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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丽萍 高凯 通讯
员 史晓娟）新郑旅游局通过强化节庆
活动和强化旅游宣传推介，双管齐下
打造以黄帝文化为首的强势旅游品
牌，成为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让
新郑旅游经济逆势而上。 据统计，去
年该市各景点共接待游客352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 ，实现直接经营收入
330万元，带动相关产业6.8亿元、同比
增长13%。

举办节庆活动，进一步打响旅游
品牌，连续 4年举行的高规格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助推新郑旅游享誉全
国。2009 年成功举办的己丑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吸引了来自海内外
两万多人涌进新郑，新郑旅游知名
度得到极大提升，形成了以旅游业
促招商工作的良好局面。2009 年，
新郑市还成功举办了中原龙舟大
赛、中华枣乡风情游等相关活动。

此外，黄帝故里历史文化研究会、
黄帝故里景区管委会等单位先后举
办了第九届嫘祖文化节、己丑年重
阳节拜祖仪式等节庆活动。

强化旅游宣传推介，提升新郑旅
游的知名度。 随着来新郑旅游观光的
海内外游客日益增多，游黄帝故里、
寻民族之根成为海内外游客的热门选
择。该市抓住有利时机，强化宣传推
介黄帝故里历史文化品牌，参与省市
组织的旅游优惠券和旅游消费券发放
工作，有效刺激了旅游消费。与此同
时，积极开发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项
目，拉长产业链条，开发出了黄帝丝
巾、黄帝铜像、枣礼品等旅游商品，
满足了游客多样化需求。

丰厚的旅游资源为新郑“吃、
住、行、游、购、娱”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营业额和收
入较往年都有大幅提高。

安监局

“四心”执法
护航经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清 通讯员 周伟玲 陈
慧霞）为企业提供安全服务，一直是新郑市
安监局工作开展的核心。去年以来，安监局
通过大量走访企业，尤其是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企业，用热心、省心、公心和尽心，与
企业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平台，从而达到安
全监管与服务双赢的效果。

执法工作“热心”。安监局深入企业
走访调查，详细了解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对企业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时主
动地给予服务和指导，切实帮助企业提高安
全管理水平。该局实行“首查不罚”制度。
在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检查时，对首次
发现的一般违法违规行为，以批评教育、督
促整改为主，提出切合实际的整改时限，不
作经济处罚。

群众咨询“省心”。在处理安全生产
案 件 时 ， 实 行 首 问 责 任 制 ， 本 着 谁 接
待谁负责的工作思路。对企业的诉求，
接待同志全程负责，能够当天解决的问

题 不 拖 延 到 第 二 天 ， 让 受 服 务 企 业 省
心。在日常的安全检查中，执法人员随
身 携 带 安 全 手 册 ， 免 费 送 给 企 业 负 责
人，从而把安全生产执法与大讨论活动
有机结合起来。

执法秉持“公心”。在进行安全执法监
督时，执法人员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做
到公正、公平、合理、合法，坚决杜绝人情
案，关系案，用公正、公平的公心来对待每
一项执法工作。在每次安全检查时对企业发
放服务意见卡，企业通过填写服务意见卡，
对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提出意见和建议，监
督其是否存在吃拿卡要现象。

宣传恪守“尽心”。该局注重安全宣传
到企业，通过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展出
安全生产宣传挂图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常识、安全技能，并
把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与安全生产宣传有机地
结合起来，让企业员工学安全懂安全，提高
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

旅游局

“双强”模式
壮大旅游产业

新郑动态

留守儿童特殊的家

“爸爸，学校快放寒假了，您和妈妈快回家过年
呀……”近日，新郑市龙王乡铁李小学六年级留守
儿童郭小龙同学通过该校“留守流动儿童之家”的
亲情视频与远在徐州务工的父母亲进行网络视频
会面，叮嘱爸爸妈妈早日回家团聚。

