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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
泽）昨日一大早，登封市民老徐又像往常
一样登上市区东入市口望朝岭上的迎仙
阁，一边锻炼身体，一边欣赏脚下掩映在
游园绿地中的登封市容。新春刚到，寒风
依然凛冽，登临迎仙阁俯瞰登封全景，就
被当地居民和来登旅游的中外游客视为
一大乐事。老徐兴奋地对记者说：“这两
年，俺们登封努力建设花园式宜居宜游城
市，市容是越来越美了，住着也越来越方
便了。”

迈向花园式宜游宜居城市

近年来，地处中岳嵩山脚下的全国优
秀旅游城市登封市，坚持山、城、人合一的
城市理念，以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
保模范城市为载体，全力建设生态文明登
封，形成了游园绿地遍市区，三季有花、四
季常青、人在绿中、城在林中，人与自然和

谐统一的城市园林绿化格局。2007年以
来，该市又结合嵩山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全面启动《登封市城市总体规
划》，坚持科学化、彰显特色化、推进市场
化、突出人性化，向打造花园式宜游宜居
城市的新目标迈进。

恢复“深林幽境”风貌

自 2007 年 8 月份至 2008 年 9 月，登
封市动员全市各级各部门力量，对历史
建筑保护范围内的不协调建筑物全部清
除，可视范围内的其他不协调建筑物全
部进行仿古改造，各申报点内环境也用
民间征集到的老石材进行修缮。同时，
该市对全市 1100余棵古树名木也全部进
行“体检”和护理，这些风姿各异、生机焕
发的古树名木，和投资 2700多万元，按照

“错落自然”原则新栽植的 30余万棵珍贵
树木一起，逐步恢复着各申报点“深林幽

境”的历史风貌。

荣获“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伴随嵩山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不协
调建筑物的清除，登封市把拆迁居民统一
安置到市区居住。目前，占地 109.23 亩，
12栋楼的嵩山村安置小区工程已通过验
收；占地54.5亩，7栋楼的嵩溪园安置小区
全部完工；容纳中岳庙景区 600余户搬迁
居民的中岳小区规划工作正在修改完善。

为应对城市扩容的压力，并进一步改
善市民居住条件，登封市编制完成了29项
市区重点区域、重点地段详细规划，为城
市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2008年，该市累
计投资2.4亿元，实施了市区明线入地、交
通信号灯建设、排污管网建设、市区供水
管网延伸等一批城建项目。在此基础上，
该市对市区环境进行专项集中综合整治，
有效遏制了城市“十乱”现象的反弹，城市

面貌明显改观，荣获“国家园林城市”称
号，成为郑州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

谈到花园式宜游宜居城市的标准，新
任登封市委书记的王福松说：“就是每建设
一座建筑，就是一个文化元素；每建设一条
道路，就是一道靓丽景观；每建设一个小
区，就是一个温馨家园。”他高兴地告诉记
者，由于花园式宜游宜居城市建设的推动，
过去的2008年，全市接待中外游客650万
人次，增长 8％；旅游总收入 25亿元，增长
13.6％。该市旅游局一名工作人员则向记
者透露，为应对日益繁荣的旅游经济，该市
今后将在市区规划建设以星级酒店、假日
快捷酒店、汽车旅馆等为主的登封酒店群，
从而进一步提高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使
城市由观光旅游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由
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

每建设一座建筑，就是一个文化元素；每建设一条道路，就是一道靓丽景观；每建设一
个小区，就是一个温馨家园。

登封要变成“花园之城”

▲抗旱期间，共计5万名驻登部队官兵、民兵预备
役人员共运送饮用水1000余吨，浇灌受旱小麦13万余
亩。图为登封市人武部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在大金店
镇雷村浇灌小麦。 通讯员 王晓慧 摄

连续三个多月的干
旱,登封市的城乡居民饮
用水严重短缺，小麦受
旱面积达30万亩。在抗
旱浇麦夺取夏粮丰收这
场大战中，部队官兵、党
团员青年、水利部门等
积极投身抗旱浇麦的热
潮中，他们运送饮用水
到群众家门口，城乡街
道、田间地头，组成一道
道亮丽的——

在东金店乡袁村，河旁新整修的一口
机井几乎干涸见底，干旱的田地里，麦苗
底叶枯黄。田间是三三两两散布的浇麦
者，更多的村民在地头持锄排队等待。西
坡等三四个小时“才顶住抽一次”的一股
水源成了他们眼中的“救命水”。

一组村民王世杰春节前曾四处跑着
收木材，如今无事可干的他把精力更多地
投在了种田上，可干旱又让他失落而焦
急。登封市农业局抗旱服务队一到，他和
村民们“呼啦”一下全围了上去，嚷着让

