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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丽萍 高凯）近年来，新
郑市城关乡巧念“农业经”，用现代发展理念
引领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
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
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走出了一条

“特色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之路。
城关乡认识到发展现代农业要夯实农业

基础设施，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平台。自
2004 年以来，先后争取上级农业项目资金
1800 万元，连续实施了三个万亩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重点开展了“林、田、水、路、电”等配
套设施改造工程。同时，2009年又投资 58万
元实施了机电井升级改造综合配套工程，基
本实现了“田成方、林成网、路相连、沟相通、

旱能浇、涝能排”的现代农业示范区。
“围绕增收调结构，突出特色闯市场，依

靠科技增效益”成为城关乡现代化农业发展
的新举措。围绕现代农业示范区，大力推广
优质小麦、优质玉米订单农业和小杂果、无公
害蔬菜等经济农作物。目前，共发展优质高
产小麦、玉米新品种 15 个，种植面积 28000
亩，提子、韩国梨等小杂果 800亩。为使农产
品升值，城关乡围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助推农业产业发展新引擎。目前，
形成了以白鹤面粉厂、银发饲料公司、潆缔鑫
养殖有限公司等为龙头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10多家，基本形成了粮、果、菜等农业产业
化经营体系。

城关乡

巧念“农业经”
培育龙头十多家

冬日的清晨，寒意十足，可新
郑和庄镇河赵村“富贵莲藕专业合
作社”的“首脑”马富贵不敢留恋被
窝里半点温暖，用力睁开双眼后，
就起床跑到了合作社的藕塘旁。

“离过年不远了，客户们该上门收
藕了，我得替社员们选选哪些藕能
卖上好价钱，要不我这个‘官’就不
称职了。”寒风中，裹紧衣服的马富

贵有些激动地说。
和庄镇河赵村现在是新郑种

植莲藕的大村，因为这里的莲藕是
种在黄沙土中，“喝”着井水长大，
所以产出的莲藕身白、个大、甜脆，
很受市场欢迎，拥有社员身份的莲
藕种植户们腰包一个劲儿地往外
鼓。不过，现在种莲藕的“甜”，总
让种植户们难以忘记从前种莲藕

的“苦”。过去，在河赵村，虽然种
植莲藕是个致富门路，但因销路不
通，投的钱多挣的钱少，很多莲藕
种植户都打起了“退堂鼓”，可同是
莲藕种植户的马富贵没有泄气，他
不甘心投资的钱和精力结不出果，
就有了搞个种植合作社，主动和市
场联系、以打开莲藕销路的想法。
于是，他东跑村口，西蹲地头，游说
种植户们，并最终在征得大伙儿同
意后，开设了“富贵莲藕合作社”，
并被种植户们封为“第一藕官”。

52岁、一副庄稼人打扮的马富
贵，有个懂经济的头脑。8年前，靠
着东拼西凑的 8000多元钱开始废
寝忘食地研究莲藕种植和市场运
作，到现在已经是远近闻名的“种藕
大户”，不仅拥有了丰富的种植经
验，还培养出准确定位市场的眼
光。被推选为以他名字命名“富贵
莲藕合作社”的“老一”后，他主动放
弃了自己的藕塘，近跑省内周口、商
丘等地，远赴省外山西、河北等大市
场考察市场需求，了解客户的收购

标准和价格。同时，在河赵村他积
极运作合作社，成功吸收到 500多
莲藕种植户加盟，并请来农业种植
专家和技术人员对社员们进行培训
等。不但成功打开了莲藕的销路，
还壮大了莲藕种植的规模。

“人勤地不懒”。过去，河赵
村个人种植莲藕的亩产是 2000多
斤，现在通过合作社的引导，社
员们种出莲藕的亩产达到了近
4000 斤，腰包鼓起来的村民们不
仅更加佩服马富贵，还吸引了新
的种植户主动申请加盟。“到现
在，我才松了一口气。合作社成
立的时候，村民们都说我是瞎折
腾，怀疑我，现在这实实在在的
产量一下子让我正了身。”回想起
合作社创业初期，马富贵动情地
说。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呀！

