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6 日 ，农 历 腊 月 廿 三 ，我
国农历中的小年。

下午5时，街头已陆陆续续响起
了小年的鞭炮声，此时，荥阳市慈善
总会的负责人已驱车 300多公里，赶
到周口市沈丘县槐店镇奎文街 31
号，这里是在海地地震中牺牲的烈士
李晓明的家。

“李叔叔您好，您培养了一个这
么优秀的儿子，为咱们国家培养了
这么好的一个英雄，是咱们河南人
的骄傲，我代表荥阳市慈善总会向
您表示敬意！晓龙不在了，我们都
是您的孩子。这是我们荥阳慈善总
会和清华园房地产公司为您家人募
捐的 1 万块钱，也是我们荥阳人民

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在李晓明
的家中，荥阳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
长、荥阳市民政局局长李为民将 1
万元捐款交到了李晓明的父亲李俊
山手中。

“是党和政府培养了我的儿子，
他没给咱国家丢脸，也没给咱河南丢
脸，如今晓明不在了，党和政府还这
么关心我们，社会各界给了我们这么
多荣誉和关心，晓明走的也安心了，
我也为我的儿子骄傲，谢谢你们，谢
谢荥阳人民……”李俊山说。

本报记者 谢庆

大红灯笼贺新春,喜庆对联颂丰
年。腊月小年刚过，巩义市竹林镇新
年喜气浓重：家家户户领年货，人人
心里暖和和。

在竹林会堂东门、面粉厂、邮政
所、豫中药厂生活区的 4个年货发放
点，居民们正高高兴兴地排队领年
货。在竹林会堂东门，镇东街居委会
的张圆治正往摩托车上搬大米，三袋
大米放上去后，他用绳子捆得牢牢
的。“俺家三口人，发了 30 公斤大
米。”张圆治高兴地对记者说。老张
还介绍，除了发大米外，镇里还给他
家发了 15 公斤饺子粉和猪肉、食用
油。这边领着镇里发的年货，张圆治
还盘算着单位要发的福利：10公斤大

米、5公斤饺子粉、1箱白酒、1床太空
被。“今年，俺家领到的年货比往年都
多。”张圆治高兴地说。

在竹林邮政所院内的猪肉发放
点，临时搭建的雨布篷下，挂着一扇
扇新鲜红润的猪肉。护栏内工作人
员割肉、称重、装袋，忙得不亦乐乎，
外面居民则有秩序地排队领肉。竹
林街居委会居民张淑霞拎着刚领到
的猪肉乐呵呵地说：“镇政府想得真
周到，猪肉、大米、白面能放时间长
的都发了，过年再买点青菜就够
了。”更让她高兴的是，去年虽然遭
遇经济危机，但她和丈夫跑运输还
收入了 10 万元。年年领年货，今年
又不同。居民明显感觉到一年发得

比一年好，一年发得比一年多。采
访时，记者还了解到，竹林镇不仅给
本镇户口的居民发年货，即使户口
不在竹林，只要在竹林上班也照样
能领到年货。为让大家过个富足的
春节，各单位都在精心安排职工的
生活。

“低保人群、老年人优先安排。”
更让竹林镇困难户和老年人感到欣
慰的是，今年，竹林镇还提前给 70岁
以上的老党员、80岁以上的老人把年
货送上门。除此之外，还给每位老人
发了一件棉衣，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发
放200元至800元不等的慰问金。对
于 90 岁以上老人，竹林镇班子成员
还逐户拜访送去关爱、带去新春的问
候。“日子越过越红火，群众只夸党的
政策好。”竹林镇居民赵西鹏说，有了
党的好政策，镇里经济发展了，百姓
也得到了实惠。

本报记者 孙志刚

“大医精诚”是她的
座右铭。精益求精，勇攀
事业高峰是她一生的职
业追求。她是李喜芹，新
郑市龙王中心卫生院院
长。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勤勤恳恳已成为她 20 多
年职业生涯的生动写照。

“我没啥说的，就是
干的年数比较多。”记者
在人民健康好卫士颁奖
的时候堵住了李喜芹，

“大医院看门，小医院看
人。乡亲们认我这个人，
点名叫我手术。”李喜芹
不但要当好院长，管好乡
镇医院的经营任务，还坚
持在临床一线。她每天
都有手术，少则两三台，
多则五六台。因为常年
站在手术台前，李喜芹患
上了深静脉栓塞，腿常年
肿着，一按一个坑。

无论何时，“一切以
病人为中心”是她行医办
事的唯一准则。即使在
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她
依然坚守岗位，守护病人
的健康。去年除夕，当她
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回
家时，突然接到一位急诊
病人，患者下腹疼痛难
忍，大汗淋漓，血压 80/
20mmHg,处于休克状态，
家属反映患者已停经 40
多天，情况十分危急，职
业敏感使她立刻诊断为
宫外孕破裂。李喜芹迅
速为病人加压输液，立即

