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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李伟
彬 文/图 ）昨日，喜讯从新郑传来，
该市秋粮再获丰收，产量达到 14.92
万吨，较去年增加了0.17万吨。

玉米是新郑市秋粮的主打品种，
今年该市共种植玉米38.3万亩。针对
今年玉米及其他秋粮品种播种较晚和
7月份以来多次出现大范围降雨、气温
偏低的情况，新郑及时投入农机，组织
农户全力加强秋田管理，确保了玉米
和其他秋粮品种生产形势整体稳定。
在收割环节中，新郑市着力落实玉米
机收、花生机收等农机具的补贴，同时
及时组织各类农机具3万多台投入秋
收中，有效保障了秋粮实现丰收。

据了解，今年新郑市秋粮平均单产
365.7公斤/亩，较去年增加11.1公斤，增

产3.1%。其中，玉米单产374.6公斤/
亩，较去年增加14.6公斤，增产4.1%。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新郑
市还专门加大了惠农政策的落实力
度，玉米良种补贴工作以“稳定面积、
提高单产、优化结构、改善品质”为出
发点，以“全面覆盖、整体推进、因地
制宜、补贴农民”为总目标，及时向农
户发出补贴，让农户受益。截至目
前，该市 4823.1 万元的粮食直补、农
资综合补贴已直补到户。

新郑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
机收再次成为亮点，玉米机收、花生
机收水平分别突破 40%和 50%，有效
确保了丰收。另外，预计将来的小麦
机播水平将达到99%以上，免耕播种
面积也将有希望突破3万亩。

新郑秋粮再获丰收
总产达14.9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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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日报社联合组织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知识竞赛活动获
奖名单公布如下，请获奖者于2010年10月18日至22日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到中共
郑州市委宣传部宣传处（郑州市中原西路233号市委南院政府楼201房间）领取奖品，逾期不候。
联系电话：0371-6718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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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从淅川来到新
郑安家的移民们即将迎
来搬新家后的第一个国
庆节。昨日，记者一来到
新郑薛店镇观沟移民新
村就感受到了过节的喜
庆，村民或是清扫院子，
或是买来花盆装扮新家，
开心地忙碌着迎接国庆
节到来。

本报记者 高 凯 摄

本报讯（记者 高凯）“饭菜有些
咸了，应该少放点盐……”“做菜时，
选好的蔬菜可以切得更碎些……”

“要重视汤的味道……”看这七嘴八
舌的场面，好似顾客在酒店里向厨
师提建议，其实则不然，这是记者昨
日在新郑市城关乡敬老院记录下来
的“吃饭管委会”的老人们向敬老院
厨师提建议的场面。

“吃饭管委会”顾名思义就是专
门管饭菜好坏的委员会，由5位性格
活泼的老人组成，专门代表生活在敬
老院里的老人向厨师建议怎样做出
可口的饭菜，好让老人们吃得舒心。

其实，在新郑市大大小小的敬
老院里，从老人们当家做主管起，饭
菜是否可口、住宿是否舒服等已经
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随着该市集中
供养老人的质量和敬老院的服务不
断提升，以往敬老院里吃啥、用啥、
玩啥听安排，正在变为老人们要啥
给啥，真正能舒心养老的家。

新郑市共有15个乡镇（街道办），
过去由于各乡镇（街道办）经济条件
相对薄弱，往往不能有效保障五保老
人的供养经费开支。为彻底改变这
一情况，2006年，新郑市政府拿出决
心将全市五保老人的供养经费全部

纳入县级财政，不仅减轻了乡镇负
担，也确保了每个五保老人可以享受
到应有的养老服务。据了解，截至目
前，新郑全市享受五保待遇的老人，
已经从当年的1060人上升到了1950
人，集中供养率达到了80%。

在稳定集中供养经费的同一
年，为改变过去敬老院规模小、条件
差、功能单一的情况，新郑市同时开
始兴建和改造敬老院，累计投入资
金4000万元，新建了和庄镇、观音寺
镇、龙湖镇等 6 所乡镇敬老院；改扩
建郭店镇、薛店镇、辛店镇（3所敬老
院）等10所乡镇敬老院。

据了解，为换得敬老院里老人
们的满意，新郑将敬老院服务岗位
全部列入公益性岗位，在全市选聘
了一批责任心强、有专业特长的人
员充实到敬老院服务岗位上。同
时，民政部门采取集中授课、以会代
训等方式，加强对敬老院工作人员
的业务培训；抽调各乡镇民政所所
长、敬老院院长、敬老院的工作人员
组成检查组，对各敬老院管理情况
每月进行抽查、每季进行检查，公布
得分情况，排出先后名次，年底总结
表彰等，这些措施不仅激发了服务
人员的热情，也从根本上大幅提升

了集中供养的服务质量。
五保老人看病难一直是敬老院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为破解这道难
题，新郑市想出了妙招：市政府全额
资助五保老人参加新农合；设立专
门的医疗救助资金，对患病住院五
保老人的医疗费经新农合报销后，
再按 80%的比例予以救助，余下的
20%由乡镇财政帮助解决。同时，鼓
励乡镇敬老院与附近的乡镇卫生院
结成共建单位，由乡镇卫生院每周
派出专业医生到敬老院义务巡诊，
定期为五保老人免费体检，让患病
的五保老人得到及时医治。

