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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廉政准则
树立模范形象
——访新郑市教育体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陈文彬
本报记者 白云

新郑市学习贯彻《廉政准则》动员会召
开后，市教体系统迅速掀起了学习解读《廉政
准则》的热潮，记者就此采访了市教育体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陈文彬。

记者：目前全社会都普遍重视和支持教
育事业发展，为了解决教育中的热点难点问
题，市教体系统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陈文彬：我们将会从四个方面抓紧解决
这些热点难点问题，一、严格按照“两上、两
下”程序编制预算，避免腐败事件发生；二、工
程建设严格执行“二十字方针”，实行“六统
一”，严把“五关”；三、坚持实施“阳光招教”；
四、对学生资助建立“规范手续、完善制度、能
增能减、能发能退”的动态管理资助体系。

记者：工程建设中的“二十字方针”、“六
统一”以及“五关”具体指的是什么？

陈文彬：“二十字方针”指的是规划合
理、程序合法、手续完备、管理规范、质量过
硬；“六统一”指的是统一勘察设计、统一招
标、统一工程管理、统一监理、统一竣工验收、
统一资金管理；“五关”指的是设计关、招标
关、施工关、材料关、验收关。

记者：招聘教师和普通高中招生都是全
社会关心的事情，那么我们教体系统是如何
做到“阳光招教”的？

陈文彬：在招聘教师方面，我们在新闻
媒体和有关监督部门的全程参与下，分科公
开试讲、当场公布成绩、当场录用；在普通高
中招生分配方面，我们在社会各界和新闻媒
体的监督下，通过抓阄的方式一次性分配到
位，彻底杜绝因择校而滋生腐败现象。

转眼间，数千人惨遭罹难，使我们目
睹了太多的生命悲剧；

顷刻间，千万人真诚相助，使我们感
受了太多的人间温情。

痛彻心扉的玉树地震，使心系灾区
的每一个人，都在为生命的损失而沉痛
哀悼，都在为震后的灾区而贡献力量。

爱，永不停止；生命，永不停息；希望
和梦想，因为众人的爱心而在玉树的大
地上不断延伸……
陈留库 新郑市建设管理局退休老干部

在得知青海玉树发生地震这个消息
后，陈留库老先生毫不犹豫地为灾区捐
献了 1 万元钱——这可是他辛辛苦苦养
猪攒下来的积蓄。在采访中陈老先生告

诉记者：“当我知道 4 月 14 日玉树地震
后，我一整晚都没有睡觉。‘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我看到全国人民都在奉献自己
的爱心，我被深深地感染和感动了。作
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党教育了我几十
年，我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党给的，看到
亲人们受难，我虽然不能到第一线去，但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尽一点微薄之力，帮
助地震灾区的亲人们渡过难关,希望他们
重拾希望早日重建美好家园。”
赵留现 新郑市八千乡大闫庄低保户

赵留现今年 50岁，常年多病，家境
窘迫，生活处于低保水平。一个近八十
岁的老父亲，一个体弱的妻子，两个未
成年的学生全靠他捡垃圾维持生计。当

他把那宝贵的50元钱投进募捐箱时，在
场的人都震惊了。“作为民政救助对
象，我这几年总是受到国家的帮助。都
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
我也为他们献上我的一份心意。”憨厚
的赵留现说。
尹鑫淼 新郑市和庄镇尹庄小学学生

“我听老师说的，玉树地震了。放学
后，我打开电视，看到很多人都在抢救压
在石板下的人，一个刚被救上来的小孩
在哭。那时我也可想哭。”见到记者，12
岁的尹鑫淼手里摆弄着文具盒，害羞地
说，“那些小孩子看着很可怜，我想起我
还有准备买‘手枪’的钱，就把它捐了。
我们学校很多学生都在捐款。”最后，他

祝福灾区小朋友，能够和他一样，尽快回
到学校学习。

高新晓 新郑市民政局社救科科长
“每天，我都被感动着。地震震不

垮我们的坚强意志，再难也难不倒我们
中国人。”高科长激动地说，“你看
看，那些人都是主动捐钱的，有些低保
户，虽然生活困难，可他们依然为灾区
献出了自己的爱心。刚刚我看到一个约
摸八岁的小女孩踮着脚尖把 300 块钱，
放进了募捐箱里，想问问这个孩子的名
字，可她只说她是实验小学的学生。就
在民政局这么小小的一间屋子里，许多
感人的事情都在发生，我每天都被感动
着。”

