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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思）全市公安工作会
议敲定 2009年公安工作：围绕关注民生、
改善民生，重点抓好便民利民七件实事。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保卫说，做好各
项工作，必须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

便民利民七件实事分别是：
推行局长热线服务。开通局长热线

电话（66229110），接受群众对公安机关的
投诉，力争事事有回音。

推行机动车登记社会化服务。加快
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建设，在已建成的 4S
店 6家入户网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到市
区所有具备条件的汽车销售店，使购买新
车的群众就近登记，办理入户手续。

推行流动车管所进社区服务。从 5
月 1 日起，推行流动车管所进社区、进汽
车交易市场、进工厂、企业，上门审验车
辆、证照。

推行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服务。在市

区增设快速理赔服务中心，进一步拓宽当
事人自行协商处理交通事故的渠道，扩大
自处范围，简化办事程序。

推行短信提示、预约服务。推行办理二
代身份证手机短信提示服务，对短信通知后
一周内仍未领取身份证的群众，由社区民
警送证上门。为返乡群众、高考学生办理
二代证开辟绿色通道，为行动不便的老弱
病残群众办理二代证提供预约上门服务。

推行出入境管理延时服务。出入境

管理处适当延长工作时间，周六坚持正常
办公。为特殊群众提供特殊服务，开辟绿
色通道，实行特事特办。

推行消防热线咨询服务。设置消防
管理服务热线电话（0371-68581111）。通
过热线电话，向群众提供消防法律和技术
咨询服务，受理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
的举报、投诉。向社会公布消防互联网站
网址，使申报单位或个人通过互联网自行
查询审批结果及有关信息。

除夕，我们一家三口一
路颠簸五六个小时，终于在
鼠年最后一天回到老公的老
家——豫南一个青山碧水环
绕的小山村。

别看这个名为“麻雀湾”
的山村小，可飞出去的“麻
雀”可不少。一到过年，多数
出去“闯世界”的人都回来
了，大家聚在一起，谈谈各地
经济形势，聊聊生财创富之
道，很是热闹。在村里，老公
家是个大家族，四世同堂。
这几年，靠着家乡人“传、帮、
带”，不少亲戚纷纷前往浙江、
深圳等地打工。除夕夜，大家
围着火炉团聚一堂，吃吃饭，
聊聊天，焦点话题不约而同直
指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表妹夫小王这几年一直
在浙江永康一家小五金厂打
工，谈起厂子效益，性格内向
的他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厂主要出口高档保温
瓶，从去年十月开始，大额定
单就很少了，厂子主要靠一
些零单维持。我腊月初就从
厂里回来了，过了年想打个
电话问问，看看厂子经营情
况再决定去不去。”“这场金
融危机对深圳服务业影响也
很大，我们酒店的高档娱乐
消费场所明显清淡了。”在深
圳某高档酒店工作的表弟洪

宇接过话茬儿。听罢来自沿
海的“最新经济动态”，在山
西做啤酒销售的堂兄则发表
起不同观点。只听他咳嗽两
声，不紧不慢地说道：“我觉
得这场金融危机对内地的影
响还不明显。关键是要学会
顺势而变，危中寻机。”

听了大家一席话，当村
长的姐夫方哥边嗑瓜子，边
做起“总结发言”：“这几年，
咱县不少人都到南方做生
意、打工，淘了不少金。以咱
们村为例，三分之二以上年
轻人都出去‘闯荡’了，一过
年，不少人都开着私家车回
来过年。这充分说明，经济
发展很迅猛嘛！我看这场危
机的影响是暂时的，当前国
家已出台多个优惠措施强力
拉动内需。今年是牛年，一
定会‘牛’转乾坤！”

正说着，小侄子浩浩提
着一挂大红鞭炮跑过来：“姑
父，咱把这串炮放了吧！老
师说牛年要祝全家人牛气冲
天！”几分钟后，院外鞭炮声
噼啪作响，仿佛告诉我们
——充满希望的牛年新春已
款款走来！

除夕小山村
围炉话危机

本报记者 成燕

年新春闻见录年新春闻见录

（上接第一版）当得知这
个村春节前就普浇了一遍
后，温家宝说：“春节后还浇
不浇？”胡秋霞回答说：“只要
旱，俺还浇。俺这一亩地能
打一千多斤麦子呢！”温家宝
说：“中耕、施肥、除草、治虫，
这些工作一样也不能放松。”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要把
麦子管好，争取今年丰收。”
胡秋霞保证地说。

