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产业大发展
助推郑州新跨越

本报讯（记者 李颖）“这组报道深度挖掘、全面梳理了十年
来郑州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呈现了郑州作为中部地区现代化
大都市的崭新形象，读来振聋发聩、令人振奋！”最近一段时间，
本报推出的《新世纪·郑州十年》大型系列报道，引起省会文化
界人士的强烈关注。

看过本报近期推出的《新世纪·郑州十年》大型系列报道
后，市文广新局局长李宪敏对记者说：《文化：“撑”起郑州崛起
一片天》这篇报道，全面系统阐释了郑州“十五”、“十一五”期
间文化发展的缘起、作为及成就，全景式展现了郑州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大踏步迈进的发展变化，而报道中细数的成就与
变化，作为文化战线的一名“老兵”，特别感同身受。

“正如报道所言，新世纪十年，是郑州市文化建设投入最
大、成果最多、市民受惠最多的十年。我们文化行业的建设者
不仅是为之付出心血、洒下汗水，更是这座千年商都嬗变的见
证者。”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院长陈英说。

从文章起笔就一直为记者提供学术支持的学者赵富海感
言：文章用观点统帅采访中一个一个的典型例证，记录市委、市
政府对郑州文化发展蓝图的规划、强有力的落实和前所未有的
大力度扶持，见证郑州这十年文化破茧成蝶的蜕变之路，充分
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战略眼光和极具前瞻性的执政思路。

创建先进党组织
争做优秀共产党员

新密市

“三联两创”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立）在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中，新密市

充分结合自身实际，以该市正在全面实施的“三联两创”
党建固本工程为主要载体，以党员“三定一岗”分类管理为
具体抓手，以年度为时间段，分年初公开承诺、季度领导点
评、半年督导检查、年度评议考核、七一总结表彰五个环节
进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三联两创”党建固本工程旨在通过围绕支部联
建、企业联村、党员联户，积极开展争创“五个好”先进基
层党组织、争创“五个好”优秀共产党员活动，激发广大基层
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干事创业的活力和热情，着力构建以城
带乡、城乡互动、资源共享、双向共建的城乡统筹基层党建
工作新格局。

目前，新密市 113个企业与 113个村、116个强村与
116个弱村、117个市直单位与117个村（社区）完成了联
建衔接挂牌，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党群“1+1”结亲帮扶对
子 8000多个。据不完全统计，企业、市直机关及其党员
干部共为群众办好事、实事 2600 多件，引进帮扶项目
1200多个，协调帮扶资金5600多万元。

新郑市

“四个结合”保实效
本报讯（记者 高凯）突出实践特色，创新活动载体，

新郑市推出“四个结合”，推动创先争优活动更具活力、更
富实效。

结合新农村建设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在乡（镇）、村
中深入开展“三帮三争”（帮办一批实事、帮扶一批群众、
帮学一批党员，争当科学发展先锋、争做新农村建设标
兵、争创文明乡村）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
战斗堡垒和骨干带头作用。

结合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在街道、
社区深入开展“党建强社区、文化建社区、服务优社区、法治
安社区”活动，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结合行业特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在中小学校深入
开展“三抓三创”（抓特色、抓内涵、抓规范、创建特色学
校、创建平安学校、创建人民满意学校）活动，在医疗卫生
系统深入开展“改进医德医风、提高服务水平、促进医患
和谐”活动，提升党员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结合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在新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开展“五比”（比发展规模、比效益
质量、比集约节约、比社会奉献、比党的建设）活动，促进

“两新”组织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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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普通高招
招生逾54万人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省招办公布
了我省今年的普通高招计划，按照各高校提供
的数据，我省普通高招将录取新生541969人。

从我省录取批次顺序来看，全省提前批
次的招生计划为35402人，本科一批211院校
招生计划为 22638人，本科一批其他院校为
13714人，本科二批为111731人，本科三批为
57491人，高职高专一批为 97983人，高职高
专二批为175024人，体育类高职高专为1488
人，艺术类高职高专为26498人。

从往年情况来看，由于我省生源质量较
高，部分高校还将增加招生计划，加上与普通
高考同时考试、同期录取的本省高校专升本考
生2.5万人，中职学校对口升学考生3.2万人，
我省最终将有超过60万的考生跨入大学校门。

促进老区农民
收入快速增加
我市部署老区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昨日上午，市老区

建设工作暨老区建设促进会三届三次理事会
在嵩山饭店举行。市委常务副书记马懿要
求：突出重点，夯实基础，促进老区农民收入
持续快速增加。副市长王跃华出席会议。

省市老区促进会领导胡悌云、张国荣、
黄振英、孟繁兴、乔好贤、牛甲辰、谷秀峰
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去年以来我市老促
会工作报告，增补刘啸峰等五人为郑州市
老促会常务理事，部署了 2010 年扶贫工作
重点和扶贫互助基金试点。

