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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荥阳市
秋意正浓的各个主题公园敞开胸怀接纳
着每一位游人，丝毫不吝啬地向他们展
示自己的美丽。

一处处亭台楼榭，一片片珍奇花木令
人心旷神怡。来此休闲的人们早已熟悉了
这里的一草一木，按部就班地开始着自己
的休闲活动。太极、慢跑、散步，悠然自得；
或几位票友结伴，敲起梆子，拉起弦子，既
自娱自乐又吸引眼球地唱上几段,一派和
谐的乐章回荡在鸟语花香之间……

居住在荥阳市索河办事处社区的
赵新程老人今年 67 岁，几乎每天他都
要和几个老伙计骑着车在荥阳的各个
公园转上一圈，然后找一处休闲之地坐
下来，你敲梆子我拉弦地唱上几段才过
瘾。“以前，能找棵大树坐下面玩一会儿
就不错了，现在，这么多公园我可以挑
着去。”赵新程一脸幸福地向记者说着
他的幸福生活。

这几年，随着刘禹锡、李商隐、兴国
寺等一个个文化主题公园的建成，荥阳
人的生活质量确实提高了不少，而与众
多历史文化名人朝夕相伴为荥阳人津津
乐道。“诗豪”刘禹锡死后葬于荥阳在该
市人尽皆知，李商隐生于荥阳、葬于荥阳
也让荥阳人为之自豪，曾与洞林寺、大海
寺、龙泉寺一起被誉为古荥阳四大名寺
的兴国寺，整修后重现的荥阳十景之一
——“古槐夜雨”，再加上处处弥漫着南
国风光的荥阳植物园，不仅处处绿树成
荫，小河潺潺，山水之间更多透露出荥阳
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今的荥阳已经成为
名副其实的郑州“西花园”。

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谢庆 文/图

本 报 讯（记 者 高凯）昨 日 的
阳光明媚喜坏了新郑薛店镇大吴
村村民吴树樾一家。趁着这大好
天，一家人赶紧将家中的衣服、被
子拿出来晾晒。和吴树樾一家一
样翻箱倒柜、晾晾晒晒忙碌着的
村民在大吴村随处可见，因为再
有一段时间这里的村民们就要搬
进新农村安置房，从此过上住“小
洋楼”的生活。

“破瓦房，旧庭院，棉花杆子搁
一片。”说起过去的农村居住环境，
这句流传在村口乡间的口头禅不

难被人想起，而过去的大吴村就是
这个样子，村民们的庭院里堆着秸
秆、甚至养着牲畜，是地地道道的
大杂院，但随着大吴村新农村安置
房即将交付村民使用，这样的生活
将离村民而远去。记者在大吴村
的新安置区看到，一幢幢商住两用
房拔地而起、排列有序，房屋建设
美观新颖，远远望去如静立在乡间
的小别墅。

和大吴村一样忙碌着的还有
姚张村、王口村、司洼村、北靳楼
村、陶庄村，这是 6 个村今年被新

郑 市 列 为 新 农 村 建 设 综 合 整 治
村，为了达到预期的整治效果，新
郑市投资 6100 万元对这 6 个村进
行了升级改造。同时，由新郑市
主要领导分包 6 个村的建设，坚
持每周进一次村解决一次问题，
以迅速“医治”新安置区基础建设
中的“疑难杂症”，使这 6 个村的
基础建设得以快速推进，目前工
程量已经完成 96%。

“目前，新安置区的基础建设
已经接近尾声，再过一段时间村民
就可欢喜地迁住进来。等到入住

新安置区后，村里将继续依托附近
的雏鹰集团大力发展养殖业，让村
民们在新居里继续发家致富。”瞅
着眼前的美景，村支书吴国顺高兴
地说。

在 6 个综合整治村建设取得初
步成效后，新郑市被郑州市确定其
余 10 多个新农村试点村和新郑本
市确定的 29 个示范村的建设也跟
着开足了马力。为了确保建设资
金及时投入，新郑市将新农村建设
配套资金从年初的 700 万元增加到
2200 万元。另外，专门制定奖励办

法，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新房建设、
“四改工程”、墙体粉刷工程等。截
至目前，来自民间的资金已达到
7000多万元。