爱心，奉献中……
本报记者 尹春灵高凯白云陈杨 通讯员 刘俊敏

自强不息
铺就成功创业路

——访真牛超市老板牛喜军
本报记者 刘冬高凯

他曾因身患残疾而自卑不已，也曾对生
活失去信心，而如今他却凭勇敢的胆识、丰富
的经验和惊人的毅力，自强不息，铺就了创业
成功之路。

他叫牛喜军，出生于新郑一个普通的家
庭。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选择
了创业。可是生活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
经过无数次失败，他曾想过放弃。但是他默
默地告诉自己：无论做什么都要不怕苦、不后
悔、不要哭。正是凭着这股“牛”劲，2001年，
在残联同志的帮助下，他开始筹办自己的第
一家超市。

创业艰难百战多。虽说以前经营过烟
酒门市，但当时超市还是新鲜的事物，看着超
市里见都没见过、叫都叫不出名的东西，牛喜
军一头雾水。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花“重
金”弄清楚超市里商品的名称和价格。于是
带着儿子，在超市里一件一件的买，这些“破
费”让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市场信
息后，在“残联”的帮助下，他又贷到一万元，
真牛超市终于正式开业了。

超市虽然开业了，但是又一个难题摆在
了面前——进货。回忆起第一次进货的场
景，他欲言又止。“那时条件差，就一个脚蹬三
轮，空车自己蹬着都费劲。人家干啥都麻利，
我搬个东西得歇半天，越想越难受，我发誓一
定要干得比别人强。”自己勤奋努力的同时，
他还时常教育员工，做人要有压力，有压力才
有动力，有动力才能挖掘潜力，有潜力才能彰
显魅力。身残志坚的他，就是靠着这非同寻
常的毅力，一步步的把超市搞得火红起来。

自己手里有了钱，不忘帮着他人富。“现
在的这些加盟店，他们把门面租下来，剩下的
就是我的事儿了。从进货、柜台布置到员工
培训，都是我一人操刀。”牛喜军说。如今的
他，已相继帮扶别人在新建路、金城路、新华
路、黄水路、玉前路、八千乡等多个地方开办

“真牛超市”加盟店。他表示以后会将自己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帮扶他人创业中。

“这么多年带给我快乐的不是钱，而是
精神的财富。”牛喜军笑着告诉记者。

创业先锋

立足服务

推进老干部事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 高伟峰 通讯员 富民）近日，新郑市召开老干

部暨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市领导张国宏、郭连召、靳瑞生和相
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2009年，新郑市率先在全省实施60岁以下老人免费乘坐市
内公交车，并投资 2600万元建成了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全年累
计为老干部办理实事好事156件。

会议要求相关单位继续在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上和关心下
一代建设上下工夫，照顾好老干部生活、开展好老干部工作、发
挥好老干部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加强预算

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
本报讯（记者 高伟峰 通讯员 祝磊）为全面提高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使用效益，进一步推动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近
日，新郑市召开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动员会，宣布于 4 月 22 日~5
月 31日在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市领导
张国宏和各单位相关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清查工作的艰巨性和紧
迫性，认真准备，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各有关方面要积极配合，
通力协作，按期圆满完成资产清查各项工作任务。

知识竞赛

掀起廉政准则学习高潮
本报讯（记者 高伟峰 通讯员 燕萍）近日，由新郑市纪委主

办、供电公司承办的《廉政准则》知识竞赛圆满落下帷幕。新郑
市领导王俊杰出席此次竞赛并为获奖队伍颁奖。

经过预赛，市教体局、公安局、国税局、供电公司等8支代表
队进入决赛。最后，通过激烈角逐，市供电公司代表队夺得竞赛
第一名，国土局、龙湖镇等 7 支代表队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
名。

据了解，2010 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的颁布实施年。

强化责任

确保农业生产稳定增长
本报讯（记者 孙秀春）近日，新郑市领导李志强和各乡镇局

委负责人收听收看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紧急电视电话
会议。

会议就如何做好春季农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是要高度
重视，认真贯彻国务院精神，强化责任，巩固和发展农业的良好
形式；二要加强农业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保证粮油面积的稳定可
增；三是要保障养殖业生产的总体稳定，以及农产品市场运行的
稳定。

农机补贴

助力新郑农业经济大发展
本报讯（记者 高伟峰 通讯员 李宏松）近日，记者从新郑市

农机局获悉，该市今年的农机购置补贴正式启动。
截至目前，新郑市已争取到中央第一批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400 万元。按照要求，今年的农机补贴率不超过机具价格的
30%，单机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对于 100 马力以上的大型
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补贴限额提高到12万元。

