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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功夫天下闻名。

左：匈牙利罐舞。 上：墨西哥佳加德民间舞蹈。

本报讯（记者李晓光通讯员
孙春霞文李焱图）哥萨克的骑兵
舞、墨西哥的拉丁舞……昨日上
午，嵩山少林寺广场上热闹异常，
来自墨西哥、孟加拉、芬兰、俄罗斯
等世界30个国家和地区的演员，

用他们激情四射的演出拉开了
2009河洛文化旅游节暨“世界风
情魅力少林”活动的序幕。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促进中
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展示世界不同民族风情文化，由

洛阳市旅游局、登封市人民政府
邀请的各国文艺团体举行了这
次盛大的世界风情及少林功夫
表演。除昨天外，20日还将继续
演出。届时前往少林景区参观
的中外游客可免费观看。

歌舞少林 情动嵩山
2009河洛文化旅游节暨“世界风情 魅力少林”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高凯）连续阴沉了几
天的老天终于在昨日放晴，这下乐坏了
家住新郑辛店镇史庄村首个无公害谷
子种植户史书海和第一位秸秆无公害
养猪户李迎村。两人行业虽不同，但喜
在一处：晾干谷子和秸秆，腰包就要往
外鼓。

新郑史庄村地处山区丘陵地带，荒
冈荒沟很多，村中有260户人家。过去，
村民经济来源靠麦子、玉米，一年下来
一个人收入只有2000多元。近两年，随
着村南边一条通往郑州的高速公路通
车和东边一条通向旅游景区的路修好，
村里引来了不少求购土特产的人，于是
史庄村人也开始跟着外人的爱好搞起

土特产种养，希望以此增加收入。
“其实这都是小打小闹，真正想发

家，靠这‘仨核桃俩枣’根本不中。”村支
部书记史红立一本正经地说，为了选准
发家致富路，村里讨论了无数次，最终
确定了尝试种植无公害谷子和无公害
养猪。村子提出的口号是打造“生态环
保村”，这符合村里发展的大趋势。

农村有句话叫：“是骡子是马拉出
来遛遛。”为了尽快推行这两个新项目，
史庄村村支部成员、党员统统行动起来
张罗，最终选定了史书海和李迎村，并
在年初和秋种时，帮助李迎村在山冈上
办起了无公害养猪场，帮助史书海在山
下种上了谷子。

62岁的史书海是个敢向传统叫板
的老汉。今年，村民们都忙着种玉米
时，他选择了尝试种无公害谷子。史书
海掰着指头说：“一亩玉米收下来 1000
多块钱，但我这对着城里人胃口的无公
害谷子，一亩至少 2000多块，肯定赚。”
史庄村旁边山冈上的无公害养猪户李
迎村投资了70多万元，一期养了300多
头猪，用的技术是秸秆铺在猪圈最下
面，上面 50厘米洒锯末，再加养猪用的
有益菌。“这个技术就好在养出来的猪
是无公害的，猪排出来的粪便和秸秆、
锯末在有益菌的帮助下进行发酵，直接
就能变成猪吃的饲料。”信心十足的李
迎村说，只要下工夫，到年底盈利 10多

万元不成问题。
此后，李迎村和史书海挣钱的消息

在村里不胫而走，并有两户村民要跟着
李迎村学，50 多户村民要走史书海的
路。“现在漯河、郑州的一些肉食品加工
厂和面品加工厂已经来村洽谈了，下一
步，还要搞起电子商务来经营村里的无
公害产品。以后销路打开了，村民们的
腰包想不鼓都不行。”就职于该村的大
学生村官高志刚介绍说。

有了致富路，史庄村如今变得更加
热闹了，有人忙着向李迎村和史书海讨
经验，有人忙着学习无公害种养技术，
热火朝天的干劲儿让史庄村青春焕发，
显得愈发有生机和活力。

山上猪 山下谷 催着村民腰包鼓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刘秀
章康晓丽）记者昨日从巩义市环保
局获悉，截至目前，该市米河镇列入
省、市综合整治的45家企业中，已有
43家完成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自 2005 年起，巩义市先后采
取强制手段，取缔米河镇 47 家重
污染企业，其中灰水泥企业 39 家，
环境质量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但
随着现有企业环保设施老化、管理
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米河镇的环
境质量问题再度成为焦点。今年
年初，米河镇被确定为全省重点环
境综合整治地区。

