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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温
良 孙丽萍）“生活在新郑，是俺老年
人的福气！”昨日，在新郑市观音寺
镇敬老院的秦尊玲老人提起该市的

“养老新政”，就有说不完的话：“过
去，俺孤身一人到处打‘烂仗’，喝水
都找不到地方。现在有人洗衣做
饭，一日三餐不重样，俺做梦也想不
到啊。”

据了解，秦尊玲只是该市近
2000 名五保老人中的一员；乡镇敬
老院改造建设、五保老人集中供养，
也仅仅是新郑近年来实施惠民工程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新郑市以人

为本，财政两年增资 2.6 个亿，大手
笔运作民生工程，积极推进公共财
政向民生倾斜，社会保障向农村延
伸。尤其是今年以来，推出关爱老
人六大“套餐”，让生活在新郑的老
人颐养天年，奏响了敬老、爱老、爱
心、温暖的和谐曲。

老有所养

该市启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全市 60 岁以上老人普遍享
受养老金待遇。该市累计参保登记
41794人，征缴基金1.43亿元,享受待
遇38000余人。

老有所住

该市着力搞好乡镇敬老院改造
建设，基本实现所有五保老人集中
供养。近年来先后新建、改扩建 14
所乡镇敬老院，农村“五保”对象
1990人，集中供养率达80％以上，累
计投入资金4000万元。

老有所管

今年年初，由该市财政出资为
全市敬老院集中招聘 100 名年龄 45
岁以上、初中以上学历、身体健康、
有一定服务特长的人员走上敬老服

务岗位，为入住敬老院的老人提供
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和关爱。

老有所便

该市新修改造城乡道路1000多
公里、公交线路实现行政村 100%全
覆盖，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60 岁以
上老人免费乘坐城乡公交车，为该
市老年人的出行提供了便利。

老有所医

该市全面启动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和
补助标准，参保登记人数达 51.49万

人，参合率达到99.6%。另外，大力推
行单病种限价收费政策，为 1.2万名
患者节约费用680万元，有效地缓解
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难题。

老有所乐

该市选择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北
新区，投资 2600 多万元建设了功能
完善的老年活动中心，为老年人学
习、娱乐提供了好去处。

适逢寒冬，天寒地冻，可这一件
件、一桩桩，善解“夕阳”之意的工
程，却为老人们送去了春天般的温
暖。

“养老新政”吹来和谐风
新郑推出关爱老人六大“套餐”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王建
军 赵聪聪 文/图）巍巍具茨山，浩浩
中华魂。12 月 1 日，世界客家播迁路
大型文化交流暨“采集中原圣土，打造
文化标志”活动来到了黄帝故里新郑，
并在气势磅礴的具茨山顶举行了庄严
隆重的圣土采集仪式。

上午 9 点 50 分，寓意着九五之尊
的九响盛世礼炮后，圣土采集仪式正
式开始。参加圣土采集的客家代表
和新郑市有关负责人首先向始祖轩
辕黄帝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
礼。之后，客家代表披戴黄帝丝巾成
功采得黄帝圣土，现场顿时响起热烈
的掌声。

“采集中原圣土，打造文化标
志”活动由世界客家播迁路大型文
化交流活动组委会组织开展，以“同
根同源、和睦和谐”为主题，采用“采
集圣土、圣水”的方式，选择 9 个最
能代表河南悠久历史文化的地方，
邀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前往采集圣
土、圣水。采集活动完成后，将以各
地的圣土与圣水为材料制成“中原
圣土望君归”特殊纪念物，作为饱含
河南省父老乡亲思亲情结的重要圣
物，在 12 月举行的“中原文化宝岛
行”活动中赠送给台湾世界客属总
会，并在随后的文化交流活动中赠
与海内外客家社团。

黄帝故里新郑与客家人、客家
播迁有何渊源呢？新郑黄帝故里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文学先生告
诉记者：“客家人是历史上由中原
迁往南方汉民族的一支，他们的始
祖是远古时代生活在河洛地区的
少典族、炎帝族和黄帝族，而新郑
在远古时期为有熊国，是少典族、
炎帝族的居住地，是中华人文始祖
黄帝的出生、创业、建都之地，可以
说客家人的祖根就在有熊国，即今
日的河南新郑。也正是此原因，世
界客家播迁路活动组委会把新郑
作为‘中华圣土’九大采集圣地之
一。”