据悉，今年购机者持协议就可在省域内跨县自主选择经销
商，以差价款直接购机。

关爱老人

新郑梨河敬老院乔迁新居
本报讯（记者 高伟峰 通讯员 志远）近日，梨河镇敬老院新

公寓楼落成，院民喜迁新居。
据了解，新公寓楼共投资 100 余万元，面积 666 平方米，生

活用房24间，供养五保对象40余人，餐厅一座，健身器材4套。

效益显增

博物馆免费接待游客15万
本报讯（通讯员 王君）新郑市博物馆于 2009年 2月实行免

费开放以来，至今已接待游客 15余万人次，大大弘扬了新郑的
悠久历史文化，促进了新郑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社
会效益。

预算审计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通讯员 白艳芳 赵阳）近日，新郑市

召开2009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进点会，
决定自4月20日起，对全市2009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学准则 树形象

新郑动态

4月21日，郑州市华驰薄板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安装
2号冷轧机组项目。该项目投入资金1亿元，年设计生产能力
15万吨，目前，坑槽工程已基本竣工，各项设备正在安装调试，
预计5月份可进行试生产，7月份实现正式投产，投产后可新增
产值10亿元，增加就业岗位110个。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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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中小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有力推进“平安校园”建设，新郑市实验小学将今年4月份定为该
校“消防安全活动月”。图为该校师生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消防技能演练的情景。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高长铭 摄

华驰薄板 2号
冷轧机组5月试生产

借产业扶持东风 安排农民就业百万
——好想你带领100万枣农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高伟峰高凯 特约记者 季丽亚

“世界红枣看中国，中国枣乡看河南，河
南枣品看‘好想你’。”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好
想你”红枣成为河南的一张名片，也是新郑的
骄傲。

1993年，河南新郑农民石聚彬、石聚领
兄弟，基于自己对红枣文化的理解，承包乡
办企业的一个车间，创办了好想你枣业股份
有限公司（原河南省新郑奥星实业有限公
司）。经过几年发展，公司总占地面积500余
亩，资产 4.7 亿元，职工 4600 人。目前，企
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6条现代化生产线的
红枣加工基地，原料需求也从单纯的新郑区
域的 200 吨，辐射到新疆、河北、山东等 5
省8地区，需求量扩大到30000吨，从带动4
万人发展到现在带动 100 多万人的全国红枣
行业骨干龙头企业。

2005年以来，为了让企业做大做强，带领
更多的农民增产增收，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
办公室根据该企业的资信状况和辐射能力，
决定对企业立项扶持。为了落实好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产业化扶持项目，公司从项目申报，
到编制实施计划，再到验收，总经理亲自领
导，并任组长，下设项目协调组、财务监督组、
工程实施组、设备采购组和招标管理小组，并
分别由财务、行政、生产和采购方面的副总任
组长，明确职责，并建立了每周一工作例会制
度，为项目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扶持项
目带来乘数效应。

几年来，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实施“走出去”战略，先后建设了河北沧
州、新疆若羌、新疆阿克苏等 4 家子公司，
成为一个融红枣种植、规模加工、科技研

发、冷藏保鲜、专卖出口、生态旅游为一体
的产业化综合型企业。公司凭借红枣资源、
技术、品牌、文化网络等 5 大核心优势，组
建了拥有80个红枣新品的科技示范园，筹建
了河南省唯一一家红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研发出以枣博士、新郑枣片、红枣粉等为主
导产品的 16大系列 200个红枣制品，形成了
以“好想你”为主品牌、以“枣博士”和

“健康情”为副品牌的 200 多个商标品牌优
势，在全国 20 多个省的 80 个市县建立了
1300多家好想你红枣专卖销售网络，发起并
建设了世界唯一的枣文化博览中心。科技攻
关助推产业化发展。

2009 年，在国家农业产业化政策的支持
下，好想你公司的 2000 吨红枣粉技术改造项
目得到了国家财政的立项扶持。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好想你公司通过不断论证、咨询、考
察、探讨，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全国第一
条运用真空浓缩技术的枣片生产线、全国唯
一一条气流微粉技术红枣粉生产线、全国第
一个专门从事红枣深加工技术的省级工程技
术中心，河南省唯一一家农字号高新技术企
业。

据统计，在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的支
持下，好想你枣业公司产值和销售连续 4 年
以 40%的速度递增。2008年，公司实现销售
收入 27848 万元，利税 4954 万元。2009 年，
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5 亿元，利税 7600 万
元，并先后获得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枣产品
加工骨干龙头企业、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等
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