此外，为了争取各方资源服务
新农村建设，新郑市还专门建立了

“结对帮扶联动机制”，组织市域内
300 多家单位、300 多家企业与 309
个行政村和居委会开展“单位结对
帮扶、企业（高等院校）参与共建新
农村、新家园”活动，使整个新郑兴
起一派城乡“互为资源、互相服务、
互补互促”的大好风气。

告别大杂院 住进小洋楼
新郑开足马力建设新农村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张红伟 秦海
党）昨日上午，19岁的张东喜从中牟县领导手
中接过了 500 元的资助款。在 2009“郑州慈善
日”到来之际，中牟县举行“与慈善通行 献一
片爱心”捐赠活动动员大会。今年刚刚考上大
学的张东喜和其他 321 名贫困学生、贫困群众
每人领取了500元、共计16万元的补助。

这已经不是家住郑庵镇砚台寺村的张东喜
第一次得到慈善机构的资助了。上小学的时候，
张东喜的父亲患心脏病，失去劳动能力，多年的
劳累让东喜的母亲也积劳成疾。要强、好学的东
喜就是靠着亲朋好友的帮助和慈善部门的资助，
完成了中学学业，并于今年夏天考上了大学。

自第一个“郑州慈善日”活动开展以来，中牟
县发起“企业捐出一天的利润、机关和事业单位
捐出节省的一笔办公经费、干部职工捐出一天的
工资、乡镇居民捐出一块钱、中小学生捐出一天
零花钱”的“五个一”爱心捐助活动，掀起全民慈
善热潮，有力促进了全县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家三口农民，名字经常出现在各
级媒体，从 1997 年至今，新密市曲梁乡
农民樊书顶一家三口农忙时下田劳作，
闲时四处打听线索奔波采访，12年发表
稿件1400多篇。这三名“农民记者”，在
发掘别人身上“闪光点”的同时，也经历
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昨日上午，在新密市曲梁乡一片农
田里，一位衣着简朴的农家汉子正在忙
碌。他就是三名农民记者的领头人
——66 岁的樊书顶。老人谈话中气十
足：“我现在还经常骑车跑四五十里去
采访。”

1997年，老樊一个本家哥哥试着用

酵母喂牲口，作节约粮食的试验，结果
试验成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把这
件事写成了稿件，投给了郑州晚报。没
想到，郑州晚报发表了。从此，樊书顶
迷上新闻写作。儿子和女儿也开始跟
他学写新闻，

1999年，儿子樊展宏在曲梁乡采访
时，途中突然遇到车祸，被迫做了高位
截肢手术。在巨大的打击面前，樊展宏
差点崩溃，但他很快振作起来，手术后
没多久，还在住院期间，他还在病床上
写他的新闻。

出院后，儿子无法外出采访。为
了鼓励儿子，樊书顶总是自己出外采

访后，将情况讲给儿子听，让儿子将
新闻写出来，再由他修改后往媒体投
送。由于儿子对新闻的“痴迷不悟”，
儿媳妇的怨言越来越多，有一天，儿
媳妇离家了，樊展宏的两个孩子也被
带走了。

面对一连串变故和打击，樊展宏没
有消沉。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安上了假
肢，学会了骑电动车。现在，只要是在
本乡范围内的采访，樊展宏骑着电动
车，都能独自完成。

祸不单行。出嫁的女儿樊会娟
也经历着生活的磨难。“会娟丈夫年
纪不大，偏偏得了糖尿病，得病后先

是双目失明，后来又经多方救治，最
终死亡。现在女儿婆家里除了一个
孩子要带，还得照顾三个老人，一个
是会娟 70 多岁的公公，另两个是会娟
丈夫 60 多岁的叔叔和呆傻的婶婶。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会娟还仍然坚
持新闻写作。

樊会娟告诉记者，她在村里还任着
村干部，负责计划生育宣传方面的事
情。“家务事太忙了，写的东西不多，只
是偶尔写写，算是没有丢掉吧。前几年
外出采访只是一纸一笔，现在条件好些
了，筹资买了照相机、摄像机，并正张罗
着配备电脑。”

最近，他们还忙着通过自己消息灵
通的优势，帮助乡亲们收集致富信息，
眼下村里不少人都学着养兔子，现在三
位农民记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帮他们收
集技术方面的信息。 老樊说：“多年的
记者经历，让老樊成为附近的名人，也
培养了他与大家的深厚友谊，这可是一
大笔财富。”