“上边多支援”。
登封市农业局总农艺师闫广升和他

们一样焦渴：“在现有的水源上，大水漫灌
不能发挥抗旱的最大效益。最好用锄搂
沟引水。浇水时应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浇
水后还要及时浅锄保墒。晚播弱苗、受冻
麦田还要结合浇水追肥，促使麦苗由弱转
壮……”

在告成镇五渡村一抗旱浇麦的地块，
从烈江塘水库引来的水哗哗地在麦田里
流着，围着农艺师王庆祥的群众是里三层
外三层。未等王庆祥说完，李家沟75岁的
老汉赵东健就拽着王庆祥到他的麦田里

看看。赵老汉说，我的麦子春节前正月初
五刚浇过水，可现在许多黄叶了，搭界的
儿子麦田却是鲜亮亮的一片，儿子说啥也
不听老子劝，还埋怨说浇还不如不浇好。

来到赵东健老汉的麦田，王庆祥一
看，坚定地告诉老汉：“放心，你的麦子过

不了几天肯定会转好，麦子黄叶是因为你
的麦子是宽叶品种，春节前受了冻害，再
浅锄追些肥就可补壮。你儿子的麦子是
窄叶品种，现在虽好但不能侥幸，也得浇
水。”

据随同的登封市农业局副局长董韶

磊说，针对目前登封市干旱的严峻形势，
农业局机关干部全部出动，组成了 7支抗
旱服务队，深入各乡镇开展抗旱浇麦宣
传发动、技术指导与服务等工作，目前已
开展技术培训 120余场次。通过集中、分
散、相邻、就近联合培训等简化服务的形
式，大大提高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的能
力。

马峪口村位于徐庄镇东北部，全村人
口 2800 人，13 个村民组有 5 个村民组严
重缺水，尤其是任村和申家沟，村里四眼
井三眼已经干涸，998口人，280头大牲畜
吃水全靠到外乡镇购买和煤矿废水维
持。全村 2000亩耕地，油菜 70%枯死，小
麦全部受旱。

了解情况后，登封市农业局急村民之
所急，积极发动党员干部踊跃捐款。2月8
日，该局把筹集到的2万余元捐款，送到了
该村，帮助他们开展生产自救，同时还为
缺水群众送去了生活急需的饮用水、100
余套贮水容器及4台水泵。

图为登封市农业局为马峪口村送去
生活用水。

抗旱服务队 送来“及时雨”
——登封市农业局农技抗旱服务见闻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杜湘东 文 李 焱 图

“双节”期间，文艺会演喧天的锣
鼓，给登封市区雾霭的空气里骤添了
不少喜庆。而登封市农业局的7支抗
旱服务队却割舍了这份喜庆的牵挂，
在这多年不遇的大旱中，分赴全市各
乡镇，爬沟坡、踏泥泞、走麦垄，指导农
民抗旱浇麦，保墒夺丰收。

近日，登电集团团委组织的义务献血活动在铝业公司生活
区广场举行，大家纷纷走进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采血车，满
怀喜悦地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短短一个上午，共有263人参
与该项活动。 通讯员 杨军岽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余红洲）
目前持续的干旱不仅给登封市
人畜吃水和抗旱浇麦工作带来
巨大麻烦，而且使登封市的森
林防火面临巨大压力。

面对严峻的森林防火形
势，登封市成立森林防火指
挥部，签订森林防火目标责
任书，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
设，强化防火物资储备。目
前，森林消防队人员充足，装
备精良，有专业消防队员 82
人，消防指挥车 1 辆，运兵车
14 辆，摩托车 23 辆，超短波
电台 3 台，对讲机 30 部，风力
灭火机 100 余台以及防火服、
帐篷、睡袋卫星定位仪等消
防设备。该市还投资 1850 余
万元，建成了全国一流的郑
州市西南山区森林防火监测
指挥网络工程，能够对全市

80%以上林区进行全天候监
控录像，发现火情自动报警，
火情信息传递时间由 1 至 6
小时，缩短到 10 分钟之内。
同时，该市还在原有林业派
出所的基础之上，成立了森
林公安分局，实施“双出警”
制度，加大对火险肇事者的
打击力度。