世界客家播迁路
黄帝故里采圣土

近日，在登封市商埠街小学的操场上，学生
们把小说、教辅资料、工具书等拿出来进行书籍
大甩卖，现场叫价声此起彼伏。这是该校精心
组织的一年一度的校园“图书跳蚤市场”活动，
深受学生们喜爱。 本报记者 李利强 摄

“跳蚤书市”受欢迎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朱
星伟）明年 8 月底前，中牟县将接收
首批丹江口库区 2645 名移民。昨
日，记者从中牟县南水北调丹江口库
区移民安置动员大会上了解到，目
前，接收首批移民的三个移民新村的

“三通一平”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本
月 10 日前即可满足移民建房的交
通、供水、供电需求。

根据省移民安置整体规划，中牟
县应接收丹江口库区移民 9152 人，
移民安置区涉及全县 6 个乡镇和林
场、农场共 10 个村（点）。其中第一
批安置移民 2645 人，分别安置在官
渡镇西吴村、万滩镇毛庄村和狼城岗

镇瓦坡村。
“目前三个移民新村正在进行‘三

通一平’工作，预计10日前就可结束，
就可以满足移民建房的交通、供水、供
电需求；15 日前宅基地就会分配到
户。”中牟县移民局负责人介绍说，根据
安排，明年1月31日前，该县将完成移
民房屋的基础设施建设；5月20日前完
成移民个人房屋建设，基本达到入住
条件；6月30日前完成永久供电、给排
水、电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及学校、
村部、超市等公益设施建设，“为7月份
移民开始搬迁做好充分准备”。

“各乡镇将在明年夏收前完成移
民生产用地的勘测定界，9 月 20 日前

将移交给移民安置村。”该县国土部门
负责人介绍。

“明年 8 月 31 日前，我们将完成
移民学生的转学、入学各项准备工
作，确保移民学生按时开学。”县教体
部门负责人表示，对移民中的国家在
职教师自愿转入安置地的，他们还将
协调有关部门予以安置；移民搬迁 5
年内，移民考生在中招录取中都将得
到相应照顾。

据悉，目前该县已从县直18个单
位中抽调工作人员，成立了 9 个专门
的工作组常驻在移民新村，协调帮助
解决工程建设、土地划拨、搬迁安置等
各项工作。

中牟移民新村建设进展顺利
“三通一平”工作10日前可结束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吴卫明 张相
臣）为防止违法违规用地出现反弹，今年以来，
荥阳市国土资源部门着力在“联防、联管、联动”
上下工夫，确保耕地红线。

国土部门一方面充分利用巡查、督察、检查、
村级协管员报告、群众举报等多种渠道，与该市
14个乡镇、办事处及建设、规划、新房等部门建立
工作联系，做到违法用地信息早掌控。另外，该
局进一步完善“早发现”机制，按照巡查无假日、
巡查无死角、巡查全天候的巡查机制，充分调动
该市283名村级土地协管员的力量，形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用地监管执法网络体系。

今年以来，该局采取“对所联动、队对联动、
所村联动”等不同形式开展执法活动，有效遏制
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今年该局共发现各类违法
案件 65起，消灭在萌芽状态 32起，正在查处 13
起，立案查处20起，结案率达到100%。

荥阳联动执法
确保耕地红线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新瑞子战）
巩义市米河镇高庙村村民深深感受到了新农村
建设的新变化：干净整洁、环境优美的村容村貌，
村中道路、绿化景观等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就像
在城里。11月30日，巩义米河镇高庙村新农村
建设顺利通过郑州市新农村建设考核组的验收。

今年，高庙村被确定为郑州市新农村建设重
点示范村，建设类型为中心村聚集型。在巩义市
新农办的直接指导下，米河镇党委、政府成立了
示范村建设工程指挥部，由镇长分包高庙村，成
立7个工作组负责示范村建设工作。他们将集
体筹措资金用于村内道路、排水管网、环卫设施、
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农户自筹
资金全部用于农户“四改”和房屋立面改造。

截至目前，高庙示范村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3738.9万元，完成9360米道路硬化、绿化、亮化工
程。还建设了垃圾中转站、新建垃圾池、垃圾箱等。

新农村建设带来巨变
巩义高庙村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
员 赵希金）近日，在中央电视
台举办的“激情新农村 幸福
新农民”首届全国村歌大赛
中，荥阳市广武镇丁洼村的村
歌《丁洼是我家》荣获“中国优
秀村歌”奖，词作者丁留强荣
获“中国村歌十大金曲”作词
第四名。