实施手术，一个多小时后
终于把病人从死神手中
抢了回来，这时的她已筋
疲力尽。她坚持在病人
病情稳定后才离开病房，
在回家的途中却昏倒在
路旁。

像这样的情景对于
她来说经常发生。无论
周六、周日、国庆、元旦等
节假日，她都坚守在医院
查房、巡诊，最后干脆吃
住在医院。正在省人民
医院实习的女儿说：“我
以前经常抱怨没有吃过
妈妈亲手做的饭，实习之
后开始理解妈妈了。为
大爱牺牲小爱，是妈妈的
原则。”

面对工作，李喜芹满
怀热情，尽职尽责，一丝
不苟。她连年荣获新郑
市卫生系统先进个人、优
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
党员、三八红旗手、新郑
市名医，新郑市十佳医务
标兵等荣誉。面对荣誉，
她不骄不躁，谦让虚心。
她无愧于白衣战士的称
号，是医护人员心中永远
的榜样！
获奖感言：

承蒙大家厚爱，得到
这个殊荣，我深感荣幸。
我很感谢领导对我的关
心和同事们的支持！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
努力，俯首甘为孺子牛，
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人民健康好卫士风采之十一

扩内需扩内需 建新网建新网
促发展促发展 保增长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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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笑琳
赵羲 文/图）2 月 5 日，郑
州移动数百名员工为河
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无
偿献血，以特殊的方式迎
接春节。

5 日一大早，郑州移
动办公楼一楼大厅就排起
了二三十米的长队，等待
抽血检验。据介绍，该公
司仅报名参加献血的员工

就 有 近 300 人 。 记 者 看
到，虽然现场打着“郑州
移动青年员工无偿献血
日”的标语，可许多 50 来
岁的员工也积极参与了这
一爱心行动。郑州移动内
部人士表示，冬天往往是
血库告急的时候，因此每
年冬天他们都会举行一次
这样的活动，至今已坚持
了 3年。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郭
云英 岳小艳）听说过购买农资也可
以像城里人逛超市一样方便快捷
吗？郑州 413 万农民就有这样的福
气。原来，郑州农村的四成行政村已
遍布着一家家的连锁“农资超市”，在
那里，他们选购农资不仅方便快捷，
而且质量还有保证。

农资连锁经营网
服务快递到田间地头
“农资超市就在俺家门口，卖的

都是品牌农药化肥，还送货上门呢”
新郑市辛店镇的老李高兴地说。老
李所说的“农资超市”是郑州市在全
市实施的新网工程农资连锁经营服
务网络的一个网点。目前，全市有
这样的服务网点 1030 个，遍布 94 个
乡镇2200个行政村，全部由全市7个

农资龙头企业、6 个农资配送中心
“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标识、统
一配送”，标准化配送仓库 5 万平方
米，配送车 8辆，所以，任何一个山村
都可以在 3小时内买到优质农资，并
享受农技服务。

农资连锁经营
扎根广阔田野

在实行农资连锁经营模式以
前，郑州市农资市场一度出现经营
主体混乱，农资经营者参差不齐，农
资质量问题难以保证，给农业生产
带来了重大隐患。郑州市供销社创
新服务网络，创新服务平台，创新采
购体系，创新管理模式，大力实施新
网工程，给全市 413万农民编织了一
张安全便捷的农资服务网，有效地
促进了当地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的

发展。
通过农资连锁经营服务，从源头

上控制了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有效保
障了农产品的安全生产，因而真正实
现了政府、企业和农户的三赢。此模
式自 2009 年开始运作以来，因其方
便、快捷、优质、节本等优势，迅速在
郑州广大农村推开。全系统共发展
乡镇级农资超市42个，村级综合服务
社1030多家，覆盖了全市41.2％的行
政村，销售化肥 43万吨，占全市农资
化肥销售额的 80％以上。这表明郑
州的农资连锁经营服务模式有着很
强的生命力，必将会在更广阔的田野
扎根、开花、结果。

本报讯（记者 李颖）
昨日上午，2010年郑州市
文学艺术界迎新春联欢
会在嵩山饭店举行。我
市各专业协会的广大文
艺工作者欢聚一堂，畅叙
友情，同迎佳节，共谋发
展。市领导高方斌、雷
志、刘东、王薇等出席了
联欢会。

2009 年 ，郑 州 市 文
联紧紧围绕十七大精神、
纪念建党 88 周年和建国
60 周 年 ，通 过 书 法 、美
术、摄影、文学、戏曲、音
乐、舞蹈等多种不同的艺
术形势，歌颂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市取得的瞩目
成就，弘扬了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全年共组
织出版文学作品集近百
部，举办大型文艺活动近
50次。

