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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记者 张乔普 文
宋晔 图)每天放学后，中牟县大
孟镇大吕村小学六年级的吕紫
梦都会先到村委大院跟小伙伴
们一起练上个把小时的武术后
才回家。从 9 岁上三年级那年
开始，这样的习惯她已经坚持
三年了。

村里的第五代武术总教练
穆文山几乎每天都会在村委大
院指导孩子们练功（如图）：马
步、出拳、收手，一招一式有板
有眼。让穆文山高兴的是，村
里这项流传了三百年的武术已
经被镇里命名为“大吕武术”，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线
索上报。

记者昨日从大孟镇了解到，
该镇共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线
索15类、11158 项。其中传统医
药 6 项，传统体育、竞技 3 项，民
间传说 11 项，民间美术 5 项、曲
艺2项，民间风俗6项，传统手工
技艺15项，歇后语9948项、谚语
956 项、谜语 122 项、方言 52 项、
民间音乐8项、民间知识5项、庭
院游戏4项。

大孟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线
索数量不但位居全市各乡镇第
一名，其中传承三百余年的大
吕武术、西瓜育种、接骨膏药、
糊鸡技术及官渡之战遗址草场
村的由来等项目还得到了省、
市专家的肯定。

大孟镇整理非遗线索万余条

三百年大吕武术
踏上申遗路

环境治理力促转型
米河镇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搭乘“工业快车”，依托水泥、耐
材等产业，经济迅速崛起。“靠
山吃山”，以就近采石为资源，
建 起 的 水 泥 厂 最 多 时 有 58
家。烟囱林立，黑烟漫天，百姓
苦不堪言。有人还编出这样的
顺口溜：“吃饭捂着碗，走路遮
着脸，衣服不用染，一年能吃一
块水泥板。”

一味发展经济，GDP上去了，
环境指标却下来了。这一上一下，
也逼出了米河镇的污染治理，改造
升级调整结构的大动作。“既要金
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米河镇
党委政府把抓企业技术改造、结构
调整作为治理环境污染的“杀手
锏”。关闭40余家水泥厂、关闭10
家黏土砖厂，还投资3000万元对
耐火材料行业推行煤制气工艺。
米河镇还对占镇财政收入比重较

大的电解铝、碳素、铝酸钙粉、氟化
盐等重点企业进行治理。今年共
投入环保资金6000余万元，削减
烟尘、粉尘1200吨，沥青烟26吨。
通过综合整治，使企业的污染排放
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规划带动商贸繁荣

“四季果飘香，五洲商品
汇”。米河镇科学规划，充分利
用毗邻 310国道的交通优势，发
展商贸业。

自 1990年米河被批准为建
镇制以来，先后三次修订镇规
划，确定了把米河镇向区域性中
心镇发展的方向，力争打造成经
济强镇、商贸重镇、文化名镇。
他们按照“规划一张图、审批一
支笔，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体化”
的原则，在镇区形成了“四纵五
横”的完整道路框架。米河镇的
做法还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关

注。在今年国家住房和建设部
实施的“工程项目带动规划实施
试点”名单中，米河镇成为河南
省唯一一个纳入试点的镇。

和谐的人居环境吸引来客
商投资兴业，并带动和促进了米
河镇房地产、商贸的发展。在该
镇像金星花园等成规模的小区
不断增加，148 多栋商品住宅楼
蔚为壮观。

该镇为满足人居需求还规
划建设了服装街、商业街等一批
专业市场和大型综合超市。商
贸的繁荣刺激了农村市场消费，
成为经济危机阴影下，农村靠消
费拉动内需的实例。

以城带村建设新农村

“以前道路不平整、垃圾到
处堆，现在可是大变样了。”米河
镇高庙村淡秋兵深有感触地
说。走在高庙的村道上，干净的

水泥道路通往家家户户，村民房
屋围墙上统一颜色。垃圾组收、
村运，镇奖补资金并集中处理，
设施齐全，管理规范。

高庙村是郑州市新农村建设
示范村，为中心村聚集型。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该村委托设计单
位进行了村庄规划和产业发展规
划，建设了桥梁、农村管网等基础
设施。记者在高庙村采访时看
到，紧邻310国道的文化广场已基
本建成，卫生所正进行外墙粉
刷。据该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成介
绍，按照中心聚集村标准改造的
高庙村，建成后可容纳近万人入
住。为考虑长远发展，村里新建
卫生所有600多平方米，是标准卫
生所的4倍，建成后村民小病就医
足不出村。为解决村民住房问
题，高庙村还投资1872万元，建住
宅13栋，可安置280户。

米河镇村民住上小洋楼。

小城镇推动大战略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文 李利强 图

摘掉“污染重灾区”的帽子，成了国家项目试点重点扶持的“苗子”，今年保增长又刚打完一场漂亮仗。巩义市米河镇“三喜临
门”，全镇5万居民还未来得及庆贺，又适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发展小城镇大战略”的“政策利好”，大家更是喜不自禁。