社员孙现琴早年是河赵村出
了名的贫困户，过去住地房子破，
日子过得紧，自己种植莲藕，因为
不好卖是一年到头的发愁。加盟

“富贵莲藕合作社”后，两年时间，

在合作社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孙现琴家的莲藕亩产达到了 4000
斤，一年下来稳赚近 4万元。现在
家里盖起了小洋楼，还腾出精力搞
一些副业增收。“过去，大量的时间
都是在发愁怎么卖藕，现在这事
儿，老马都给我解决了，这日子过
得是越来越红火了。老马真是个
能人，不是他，大伙儿都不好富起
来呀！”孙现琴高兴地说。

正如孙现琴所说，如今，在马
富贵的带领下，合作社 500 多种
植户人均收入达到了近 6000 元，
富起来的种植户们买车、盖房，衣
着光鲜，生活条件是“芝麻开花节
节高”。看着社员们一个个都富
裕起来，马富贵也由衷地高兴。
他告诉记者，他现在已想好了做
后面的文章，将召开社员们研究
莲藕深加工和礼品莲藕营销，以
增加莲藕种植的效益，让社员们
的腰包更鼓，日子更舒坦。

图为“藕官”马富贵正在和社
员们一起收获藕塘中的莲藕。

薛店镇

瞄准“大项目”
招商引资七亿元

本报讯（记者 孙丽萍 高凯）新年伊
始，从薛店镇传来好消息，该镇各项经济
指标均超额完成任务。完成生产总值
36.8 亿元，同比增长 17％；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21.7 亿元，同比增长 30%，完成财政
收入 5350 万元，同比增长 18%，农民人均
纯收入 8589 元，同比增长 10%，跻身全省
综合实力二十强乡镇，居郑州市最具发展
潜力前十乡镇之首，并成为全国发展改革
试点镇。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薛店镇取得不俗成绩的“源头活水”
正是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以项目建设为重
点，瞄准投资强度大、带动能力强、经济效

益好的项目，拉长产业链条，招引各方资
本向产业园区聚集；对重点项目加大服
务、协调和攻关力度，确保了各个重点项
目按计划稳步推进，在危机之年该镇工业
经济由“危”转“机”。

2009年，薛店镇新招项目 13个，到位
资金 7.3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 个、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5 个；签约项目 13 个，
计划总投资 7.5 亿元。在建项目 17 个，计
划总投资21.02亿元，主要有投资5亿元的
白象二期、投资 1.2 亿元的雏鹰 15 万吨冷
鲜肉加工项目、投资 1.5 亿元的河南公路
附属设施有限公司、投资8000万元的瑞泰
二期等。

小版画创出大品牌
通讯员 申明 文 赵建勇 图

元旦过后，新华路小学校长张晓红在家
便坐不住了，她要到西安拜访一位特殊的客
人。这位客人就是中国少儿版画协会会长张
桂林，张晓红要邀请他来新郑作版画教学的
专题报告。

张桂林对新郑并不陌生，在此之前曾多
次亲临新华路小学视察版画教学的开展情
况，和这所以版画为特色的学校早已建立起
了深厚的情感。其实，张晓红这次西安之行
还有另外一层深意，用她的话说要谋划一件
大事，要争取今年在新郑举办“首届全国少
儿版画小版种交流展”。

近年来，在实施少儿版画特色教育方
面，新华路小学走在全国前列，该校一方面
邀请全国知名的美术版画专家，请他们作版
画教学的专题报告，并现场刻制版画、现场
指导学生，实现学生与专家面对面的交流；
另一方面要求美术教师认真准备版画大课堂
教学模式研讨课，和专家共同研讨版画课堂
教学，实现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另外，
学校还要求美术教师要做好面向全体学生的
版画普及教学，全校所有同学统一使用学校
的版画校本教材，美术教师通过每节美术
课，向学生渗透版画知识，教给学生制作方
法，形成“人人都了解版画，个个会制作版
画”的良好局面。同时，充分利用每周二、
周三、周四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对版
画制作有兴趣的特长生，固定辅导教师，常
年坚持辅导，培养了大批的版画制作小能
手。2008年5月新华路小学成功承办了“中
国新郑版画回顾展暨日本国版画新作展”活
动，受到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学校因此也获得了“全国少儿版画之乡”和