7日晚，温家宝在禹州市
主持召开了由农民和基层干
部参加的抗旱工作座谈会。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温家
宝指出，目前旱情还在发展，
气象部门预报，近期还没有
大的有效降雨，抗旱保丰收
困难很大。必须坚持不懈努
力，不可有丝毫放松。第一，
加强对抗旱救灾工作的领
导。越是旱情严重、工作困
难，群众就越需要指导。各
级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下
到基层，包乡包村，到第一线
直接指挥抗旱救灾工作。要
建立抗旱的工作机制，形成
强大合力，这是保证抗旱工
作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在
解决农业抗旱的同时，要重
视解决农村人畜饮水问题，
不让一个村、一户人家吃水

发生困难。第二，保障抗旱
资金和物资。尽快下拨抗旱
资金，把对农民的各项补贴
发到户。搞好化肥、农药、农
机等农业生产资料购销调
剂，确保市场供应。农民急
需的抗旱机械，要纳入农机
补贴范围。第三，实行科学
抗旱。要加强对抗旱工作的
技术指导和服务，科学浇水、
科学施肥、科学管理。农机、
农技人员要深入抗旱第一
线，给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
技术、维修服务。通过技术
指导，广辟水源，扩大麦田灌
溉，加强田间管理，帮助农民
抗旱保苗。第四，加强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这是提高农
业抗旱能力的根本之策。国
家在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资中，专门安排
了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要加
强控制性水源工程和应急水
源工程建设，加快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和灌区配套改造，
大力推进节水灌溉。

温家宝最后说，这次特
大旱灾，对我们各级党委、政
府和领导干部是一次考验，
我们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工
作，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低
限度，力争夏粮有个好收成。

抗旱是当前经济
工作重中之重

决定任命：
张学军为郑州市人民政

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郑友军为郑州市司法局

局长；
王万鹏为郑州市房地产

管理局局长。
决定免去：

刘金柱的郑州市司法局
局长职务；

王广国的郑州市房地产

管理局局长职务。
免去：

王学礼的郑州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职务；

张献英的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职务；

徐建国的郑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职务。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09年2月6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43次会议通过）

“每次看到印有宇通标志的
客车从身边驶过，强烈的自豪感
便油然而生。此时，我总是不由
自主地对身边的人说，看，这是
我们郑州生产的客车！”提起家
乡制造，在北京某网络公司工作
的工程师李树勋洋溢着满脸的
骄傲和自豪。

因家乡制造而自豪的，不仅
仅李树勋一个人。在西宁务工的
王小林也有同感。王小林说：“我
在偏远的大西北工作，那里地广
人稀，交通不发达。有一次在路
上看到一辆宇通客车，我高兴得
跳了起来。后来，当地人就把我、
河南人和宇通车画上了等号。可
以说，是宇通车给当地人带去了
舒适的行程，作为河南人，我觉得
脸上很有光！”

正如两名在外地工作的河
南人所说，宇通客车的意义已远
远超出了它的产值、利润和市场
占有率，其中更包括了河南人和
郑州人的自豪感。可以这样说，
在祖国各地，豪华舒适的宇通大
巴已成为郑州、成为河南的一张
金质名片。

毋庸置疑，以宇通为代表的

郑州企业正朝着一条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大步前行。作为中国
客车的领军企业，宇通客车已经
创造出主要经济指标连续 11年
保持50％增长率的奇迹，企业综
合实力名列国内同行业首位。
2006 年宇通在国内汽车行业内
首家拿到了“进出口商品免验证
书”，成为“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
地企业”。2007 年，宇通品牌在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评估中
以 74.87亿元的品牌价值四度蝉
联中国客车第一品牌，并成为全
国唯一拥有中国名牌和驰名商
标两项殊荣的客车企业。2008
年，宇通再次蝉联“中国最大500
家企业集团”，保持着六年来入
选该榜单的纪录。

宇通客车不仅是郑州在国
内的形象代言人，更是郑州走向
国际大舞台的牵线人。现在，古
巴人一看见宇通客车，就高兴地
竖起大拇指。目前，宇通客车已
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愿每个人出行和回家的路
上都有宇通客车陪伴。”王小林
这句朴实的话，说出了所有郑州
人、河南人的心声。

公安局七件实事惠民利民

交通事故自行处理范围将扩大

昨日上午8时，来自我省兰考等地的20名农民工从新郑国际机场乘坐CZ2311号航班飞往海
口打工。据招工方负责人李振海介绍，由于火车票难买，加之春节后急需技术工人，公司拨出专款
为工人买了飞机票。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张温良）既抓当前抗旱浇麦的中
心工作，又抓抗旱长效机制建设
中心任务。面对此次旱情暴露出
的新问题，新郑市力争同时打赢
抗旱浇麦与兴修水利两场硬仗。

