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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广场灯火辉煌。这边是
轻快柔美的“交谊舞”，那边是动作
整齐的“集体舞”，而远处传来轮滑
孩子们欢乐的笑声……这些，与广
场边上摆放的一个个卖冷饮的冰柜
和小商品的“摊床”，构成了一首夜
的“交响曲”。

过去这种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
到的优美画面，如今被荥阳高山镇
的农民搬到自己的生活中。昨天晚
上，记者驱车赶到荥阳最西部的山
区乡镇高山镇的群众文化广场，感
受这里洋溢的快乐和谐气氛。

一位舞姿优美的女子张贞告诉
记者，她在村里兴办的高山阀门有限
公司做工。自从镇里建成文化广场
后，就每天晚上到这里跳跳舞，聊聊
天，一来锻炼了身体，二来沟通了信
息，也缓解了一天工作的疲劳。记者
了解到，高山镇很多农民都是这种情
况。白天种庄稼或在工厂打工，晚上
就扔下“锄头”、离开“车床”到广场参
加文化活动或者体育锻炼。

近年来,高山镇综合实力大幅
增强，去年全镇实现生产总值23亿
元，财政收入 3006 万元，农民实现
纯收入 7604元，综合实力位居郑州
市第12位。去年该镇投资600万元

建成的群众文化广场和文化站为一
体的镇综合文化站，为群众提供了
集教育培训、休闲娱乐、大型集会为
一体的场所。

广场管理员王玉京是位 60 多
岁的老人，他从市豫剧团退休回到
老家高山镇，由于与众不同的“文艺
细胞”，被镇里聘请到这里管理广场
文化活动。像他这样爱好文艺的

“热心人”，镇里总共聘请了 3 个。
他骄傲地说：“我们这个广场不仅给
镇里群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
而且吸引周边乡镇王村、汜水甚至
上街区的群众等前来活动。”广场一
侧停放的一排“私家车”印证了老王
的话。

高山镇副镇长付全民告诉记
者，为了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文化
活动中来，该镇还投资 36万元在 9
个村新建了集教育培训、文化娱
乐、书报阅览、体育活动为一体的
村文化大院。投资 21 万元建成了
7 个村级标准化篮球场和乒乓球
台。截至目前，全镇 19个村有 2个
村文化大院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河
南省示范文化大院”，9 个村文化
大院被命名为“郑州市示范农村文
化大院”。

山乡农民舞出和谐“夜文化”
本报记者 谢 庆 通讯员 任学军 赵希金 文/图

近日，新密市岳村镇中王庙村积极筹措资金，开展对旧宅老沟的
开发整理，计划建成郑州市规模最大的“高效农业示范园区”。该项目
建成后，新增土地近300亩，可增加村民年均收入10%以上。昔日的
荒沟老宅将成为农民致富的“希望田”。 本报记者 刘俊礼 摄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巴明星）记者昨日从新郑市有关方
面获悉：由国内知名创投与私募机
构清科集团主办的2009“中国最具
投资价值企业 50 强”评选活动揭
晓。河南省新郑好想你实业有限
公司名列第23位。

据了解，“中国最具投资价值
企业 50 强”评选活动由清科集团
于 2006 年发起，已发展成为中国
最高水平的创业投资家对企业的
评选，该项评选被誉为年度最具成
长潜力企业的风向标。

今年的评选，清科集团邀请了

活跃在中国的69位顶级创业投资家
联合参评，对参选企业的管理团队
与股权结构、公司业务、商业模式与
竞争力、行业与市场、财务现状与预
测、经营风险与对策等相关方面进
行综合评判，最终在全国各大行业
上千家提名中，评选出50家创业投
资家眼中最有投资价值的企业。

河南省新郑好想你实业有限
公司经过16年的发展，拥有500亩
红枣科技示范园和5万亩无公害红
枣联合基地，是目前全国规模最
大、红枣制品最多、档次最高、辐射
带动最广的红枣生产加工企业。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好想你”入选50强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史良健 芦小倩）记者昨日从新郑
市获悉：为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
效、农民致富，全面推进新农村建
设，7月22日上午，新郑市举行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第二批村级服
务网点电脑设备发放仪式，为全市
12个乡镇发放了文化共享工程村
级服务点标牌和设备，并对各村党
支部书记和文化共享工程服务点
专职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据了解，该工程是利用网络技

术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大型公益
性文化网络工程，旨在整合文化信
息资源，通过互联网、卫星宽带光
盘等形式，将数字化文化信息资源
传输到广大人民群众身边，实现优
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
共建共享。此次还将为 229 个行
政村共享工程基层网点进行扩展
升级改造，年底前，全市 309 个行
政村基层网点将全部实现与县级
支中心的信息联网，全面实现共享
工程“村村通”。

