
花节节高。”

北召村农民赠匾感谢徐书记
省委书记徐光春作出批示：这是对省委和我的激励，我们

将更好地为河南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把河南建设得更好

本报讯（记者 聂焱）我市重点
工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怎样？还存
在哪些问题？昨日上午，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王文超在对这项工作
进行调研时指出，要统一思想，集
中力量，立即行动，迅速掀起建设
新高潮。

王文超首先实地察看了正在建
设中的黄郭路—南三环立交、石武
客运专线河南段、郑州铁路集装箱
货运中心站和黄河公铁大桥工程，
询问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对工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黄郭路—南
三环立交是完善环城快速路功能、
实现市区道路与西南部地区和郑石
高速快捷连接的重点项目。王文超
要求，要加快进度，保证质量，使我
市南大门通行顺畅。黄河公铁大
桥工程是世界上标准最高的大跨
度客运专线公铁两用桥梁，是目前
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桥，目前，
主桥下部结构施工已完成，计划今
年 9 月份完成钢梁制造，全桥将在
2010 年 7 月份竣工。察看中，王文
超对工程建设者说，这是个百年大
计的工程，你们承担这个任务非常
光荣，责任重大，一定要注意工程
的每个细节，确保施工质量，做到
安全运行，同时要在保证质量的前
提下加快工程进度，争取石武客运
专线早日通车。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王文超强
调，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尽快掀
起投资热潮，尽快实现扩内需、保增
长的目标，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把
各项工作推上轨道，把各项重点项
目建设落到实处；要抓紧协调落实
各项措施，推进各项重点工程、重点
项目顺利进行。各相关部门要树立
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的思想，千方百
计搞好服务，支持重点工程、重点项
目；要切实加强领导，抓好协调，要
把当前扩内需、保增长作为首要的
政治任务，围绕重点工程、重点项
目，围绕扩大消费、扩大出口创汇，
推进工作开展；要转变作风，扎实工
作，要以崭新的精神状态，以雷厉风
行的作风，切实把工作放在基层，放
在一线，扎扎实实解决各种实际问
题，全力推进各项重点工程建设。

市领导马懿、穆为民参加调研。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座谈会

积极听取各方意见
认真修改工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 潘燕 实习生 赵阳) 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

议即将召开。昨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座谈会，征求各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对常委会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前一阶段调查研究、积极准备，常委会工作报告已形
成初稿。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加强基层人大工作指导、加
强交流工作、创新监督形式、关注改善民生、面向全市立法、充
分发挥代表作用、加强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对报告的修改提
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白红战感谢与会人员对市人大
常委会工作的肯定和提出的意见。他表示，常委会工作报告
要在深入调研、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常委会将认真吸纳宝贵意见，专题汇总、专题修改、专题研
究，高质量地完成常委会报告，使报告更能客观总结过去五
年人大工作，更能反映群众意见和呼声，从而推动人大工作的
改革与创新。

把完善体制贯穿始终
市领导调研学习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昨日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姚待献到市科技局、市环保局调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开展情况。

在分别听取了市科技局、市环保局学习实践活动情况汇
报后，姚待献指出，两单位的学习实践活动领导重视、组织
精心、联系实际、成效明显。他希望市科技局、市环保局进
一步结合部门工作和班子、队伍实际，立足全国一流、立足
业务和队伍“双跃升”，进一步修改完善整改落实方案；要对
照“十个一”要求，加强组织领导，采取得力措施，认真抓好
贯彻落实；要创新体制机制，着力创新“十大机制”，为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姚待献要求，
要紧紧围绕全国和省市经济形势，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
心工作，做到把应对困难经济形势贯穿始终，把解决群众反
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贯穿始终，把项目带动贯穿始终，把完
善体制机制贯穿始终，把推动先学先行贯穿始终，确保学习
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加快推进郑州跨越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亚楼 通讯员 贺保良 李秋明）昨日，记者
在巩义市西村镇陵洼2000多亩的小麦主产区看到，哗哗渠水正
向大田飞奔，随处可见忙着浇灌麦苗的农民。据统计，截至昨
日，该市已累计浇灌小麦6.3万亩。

