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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祖大典，让他与新郑结下了不解之
缘——投资 2 亿多元兴建金英国际庄园，
建立他事业发展的新起点。近日，记者在
施工现场，见到了这位与工人们一起忙前
忙后的老总——刘祥传。他没有老板的
样子，话未开口先以微笑示人；游弋商海
多年，却难掩谦和、沉静的气质；谈企业滔
滔不绝，说自己轻描淡写……

关键词 吃苦
“吃苦”一词在刘祥传谈创业经历时被

提起多次，温文尔雅的他，讲出的话让人感
到振奋、昂扬。刘祥传说：“我没什么文化，
就是实在，能吃苦，我认为不懂吃苦就不懂
做生意，三百六十行我几乎干了个遍。”

1976年，下学后的刘祥传来到家里附
近的砖场打工，几百斤的架子车对于个子
不高的他非常吃力，而一天要拉几十趟。

每次回到家里，肩膀上的勒痕渗着血，粘
在衣服上钻心的疼，他咬着牙，一忍就是
一年。后来他打过杂，给别人卖过东西，
最后开始卖羊皮，每次骑着自行车跑 100
多里地，只能赚到6块钱。累了饿了，唾沫
往肚子里咽，街上的饭馆没敢进过一次。
就这样，他初入生意道，也掘起了自己的
第一桶金。

刘祥传说：“正是这么多年的吃苦经
历，才让我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劲头，
也让我把精力放在了事业的发展上。”

关键词 大方
与刘祥传创业时的吃苦相比，他对

待自己的员工却很大方。他说：“一个
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众人搭柴火馅
高。”

一直以来，在刘祥传的公司里，员工

的报酬都高于同等水平的其他地区，而且
员工提出可行性的建议有奖励，把一些经
验性、流程性的东西总结起来有奖励，善
于使用他人经验的员工也有奖励。“这样
做不仅提高了员工积极性，我个人也受益
匪浅。同时，当老板的不能总是指手画
脚，核心转动不起来，员工们更没有动
力。”用他的话说，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极大地鼓舞了员工
干事的劲头儿。

刘祥传说：“我把员工当成自己的孩
子一样。不但要给他们高薪、奖励，更得
从心理上关爱他们，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

关键词 挑战
如今的刘祥传已经拥有 5 家大型酒

店，但他仍没感到轻松。刘祥传说：

“虽然以前有过很多的挑战，但目前最大
的忧虑还是规模的扩大、服务水平的提
高。”

餐饮业一直以来都是发展最快、竞争
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问及刘祥传的发展
计划，他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不做什么
龙头，我的目标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消
费，而且都能吃到自己想吃的菜。”酒店即
将开业，现在他已经做出了谋划：不仅要
在菜品的花色品种上下工夫，还要认真分
析市场，找准卖点，确定营销目标，同时抓
好基础管理，从管理中要效益，最终呈现
出优质的服务。

“困难总会有的，但我更愿意以挑战
者的姿态来面对。在这个行当，不前进就
意味着被淘汰。”刘祥传抛下这样一句
话。这位挑战者在跟自己“较劲”，也在跟
他的对手“较劲”。

不懂吃苦就不懂做生意
——访新郑金英国际庄园董事长刘祥传

本报记者 刘冬高凯

村内绿树掩映，村外田畴纵横。一条
平坦的柏油路,犹如一根连缀的飘带,把整
个村庄串接得错落有致。文化大院里，垂
柳依依、鲜花朵朵，老人在悠闲地下棋
……这是 7 月 13 日记者在新郑市八千乡
邢庄村看到的场景。

刚进村,记者就见到了该村村委主任
邢子选。他说:“过去,俺这里都是破瓦房,
街道也窄,一下雨,路面坑坑洼洼,出门就
得穿长筒泥鞋,现在可好了。”

在他带领下，记者来到村民刘根宝
家，庭院干干净净，他正准备用沼气灶烧
水。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哗哗”地淌了出
来；“啪”一声，一团蓝色的火苗从沼气灶
中窜出。今年 47岁的刘根宝边烧水边介
绍：“这沼气灶真是太方便了，我计算了一
下，一壶水烧开仅用8分钟，而且做饭、炒
菜样样行！自从建了沼气池、装了沼气
灶，我家的生活变了样。以前，猪羊满院
跑，现在好了，实行了家畜圈养，生活环境

变好了。”邢子选告诉记者，邢庄村村通
沼气率已经达到了93%。

养鸡、养鸭的能手多是邢庄村的一大
特色。邢子选介绍说，养鸡、喂鸭这两年
是村里发展最快的产业，也是村民收入的
主要来源，产品远销国内山东、河北及东
南亚地区，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 500 多
人。来到村民陈长发的养鸡场里，只见老
陈正忙着检查鸡舍的消毒设施。他热情
对记者说：“我们这个鸡场全部实行自动