今年以来，该市通过实施“四级
督察”、“环境综合整治月报”等多项
制度，强力推进环境综合整治。截

至目前，米河镇列入整治范围的 45
家企业中，有43家已完成环境综合
整治任务。近年来，米河镇先后投
入环保资金 6000多万元，安装污染
治理设施 24 台，并对所有厂区、地
面进行硬化和绿化。巩义市长虹炭
素厂号召职工集资进行污染治理工
程，河南郑顺氟铝化工有限公司先
后投资 2000 多万元对生产工艺进
行了彻底改造。

为加快米河镇的生态建设，该
镇投入生态建设资金 700 多万元，
植树造林 4900 亩，扩建柏树园 15
亩，增加水面 2 万多平方米。昔日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河道，如今河
水清澈、鱼虾成群，已成为游人驻足
观望、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米河镇43家企业完成环保整治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
建华）为适应网络时代干部学习的
新特点，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强大功
能，推进干部自主选学，解决工学
矛盾，日前，新密市设立干部网校，
组织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网
校学习。

在电脑上点开新密干部网
校，《党的理论创新与科学发展
观》、《美国次债危机与中国经
济》等 课 程 映 入 眼 帘 ，涉 及 政

治、党建、领导科学、科技、健康
知识等 9 大类 41 门课程。学习
内容有专家教授的讲稿、课件、
幻 灯 片 、视 频 及 相 关 音 像 资 料
等多种形式。

新密市委组织部在政府办公
网络的基础上，投资购买了电子
图书、音像资料等，建起了一个
完善的网络学习系统。组织部
门对网校学习实行学分制管理，
为每位乡科级领导干部建立了

培训账号，领导干部凭个人培训
账号，就可登录网校，自主选择
学习课程。

自从开展网校学习以来，全市
干部上网聊天、看电影的人没有
了，取而代之的是干部在网校里吸
取营养，沟通交流，促进了良好学
风的形成；通过网校学习，广大干
部的理论水平提高了、工作思路清
晰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素
质品位得到了跃升。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贺振华）“远程教育，农民也有
了‘网上课堂’”。昨日，记者从巩
义市委组织部了解到，以反映巩
义农民结缘远程教育、抒怀新生
活为内容的《青春放歌》一书，与
农民朋友见面。

据了解，为总结巩义推广现
代远程教育工作经验，继续推进
该项工作，使更多的农民也能享

受 到 现 代 远 程 教 育 带 来 的 实
惠。今年 4 月，巩义市委组织部
在全市组织了一次以“我与远程
教育”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征文
紧紧围绕现代远程教育“五抓一
创 ”活 动 和 贯 彻 落 实 科 学 发 展
观，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深刻
反映远程教育者学用结合，服务
党建、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经
历、感受和体悟。活动中，参与

学习的农民、广大大学生村干部
及远程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共
撰写参评稿件 300 余篇。

巩义市聘请专家对参评作
品进行评选，评出一、二、三等
奖各 5 名，优秀奖 10 名，并从中
甄 选 30 多 篇 优 秀 稿 件 装 订 成
书，印制 500 余册分发到全市各
党（工）委及远程教育终端站点
供学习交流。

9 月 16 日，为期三天的巩义市米河镇
风味小吃、舞蹈、钓鱼大赛拉开帷幕。参赛
选手达 600 多人，5万人乐在其中。在大赛
现场，一位 60 多岁的上街老汉因钓起一条
鱼而手舞足蹈。

通讯员 赵启明 摄

建立培训账号 实行学分管理

新密干部网校受教育

巩义农民走进“网上课堂”
出版专著传授经验 农民写文章政府收录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娄秀芹）“俺家养了30多头奶牛，一
年能收入近 4万元。”昨日，中牟滩
区的养殖户刘顺高兴地对记者说。

占地400余亩的郑州锦华牧业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是中牟县
70个养殖小区中的一个。目前公司
入住奶牛养殖户 1200户，奶牛存栏
3800余头，自动化采奶大厅4座，日产
鲜奶25吨。小区采取“公司+农户”的
养殖模式与郑州三鹿花花牛乳业有
限公司签订了奶源基地长期供奶合
同，保证了农户的切身利益。