连日来的人工增雨行动，减缓
了新郑麦田的旱情，但丝毫没有让
新郑人放松抗旱浇麦的斗志。记
者昨日在该市辛店镇丁庄看到，在
细雨飘洒的田间地头，群众仍然脚

穿雨靴，架设管道，灌溉浇水。据
了解，新郑市这几天抗旱浇麦的步
伐一刻也没缓慢：人力不减、投入
不减、设施不减。

针对此次大旱暴露出的问题，
新郑市着手建立抗旱长效机制。
今年计划投入近千万元专项资金，
对 1000眼机井进行彻底整改：拆
掉井房，建立井台，电线入地，专项
管理，刷卡浇水。目前，该市已着
手实施机井大改造会战。

本报讯（记者 李娜）当前，
每天 1500 多万立方米黄河水
正源源不断地为沿黄灌区干旱
麦田解渴。昨日，记者从河南
黄河河务局获悉，去年11月至
今，该局已输送应急抗旱用水
3.7亿立方米。

为支援沿黄灌区抗旱，去
年入冬以来，河南河务局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上报灌
区引水需求计划，积极申请调
增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滚动
报送 5日引水计划，强化信息

服务，科学调度用水指标，优化
配置境内黄河水资源。采取多
项应急措施，最大限度扩大引
黄供水能力，30座引黄涵闸相
继开启，24小时不停歇供水。

今年1月份应急引黄供水
1.62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多
引 1.2 亿立方米，创 1980 年以
来同期引水量新高。2 月份，
河南河务局申报 3.22 亿立方
米黄河抗旱用水计划已得到
批复，为2000年以来同期申请
和批复之最。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记
者昨日从省财政厅获悉，6日，
省财政厅、水利厅下达中央特
大抗旱经费5000万元，截至目
前，全省已下达特大抗旱经费
突破1亿元，达到1.113亿元。

省财政厅、水利厅要求，
各地要加大抗旱资金投入力
度，尽快将抗旱资金拨付到
位，优先支持群众购买排灌机
械。省纪委监察厅日前发出

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
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对在
抗旱保苗工作中责任不到位、
措施不落实、工作不负责，甚至
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的单位和
人员，严格实行行政问责。

截至 2 月 6 日 16 时，全省
投入抗旱资金 7.3 亿元，日抗
旱浇灌面积 492.5 万亩，累计
浇灌面积6910万亩次。

本报讯（记者 谢庆 文/图）
昨日下午，在荥阳市乔楼镇聂楼
村河西村民组铺设灌溉管道的
抗旱现场，一面鲜艳的“党员突
击队”旗帜格外引人注目，100多
名身着迷彩服的党员干部在淅
淅沥沥的春雨中挥锹铲土，忙个
不停。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金陵告
诉记者，“岗上”的这 200多亩麦
田，一直都是靠天收的旱地，由
于紧邻河道，以往并未出现过大
的旱情，而这次严重的旱情急坏

了当地的老百姓。乔楼镇党委
得知情况后，决定铺设灌溉管
道，把“岗下”河里的水源引上来
解决燃眉之急。昨日下午，乔楼
镇党员干部组成抗旱“党员突
击队”，开始铺设这条 1500多米
长的“救急管道”。看到这一情
景，村里许多党员和群众也主
动参与其中，开始了热火朝天
的铺设工作。李金陵激动地告
诉记者：“关键时候还是得看咱
党员呀，到明天这块旱地就可
以浇上水了。”

昨日下午，记者从荥阳市气
象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日下午 6
时，荥阳市区降水量为6.9毫米，
南部山区最高降水量为 11.1 毫
米。记者从荥阳市农业部门了
解到，这次降雨对旱地小麦起
到了关键性的“保苗”作用，起
到了暂时缓解旱情的作用，但
并不能解除旱情，特别是今明
两天气温将迅速回升，预计最
高气温将达到 16 摄氏度以上，
土壤水分蒸发量加大，抗旱浇麦
工作依然不能放松。

坐着飞机去打工
“郑州造”我骄傲

本报记者 陈锋 通讯员 刘哲

3.7亿立方米黄河水
帮助河南解干渴

30座引黄涵闸相继开启 党员突击队铺设救急管浇麦

我省支持抗旱
再拨5000万元

全省投入资金7.3亿

受旱情影
响，登封市石
道乡张沟村出
现吃水困难。
连日来，乡政
府和武警部队
组织的五辆送
水车不断为村
民送水。

本报记者
陈靖 摄

一场小雨难解旱情
新郑抗旱力度不减

春节期间，公交车上遗失物品比平日多了不少。昨日，记
者从公交电车公司了解到，七天长假，有300余件失物在公交
电车公司“过年”。 本报记者 陈亚洲 摄

我看我看
郑州新跨越郑州新跨越

抗旱浇麦保丰收抗旱浇麦保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