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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淅川县南水北调移民搬迁至
新郑市薛店镇已经半个多月了，为了解移民
在迁入地的新生活、新面貌，记者再一次来到
了观沟移民新村。

清晨的阳光铺撒在黄砖朱瓦之上，熠熠
闪光，平坦的道路不再空荡荡，人来人往充满
了蓬勃的朝气。悄然间，空调、热水器已经爬
满了外墙、房顶，青草碧树更增盎然生机。

家新情依旧 新郑更是根
村中央的金水大道旁，一群孩子正在嬉

戏，记者跟随俩小孩的脚步，来到了金水大道
西巷八排全晓衡的家。走进他们家的客厅，
大家正在聊天看电视，围坐在一起有说有
笑，看见我们来了他们十分热情地招待了我
们。

“来这儿虽然才半个多月，但是对这里已
经有了‘家’的感觉了。”孩子的妈妈王巧娜
说，“都说故土难离，但俺真是没有太多的
感觉。不说咱们新郑人的热情，光看对咱移
民的细心就知道了。村名还用俺们以前的名
字，你看这儿的路，有金水大道、观沟大
道，都是用原来家乡的名字，俺们看着都亲
切。虽然这儿每排房看起来都一样，开始会
摸迷，但是没几天，连小孩儿都对这儿摸得门
儿清。”

忆苦更思甜 生活节节攀
谈到现在的生活，孩子的奶奶全大娘脸

上乐开了花：“没想到还能过上这样的好日
子。在淅川的时候孩子爹妈在外边打工，家
里吃水我一个老太婆还得从井里打。恁看现

在，手一拧，自来水就流出来了；以前做饭用
柴火，呛一屋子的烟，现在有了天然气，手一
拧火苗就蹿出来了。还有啊，这电视在老家
只能收一两个台，到了这儿之后安了闭路电
视能收好多台，还能看戏，可把我们几个老戏
迷高兴坏了。”全大娘搂着孙子，“就连厕所也
跟城里人用的一样，可干净。环境啊，比以前
好多了！”

老人说，以前在老家既要照顾孩子，还要
种地，除了逢年过节连县城都很少去。现在
的新家不仅离镇里、市区近，离郑州也近，坐
车也方便，一家子人还计划过几天去郑州转
转，看看呢。

工作且不愁 上学也无忧
作为家里的支柱，全晓衡跟王巧娜以前

长年在外打工。来新郑之后，政府专门为移
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现在，全晓衡在
外地上班，王巧娜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可
以在家种种地，照看孩子，也给老人减轻了
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满幸
福。

王巧娜说：“来之前一直头疼孩子在这儿
上学的事。这大孩该上一年级，小二也该上
幼儿园了，来这孩子去哪儿上学呢？上学谁
接送？没想到来之后不仅有学校，而且学校
就在家门口，太方便了！”

虽然新家的生活环境跟老家有一些差
别，比如种地习惯、习俗等。全晓衡全家人都
信心满满，从山区走向平原，他们离小康生活
更近了！

“方便群众办实事，实行集中办公制，
服务质量要提高，便民意识不可少。农村
财务要规范，财务运行靠监管，村财民管镇
审核，分分厘厘必公示……”这是在新郑市
梨河镇高班庄村党员活动中心，大学生村
官和党员代表给群众表演“创先争优”的

“节目”，引来村民阵阵掌声和叫好声。村
民李惠珍说：“有顺口溜、三句半、七字经，
节目可丰富呢！”

“过去上级搞的一些活动，俺们总感到
离基层党员太远，通过看文艺节目，俺感到
这次的活动自个儿得当主角，咱党员就应
该争先进。”该村党员高富军说。

顺口溜点缀新生活，土文化诠释文明
村。“用顺口溜的形式宣传‘创先争优’大伙
儿爱看，也爱听，这样容易懂，也会照着
做。”梨河镇相关负责人说，针对农村党员
干部和农民群众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
等实际情况，镇里把大学生村官和包村干