围绕持续增加老区农民收入，切实改善
老区民生，马懿强调要突出六个重点：把老区
贫困乡村作为老区建设重点，加大扶贫搬迁
力度，要用五年时间真正实现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走出一条通过移民搬迁推动
老区发展的新路子；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主
导产业，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加大
农民培训力度，着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
质；开展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今年我市将
在除登封之外的各县（市）的 10个行政村开
展试点，解决贫困农户缺少致富启动资金难
题；发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
织化程度；切实加强老区基层组织建设，不
断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努力建
设一支强有力的村“两委”班子，带领老区人
民脱贫致富。

我省举行廉洁
从政知识竞赛
郑州代表队获赛区冠军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见习记者 王娟）昨

日上午，河南省“中原清风杯”廉洁从政法规
制度知识竞赛复赛（郑州赛区）的比赛在市总
工会进行。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复赛监察
组组长宗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璋与全
市400多名党员干部观看了比赛。

本次竞赛由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
传部主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
承办，这次竞赛的试题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
党员领导干部廉政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多项廉政法规制度。

在郑州赛区参加比赛的6支参赛队分别
来自郑州、洛阳、许昌、南阳、平顶山、三门峡。
副市长薛云伟作为参赛队员代表我市参加了
比赛。经过个人必答题、集体必答题、抢答题、
风险题等五个环节的激烈角逐，郑州市代表队
获一等奖，三门峡市代表队和南阳市代表队获
二等奖，其余三支代表队获三等奖。

黄河岸边演练防汛抢险技能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文 李利强
图）挖掘机挥舞长臂、抢险队员灵活
穿梭、大卡车来回搬卸……昨日上
午，河南黄河段防汛抢险实战技能演
练在黄河大堤郑州马渡段举行。来自
郑州、濮阳、开封、新乡、焦作、洛

阳 6个地市的黄河河务局分别派出专
业抢险队参加技能演练。

据介绍，近 20 年来，伴随挖掘
机、装载机、自卸车等大型机械在黄
河抢险中的广泛应用，在局部中小险
情出现时，数十名黄河专业抢险队员

和几台大型机械设备快速出击，很快就
能遏制险情，普通黄河防汛已经从传统
的人工抢险向目前的机械化抢险进行转
变。目前，河南河务局已经在我省黄河
沿岸建立了16支机动抢险队、配备了
100多台大型抢险机械设备。

推进项目落地 美化市容环境 提升工作效能

二七区三大行动破解发展难题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王天

朗）统一思想，查找问题，明确责任，确定
措施。6月 5日、6日，二七区利用两天休
息时间召开“项目落地年、市容环境美化
年、工作效能提升年”三大行动推进会，区
四个班子领导、各乡（镇）办党政领导干
部、郑州市直有关部门领导和企业家 200
多人，共同为下半年二七区区域经济发展
出谋划策。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1～5 月份，二
七区财政收入完成 5.7 亿元，增长 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82.3 亿元，增
长 1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2.4
亿元，增长 23.3%；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 52.2亿元，增长 40%；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8067元，增长 16.2%；农民人均
纯收入 5813元，增长 18%。

“与纵向比，成绩不小，但横向比却压
力不小，标兵越跑越远，追兵越追越近，二
七区怎么办？”推进会上，二七区区长王鹏
给干部职工作经济分析报告，并听取了50
个重大项目指挥长和10个重点工作指挥

部的工作汇报，对项目进展、存在问题和
下步打算进行了认真梳理。

郑州市跨越办、市发改委、市民政局、
市国土局、市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市村改办、市拆迁办等12个单位领导应邀
参加推进会，二七区政府为他们颁发了

“二七区经济社会发展顾问”聘书，希望社
会各界都能为二七区发展提出真知灼见。

辖区33名企业代表在项目推进会上与
政府职能部门坦诚交流，就项目进展和需
要协调解决的问题提出救助信息，寻求解

决良策。针对企业代表提出的问题，二七
区委督察室人员一一记录在案，并列出解
决时间表。

二七区委书记朱是西表示，二七区继
续以“项目落地年、市容环境美化年、工作
效能提升年”三大行动为抓手，针对会议
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二七区全体干部职工
开展“大决心”、“大服务”、“大解决”、“大
推进”活动，以打响“夏季攻势”集中行动
为突破口，推进项目落地大提速，实现市
容环境大变样，促进工作效能大提升。