文化血脉向农村流淌
新郑229个行政村可网上共享文化资源

近日，在荥阳市楚楼水库库区，一条长达1.44米、净重34公斤的
巨型青鱼被捕获。据渔业技术人员称，巨型青鱼的存活对水质要求很
高，楚楼水库捕获巨型青鱼，说明库区水质无污染，鱼类生存环境优
良。根据鱼鳞推测这条大鱼年龄约为30年。 本报记者 谢庆 摄

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生产能力，今年以来，中牟县对21座田间危桥进行拆除
和整修，目前11座危桥已经开工建设，计划11月底全部建成。图为雁鸣湖乡关家村田间危桥的拆
除现场。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高端业绩树品牌

上半年刚刚过去，新郑合行的报表
就蹦跶出一连串喜人的数字：累计投放
贷款23.2亿元，余额达到26.9亿元，较年
初净增3.3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达到37.4
亿元，较年初净增 5.6亿元，存贷款市场
占有份额分别达到 36%和 47%，稳居新
郑市金融行业之首；实现经营利润 365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437万元。全面、
均衡、圆满数字背后是合行人用个性化
举措铸就的——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该行已对全辖
区 16 家支行布设 24 小时自助银行 10

处、发放银行卡 62000张，从而使该行自
助设备从无到有一举跃为同业前茅。客
服能力的增强引领了城乡居民“结算革
命”，农民腰包里不再是“皱巴巴”的钞
票，而是合作银行的“金燕卡”。

该行在全国首家自主开发出县辖电
子汇兑，形成全国城乡“点对点、面对面、
结算无障碍、覆盖无盲点、服务无界线”
的结算网络，使结算由劣势变成优势，由

“短腿变成长腿”。

农业领域铸品牌

作为金融行业员工，他们貌似“白领”；
作为“新郑人民自己的银行人”，他们却又
是不折不扣的“蓝领”。有据为证——

合行无缘其他行“朝九晚五”的福
分，早上员工就要接待存办理业务的农
民，而下午下班也得服从于农民的需要，

延时到18：00左右。
梨河镇分理处耿建华告诉记者一则

“典故”：她曾经受理了 4000 元存款业
务，绝大部分是一角多的硬币，光是“点
钞”就花了近 3个小时时间。据合行行
长马文明保守估计说：合作银行服务的
客户主体 80%以上是农民和个体经营
者，因此承担着市场 90%的旧损币整理
工作，年平均整理额达到8000多万元。

发挥点多面广的网点优势和方便快
捷的结算利器，新郑合作银行承担着该
市13万农户的种粮补贴、9000多户低保
补助等十多项政策性强、工作量大、收益
低的代收代付工作。

终端效益靓品牌

比行业效益含金量更高的是他们的
社会效益。面对金融危机，他们把“保增

长、保民生、保和谐”，作为今年信贷服务
的三项硬要求，坚持给广大民众和中小
企业送资金、送信心。

大联保体贷款应时而生，全民创业
添活力。该行强势推出最高授信额度
为 50 万元的“大联保体贷款”，为全民
创业提供了保证；企业综合授信全面推
进，提高企业发展信心，今年以来，已先
后对奥星实业等 14 家企业实施了综合
授信，授信金额达 6 亿元；贷款担保方
式不断拓宽，破除借贷两难瓶颈，该行
在原有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基础上，先后
开办了在建工程、林权等多元化抵质押
贷款模式。今年上半年，在新型担保方
式的推动下，先后择优支持了 20 多家
中小企业，累计投放贷款 15 亿元，为辖
内企业稳健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河南省首家农村合作
银行——新郑农村合作银行，
自去年9月份成立以来就走进
全球金融危机的暴风雨中。植
根于“三农”大地的新郑合行牢
记“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
创一方诚信，促一方和谐”的使
命，创新进取，决战危机，交出
了一份满意答卷，树立了特有
品牌。

兴一方经济 富一方百姓 创一方诚信 促一方和谐

品牌 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朱金海

本报讯（记者 梁晓）“今年，
俺家的油桃又是大丰收！”近日，
虽然我市持续高温，但是丰收带
来的喜悦给在巩义市黄河滩区居
住的康建胜夫妇带来了丝丝清
凉。其实，这只是郑州（巩义）黄
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取得成效的
一个缩影。

据了解，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
程郑州（巩义）项目区位于巩义市
西北黄河南岸，距巩义市区平均
10 公里，项目区涉及康店、河洛两
个镇 34 个行政村，项目区总面积
120 余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将

近 93 平方公里，区内总人口 7.07
万人。“过去，我们这里的滩地根本
就蓄不住水，种的作物全都得靠天
收。别说赚钱了，有的年景，吃饱
饭都成问题。”康建胜告诉记者。
经过近两年的综合整治，他们一家
在滩区种植了 14 余亩的油桃，“现
在，仅油桃就能给我们家带来近万
元的收成。”他高兴地说。