“激情新农村，幸福新农
民”首届全国村歌评选活动是
由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中国合
作经济学会联合主办，经过一
年的收集、整理，遴选出 100
首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村歌，其
中 20 首村歌入围“中国村歌
十大金曲”，《丁洼是我家》作

为郑州市的唯一代表入选。
11 月 21 日至 27 日，主办方对

“中国村歌十大金曲”、“中国
村歌十佳作曲”、“中国村歌
十佳作词”进行网络公示投
票。

据介绍，广武镇是个文
化底蕴深厚的古镇，近年来
以大力开发文化旅游业为载
体，推动新农村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作者丁留强告诉
记者，《丁洼是我家》曲调属
河南地方豫剧风格，广武镇
将邀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
柏青演唱这首歌曲，然后丁
洼村民将以此为示范学唱自
己的村歌。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
讯员 秦海党 朱辛玲）“在家轻
点鼠标，就能找到好工作。”昨
日上午，为广大城乡群众就业、
培训提供服务的中部就业网中
牟网站村级站点开通，县城里
的招聘信息通过网络传递到农
民身边，不少冬闲的村民开始
在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上网找
工作。

中部就业网(即原郑州人
力资源网)，隶属于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职业介绍中心，是国
内最早、最专业的人才招聘网
站之一，目前是中部六省最具
影响力的人才招聘网站。

开通中部就业网中牟网站
是为了进一步完善统筹城乡就
业服务体系，发挥基层劳动保
障机构在统筹城乡就业方面的
积极作用，实现人力资源信息
与就业岗位信息及时、有效对
接，使农村求职者在家门口第
一时间掌握本区域及周边地区
的岗位需求情况。

中部就业网中牟网站村级
站点链接城市和农村两头，一头
是链接各大城市就业市场，积极
将发达地区用工订单送到农村，
另一头是链接全县各个乡镇、
村，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网查
询各城市劳务需求情况。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贺保良 郜泉
州）历经三年刻苦攻关，一种节能降耗性能明显
的多功能压砖机在巩义研制成功。经建材机械
权威部门鉴定，该机械各项指标均达到行业标
准，填补了节能型制砖设备的空白。

据了解，该套 Yz300-4 节能型多功能压砖
机，是由位于巩义市的郑州市宏大机械制造总
公司研制。这家具有 30 年专业生产压砖机械
的厂家，经近三年的刻苦攻关，引进国内外先进
技术，大胆进行改革和创新，终于试制成功。

据悉，该产品已申报国家专利，开始批量生
产进入市场。今年在大连机械产品展博会上初
次亮相，便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和用户。目
前，已有16个省市自治区上百家用户前来洽谈
生意，产品供不应求。

巩义研制成功节能制砖机
多项指标填补行业空白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
员 王建军）71 岁的黑龙江老
人满时新，历时 6 年骑单车到
全 国 各 地 义 务 宣 传 爱 国 主
义，在走遍全国 31 个省、市、
自治区后，昨日，这位老人来
到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
出生地——郑州新郑拜谒黄
帝，了却自己半个世纪的夙
愿。

来到新郑后，满时新先
到黄帝故里拜谒轩辕黄帝，
之后参观郑王陵博物馆、欧
阳修陵园等名胜古迹。满时
新 告 诉 记 者 ，大 学 期 间 ，因
为家里贫穷，每逢假期都到
校图书馆兼职，阅读许多关
于轩辕黄帝的书籍，就萌发
到新郑拜谒黄帝的愿望。参
加工作后，一直未间断黄帝
文化的学习研究，特别是近
几年拜祖大典的成功举办，
使他拜谒黄帝的愿望越来越

强烈。
据了解，满时新老人是

安徽泗州人，上世纪 60 年代
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支援边
疆建设，后被分配到黑龙江
省从事过林业工作，接着又
当过教师、编辑等。数十年
的生活经历，目睹新中国成
立后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满时新就萌发到各地义务宣
传爱国主义的念头。

2003 年 9 月 12 日 ，已 经
退休的满时新从黑龙江省漠
河出发，骑单车到全国各地
进行爱国主义宣传。6 年多
来 ，满 时 新 行 程 近 14 万 公
里，骑坏 8 辆自行车，最东到
过黑龙江省抚远县的东方第
一哨，最南到过三亚的鹿回
头 ，最 西 到 过 新 疆 阿 拉 山
口 ，先 后 为 机 关 、企 业 、学
校 、部 队 作 过 600 多 场 报 告
和演讲。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
讯员 贺保良 马玉）“感谢政
府，为俺考虑得这么周全。”当
家住永安街道办的低保户张永
亮夫妇从巩义市民政局工作人
员手中接过过冬的棉被，感激
地道谢。让张永亮感到幸福的
是，今年他还享受到政府提供
的安居工程，搬进了新房子，这
次又送来棉被，使他心里暖意
融融。