本报讯（记者 高凯）“这么大的种猪场建好
了，对我们养殖户可是件大好事儿，以后养殖业
发展就更有盼头了。”昨日，投资1400多万元的
智能管理环保养猪项目在新郑开工建设，预计
建成后可每年向社会提供10000头优良父母代
二元母猪，引得大批养猪专业户拍手叫好。

据悉，此种猪场是人和养猪专业合作社投
资兴建，建成后将省内首家引进荷兰威乐斯母
猪群养系统，该系统采用养殖废水厌氧及智能
沼气发电工艺进行生猪群养，可对生猪饲养进
行信息化管理，可根据监测数据掌握生猪生长、
繁育等信息，以达到饲养精确化。人和养猪专
业合作社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预计建成后，
存栏优良纯种母猪达 1000头，销售生猪达 1万
头，可实现销售收入2800万元。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人和养猪专
业合作社于去年10月成立，是为了解决新郑当
地生猪散养户在养殖生猪过程中遇到的饲养难、
养殖效益差等问题，以帮助养殖户应对竞争日趋
激烈的生猪销售市场。合作社成立一年多来，发
展社员106人，范围覆盖新郑8个乡镇及周边长
葛、禹州等县市，生猪存栏规模达到两万多头。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宋小华 文/图）昨日上午，位于新
密市牛店镇助泉寺村的新密玉石
矿雕刻厂一片肃静，“密玉杯”河
南省首届玉石雕刻大赛在这里举
行（如图）。

得到工作人员的许可，记者
通过隔离区进入考场，数十名技
师分别坐在自己的操作台前，手
持玉石、刻刀，紧张而细致地工
作着。有的雕刻人物，有的制作
器皿，有的刻画山水……36 号技
师正在雕刻一件山水作品，翠绿
色的玉石在刻刀的修整下发出

“吱吱”的声响，为了降低刻刀温
度，旁边一个纤细的水管不停向
刻刀喷水，以减低刻刀温度，几
刀过后，一颗绿树的轮廓展现出
来。

雕刻过程中，有的技师会不
时停下刻刀，凝神思考一阵，然后
再开始雕刻。据内行人士说，玉
石雕刻不像绘画，画不好可以重
来，一件好的石材，一刀下去不到
位，造成的损失将无法弥补。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郑州市
政协委员赵国安是此次大赛的裁

判员。他说：“参赛选手分别来自
北京、广州、深圳、南阳、郑州等
地，共 56 名，全部为河南籍。他
们自行构思设计，17日之前完成
雕刻，18日由专家评审。第一名
将获得省五一劳动者奖章。”

大赛冠名“密玉杯”，与密玉
的重要地位有关。密玉因产于新
密而得名，多为绿色，又称“河南
翠”。新密玉石矿雕刻厂总经理
刘二振为此次大赛提供了场地和
设备，作为资深玉雕制作者，他向
记者介绍了玉雕制作过程：“首先
是去皮，原石颜色各异，有用的颜
色留下，没用的颜色去除，这在玉
雕制作过程中最关键，有高超去
皮本领的技师要有多年从业经
验，然后是设计出图纸，雕刻制
作，打磨。一件玉雕成品就完成
了。”

“河南省的玉石雕刻行业从
业人员占全国总人数的 60%以
上，是全国玉石雕刻的中坚力量，
我们举办这次比赛，就是为了进
一步提高河南玉雕技师的水平。”
大赛的组织者，省珠宝玉石行业
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田金敬）昨日
记者从中牟县农业局获悉，由于全县机械化利用
率较高，农民抓住目前天气时机，加快秋收、秋种
进度，截至目前，超过九成的秋粮已经收获。

中牟是我市农业生产大县，每年秋收期间，
田间地头机声轰鸣，到处都是一派快打、快收、
快种的繁忙景象。截至目前，全县秋作物已收
获 83.6万亩，占播种总面积的 92.1%，其中玉米
48.8 万亩、花生 31.3 万亩、红薯 0.3 万亩、大豆
2.3 万亩、棉花 0.9 万亩；已完成腾茬 83.5 万亩，
已犁地43.9万亩，秸秆还田面积达41.7万亩，小
麦种植10.7万亩，大蒜种植26.2万亩，蔬菜种植
8.7 万亩。由于农民利用机械化程度较高，秋
收、秋种进度较往年进度快。