“中国少儿版画教育基地”的美誉。
从西安回来后，张晓红更是加紧了对

“首届全国少儿版画小版种交流展”活动的
筹备，她告诉记者，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进
一步夯实基础工作，除了强化师生的素质
外，关键在优秀版画作品的创作储备上，目
前学校已经准备了500多幅参展版画，还有
一部分正在制作当中。

本报讯（记者 高伟强）为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带来的冲击，去年以来，位于新郑的河南庆安集团
从节能降耗入手，对生产工艺进行了优化，有效降
低了成本，增效 860 多万元，实现了企业平稳发
展。

为实现节能降耗，庆安集团早在去年年初就成
立了技术攻关小组，在攻关小组的不断努力下，对
增塑剂酯化时间进行了工艺调整和优化，使增塑剂
酯化时间比原来缩短了 2.5个小时，生产效率提高
了 27%，生产成本下降了 37.8 元/吨。此外，庆安
集团通过苯酐预热蒸汽回收和技术改造，利用富产
蒸汽代替煤加热，停止了一台锅炉烧煤，但仍可满
足增塑剂生产所需热量，实现了每天节约用煤 24
吨，每年节煤约 8000 吨。在电力系统中通过变
频、工艺技术参数调整和电机开关时间调整，实现
年节电100万千瓦时。

新郑健全药品“供应网”和“监督网”

构筑农民安全用药屏障
本报讯 (记者 孙丽萍 通讯员 张苹)近日，记

者在和庄镇河赵村卫生室看到，20 多平方米的药
房，根据处方药和非处方药、胶囊和片剂等分门别
类地摆放在两排药架上。村医蔡树林边给村民取药
边说：“自从药品‘两网’建设规范后，村级医疗
机构都是由定点机构统一配送，给我省去了进货的
麻烦，有时候他们还会主动打电话问我需要哪些药
品。”正在看病的吴荣华老人说：“现在卫生室里
条件挺好的，药也齐全，只要不是大病，到这里找
老蔡看看，拿些药回去吃吃就行了。”

近年来，新郑市不断创新手段、完善网络，千
方百计深入推进农村药品“两网”建设，即药品

“供应网”和“监督网”，并被评为“河南省农村药
品‘两网’建设示范县（市）”。

为全力构建农村药品“供应网”，新郑市采取
由具备药品批发资质的医药公司直接为医疗机构配
送药品和在农村发展药品零售经营企业两种方法并
行的办法，通过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品价格，在
基层医疗机构及农村药房全面推进规范化建设。据
调查，与建立农村药品供应网之前相比，农村药品
的价格普遍下降了 15％左右，真正让基层群众享
受到了实惠。截至目前，新郑市农村药品经营网点
已达到了 127 家，发展外埠药品零售连锁门店 9
家，实现了“乡镇有店、村村有点”的目标。

在推进农村药品“供应网”建设的同时，新郑
市还扎实推进药品“监督网”建设。在市、乡两级
设立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在乡镇设立食品药品协
管站，在部门设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联络点，在
镇、村明确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协管员、信息员，并
设立了6个乡镇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所，逐步建
立了政府领导、药监为主、部门配合、群众参与

“四位一体”的农村药品监管网络，有效保障了农
民用药安全。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申明）近日，从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资料库传来消息，新郑市爱心青
年连红涛与一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患者造血干细
胞高分辨配型相合，经身体健康检查后，完全符合
捐献造血干细胞条件，根据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国家管理中心统筹安排，1月18日确定为连
红涛给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时间。

29岁的连红涛，是和庄镇大连楼村第一村民组
村民，2003 年 6月 3日登记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成员。2009年11月13日经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检测与武汉一位白血病患者初分
辨配型相合，2009年11月17日又高分辨配型成功，
2009 年 12 月 19 日经体检合格，被确定完全具备捐
献条件。

连红涛将是继刘新伟、冯新玲、高宪增、牛瑞
贞、郜根峰之后新郑市第六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是全国第 1483位捐献者，郑州市第 57位捐献者，他
的爱心将点亮一位素不相识患者生命的希望之光。

据悉，捐献造血干细胞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唯一
一个有效的办法，是任何药物不能替代的，HLA(人
类白细胞抗原)的配型抗原为万分之一到四十万分
之一，我国每年新增 4 万名左右白血病人。另据专
家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像献血一样无痛苦，对人
体健康无影响。