“天寒地冻，不能让低保户
受委屈。”巩义市民政局急群众
之所急，在生活等各方面给予
城乡低保户、五保户关爱，确保
他们在冬季穿得暖、住得舒

适。在入冬前，民政工作人员
就早早地对该市的城乡困难家
庭进行了全面摸底排查，还对
每户情况建立了档案。提前储
备、筹集过冬物资，安排好低保
户的生活。

截至目前，巩义市民政
部门已筹集了 20000 余件棉
衣、1000 条棉被，并会同乡镇
民政部门将棉衣被发放到各
镇、办，及时分发到困难群众
手中。据了解，今年巩义市
还实施了安居工程，将有 200
户 住 房 困 难 的 群 众 搬 入 新
居，该项工程将于 12 月底前
全部完成。

荥阳村歌获全国大奖

农民轻点鼠标不出家门上岗
中部就业网中牟网站村级站点开通

棉衣棉被送到家

巩义低保户过冬无忧

宣传爱国6年骑坏8辆单车

古稀老人黄帝故里了心愿

今年 76 岁的黄瑞云，1933 年 8
月生于河南省登封市城关镇韩村。
她自幼心灵手巧，聪明好学。10 岁
那年就帮母亲操持家务，为全家老
小做衣服、鞋帽，给弟妹们做绣花
鞋、扎花帽，样式新颖，常常受到亲
友和乡邻们的称赞。据黄瑞云回
忆，小时候每逢端午节，母亲和姨妈
总要绣一些五颜六色的香囊给她们
几个姊妹佩戴。“母亲和姨妈绣的香
囊非常精巧，香囊里装的香草芳香
宜人，我们姊妹们都非常喜欢，也令

周围的人羡慕不已。”黄瑞云说，也
就是从 10岁那年，为了更好地照顾
家人，她开始向母亲和姨妈学习绣
香囊，并很快掌握了绣香囊的技术。

1989年，黄瑞云退休后，夏天制
作纸扇，端阳节缝制形态各异的香
囊，闲暇时光，经常利用边角布料制
作精美的鞋垫等手工艺品。纸扇上
有历史故事，香囊里有神话传说，鞋
垫上有民俗风情。

黄瑞云介绍说香囊俗称香包、
荷包，古时候叫佩帷，是我国古代劳

动妇女寄托希望、祈祷幸福的产
物。作为显示古文化形式与原始宗
教观念的民间美术品，至今仍然保
留着上古时代的原始文化形态，由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民众基
础自然形成。

黄瑞云说：“香囊看似很小，却
融入了大量的人文景观、风土人情、
刺绣艺术。”黄瑞云制作香囊多取材
于《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
等文学名著和《白蛇传》、《八仙过
海》等神话传说以及嵩山的风俗人

情。
随着年龄的增高，黄瑞云的视

力、体力、脑力都已不比当年，为了不
使绣香囊这门手艺在自己手中消失，
老人决心将自己绣香囊的毕生所学
编写成书，流传后世。在老伴和子女
们的积极协助下，2005年10月，黄瑞
云将自己亲手绣制的1000多件工艺
品配以传统故事撰写成文，编成《黄
瑞云手工艺品集锦》，该书共分十二
生肖、十二个月吃的蔬菜及水果、《红
楼梦》中的饰物、《西游记》中的画像、
八仙过海、三国人物脸谱和清朝装饰
品、历史故事、神话故事、传统故事、
妇女和儿童的装饰品和其他工艺品
11个种类。此后，2008年春，黄瑞云
再次动手编书，将取材于《西游记》而
撰写成册的《黄瑞云手工艺拓展》一
书完成面世。

黄瑞云的“美丽”人生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张朝晖

凤凰嬉牡丹、蝴蝶
扑金菊、金鱼戏菡萏，

动与静成趣；八仙过

海、大闹天宫、水漫金
山，演绎神话故事；黛

玉葬花、武松打虎、三

顾茅庐，文学名著故事
——眼前一个个五颜

六色的香囊上，绣出了

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
与文化，可是谁能想

到，这些美不胜收的香

囊竟然出自一位 76 岁
老人的手。昨日，记者

跟着黄瑞云老人的脚

步，探访她老人家的
“美丽”人生。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