化管理，而且安装全面消毒设备，不管任
何人只要进入鸡场，从大门到鸡舍都得消
毒。现在我们一共有 38 栋鸡舍，每个鸡
舍有鸡 6000 只，每年孵育小鸡 13 万只。
场里的员工基本都是俺们村的村民。”

“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从一处
院落传了过来，记者寻声走去，“那是我们
村的文化大院。”邢子选介绍说，“文化大
院新添置了篮球架、乒乓球桌、象棋等文
化娱乐用品，群众在这里不仅学到了知
识，也找到了快乐。”跟着邢子选的脚步，
记者走进该村的文化大院，只见几个老人
正在悠闲地下象棋。79岁的老人刘三说，
现在，老人们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他
用手指着西边不远的村卫生所说：“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农民不用出村就能
看病，药费在村里也能报销了。俺们也成
了城里人了。”

趁墒秋管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李伟栋）“真是好雨啊，本来准备浇地但还

没排上号，眼看田里的玉米苗叶子都黄了，真心焦啊！”新郑市
观音寺镇贾庄村的张爱民对记者说。

长时间的高温过后，终于迎来了雨天的甘露，广大农民朋
友不禁舒缓了紧皱的眉头。但还是不能松劲儿，农技专家告
诫说：“当前是秋粮生产的关键时期，针对不同作物、不同苗
情，必须因地制宜、因苗制宜，做好管理，丰收才有保障。”

那么当下该如何做呢？农技专家巧支招：对于出苗不齐、
缺苗断垄的现象，及早查苗补缺，对密度过大的田块，及早进
行疏苗，适时间苗定苗，去弱留壮，使密度合理，群体整齐；科
学施肥，结合作物生长特点，把握作物需肥规律，同时继续搞
好高温积肥，科学运筹肥水，切实提高肥效。对于因晚播等因
素造成的弱苗，中耕松土、酌情施肥，促弱转壮，对于因水、肥
过量而形成的旺苗，采取控水、控肥等措施，控旺转壮；根据常
年病虫害发生情况及近期观测，重点加强以棉花枯萎病、棉盲
蝽、花生叶斑病、玉米螟、炭疽病，杂草以及地下害虫等为主的
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对达到防治指标的地块，力争做到发现
一块防治一块。

“硬”制度打造
发展“软”环境

五项制度有效改善经济发展环境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昨日，记者获悉，新郑市自推出

服务企业五项制度以来，全市累计为企业办实事 35件，解
决实际问题 49个，受到了广大企业商户一致好评，也进一
步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

据了解，新郑市服务企业五项制度包括企业监测点制
度、旬报告制度、联席会议制度、交办督办制度、全程帮办制
度。具体内容为在全市设立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监测点30家，
对监测点反映的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损害企业合法权
益、加重企业负担等问题，及时组织查处，严格实施责任追
究；定期对全市骨干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对存在的问题和建
议以旬报告的形式上报主管领导和相关部门；定期召开联席
会议，及时掌握企业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见和建议；按
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交办、督办制度，对有诉
不理、无正当理由拖延办理、不依法办理甚至弄虚作假办理
的，一经查实，依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
任；加强与工业企业和重点工程的联系沟通，为企业提供全
程帮办服务，诚心诚意地为企业办实事、办好事、办成事。

龙湖镇：

开展多项活动
搭建“创争”平台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自“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
新郑市龙湖镇充分借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成功经
验，根据实际情况，精心设计载体，丰富活动内容，为基层发展
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我们结合自身情况，开展了领导干部下基层和安全生产
大排查活动。”该镇负责人告诉记者，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了解民情、排查隐患，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据统计，活动开
展以来，共接待上访群众50余人次，解决矛盾10起，排查生产
经营单位 130家，排查出安全隐患 300余处，下发整改通知书
43份，关闭不符合生产要求的企业1家。

同时，龙湖镇把“创先争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开展了
“进企门、访企情、解企难”活动，党员干部深入到分包的企业
和建设项目工地进行座谈，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截至目
前，全镇党员干部已走访大小企业 269 家，帮助解决困难 36
起，促进了3家在建项目的顺利进行，并先后有3家企业落户
龙湖，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新农村建设上，该镇各村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出切实
可行的发展思路，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确定详细的发
展步骤，真正做到长远发展有蓝图索引，短期发展有目标措
施。目前，全镇 28个村已制定出了创业承诺，大部分村已
制作出长远规划，其中，小乔村和王口村规划的高档社区正
在实施中。