省文物普查验收
观摩会新郑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申明）1 月 11 至 14 日，

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验收观
摩会在新郑市举行。经过实地察看，验收专
家组全体成员对新郑文物普查及保护工作给
予了高度评价，并一致通过了对该市文物普
查实地调查阶段的验收。

新郑文物普查工作自2007年10月开始，
已普查了 12个乡、镇，3个办事处的 300多个
村庄，完成普查面积 98%。共普查文物点
1206 处，其中复查 97 处，新发现文物点 1109
处，完成文字资料初级整理560份30多万字、
电脑录入400余处、电脑制图400余份。

在实地察看过程中，专家组还核对了该
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
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登记
表》，并选取了郭店镇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点进
行了重点验证。经验收专家组认真检查、核
对、验证，同意新郑市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实地文物调查阶段验收，可以转入数据整
理阶段的验收意见。

新郑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检查验收
将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国家文物局对实地文
物调查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把这项工作引向
深入。

国家文物局及全省18个县、市文物普查
办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黄帝故里多义举
爱心青年捐造血干细胞救人

优化生产工艺
降低生产成本

庆安集团去年节能增效860万元

“第一藕官”的市场经
本报记者 高 凯 文/图

春节临近，为使老人过一
个祥和温暖的节日，近日，新郑
市和庄镇敬老院工作人员组织
老人开展健康体检活动。

去年以来，新郑市相继开
展了“爱驻夕阳、关爱老人”、

“感恩于行动”、“一帮一”等一
系列尊老爱老活动，由党员、
团员青年志愿者为农村孤寡

老人、“空巢”老人提供生产、
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关爱，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①①青年志愿者给老人捶捶
背，聊聊天，把关爱带给老人。

②②医护人员为老人做健
康体检。

本报记者 刘栓阳
通讯员 吴林春 摄

爱驻夕阳

②②

①①

本报讯（记者 高伟峰）双节临近。近
日，新郑市各单位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多
种形式送温暖活动，不仅为贫困家庭送去
了棉衣、棉被，还出资为帮扶单位改善办
公环境，送技术、送图书等，把温暖真正送
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据悉，目前全市送温暖活动已下拨救
灾款51万元、棉被1720条、棉衣1230套、面
粉125吨。对737人患重病、大病救助对象
发放医疗救助资金69.131万元。

教体局：千册图书送孩子
1 月 12 日，新郑市教育体育局帮扶慰

问小组到辛店镇后小庄村开展帮扶慰问
活动。在后小庄村小学，帮扶慰问小组详
细了解学校冬季取暖情况和学期末的教
育教学工作，并给孩子们带去了 900 余册
图书；在困难群众许欣、刘桂梅的家中，帮

扶慰问小组仔细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
况，给他们送去了棉被和慰问金。

在帮扶慰问活动中，新郑市教育体育
局共与 10 个村结成了帮扶对子，并投入 7
万元为辛店镇后小庄村小学改建了围墙，
有效地改善了孩子们的就学条件，深受师
生群众的欢迎。

龙王乡：手把手教技能
龙王乡政府在帮扶慰问送温暖活动

中，全面调查，立足实际，对全乡农村妇女
有针对性地开展一对一帮扶活动。对能
走出家门的农村妇女开展缝纫技能、家政
服务等培训，对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
妇女开展计算机应用、驾驶员培训及小学
辅导老师等业务知识培训，促进农村妇女
劳动力有序、有效转移；对走不出家门的
农村妇女开展种植、养殖等方面的家庭式

作坊知识培训，开展现代农业新知识、新
技术培训，增强她们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
化经营能力，引导她们发展高产、优质、高
效、生态农业。

薛店镇：医药卡为民解忧
日前，当薛店镇大吴庄村民郭天成

老汉从乡镇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医药卡时
已是泣不成声：“政府处处为百姓着想，
俺从心底里感激你们啊！”原来，薛店镇
在今年的帮扶慰问送温暖活动中，以解
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突破口，将
帮扶工作做到实处。当听说郭天成老汉
因病在家卧床多年，生活一直不能自
理，并且每月还需要数百元的医疗费
用，日子非常困难之后，立即联系药店
给他办了一张医药卡，大大减轻了郭老
汉的负担。

片片温情送基层 点点爱意暖民心
新郑多种形式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