去年6月份，新郑市妇联、市慈善总会联手在龙
王乡铁李小学成立首个“留守流动儿童之家”，首期

投入 4万余元为该村 29名留守、流动儿童配备了电
脑、电话、桌椅、图书和一批体育用品，并通过开展
教师与留守儿童一对一帮扶，分包教师定期家访、
谈心等活动，使孩子们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

图为郭小龙同学通过视频与远在徐州打工的
父亲进行视频通话。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连日来，在郑新快速通道拆
迁现场，记者总是看到一位老
人，每天上午都要到村子的拆迁
工地转一转，看一看。这位老人
叫郭保安，他是龙湖镇林锦店村
第一个拆迁完毕的，他说：“郑新
快速通道的建成有利于提升新
郑城市形象，有利于地方经济发
展，有利于百姓们致富，作为老
党员，我当然一百个愿意，带个
头是应该的。”

其实，在林锦店村，村民们
都是像郭保安这样热心地支持
着郑新快速通道建设。林锦店
村老支书朱广军告诉记者：“现
在全村拆迁动工率达到百分之
百，已拆迁完毕的有百分之七
十。”

从动员到拆迁，对林锦店的
每一位村民来说，他们都经历了
从想不通到想得通，再到热切期
盼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个过
程，他们现在感到郑新快速通道
的建设意义太重大了。“这思想
变化的背后是我们给大家算了
一笔经济账。”郭广军说，郑新快
速通道建成后，新郑到郑州的时
间将被大大缩短，我们将进一步
融入到大郑州中去。那时将会
有更多的企业入住新郑，入住龙
湖。企业多了，村民们的就业门
路也广了，想打工的可以就近到

企业工作，想自己做老板的可以
就地经商。从眼前来看，村民们
在拆迁过程中可能要做出一点
点牺牲，但从长远来看，快速通
道的建成必将带动一方经济发
展，必将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
的利益。

“道理讲清楚了，村民们
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要想
富，先修路。现在政府都已经
把路修到咱家门口了，我们高
兴得很啊！”旁边的村民忍不住
插话道。

郑新快速通道建设工程协
调指挥部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快速通道建筑红线宽 60米，
双向 8 车道，设计时速 100 公
里。它的建成将带动新郑市的
经济发展和沿线产业带的快速
兴起。在建设过程中，部分村民
的房屋、工厂、果园等要被征迁，
但村民们都给予了最大的理解
和支持。自2009年12月21日开
始征迁以来，工作进行得很顺
利。现在龙湖、郭店已基本完成
征迁任务。

采访完毕，记者又在拆迁
现场转了一圈。只见村民们正
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他们口
中没有一句怨言，有的只是说
笑声，有的只是对未来展望的
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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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青年连红涛在河南省肿
瘤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义举已
经过去半个月了，昨日，记者再
次见到连红涛，他的嘴角依然挂
满微笑：“爱首先是付出，然后
才是分享，如果生命能够以这种
方式传递，我付出的爱是有价值
的。”言语中，连红涛的话让记
者深深感受到了人间最质朴的幸
福。

29 岁的连红涛，是新郑市
和庄镇大连楼村第一村民组村
民，从 2003年 6月 3日成为一名
光荣的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

者，到现在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
他人生命，他足足“等待”了 6
年时间。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把一位
白血病人从死神手中夺回来，是
个喜讯，我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
愿望了。当年只是想着万一能救
人呢，没想到真的成‘现实’了。”
他的话语平凡朴实却掷地有声。
他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的血液
通过一次性导管被缓缓抽出，经
过单采机将干细胞分离出来以后
再回流到自己体内，神态安详，脸
上一直挂着微笑。

“曾经劝他放弃，”连红涛的
妻子杨松枝说，“周围大多数人因
对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了解，说对
身体会有影响，我自己也因为不
了解有些担心。但他坚决不放
弃，说这是对生命的承诺，我支持
他奉献爱心，让他没有后顾之
忧。”