奶牛养殖公司的发展不仅为养

殖户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解
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带动了
当地产业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资
源合理利用，解决了秸秆处理难的
问题。每年小区可清除秸秆 50000
立方米。奶牛产生的牛粪可用于沼
气生产，还可以作为高效农家肥，节
约了能源，改良了土壤，促进了农业
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据悉，中牟县现有规模养殖场
（户）3600多个、养殖小区 70个、畜
牧龙头企业20多家，畜牧业总产值
已占郑州市畜牧业总产值的 33%，
畜牧业增加值增幅达34%。

滩区养殖奶牛 带富一方乡亲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孙
国强 赵希金 文/图）“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近段时间以来，荥阳市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会传来嘹亮的
歌声、激扬的旋律，一曲曲耳熟能详
的红歌引来游人驻足聆听，这为荥
阳迎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的喜庆
氛围增添了一抹亮色。

每当夜幕降临，荥阳市人民
广场便挤满了前来观看文艺演出
的群众，台上高歌革命歌曲，台下
轻声应和，一派其乐融融的和谐
景象……

据该市宣传部门同志介绍，为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

年，近两个月来，该市围绕唱响共产
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
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主旋律，在全
市开展了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系列
活动。组织老干部、老战士、老模范、
老专家、老教师，深入到农村对中小
学生进行爱国爱家乡宣讲，组织宣
讲团到各单位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宣讲活动，举办“祖国在我心
中”演讲比赛，开展以“与祖国同行，
读一本书”为主题的全民阅读活动，
开展以“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的“挂
国旗、唱国歌、戴国徽”活动等。

目前,该市各项庆祝活动正在
有序展开,迎接建国 60周年的喜庆
氛围越来越浓。

街头巷尾红歌涌 绿地广场舞翩跹

荥阳国庆文化活动好戏连台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胡
云峰）家住中牟县大孟镇信王村的
李凤兰，多年前双眼均患上老年性
白内障，双眼几近全盲。在中牟县
正在实施的“曙光行动”中，李凤兰
免费做了白内障手术。术后第二
天，老人左眼视力便达到了0.8，老人
出院时喜悦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中牟县现有残疾人 36928 人，
其中白内障患者19486人。自2007
年以来，中牟县已有 3266 人通过

“曙光行动”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
重见了光明。已经实施手术的患者

中，年龄最大的102岁、最小的仅有
70天。

三官庙乡樊家村特困白内障患
者赵林木今年只有 8 岁，小林木的
母亲、哥哥因患眼疾失去了最佳治
疗机会而导致双目失明。小林木系
重度白内障患者，小眼球震颤，做手
术风险很大。医务人员排除一切困
难，使小林木重见了光明。

像小林木一样的幸运还将在中
牟县持续下去——中牟县残联负责
人表示，他们将做到发生一例，手术
一例，保证长效机制正常运行。

“曙光”给中牟三千人带来光明

本报讯（记者张乔普通讯员张
效强）昨日，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笔
试和实践操作，在中牟县农业科技示
范园举办的首届河南省技工技能竞
赛落下帷幕。代表郑州市参加竞赛
的中牟县农业局植保站农艺师谢旭
东表示，第一次参加全省农业技能大
赛，收获更多的是技能的提高。

据悉，此次竞赛由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组织，省农
业厅主办。参赛工种为农艺工，参
赛对象为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在职
在岗技术工人和根据人员聘用制正
式聘用的在职技术工人，并需要获

得政府人事部门核发的机关事业单
位工人技术岗位证书。竞赛内容涵
盖农业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新技术
新知识的应用、职业道德及相关法
律法规等。

据介绍，此次参加决赛的代表队
共有13个，参赛选手54名。获得决
赛第一名的选手，可按程序申报河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郑州市共有5人
参赛，3人来自在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1人来自登封市农业局、1人来自中牟
县农业局。1人获得“河南省农业技
术标兵”、两人获得“技术能手”称号，
郑州市获得团体组织奖。

河南技工技能竞赛中牟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