部选派为各支部创先争优活动的宣传指导
员，采用编写三句半、顺口溜等形式，将深
刻的理论知识通俗化、大众化，有效地解决
农村特殊党员群众学习难的问题。

为充分调动村支部的积极性，形成你
追我赶、明争暗赛的良好氛围，梨河镇把

“创先争优”活动列入年终基层组织建设考
核的主要内容，坚持周通报、月小结、季评
比。同时，在大学生村干部队伍中，深入开
展争做“五大员”活动，通过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转变角色、发挥作用；在村党支部书
记队伍中，实施“双强双有”工程，在每个党
支部中选树自己身边的党员典型，发挥典
型的示范带动作用。由此，各村党支部之
间，掀起了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

骄阳似火，烈日当头，谁不想泡杯茶水，
在家里多凉快一会儿。可作为绰刘村的党
支部书记，秦英华却无论如何也坐不住，拉
着村两委班子又开起了会。因为邻村有了

新工厂，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了业。“弄不
好，以后村里的人均收入都落后啦！”

通过“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基层党
员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全面的
发挥，有力地推动了全镇的经济发展。今
年以来，该镇共新招投资 4800 万元的郑
州恒大塑胶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1500 万
元的新郑市闵星亿包装彩印有限公司等 5
个项目。同时，民生事业得到持续改善。
岗李、老观李、陈庄、河李、绰刘五个村
乡村道路正在铺设中，铺成后可方便近
9000人出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新增入保
3000 余人，全镇共计入保农民已达 7000
人；新增办理低保户 49 户，全镇纳入最低
社会保障体系 1053 人，实现了应保尽保；
大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收入，截至
目前共培训农民工 850 人，转移就业 1600
人；17 个标准化村级卫生所正在建设中，
预计9月可基本建成。

全力推进依法行政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通讯员 亚伟）8 月 27

日，新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该市领导张国宏和相关单位负责
人收看了电视会议。

随后召开的专项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高度认识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树立依法行政理念，
全面贯彻落实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推进依法行
政工作再上新台阶。

专项治理“小金库”
本报讯（记者 轩宇 通讯员 亚伟）近日，新

郑市召开社会团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小金
库”专项治理工作会议。该市领导张国宏参会。

会议决定，此次专项治理工作至年底结
束。治理期间采取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
的方式，重点检查2008年以来各项“小金库”资
金的收支数额以及 2007 年年底“小金库”资金
滚存余额和形成的资产。会议要求，各单位要
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小金库”的危害性，确保此
次专项治理工作有力、有序、有效进行。

接待北京客商考察
本报讯（记者 轩宇 通讯员 富民）近日，参

加第六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北京
客商，在新郑市领导李颖军的陪同下，先后深入
到新港产业聚集区及该市中心城区新区等地进
行商务考察。

通过考察，考察团成员表示将进一步加强
与该市的沟通交流，更深层次地考察了解，让更
多更好的企业商家到新郑投资兴业、共谋发
展。随后，考察团还参观了黄帝故里景区，拜谒
人文始祖，缅怀黄帝功德。

紧张筹备枣乡风情游
本报讯（记者 轩宇 通讯员 王浩）一年一

度的枣乡风情游即将来临。近日，新郑市领导
景雪萍、郭明熙带领旅游、交通、公安等相关单
位负责人察看 2010 中华枣乡风情游活动筹备
情况。

通过察看，该市领导要求，相关部门要加强
联系，通力协作，做好本次活动的会场布置和活
动组织工作；做好参观线路沿途的道路维护，旅
游标识指示牌安装工作；做好枣乡风情游开幕
式当天和周边安全保卫交通疏导等各项工作；
做好对景点、沿途沿线等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等，
以干净卫生、优美舒适的环境喜迎宾客，树立新
郑良好的对外形象。

强化儿童麻疹免疫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通讯员 燕萍）为进一

步降低麻疹发病率，争取早日实现“消除麻疹”
的目标，8 月 27 日，新郑市召开麻疹疫苗强化
免疫活动工作会议，该市领导郭明熙参加会议。

新郑市将在8月30日至9月20日期间对全
市所有8月龄至14岁儿童（含流动儿童）开展麻
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会议要求，各乡镇、街道
办事处及相关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麻疹疫苗强
化免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健全组织，加强领
导，明确责任，落实任务，强化督导检查，严格责
任追究，确保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顺利开展，
取得实效。