“10 万个人中才能有一个
与患者成功配型，不少鲜活的生
命在漫长的等待中枯萎。”连红
涛希望，能有更多志愿者加入到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中，让更
多的白血病患者得到帮助。

新郑市部署

迎“双节”灯光工程
本报讯（记者 冯恺杰）为进一步改善城乡环

境，营造良好节日气氛，喜迎虎年“双节”的到
来，新郑市于 1 月 28 日上午在炎黄文化中心召开
了迎“双节”环境卫生整治暨灯光灯饰布置工作
会议。

会上下发了《新郑市迎“双节”城乡环境卫生
整治活动实施方案》和《新郑市 2010 年迎“双
节”灯光灯饰布置工作实施方案》，对全市城乡环
境卫生整治活动和灯光灯饰布置工作作了详细的部
署。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积
极行动起来，切实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将工作落
到实处，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喜庆、祥和、干净整
洁的春节和元宵节。

新郑开展春节食品安全整治活动

构筑食品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 孙丽萍 通讯员 张苹）随着春节

临近，市民都开始忙活着置办年货。记者昨日从新
郑市获悉，为让广大群众度过一个放心、舒心的节
日，该市大力开展春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加强
监督检查，盯牢“三个重点”，全力保障全市人民饮食
消费安全。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以节日期间人民生活必
需品和节日常用食品，如粮、肉、酒类、水果、水产品、
豆制品、奶制品、饮料和散装食品等为重点品种；以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特别是城乡接合部的各类小型
食品加工点及食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农村集市和
超市为重点环节；加强对餐饮业环境卫生和旅游景
区饮食摊点等重点场所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对举
办 50 人以上的餐饮活动的，要求卫生部门提前介
入，严防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过年买的年货大都是食品，能保证食品安
全，我们也就会过一个祥和年，通过食品安全大检
查，我们就能放心地采购、放心地食用了。”正在
购置年货的王女士对此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大加赞
赏。

药品零售企业换证培训
本报讯（记者孙丽萍 通讯员张苹）近日，新郑举

行药品零售企业换发许可证从业人员培训会议，郑
州大学药学院的教授就药事管理与法规、药物治疗
学等内容对从业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郑州市药监
局相关负责人及新郑市药品零售企业从业人员300
余人参加了培训。

会议强调，药品从业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
知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要合法经营、诚信经营，不
断提高药品安全意识，切实保障群众用药安全。

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药品经营企业从业人
员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为保障人民群
众用药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郑市质监局

开展锅炉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记者李伟彬 通讯员孟寒琼）为让市

民过上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1月 25日,新郑市
质监局就全市锅炉安全运行情况开展节前安全大检
查。

此次专项行动由郑州市质监局统一安排部
署，全市各县（市）质监局统一行动，重点对全
市小浴池、小服装厂、小豆腐店、小蒸馍店、小
工厂等五小企业的锅炉使用情况进行检查。通过
检查看锅炉是否办理使用登记、是否检验、岗位
责任制是否落实、司炉工是否持证上岗、是否有
应急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等。此次行动共检查五
小企业 15家，检查锅炉 15台，发放锅炉安全使用
宣传单 15份，对查处的个别不规范问题，责令企
业限期整改。

科技小星火大放异彩
新郑去年80个科技项目获奖

本报讯(记者孙丽萍 通讯员毛宏 崔敏)科技
小星火作为新郑市科技工作对外的品牌和名
片，在 2009 年大放异彩，全年共组织申报筛选
星火项目 129 项，其中工业领域项目 33 个、农
业领域项目 39 个、社会发展领域项目 57 个，项
目完成后可实现新增产值 21.3 亿元，利税 3.2 亿
元。