“走城镇化道路，我们的路子算是走对了。”巩义市米河镇党委书记闫红涛还自豪地介绍，该镇已获得全国重点镇、全国小城镇
建设示范镇、国家卫生镇、河南省文明镇、河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州名镇等称号。米河镇是巩义市的“东大门”，坚定不移地实
施小城镇带动战略，以城带村、镇村联动，靠实事惠民，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也有力推动了小城镇建设的大战略，令人刮目相看。

新密严把双节“廉政关”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马宝记）廉政谈

话、制定制度、加强监督、广泛宣传。元旦、春节将
至，新密市委采取四项措施把好双节“廉政关”。

12月28日上午，新密市组织召开了由四个
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市直各单位
的党政正职及纪委书记（纪检组长）等近300人
参加的领导干部廉政谈话会。

新密市统一制定下发了双节期间领导干部
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在节日期
间要做到“管住手，不准收受影响公务活动的礼
品、礼金、有价证券；管好腿，不准用公款搞相互
走访、旅游等活动；管好嘴，不准用公款相互宴
请；管好车，不准用公车私用；管好身边人，不准
以权谋私”等节日期间“五管五不准”规定。

同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信访和督察
部门的职能作用，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对节
日期间吃拿卡要、滥发资金实物、挥霍公款的单
位和个人，一经查实，坚决予以查处。

此外，该市利用电台、网络、宣传栏等各种
载体，加大廉政信息密度和覆盖面，在全社会营
造浓厚的廉政舆论氛围。

过了冬至，房间里的气温明显下降了
很多。早上7点，大孟镇朱大汉村79岁的村
民朱忠恕准时来到书桌前，把暖瓶里的热水
倒在砚台上，开始磨墨。从2003年建立大
孟镇田园书画协会以来，这样的习惯朱忠恕
已经坚持了7年多。朱大汉，这个郑开大道
旁原本籍籍无名的村子也因为弥漫在空气
中的墨香，成了远近闻名的书画村。

“老人原来是一名教师，从小热爱书
法、绘画，也有一定的功底。”中牟县大孟
镇副镇长张丽娜介绍说，老人2005年加
入省农民书协，目前已经在全国及省市大
赛中获奖60多项。在老人的带动下，朱
大汉村现在已经有书画人才30多人，全
镇书画爱好者更是发展到了200多人。

2003 年 1 月，在朱忠恕老人的倡导
下，大孟镇田园书画协会成立，老人还把
自己的院子腾出，作为书画协会的活动

场所，并订阅了《中国书画报》、《书法导
报》、《神州诗书画报》等书画报刊，每月
组织协会会员进行一次书画交流，相互
畅谈心得、交流经验、现场挥毫。

以书画协会为依托，朱大汉的孩子
们一个个也成了“小小书法家”。老人已
举办五届书画学习班，每期40多人。多
年来，跟他学习的孩子不少已经升入高
等学府。

除了发挥自己的书画专长外，老人
还当起了镇上的义务宣传员，制作版面、
书写标语、绘制宣传画、创作漫画等，不
论天气好坏，不论白天黑夜；普法教育、
防非典、村委换届选举等，都留下了他书
写、张贴的标语。多年来朱大汉及附近
几个村的宣传标语，写写贴贴都是老人

“承包”的，每年多则 1000 多条，少则七
八百条。

本报讯（记者孙志刚通讯员张冬梅）面对经
济危机的影响，从容应对，转“危”为“机”。昨日，
记者了解到，巩义市大峪沟镇财政收入首超亿元
大关，达到1050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8%。
这也是巩义市财政收入首个突破亿元的镇。

耕生粉体材料公司5万吨超细微粉项目一
期、德赛尔陶粒砂一线技改及二线建设项目建
成投产。这几个超千万元的大项目只是大峪沟
镇众多项目的代表。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投
资 12.9亿元，已建成投产 73项，正在建设 9项。
大项目推进使大峪沟镇实现了项目建设的新跨
越，也成为保增长完成全年目标的重要力量。

今年以来，大峪沟镇因地制宜，还抓住招商
引资不放松。通过重点加强与本籍在外人士的
联络，吸引故乡人回家投资，并在上海成功举办
了回归投资座谈会，促成的台湾三叶造漆工业
公司投资1200万元，开发凉水泉休闲娱乐养老
项目正在建设中；开封翰园碑林在青龙山慈云
寺风景区投资 2500 万元的文化项目已签协
议。耕生公司还通过利用碳分子气化双段煤气
发生炉合作技术对外招商，转变招商方式。

针对今年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为确保完
成全年目标，大峪沟镇还加强了税收征管力
度。围绕该镇主要税源，加强对煤矿及非煤矿
山“资源税”的征管。