据有关人士介绍，登封市
林地面积达 55 万亩。由于长
期以来没有有效降雨，加上节
日期间群众燃放鞭炮、烧纸祭
祖、野外游玩人员增多，野外火
源管理难度增大，火险等级持
续居高不下，森林防火形势十
分严峻。据统计，2009 年 1 月
19日至 1月 30日，登封市已发
生森林火险数起，因此，提醒游
客和市民出游时一定要注意森
林防火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张振卿
张彦明）截至昨日，登封市地税
局年所得 12 万元个税自行申
报人数达到 123 人，应纳税额
658 万元，已缴税款 658 万元，
个税自行申报工作进展顺利。

为加大年所得 12 万元个
税自行申报工作进展力度，登
封市地税局组织业务骨干深入
企业，对自行申报的内容、期
限、地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
行了重点讲解。

他们选择煤炭、通信、电力、

房地产等高收入行业的企业负
责人和财会人员开展“面对面”
宣传，在互动中认真细致地解答
纳税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印制
了8000份宣传小册子和1000份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调查
问卷，分发到广大纳税人手中。

同时，通过征管信息化系
统，该局对个体生产经营大户
的各项经营指标进行分析比对
测算，进行排查；通过各类协会
及有关部门对文化界名人收入
情况进行排查。

123人申报个税658万元

游览嵩山 勿留火种
登封已发生数起森林火险

近日，登封市公安局在大走访中开展为辖区老人送健康活
动，增强了警民情谊，让老百姓感到公安机关做事更实了，服务
更细了，和他们距离更近了。图为女民警为辖区老人梳头。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
讯员 韩心泽）新年刚过，登封
市颍阳镇北寨村就迎来了两大
喜事，一是可带动全村养殖规
模达到一万头的泰亮养猪场开
建；二是新一届村两委为全村
65 位 7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
放了一份新年福利：一条蚕丝
棉被和一百元慰问金。

已往落后的北寨村新年展
现出蓬勃的发展气象，得益于
该村致富能手，新当选的支部
书记、村委主任郭少峰的积极
运筹。颍阳镇党委书记焦春生
向记者介绍，在不久前结束的
第六届村两委换届中，该镇认
真落实省委有关精神，在严格
选举程序的基础上，加大宣传
力度，将一批既有致富能力、又
有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热情的能
人推上了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的位置，从而激活了农村经济
的一池春水。

记者到颍阳镇采访，正赶

上北寨村举办“尊老敬老暨共
话发展”新年庆祝活动。新村
官郭少峰告诉记者，本村在建
的大型现代化养猪场依托的就
是他原来的养猪场，在未来三
年内，凭自己的致富经验，有信
心带领全村人再发展十亩鱼
塘，一百个蔬菜大棚。郭少峰
说，由他个人出资发放给老人
们的礼物，也是代表新一届村
两委，向全村人表达建设富裕
和谐新北寨的决心。

在颍阳镇其他村采访，记
者也同样感受到新当选的能人
村官对农村经济强劲的激活能
力。在北寨村养猪场开建的同
时，王堂村支部书记从山东六
合集团引进了年出栏 160万只
肉鸡的养殖项目，张庄村支部
书记从河南蓝天养殖有限公司
引进了年出栏 1000 头肉牛的
养殖项目。据了解，2009 年，
颍阳镇已确定下农民年均纯收
入5000元的发展目标。

“能人”村官激活农村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 宋要
卫）昨日，随着登封市告成
供销社农资服务站的工作
人员把一袋袋化肥送到农
民的田间地头，该市掀起了
抗旱保苗助春耕的热潮。

当前正是春耕备播的
关键时期，持续的干旱虽然
直接影响着田间农作物的
生长，但后期的麦田管理也
显得尤为重要。登封市供
销社充分发挥农资供应主
渠道作用，结合农业生产的
实际需求，多方筹措资金，
及时购回农资商品，满足春
耕生产需要。

目前，全市已购回各种
化肥 6500 吨，除草剂等农
药 4600 公斤，农膜 20 吨。
同时在系统开展农资经营
自查自纠活动，严格限制农
资价格，平抑农资市场。并
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农资市
场清查整顿，保证农民用上
放心的农资。该社利用农
资经营网络优势，采取延长
营业时间、送货上门、送技
术到田间地头、到农民手中
等服务，把经营融入服务
中，全力做好春耕生产服务
工作，保证春耕生产物资需
求。

抗旱保苗助春耕
物资技术送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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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水利局抽调运水车，每天忙碌奔波在饮用水严重短缺的村庄。截至目前，已经为大金店镇箭
沟村、颍阳镇竹园村等村庄运送饮用水800多车次，共计6000多吨饮用水。 通讯员 王晓慧 摄

◀面对当前出现的严重旱灾，团登封市委动员全
市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快速行动，成立“抗旱救
灾突击队”和“抗旱帮扶小分队”等，积极投身抗旱浇麦
工作。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
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