昨日下午，艳阳高照，空气中弥漫
着丰收的喜悦。在管城回族区十八里
河镇河西袁村田间地头，只见收割机
在田间往来穿梭，金黄色的小麦源源
流入包装袋中，被粉碎的秸秆从机器
的尾部散落，均匀撒在田间。

这是农村的“双抢”季节，是农民
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前两天有雨，心里别提有多急了，
但在区农委的帮助下，我的3亩小麦只用
了1个小时就完成收割装袋，再不用担心
变天下雨了，真得感谢这些帮扶队员。”
看着满满的粮仓，张小国脸上全是笑容。

今年 50岁的张小国是十八里河

镇的特困户，因为家庭困难，妻子体
弱多病，他实在拿不出钱请小麦联合
收割机帮忙作业。但让老张想不到的
是，6月 7日，管城回族区农委帮扶小
组的工作人员带着农机大户张福运
来到家中，告诉他在三夏期间将免费
提供机收帮扶，帮助他全程完成三夏
作业，真是让他感动不已。

“麦黄一时，蚕黄一晌”，为抢天夺
时，这些天，管城回族区农委帮扶小组
的工作人员帮扶工作从没停过，该区
农委农机部门组织开展“迎七一，服务
三农集中活动月”活动，积极组织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帮扶活动，重点掌握军、

烈、孤、困、寡、务工“六户”人员情况，
确保一个不漏；设立热线电话，24小时
值班，为农民和机手提供机具统调、技
术咨询、机具维修等服务，组织技术服
务队，巡回田间地头，随时解决作业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夏期间，全区组织小麦联合收割
机40台，帮扶农户100多户，帮扶面积
160亩，为群众减少费用1万多元。如天
气晴好，全区3.9万亩小麦收获和夏种工
作可在今日结束。”该区农委负责人说。

战三夏 夺丰收

火热三夏 帮扶情深
本报记者 刘俊礼

旅游城市市长来郑共谋发展
论坛组委会昨举行欢迎晚宴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华灯初上，美酒飘
香。昨晚，2010中国（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
长论坛组委会在郑东新区会展中心举行欢迎
宴会，招待前来参加论坛的海内外宾朋。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世界旅游业理事
会总裁鲍姆加藤，亚太旅游协会副首席执行官
john koldowski，省市领导郭庚茂、孔玉芳、王文
超、张程锋、梁静等出席。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孔玉芳致欢
迎辞，代表组委会向出席晚宴的海内外宾朋
表示欢迎。她说，河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河南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地上文物、地下文物
均居全国前列，是“天然的中国历史文化博物
馆”。河南自然风光秀美，旅游资源富集，
2009年全省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2.3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1985亿元，居中国中西部地
区首位。

孔玉芳说，2008年首届世界旅游城市市
长论坛在河南郑州成功举办，产生了广泛
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年，国家旅游局、
河南省政府再次举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
坛，旨在为境内外旅游城市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围绕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深入探讨，寻

求实现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路径和措施，
促进中国和世界旅游城市共同进步。我们
相信，在相关国际旅游组织的具体指导和参
会代表的大力支持下，本届论坛一定能够办
成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扩大合作、共同发
展的旅游盛会。

国内部分大中城市代表和来自世界多个
国家的旅游城市市长出席了欢迎晚宴。

读《新世纪·郑州十年》——看变化·谋发展·再跨越

省领导昨会见参加世界
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嘉宾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2010 中国
（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今日将
在我市举行，昨日下午，省长郭庚茂在
郑东新区国际会展中心会见了前来参
加论坛的世界旅游业理事会总裁鲍姆
加藤。

亚太旅游协会副首席执行官 john
koldowski，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山田重
夫，东北亚地方政府联合会秘书长李海
斗，法国旅游发展署总裁 jean-michel
Hareic，韩国国际会展协会会长慎重睦，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间经济协会执行

委员会副主席谢尔盖·季哈米洛夫以及
部分旅游城市市长等也应邀同时参加
了会见。

郭庚茂向嘉宾们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南省情。他说，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旅游·城市生活更
美好”，相信此次盛会的举办，必将对我
国和河南以及郑州旅游业的发展产生
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将竭诚做好各
项服务来支持论坛取得成功，也真诚希
望各位宾朋在领略河南山川风光之余，
也感受一下河南推进现代化建设欣欣

向荣的景象和气息。
鲍姆加藤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也
是五个主要经济区之一，就像我们大
家所知道的那样，旅游占世界经济收
入的 10%，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
人们乐意去旅游，而这次论坛举办的
真正意义就是促进世界旅游业发展，
促进世界人民之间各种文化的和谐
交流。

省市领导孔玉芳、王文超、薛云伟
等参加会见。

本报今起推出南非世界杯特刊
（见5版８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