据介绍，经过综合治理，现在
的项目区已由昔日的荒山荒沟变
成了用材林、经济林，使低产的坡
耕地变成了经果林和高产梯田。
该项目部一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项目区内的林地面积增加了
47%，经果林面积增加 95%，初步
形成了石榴、苹果、小杂果、杏李
四大生产基地，每年增加鲜果 350
多万公斤，可增加利润 690 多万
元。“我们的滩区现在是不折不扣
的‘聚宝盆’。”他说。此外，项目
区内的“民营企业园区”已吸纳了
46 户企业入住，安排了大批农村
剩余劳动力。据统计，项目区各
项 治 理 措 施 年 累 计 增 加 利 润
1549.22 万元，人均增加收入 210
元，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 4530 元
提高到 4740 元。

水保工程显成效

巩义黄河荒滩变“聚宝盆”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翟晓朋）7月
23日上午，新密市平陌镇扎子沟村的养殖种植
专业户张得水在该市返乡农民工和普通高校毕
业生小额担保贷款启动仪式上领到 5 万元现
金，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据悉，当天该市共为
12名返乡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发放了 50万元
的创业资金。

据张得水介绍，他以前一直在外地打工，后来
返乡搞起了养殖，今年他打算扩大规模，但资金短
缺成为制约他发展的瓶颈。一筹莫展之际，他看
到了新密市政府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宣
传。抱着试试的态度，张得水来到新密市邮政储
蓄银行，通过银行开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绿色通
道”，他很快获得了5万元的贷款审批。

据了解，今年新密市政府为激发返乡农民
工和普通高校毕业生创业热情，拿出1000万元
作为小额贷款担保资金，以解决返乡农民工和
高校毕业生创业资金困难问题。

千万元担保助推创业

本报讯（记者 陈思）“新郑市将以龙湖纺织
工业园为依托，切实搞好各方面服务，为省外企
业的入驻和本省市企业搬迁创造条件。”昨日上
午，在新郑召开的河南服装承接转移邀商动员
会上，新郑市市长王广国向知名服装品牌负责
人发出了诚挚邀请。

中国服装协会今年年初把我省确定为中西部
地区承接服装产业转移试点地区，我市把服装行
业列为经济支柱产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纺
织服装产业发展的政策，这些让河南和郑州服装
产业发展面临绝好的战略机遇。

在新一轮的发展竞争中，龙湖镇的纺织工
业园区如何抢抓机遇、趁势而上、加快发展？怎
样整合资源、发挥产业优势？新郑市围绕投资
优势、投资载体、投资政策等方面，向各地名牌
服装企业亮出了“底牌”，以迎接外地服装产业
来新郑交流、发展。

新郑张开双臂

邀外地服装企业落户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姬瑞林 胡
斌）“多亏了政府部门的关心支持，才使我们在
当前融资难的情况下顺利摆脱了困境。”昨日，
郑州泰新内饰件有限公司负责人专门来到中牟
县地税局，对他们为外资企业排忧解难感谢不
已。今年上半年，该局先后帮助企业解决实际
问题50多个。

为引导和扶持外商投资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中牟县地税系统通过政策宣讲、实务培训、上门
走访等多种方式，在提供政策咨询、推进重大项
目落户、实施创业创新指导、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等方面为企业带来了实效。同时，他们针对外资
企业缴纳房产税的文件依据、计算方法和缴纳方
式及减免税优惠政策，以短信方式进行温馨提
示，并进行专门的纳税辅导，使地方税收维持了
增收态势，县级收入同比增长 6.73%，在全市各
县（市）区中位居前列。

排忧解难 共克时艰
中牟多策并举帮助企业摆脱困境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秦海党）“国
家为老百姓想得真周到，种玉米也给上了保险，
遇上旱灾虫害，就能够得到一定补偿。”昨天下
午，在中牟县郑庵镇台前村地头前，村民周晓武
指着丰收在望的玉米说。据悉，从今年秋季开
始，中牟县农民种植玉米只要每亩交纳2.2元的
保险费用，在遇到农业灾害时便可获得保险公
司190元的补偿。

玉米种植保险是继良种补贴后的又一项惠
农政策。据了解，政策性玉米保险每亩保费11
元，由中央、省、市、县财政分别分担，农户只需每
亩交纳保费2.2元，在保险期间，由于暴雨、洪水、
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病虫草鼠害等直接
造成保险玉米损失的，每亩最高赔付限额 190
元。眼下，该县各乡镇正在以村为单位登记造
册，以乡(镇)单位统一投保，种植户应缴保费由各
乡(镇)政府组织各村统一收缴，汇集到乡(镇)统
一缴纳到承保保险公司，并依据投保名册，填制
保险凭证、申请各级财政补贴资金。

种玉米也能入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