2010 年是郑州市文
联成立60周年，市文联已
着手筹划第四届商鼎杯
全国书法大展等系列活
动，还将以嵩山为主题搞
好美术、摄影、诗歌采风
活动和主题笔会等，创作
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精品
力作，为全市经济社会跨
越式发展和“三化两型”
城市建设作出贡献。

联欢会上，来自市音
乐舞蹈家协会、戏剧家协
会的文艺工作者还表演
了精彩的节目。

本报讯（记者 成燕）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我市
食品安全工作汇报会上
了解到，自 2 月 1 日我市
启动彻查“问题奶粉”专
项整治行动以来，有关部
门对奶牛养殖、生产加
工、市场流通、餐饮消费、
食品安全等环节进行拉
网 市 排 查 ，深 入 到 乡
（镇）、企业进行明察暗
访。春节前夕，食品安全
仍将是检查重点。副市
长刘东参加汇报会。

据了解，该行动启动
一周来，我市卫生、工商、
质监、药监、农业等部门
抽调骨干兵分六路，对全
市各县（市）、区涉乳企业
及食品市场进行排查，重
点对流通环节是否存在

应销毁而未销毁现象进
行严查，对封存、销毁等
环节进行核查，并实行24
小时举报受理和零报告
制度。有关部门人员深
入乳制品企业、乳粉生产
等企业检查原始报告、生
产记录、销售台账，对各
餐饮单位进货环节进行
严查，防止“问题奶粉”流
入餐饮单位。

在听取汇报后，刘东
指出，按照国家及省有关
部门部署，我市彻查“问
题奶粉”专项整治行动将
持续到本月10日，有关部
门要提高认识，各司其
职，抓好落实。春节将
至，相关部门要继续对食
品市场进行重点检查，确
保百姓餐桌安全。

文艺界欢聚一堂迎佳节

全市拉网排查问题奶粉
食品安全仍是节前检查重点

每逢佳节倍思亲
荥阳慈善总会沈丘慰问李晓明烈士家人

春到竹林年味浓
家家领年货 人人心暖和

产科卫士——李喜芹
本报记者 安华梁晓

本 报 讯（记 者 党贺
喜）投资 200 万元，并位居
新郑市政府为民办十件实
事之列，古枣树的命运越
来越被人重视了。记者近
日在刚刚闭幕的市人代会
上获悉，市人大代表、好想
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石聚领领衔提出专项
议案。

新 郑 红 枣 起 源 于 明
朝，至今已有600年栽种历
史，目前拥有100年以上古
枣树38万株。百年古枣树
不仅是新郑30万枣农赖以
生存的主要收入，更是新
郑乃至河南的一大特色资
源，相继获得了原产地地
理标志、绿色食品和有机

食品等荣誉。
然而，由于国家高铁、

南水北调等一系列国家重
点工程的实施和开工，新
郑辖区将有22万株枣树面
临着移栽，其中100年以上
古枣树将达到 26000 株。
为充分保护古树资源，新
郑市政府拿出 200 万元古
树保护资金，并确定区域
予以保护。

新郑市在致力于办好
保护古枣树实事的同时，建
议把古枣树列入郑州市新
增18万亩林业生态建设范
畴，统筹规划，重点保护并
立碑予以持续保护，制定相
应政策，出台枣树保护条
例，固化枣树保护措施。

郑州移动数百名
员工无偿献血

省会迎来节前客流高峰

本报讯（记者王文霞通讯员李春香
文丁友明图）飘舞的雪花让年的味道越来
越浓，人们回家的脚步也变得急促起来。
昨日，省会迎来节前客流小高峰，据悉，升
温的客流将持续到12日，即农历二十九。

公路方面，随着小年的到来，拉开了
今年春运首个客流小高峰的序曲。目前
客流主要以外出务工返乡和探亲流为
主，方向为信阳、周口等省内中短途，省
外线路四川方向客流略有增加。昨日，

中心站发送客流 4万多人。据介绍，客
流小高峰将会持续到农历二十九，最高
峰将会出现在农历二十六和二十八。春
节期间中心站车辆发班计划已经出台，
旅客可拨打交运集团客服中心电话
96269咨询中心站班次最新情况。

昨日的小雪和大雾，让全省的多条
高速公路实行了交通管制，但对我市公
路客运影响不大，仅有部分班次有延误
情况。交运集团有关人员表示，如果遇
到雨雪恶劣天气，他们将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在确保旅客出行安全的前提下，
合理安排班次，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方面，郑州火车站开往各个方面
的车票全部告急，车票预售期已从10天调
整为6天，只有动车组列车仍为20天。目
前多趟列车6日内车票已全部售完。另
外，2月8日~2月12日，郑州—南阳间开行
K7951次、南阳—郑州间开行K7954次。