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委员会：

学习先进找差距
转型提升求跨越

本报记者 孙丽萍

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影响力。那么，新郑的特色和
优势在哪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郑市科工信委的负责
人告诉记者，在感叹福建各地快速发展的同时，他们在结合上
下工夫、在运用上下工夫，提出了坚定不移抓项目、抓产业、抓
板块、抓创新、抓品牌的发展思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有思路就要有行动。

“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为抓住项目建设的“牛鼻
子”，新郑突出抓好产业龙头项目、高新技术项目，促进产业集
聚、项目集群，形成真正有优势的、紧密配合的产业链。结合
新郑特色产业，找准自身产业优势，把进一步做优做实食品产
业、做深做好烟草产业、做精做细煤炭产业、做大做强纺织产
业、做足做够现代服务业作为主攻方向，鼓励企业向中、高端
方向发展，鼓励企业有效协作，鼓励外来资本融入五大产业，
真正实现做大下游、挺进中游、突破上游，不断夯实发展后劲，
加快提升产业层次。

着眼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要素向板块集中，在科技
成果转化、原材料采购、信息交流等方面为产业集聚区发展提
供良好的公共平台。与此同时，为给产业发展注入不竭的动
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企业牵引、产品带动，加快高新
技术产业集聚扩张；突出企业自主创新，完善增强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重点支持一批创新型试点企
业，激发企业创业热情，加快中国驰名商标、知名品牌的培育，
使“中国红枣之乡”和“白象”、“好想你”、“加加”、“胖哥”等品
牌的知名度、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第六次人口普查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通讯员 丽新）7月17日，新郑市组

织收听收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该市
领导张国宏参会。

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履行责
任，明确分工，通力协作，要抓好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队伍
的选调、组建和培训，要建立健全工作目标责任制，确保人
口普查工作有计划、按步骤顺利推进，确保高质量完成河南
省人口普查工作任务。

工商联组织会员联谊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通讯员 亚伟）7月16日，新郑市工

商联举行联谊会，该市领导李占龙、郭连召、靳瑞生、王海民
出席。

据了解，该市工商联紧紧围绕全民创业创环境，积极为
会员排忧解难，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营
环境；为实现富民强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
和谐新郑作出新的贡献。

质量兴市概念再强化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通讯员 代平）7 月 19 日，新郑市组

织收听收看省、郑州市质量兴省工作暨省长质量奖表彰电
视电话会议。该市领导马少军、孙亚东及相关单位责任人
收看了电视会议。

随后召开的专项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对照各自目标
和工作任务，按照要求树榜样、找差距、查漏补缺，进一步完
善措施，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推进质量兴市工作，努力开创
质量工作新局面。

市政府召开安全生产会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通讯员 志远）近日，新郑市召开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该市领导关民安参加。会上，各相关单位
分别就近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汇报。

会议强调，安全工作责任重大，各级各部门要找准存在
的问题，深挖原因，排除隐患，把安全工作措施扎扎实实落
到实处；职能部门要监管到位，负好责任，确保新郑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

专项整治夏季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通讯员 李光立）近日，新郑市开展

夏季食品安全整治行动，该市城郊工商所不断增强责任意
识和忧患意识，严把食品安全关，全力做好辖区内夏季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据了解，该工商所加大整治力度，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
劣、“三无”、过期变质食品的违法行为，积极开展食品安全
进社区、进市场、进校园活动，大力宣传《食品安全法》以及
实施条例，严格落实食品经营户食品安全责任和进销货台
账等制度。

第七批拔尖人才开始申报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通讯员 晓成）近日，新郑市第七批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选拔申报工作已全面开始。
据了解，此次选拔对象是近四年在专业技术方面取得

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1955年1
月 1日后出生）。选拔范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业
生产、农业生产等科研领域，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企事业
单位管理、教育教学、医疗卫生、宣传思想、文化艺术、新闻
出版等领域。此次申报工作，采取个人申报、单位审核推荐
的方式，截止时间为8月5日。

新郑动态

学以致用 科学思变

创先争优在基层

乡村唱响幸福歌
——新郑市八千乡邢庄新农村见闻

本报记者 高凯 孙瑞

家电下乡农民乐家电下乡农民乐

7月16日,辛店镇铁炉村村民王丙五正将新买的热水器搬回家，购买这台888元的热水器,他得到
了115元的政府补贴。今年受气候影响，新郑市空调、冰箱、热水器等家电产品销售出现“井喷”。据
商务部门统计，1~6月份该市家电下乡产品共销售25882台，实现销售额5283万元，政府直接补贴资
金473.3万元。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日前，河南工程学院学生自发组织的暑期社会服务队，冒着酷暑来到新郑市龙湖镇荆垌村小学开展
义务支教活动。据了解，该支由20名志愿者组成的暑期社会实践服务队将在荆垌村小学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义务支教活动，内容包括美术、音乐、舞蹈、英语等科目。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义务支教到农村义务支教到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