奉献一份爱心
挽救一条生命
新郑市第7位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成功捐出“生命种子”
本报讯（记者 李伟彬 高凯）8 月 30 日上

午，李晓兵躺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病床上，静静地
望着自己的血液沿输管缓缓从胳膊流出,进入
造血干细胞采集器。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名造
血干细胞志愿者，能够配型成功，挽救一条生
命，他感到非常高兴与自豪。

李晓兵是郑州华信学院医学院护理系康复
治疗技术专业大三学生，2009年 7月 17日登记
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员，曾经无
偿献血4次。2010年6月23日经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检测与北京一位白血病患者高
分辨配型成功，经身体检查后，完全符合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条件，根据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国家管理中心统筹安排，8月30日，在河
南省人民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这份珍贵
的“生命种子”，将于当日送往北京。

负责采集工作的医务人员告诉记者，中国
骨髓库缺口之所以大，主要是人们在认识上存
在误区。很多人认为捐献一定要从腰部的髂骨
上抽取，会很痛，更有人认为会伤害身体。但实
际上，现在捐献造血干细胞是通过外周血采集，
就像献成分血一样，从捐献者手臂静脉处采集
全血，通过血细胞分离机提取造血干细胞，同时
将其他血液成分回输捐献者体内。造血干细胞
具有高度的自我更新、自我复制的能力，捐献后
1~2 周内，血液中的各种成分即可恢复到原来
水平，对人体并未损害。

据了解，李晓兵是全国第 1801 位捐献者、
河南省第161位捐献者、郑州市第70位捐献者、
新郑市第 7 位捐献者，也是郑州华信学院首位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小行为大改变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多项

措施开展节能减排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通讯员 周慧敏）“我先

下班了，你最后一个走记住把电源都关掉啊！”
“帮我打份材料，记住双面！”一个善意的微笑，
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大家营造着节能减排的
浓厚氛围！

据了解，根据有关节能减排的要求，新郑
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节能减排活动，倡导低
碳公务、低碳生活，以实际行动践行节能减排，
保护环境，保护家园。

加强机关办公节能减排，对办公区和项目
部办公室照明设备、电脑、打印机、复印机、饮水
机、空调等耗电设备严格使用和开关时间管理；
严格车辆加油管理，实行公务派车里程登记、加
油登记，降低车辆能耗。对在建的公路桥梁项
目开展节能减排专项行动，加强大型设备节能
降耗管理，严格施工运输车辆管理；对分项工程
从施工工艺和新技术措施落实节能减排；对在
建工程项目严密组织设计和施工，提高工程的
优良率和合格率，减少和杜绝不合格产品造成
的返工浪费和能源消耗，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现在大家不仅严格
遵守单位的相关制度，还各自都总结节能减排
小窍门呢，空闲时间就在一起交流，电费降了不
少呢！”新郑市交通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昨日，记者
在新郑市第三污水处理厂采访时看到，工
程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污水处理设
备已经开始安装，同时该市环保、住建等相
关单位派驻的工作队正有条不紊地协助施
工方开展工作。

“第三污水处理厂是市里的重点工程，
设计日处理污水能力2.5万吨，投运后可有
效解决龙湖镇辖区污水处理问题，我们的
工作就是做好监督。”该市住建局驻施工现
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工程的特
点，该局及时制定了详细方案。“工程开挖
基槽时我们就进入施工现场监督，对每一

道工序都严格把关。进场的原材料都必须
经过复试，合格后才能使用，确保了主体结
构的安全。”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工程已
进入设备安装阶段，他们会进一步加强监
督力度，确保工程质量。