“五个一”掀起全民慈善热潮

中牟16万善款惠寒门

智能养猪项目新郑开建

农忙种地 农闲采访

三个“农民记者”的风雨人生
本报记者 张立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孙国强 李伟
娜）昨天下午，在荥阳市广武镇三官庙村头，30
多名村民齐聚一堂，聚精会神地听农业局技术
员做小麦播种技术讲座，村民王永民高兴地对
记者说：“政府想得真周到，为了不误农忙，把技
术都送到家门口了。”

荥阳市组织了76名技术人员，牺牲双节假
期，广泛深入全市15个乡镇，进村入户开展各种形
式的技术服务，采取集中培训、分户指导、物化补
贴等形式，指导农民应用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共
发放宣传资料15万余份，开展大型技术培训35
场，使90%以上群众做到科学施肥，增收节支。

秋收开始后，该市及时组织农机部门成立
了农机维修服务、农机帮扶、农机安全督导三个
巡回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套餐”、“一条
龙”等作业服务模式，围绕农机具购置补贴这一
惠农政策，以成立农机合作社的形式积极鼓励
农民购买农机具，新增玉米收获机 87 台，协调
4200多台（套）农业机械投入一线帮扶抢收，使
得36万亩玉米及时全面收仓。

政府办培训技术送门口

中牟九成秋粮归仓
半数土地秸秆还田

56名高手新密赛玉雕

本报讯（记者 高凯）严把征兵学
历、心理质量关，输送高素质新兵服
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记者昨
日从新郑市了解到，该市 2009 年冬
季征兵工作将于11月1日全面展开，
目前已开始部署安排征兵工作人员，
计划于12月底前全部完成新兵输送
任务。

据了解，新郑今年冬季的征兵对
象主体为高中以上文化青年，重点征
集各级各类本科、大专、高中（含高
职、中专、技校）应届毕业生，其中征
集大学生的比例不低于征集总任务
数的 20%。同时，今年的征兵过程
中，新郑还将对征兵方式、女兵征集
方式、征兵心理检测工作等方面进行
改革，以选拔出高素质的有志青年到
部队服役。

新郑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新郑冬季征兵的任务基本与去年
持平。为了确保征兵任务高质量
完成，今年对征兵的学历、个人履
历等都有严格要求，另外还将对征
集新兵的心理检测进行严格把关，
从而选出素质过硬的新兵服务军
队建设。

在 精 心 启 动 征 兵 工 作 的 同
时，新郑还同时启动了征兵宣传
活动，在全市张贴宣传图、悬挂宣
传标语，同时专门设立征兵咨询
台向市民介绍征兵和服兵役的相
关知识，以及将征兵的相关事宜
进行多渠道宣传，以增强广大青
年服务国防建设的意识和鼓励有
志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为国防现代
化建设服务。

学历过关 心理过硬

新郑启动今冬征兵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
晓辉）旅游团专车排长队，游客扎堆
长寿山。“十一”黄金周过后，竹林长
寿山红叶漫山遍野、层林尽染，景区
借活动造势，旅游再升温。

“农家乐爆满，宾馆想安排就餐
房间都要提前预订。”昨日，记者在竹
林镇了解到，今年黄金周期间，有近
10 万人蜂拥竹林长寿山，黄金周过
后散客虽然减少，但团队旅游持续升
温。据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天
气转凉，竹林长寿山红叶已经进入了

最佳观赏期，层次分明、色泽鲜艳，漫
山遍野火红一片，郑州、洛阳、新乡、
焦作等周边城市“错峰游”的团队游
客大量增加。

据介绍，随着重阳节临近，该景
区借节造势，精彩活动不断。以“登
山健体 欢度重阳”为主题的“重阳节
驴友登山比赛”已经征集到 1000 多
名报名者，吸引了河南省登山协会、
巩义市户外登山协会及众多企事业
单位、机关团体、户外运动俱乐部等
会员的积极参与。

节后错峰游升温

长寿山红叶引人入胜
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西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