面对旱情，巩义市及时启动抗旱应急预案，紧急部署全市农
技人员科学指导抗旱，还制定了领导包点、信息日报和灾情调度
等具体措施，要求有关单位紧密协作，还成立5个督导小组分赴各
镇督促检查。该市农业、河务和水利部门携手制定了引水计划，积
极补水造墒；电力部门及时启动抗旱浇麦保电应急预案；气象部门
及时拓宽气象信息发布渠道，为抗旱工作提供气象资料。

截至目前，该市已累计投入抗旱人数6.2万人、机井5600余
眼、机动抗旱设备3600余台套。该市将确保2月15日前将所有
受旱小麦浇灌一遍。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张温良）日前，
新郑市城关乡的敬老汉在串亲戚的路上，“意外”
遇到了新郑市委书记吴忠华，吴忠华正带着水利
部门的工作人员察看旱情。

昨日下午，新郑市再次召开抗旱浇麦专题会
议，加压促阵再动员，按照“市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
包村、村干部包组”的要求，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责
任制，全力以赴打好抗旱浇麦保丰收的硬仗。

新郑市麦播面积42万亩，目前全市小麦受旱
面积达15万亩。新郑市委、市政府及时调整工作

重心，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切实抓好以抗
旱浇麦为重点的麦田管理工作。春节期间，水
利、农业部门迅速动员、指导群众抓紧浇麦，千方
百计提供抗旱服务。同时派出6个督察组、12个
专家技术服务组，深入乡（镇）、村、田间地头，督
察指导，迅速在全市掀起了冬季麦田管理高潮。

截至 2 日，新郑市累计投入抗旱资金 420 万
元，抗旱机械6万多台次，抗旱人力15万人次，完
成抗旱浇麦面积 16 万余亩，中耕 12 万亩，追肥 6
万亩，有效缓解了旱情。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张宏涛）“俺村男女老少齐上
阵，确保今年小麦不减产。”昨日，正忙着给麦子浇水的新密市大
隗镇大隗村村民赵金万信心满怀。这让前来指导抗旱浇麦的新
密市委书记王铁良、市长谢霜云露出了微笑。

据介绍，新密市41万亩播种面积，已受旱32万亩，北部山丘
区的尖山、袁庄、岳村、白寨等乡镇已有 4 万人出现饮水困难。
为把因干旱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新密市委、市政府出台应对措
施，并组织上千名干部进村入户和群众一起抗旱浇麦；成立多个
督察组，对抗旱浇麦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对工作不力的单位进行
通报批评；水利、农业等部门技术人员组成抗旱保苗技术服务
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适时浇水追肥。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市已累计投入抗旱人数5.5万人，动用
机井 585 眼、泵站 45 处，投入机动抗旱设备 276 台套、机动运水
车辆1500辆，投入资金328万元，已浇麦11.09万亩。

本报讯（记者 谢庆）面对严重的旱情，荥
阳市全民动员，动用一切可以参与的资源，全
力抗旱。

昨日上午，记者沿中原路西行，到处可以看
到正在抗旱浇麦的劳动场景。乔楼镇东郭村村
民徐瑞峰正穿着胶鞋、拿着铁锹不停地忙碌着。
他告诉记者，他的 3亩多麦田这已经是第二次浇
水了。

在乔楼镇付河村，56 岁的付仁三看着来帮
忙、不停忙碌的“抗旱应急小分队”，脸上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付仁三告诉记者，今年旱情严重，