在新郑市环保局记者了解到，该局已
经对龙湖镇境内的河道、企业、院校开展监
测、监控工作。“我们已经安排了监察人员，
对各个污染源采取明察暗访，不定时抽查
等方式实施监控，加大了监察、监测频次。
一经发现违法排污行为，坚决查处到位。”
该局负责人说，针对部分排污不达标的单
位已经下发了限时整改通知书。“8月29日

起，我们已经派出了一名科级干部带队的
工作队进驻第三污水处理厂，加强建设工
程督导、协调，切实解决工程中环保方面问
题，确保9月20日试运行。”

在加强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
改的同时，龙湖镇积极筹措资金购买污水处
理罐车，协助企业、院校上设备，完善设施，努
力实现内部“消化”。该镇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污水处理厂建设正顺利推进，排污治理工
作也有所起色，我们专门成立了工作组，今
后将会更好地配合有关单位，早日将龙湖镇
废水集中收储，集中处理，全面达标排放，为
郑州市生态水系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绿树红花映笑颜
——新郑市和庄镇付庄

新农村建设见闻
本报记者 冯伟尉 高 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
乐。”这是8月20日记者来到新郑市和庄镇付庄
时，展现在眼前的“桃花源”画面。百亩鱼塘，碧
波粼粼鱼虾跃。房前屋后皆被绿化，条条硬化
路穿梭来去。村四周林木葱葱，充满了浓郁的
田园风情。

“做梦都想不到会变成今天这样子，你看
这些硬实的路、中看的房子，还有这么多的
花、草、树！”居住在村中心的刘奶奶这样跟
记者说，“以前可不是这样啊，一下雨，那就
没法走路了，俺家门前虽然有个大沟，却排不
成水，那路面都成河了，上面漂得啥都有，现
在不仅修成了柏油路，地下有了排水管道，大
沟也被填平了。”采访时，刘奶奶特别高兴，
虽然已经古稀高龄，她还主动参加村里组织的
义务劳动，干得也很起劲儿。现在原来大沟的
位置，篮球场已经建成，村里的小伙子经常在
这里打篮球，到了晚上，还有锣鼓秧歌队及村
民都在这里娱乐，有时候也会外出演出，村里
文化气氛浓厚起来。

村民高艳红的家就住在篮球场的旁边，记
者参观了一下：厨房全部贴上了白色瓷片，厕
所使用了座便器，同样也贴上了白色瓷片，特
别干净卫生。由于篮球场会比较热闹一些，高
艳红便开了一个小卖部，贴补家用，“这环境
好了，心情也舒畅了，家里的生活水平也越来
越高了，再也不用为过日子发愁了。”高艳红
说。

新郑市和庄镇付庄村处于双洎河与黄水河
的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村里有十几户养鱼专
业户，每年共收入近百万，他们又准备成立合作
社，扩大影响提高收入；村民的房前屋后都种上
了经济蔬菜，绿化得十分漂亮、清新，在自家门
口种菜，经济又实惠，种的多了还会拉到外面去
卖钱；村里的花卉种植已慢慢地形成了规模，有
的村民种植百日红，有的种植莲藕，有的种植广
玉兰、白玉兰，有的种植桂树，成片的红，成片的
绿，让人觉得耳目一新，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惬意。

“新郑就是我们的家”
——新郑市薛店镇观沟移民新村见闻

本报记者 赵杰 边艳 通讯员 张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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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新变化

创出明争暗赛新气象
——新郑市梨河镇创先争优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刘 冬 高 凯

新郑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开始设备安装

打造民生警务，
密切警民关系。新郑
市公安系统组织全体
民警深入辖区，开展
“案件回访听民声、群
众眼里好民警”、“争
当优秀共产党员”等
一系列活动。图为郭
店派出所民警与群众
促膝谈心的情景。
本报记者

李伟彬 万 斌
通讯员 鲁沛丽 摄

农民装宽带
渐 成 时 尚

种啥好？网上找；咋销售？网上搜。现在农民
买电脑装宽带已成时尚了，查询信息、视频通话、网
上洽谈等网络化方式已逐渐改变了农民群众的生
活。据新郑市联通公司数据统计，截至目前，仅该公
司在农村的宽带用户已达3万多户。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白明珠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