新郑市的科技小星火计划始源于上世纪 80年
代末 90 年代初，是为振兴全市农业科技的发展，
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而设置的科技奖项。特
别是近年来，由于市委市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高度重
视，科技局对小星火工作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在激
发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科技人员工作的积极主动性
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科技小星火计划实施中，新郑市拓宽了领
域，创新了机制，完善了管理办法，扩大了小星火
计划的影响力，充分调动了该市科技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拓宽了小星火立项的行业领域，由过去比较
单一的工农业领域，拓宽到文化、教育、卫生、旅
游等更加宽广的行业领域。实施规范的项目管理机
制。在评审专家组的人员构成上，吸纳了郑州市人
大代表、新郑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市级专业技
术拔尖人才、知名专家学者等作为小星火项目评审
组成员，使人大、政协更好地监督支持科技工作，
更能发挥全市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经过周密部署，严格评选，去年全市共评出了
科技小星火特等奖 8项、一等奖 12项、二等奖 20
项、三等奖40项。

董河军的三次创业
本报记者 王建军冯恺杰

新郑市炎黄广场北边有一
家书店，老板名叫董河军。这几
天，董老板忙着装修门面，扩大
经营——他本来有两间门面，前
不久又盘下了隔壁的三间。用
董老板的话说，这是他的“第三
次创业”。

董老板40多岁，原是观音寺
镇农民。上世纪80年代，一个偶
然的机会让他成了村小学的代
课教师，他的第一次创业就是从
那时开始的。

那个时候，农村孩子穷，除
了课本，大都买不起课外读物，
尤其是写出的作文，明显比不上
城里孩子。当老师的董河军明
白“毛病”出在哪里，一直揣摩着
咋给孩子们弄些便宜的书读。

一天，他拿了自己积攒的百
十块钱，蹬着自行车来到城里的
书店，由于买的量大，人家给他

“批发价”。穷老师可怜穷学生，
董河军自然不会赚学生的钱，看
着孩子们拿到“便宜”书后欢天喜
地的样子，董河军眼圈红了，心想
要是自己有个书店该多好啊！

后来，董河军的代课教师干
不成了，种地、打工、做小生意成
了主业。看着乡亲们一天天富
起来，董河军又打起了书的主
意，于是，他就到书店、出版社批
发书，再打折卖给学校和学生。
随着批发量越来越大，慢慢地，
董河军手头有了积蓄，开书店的
念头也一天比一天强烈了。

1994年，董河军终于在新郑

南关开了书店，这就是他的第二
次创业。当时虽然门面还不大，
但只要是学生来买书，他总要打

“狠折”给人家。几年后，董河军
把书店挪到了现在这个地方，由
于是繁华地段，加上他经营有
方，生意越做越红火。

董河军的第三次创业，原计
划本来是三年后的事，之所以提
前，用他的话说，是因为“时机”
太好了。去年，新郑开始搞全民
创业，税费有的减了，有的干脆
不收了，主管部门的服务也很让
人满意！还有拜祖大典、黄帝文
化论坛、读书节、市民文化大讲
堂，这些活动长年不断，让新郑
的“文化味”越来越浓，读书买书
的人越来越多，错过这样的机
会，董河军实在觉得太可惜，于
是就想提前“第三次创业”。可
是，资金往哪儿弄呢？也许真该
董河军心想事成，他正愁的时
候，正好有两个朋友想投资却拿
不准项目，隔壁的几间门面房又
正好租期到头，就这样，董河军
的“第三次创业”提前了。

看着装修的活一天天接近
尾声，想想五间门面一字排开的
气派，再想想人们在宽敞明亮的
书店里看书、买书，董河军虽然
忙，心里却很高兴。其实，董河
军心里高兴还有另一个原因：有
了这个大书店，不仅可以保证自
己不再“下岗”，还能安排十来个
岗位。干到这份上，他也渐渐品
出了些许成就感。

拆迁带来新希望
——郑新快速通道拆迁现场见闻

本报记者 高伟峰 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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