家里的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只剩下有病在身的他
和爱人，看着地里的麦子干旱却无计可施。就在
这时，由乔楼镇组织成立的“抗旱应急小分队”来
到了他家，帮助他浇麦，解了燃眉之急。据该镇
负责人介绍，该镇已成立了 6 个“抗旱应急小分
队”，对贫困户和特殊困难户进行帮扶，目前已帮
助40多个农户抗旱浇麦。

据悉，荥阳市麦田总面积46.3万亩。截至目
前，该市市、乡两级财政共投入抗旱资金300余万
元，已浇麦田 34.7 万亩，浇过两遍的 4.1 万亩，旱
地引水扩浇7000亩。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黄珂）春节刚
过，在中牟县黄店镇田间地头到处可以看到村民
们忙碌的身影，四轮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都到了
抗旱浇麦的一线，全镇抽水浇地的面积已经达到
80%。

为树立早抗旱、抗大旱、保丰产的思想，中牟
县积极采取措施抗旱保春灌，认真落实抗旱浇麦
工作责任制，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把油、电、资金
等抗旱物资送到田间地头。在抗旱高峰期，全县

日出动抗旱人员两万多人，动用机井 1.49 万眼。
自去冬以来，县水利部门紧密联系黄河部门持续
放水1200万立方米，灌溉农田3万亩，使灌区农作
物得到及时灌溉，确保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截至目前，全县完成浇麦 33 万亩，占总面积
的 78.4%，剩余的 9.1 万亩预计将在 2 月 6 日前全
部进行一次浇水，全力以赴打赢抗旱浇麦夺丰收
这场硬仗，为再夺粮食丰产丰收、实现全年粮食
生产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我省已做好
人工降雨准备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王建忠 周
爱春) 2月3日,省气象局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
了入冬以来我省主要天气气候形势。

据介绍，降水少、温度高、空气干、气温变幅
大是我省自去年 11 月份以来的四大天气气候
特点。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我省降水仍少，
预计未来一个月许昌以南地区降水量正常，其
他地区正常略偏少。 目前全省气象部门已做
好抗旱人工增雨雪准备工作，并进入24小时临
战状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一切有利时机
全力开展人工增雨雪作业。

近期，我市遭受了1951年以来最
为严重的大旱，受旱面积达165.7万亩，
其中严重干旱40万亩。而根据天气预
报，未来一个月我市仍无明显降水过
程。旱情仍将持续，并且更加严重。

旱情十万火急，抗旱刻不容缓。
今日是“立春”,小麦即将进入返

青期，如果不及时浇灌，必将对我市小
麦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旱情就是命令。面对旱情，市
委、市政府采取得力措施，动员全市

各地抗旱浇麦。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王文超要求，一定要把抗旱浇麦作为
当前一项事关全局的大事、急事，切
实抓紧、抓好。我市各县（市）、区和
各有关部门积极行动，截至2月1日，
全市已浇麦144.2万亩。

旱情更是考验。几十年不遇的
旱情，不仅是对我市防汛抗旱能力的
考验，更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次考
验。虽然我市的抗旱浇麦工作目前进
展顺利，但是剩下的任务还很重，各级

领导干部必须认真落实责任，深入一
线督战，及时解决问题，为抗旱工作服
好务。对于丘陵山区群众的饮水问
题，领导干部更要带头下基层，采取有
效措施，满足群众生活用水需要。

抗大旱、保春管、夺丰收是当前
农业农村经济工作最紧迫的任务。相
信在全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一定能够打赢抗
旱浇麦保丰收这场
硬仗。

春早人更勤 抗旱保丰收

不等不靠抢时间 不忙过年忙抗旱
新郑投入资金420万 灌溉小麦16万亩

巩义
干群齐心斗旱魔

中牟 落实责任夺丰收

新密
技术服务到田间

新郑 不忙过年忙抗旱

荥阳 应急分队帮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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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干枯的麦苗让人看了揪心。
②机器无法浇，咱担水抗旱。
③把拖拉机开到水库边抽水浇麦。
④抗旱浇麦场景。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