巩义首个财政收入
“超亿元镇”破茧而出

八旬老人
翰墨人生

本报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尚中山 文 宋晔 图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温良）记者昨
日从新郑市督察办了解到，年初政府承诺的为民
办十件实事完美收官：全市城乡60岁以上的老
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全面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对100个行政村进行电气化改造，
使全市90％以上行政村的群众用上“安全、优质、
可靠”的电能等政府承诺全面兑现。

“财力积聚不忘民生民计！”据了解，新郑市
为民办的“十件实事”涉及饮水、农村电气化、交
通、教育、医疗、文化、就业、城市供暖等方面。截
至目前，“安全水”工程解决了6个乡镇3.8万人
的饮水安全问题；全部免除职业教育新郑籍学生
学杂费；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岗位8000个，完成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1.75万人；加强基层文
化设施建设，新建8个乡镇文化站、50个村级文
化大院；理顺城市集中供热、供气管理经营体制，
新增供热用户2000户；加强交通安全和治安防
范，在事故易发地段设置交通信号灯15组、标志
标牌80面、减速带700米，在主要道路设置42个
监控点，安装125个监控设施，最大限度地减少
交通事故和可防性案事件。

另据了解，今年以来，新郑范围内投资 20
亿元的华辕煤业、投资10亿元的中储粮大豆仓
储加工等一批大项目进展顺利；投资30亿元的
郑州宏业纺织、投资 15 亿元的赵家寨煤矿、投
资3.4亿元的中石油分输站等项目相继投产，不
仅助力新郑经济标杆再次“爬高”，也拉动民生
质量再上新的台阶。

为民十件实事
新郑完美收官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王永静）昨日凛冽的寒风，难挡新
郑辛店镇史垌村 50 多位村民代
表前往该市新村镇二十里铺看

“新家”的热情，因为举行在这里
的史垌村搬迁安置仪式将拉开他
们和家人从始祖山上搬下的序
幕，从此村里 153 户、483 口人将
摘下“山里人”的帽子，守着大马
路过幸福的生活。

守在始祖山山坡的史垌村此
次搬迁安置是扶贫开发与生态建
设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的新尝
试。该村位于辛店镇西南山区，
地处始祖山老山坪主峰，山高坡
陡、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尤其是
群众居住分散的情况，仅有 153
户的村子，竟然形成了30多个自
然村。照此情况，如果就地扶贫，

不但其成本高、难度大，也不利于
始祖山生态恢复及建设，所以采
取了移民搬迁安置新村的办法。

“想想过去那难走的路、难上
的坡和破落的村子，谁会想到大
伙儿就要住在大马路旁、住在平
地上，这让人想起来就激动。”史
垌村支部书记史建威兴奋地说。

据了解，此次史垌村搬迁计划
总投资1800万元，主要工程有新建
住宅140套、新修道路4000米、道路
绿化10000平方米等，集中安置区
将按照新农村建设标准集中规划、
统一设计、统一招标、统一施工。

新郑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改造
后，史垌村的村民们将享受到新农村
建设的相关优惠待遇，同时还将多方
引导该村致富，让村民们由山上穷变
成地上富，过上舒心的新生活。

“4＋2”处处显威
遇难题一用就灵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李万利）“以往
每年一到汛期，村民们便愁容满面，庄稼又要减
产绝收了，这项工程开工后，大家在街头天天都
是乐呵呵的，高兴着呢。”荥阳市乔楼镇七里村
党支部书记平保国高兴地说。

平保国说的工程，是连接荥阳市唐王路、中
原路两大路网的排水工程，今年 12 月初开工。
说起这项惠民工程，村里的人都知道，是“4＋2”
工作法解决了这一“老大难”问题。原来，受地
理等因素影响，每遇汛期，强降雨会从七里村东
南、西南方向汇聚至村内的两条低洼沟处，造成
数十亩庄稼减产甚至绝收。“4+2”工作法开展
后，该村经过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的步
骤走下来，最终党员、群众一致通过决议：村委
筹措数十万元资金铺设排水管涵1000米，改变
庄稼被雨水淹没状况；若镇以上部门修建，群众
将在土地、拆迁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最终这
一困扰群众多年的问题经过“4＋2”的程序顺利
得到了解决。

随着“4+2”工作法的推广，该镇村级重大
事务和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都按
照“4+2”工作法进行决策、实施，一大批解民
忧、增民利、化民怨的热点难点问题顺利得到解
决，镇域经济也呈现出红红火火的喜人景象，年
底一举跨入全省乡镇综合实力百强行列。

总投资1800万元

新郑史垌村搬迁下山
登封四成村庄开办“农村超市”

目前，登封
市已在132个村
建设了 135 个
“农村超市”，覆
盖了全市 40%
的村庄。像图中
这样的供销超市
网点，已成为当
地居民消费的聚
集地。
本报记者

李晓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