①警方在火车站东进站口设置了安
全保卫指挥台，方便旅客咨询、报案。

②以农民工和学生为主的客流涌入
长途汽车站、火车站，踏上返乡之路。

（上接第一版①）聚合优势和效
应初步显现，一批品牌园区逐渐形
成。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
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出口加
工区；铝工业主要集中在巩义的回
郭镇工业园、豫联工业园，荥阳的五
龙铝工业园和上街铝工业园；食品
工业主要集中在马寨食品工业园、
三全—思念食品工业园、台商投资
区和中原食品工业园；纺织服装工
业主要集中在郑州纺织产业园、新
密曲梁服装工业园……这些区域，
逐步成为全市优势产业的聚集地，
成为“郑州制造”的炼金炉。

集聚板块的成功打造、园区服务
品牌的快速形成、大项目大企业的接
踵而至……园区空间布局逐渐形成
了新格局。目前，市区内的 14 个工
业园区已经形成了沿主城区环线发
展的布局，既充分利用了城区完善的
功能配套，又大力推进了城区工业的
发展。各县（市）也依据产业和当地

资源优势对重点产业园区进行合理
布局规划，形成了良好的园区布局。
巩义市形成了“一廊十五区”的园区
布局，新郑市形成了“六区两翼”的园
区布局，荥阳市形成了“四园三集群”
的园区布局，登封市工业园区形成了

“一廊四园”发展格局等，“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的粗放式发展局面已成过
眼云烟。

2009 年，全市重点产业集聚区
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2845.7 亿元，同
比 增 长 20.92% ；完 成 工 业 增 加 值
773.39 亿元，同比增长 5.02%；完成
工 业 投 入 44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45%……一张张高分答卷，“秀”
出的是全市产业集聚区节节高攀的
发展态势。

“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是集中，
就是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
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它不
仅能提高产业发展速度，还能降低产
业发展成本。”产业集聚区建设工程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
我市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整
合、创新、提升”为主线，围绕培育壮
大主导产业，全面实施投资倍增计划
和大招商行动计划，促进产业集聚区
建设实现新跨越。

目前，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
城市经济研究所负责编制的《郑州市
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初稿已完成，
建立完善产业集聚区投融资、人才培
育、自主创新等十大保障机制的工作
也正有序推进。

毋庸置疑，在新型工业化进程
中，产业集聚区将成为驱动郑州跨越
的巨轮。秉承这一责任和使命，市产
业集聚区工程指挥部有关人员为我
们描绘了今年的发展蓝图：“到年底，
全市重点产业集聚区计划实现销售
收入 4500 亿元以上，年销售收入超
百亿元产业集聚区 18个，其中超 200
亿元的 6个，并有望涌现出超 500亿
元的‘大个头’园区。”

投资200万元
保护百岁枣树

新郑为古枣树系上“安全带”

（上接第一版②）加大城中
村改造力度，加快齐礼阎、
小李庄二期、王胡砦、菜
王、路砦等已启动城中村
项目改造步伐，对孙八寨、
冯庄、高寨、黄岗寺、兑周、
蜜蜂张等城中村改造提早
着手，储备发展后劲；加快
大学路——中原路商业商
务黄金十字架、火车站西
广场商圈和河医医疗服务
商圈规划建设，推进眼镜
城等传统批发市场升级改
造和中原采博城、升龙广
场等新兴市场发展，规划、
建设一批商业特色街和小
吃一条街。

今年，二七区将利用
南水北调运河两侧规划建
设滨河新区。按照滨河新
区概念性总体规划及景观
规划，将 28 平方公里的滨
河新区打造成为集商业、
商务、休闲、娱乐、行政、文
化等于一体的生态宜居新
区。同时，今年还将启动

尖岗水库周边的凤湖生态
文化旅游区规划编制工
作，力争将凤湖周边建成
中原地区生态文化休闲旅
游新高地。

着力抓好园区建设，
打响河南省产业聚集区新
品牌。以打造产业完善、
功能配套的“卫星城”为目
标，二七区加快推动马寨
食 品 工 业 园 区 建 设 、发
展。合理调整全区工业布
局，引导工业企业向园区
集中，加快淘汰不符合全
区产业发展规划、科技含
量 低 、高 耗 能 高 污 染 企
业。继续扶持大方桥梁、
康师傅、三中收获、永安电
缆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加快推进大方桥梁上市。
依托园区产业聚集优势和
完善的配套设施，积极引
进投资强度大、科技含量
高、单位产出率高的项目，
进一步拉长和完善园区产
业链条。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