优化集中供养服务

新郑多举措保障五保老人供养

几天前，新密市来集镇和谐新村住宅开
盘，杨家门村69岁的石爱琴起了个大早，到
新村工地挑新房，不少乡亲已经赶到，在认购
处排起长龙。

排队村民的零星议论，流露出好奇与欣
喜——

“听说楼上装的电梯是外国进口的牌子，俺
还没住过带电梯的房子，这回算是开洋荤了。”

“村长说每户都能通暖气和天然气，俺家
闺女在省城住，他们家还没通上暖气呢，咱这
新村可真是比城里还强。”

“我看设计图纸了，楼下不仅有幼儿园、医
院、超市，还有一个大公园，听说镇里为建这公
园投资1000多万，建成后比省城的绿城广场还
上档次，大伙儿以后遛弯儿、下棋也有去处了。”

“小区规划的还有停车位呢，以后买车就
更方便停了。”

“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都是俩卫生间，原
来俺家一个院子就一个茅坑，城里人真知道
干净啊，俺这回也跟城里人一样了。”

等了近一个小时，终于轮到石大娘了，她

拿着手中的户口本，先到银行工作人员那里
交1万元定金。“俺家5口人，要一套三室两厅
的正好住下，等以后儿子长大成家，再买下一
批的新房。”

据了解，来集镇和谐新村为杨家门、韩家
门、来集村三村联建的新农村项目，今年计划
新建住宅楼 19 幢，1300 多户，年底即可建
成。住房设计为11或16层。户型从两室一
厅到四室两厅不等。

石大娘交过定金，到另一个桌子前选
房。“现在三室两厅的还剩几楼？”石大娘
问。“9楼、3楼……剩得还不少，咱这新村每
种户型都有朝阳的房子，你挑吧。”负责挑
房的村支部委员孙需说。“俺不要太高，万
一停电咋办？俺就要3楼……”石大娘对电
梯还不太了解。“你放心，新村采用双回路
供电，不会停电。”孙委员解释着。石大娘
仍决定要三楼，并签订了购房协议。“年底
交钥匙，明年就能入住，以后再也不用住那
地处煤矿沉陷区的旧宅子了。”陪着石大娘
来的儿子说。

一上午，316 套住房被抢购一空。来集
镇党委书记桑洪涛说：“今年是我们镇的新农
村建设年，年内建设5个中心村和两个综合
整治村，总投入4.2亿元，建设新居2888户。”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王瑞青文/图）昨日上午，18辆未
挂牌的新车组成的婚车车队出
现在荥阳街头。伴随着路旁群
众羡慕的议论，18辆婚车缓缓驶
入荥阳市人民广场，荥阳市首届
大型慈善集体婚礼即将举行。

上午 11时，荥阳市人民广
场处处洋溢着喜庆、浪漫的氛
围。伴随着婚礼进行曲，18对新
人在众多亲人们的见证下，牵着
手走上了红地毯。

当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主婚，数百名群众、数千平方
米的婚礼现场，让新人们感受
到了无比的自豪。

荥阳市举办慈善集体婚
礼，一方面是为了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进一步加大慈善
文化宣传；另一方面，新人们把
婚礼和慈善联系在一起，建立
小家庭的同时奉献爱心回馈社
会。此外，该市的众多企业也
积极参与进来，为新人们提供
了全方位的服务。新人们没有
花一分钱，便成为这场高规格、
高品质，隆重而又简约的低碳
婚礼的主角。

婚礼仪式上，新人们互赠
信物、共同放飞手中的五彩气
球及和平鸽。随后，新人们和
观礼群众纷纷慷慨解囊，用实

际行动为慈善事业奉献爱心，
18 对 新 人 与 群 众 现 场 捐 款
9689元。

在这些新人中，已经 80岁
高龄的刘永和、惠英是最惹眼
的一对儿了（如图）。他们是在
荥阳五保供养幸福园里相识并
走进婚姻殿堂的，两位老人脸
上写满了幸福。

新人王伟涛、程永利在婚礼
结束后，还一直沉浸在幸福中。

“能够拥有一场低碳、时尚却又
不失浪漫的集体婚礼，很幸福，
婚礼上又奉献了一份爱心，能够
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很
开心，这些都很难忘。”

荥阳操办首届大型慈善集体婚礼
18对新人同献爱心

石大娘新农村购房记
本报记者 张 立

新密的新农村建设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而来集镇的新农村建设则是新密的一面旗
帜。记者走访了这里十几个行政村后，对和
谐新村印象最深。新村由韩家门、杨家门、来
集村三村联建，两年内，3个村2000多户村
民将全部入住双气套房，配套的幼儿园、学
校、医院以及占地60多亩的羲皇公园，如此
档次的小区在大都市尚属高档，但在相对偏
远的新密农村却成为种地农民的新居，这对
村民来说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石大娘就
是这些村民中的一员，记者记录下她选房当
天的一些镜头，力图从一个普通村民的角度
反映我市新农村建设的成果。

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昨日，记者从巩义市
了解到，为使政府采购更阳光、更透明，该市加
快政府采购向 E 时代迈步，依托省政府采购电
子化平台，正加快推进政府采购电子化。

据介绍，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是由省财政
厅负责建立的全省统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管理
交易平台，各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和操作执行
业务在此平台上进行。基础数据库实行“一地
入库、全省共享”，建立“统一平台、资源共享、规
范透明、安全高效”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
实现政府采购全流程操作电子化、全过程监控
网络化、全覆盖上下一体化。

巩义市政府采购将在 2010 年年底前实现
信息管理、专家管理、代理机构管理等功能模块
的全面推广和计划管理、合同备案管理等功能
模块的试点工作；2011年上半年实现供应商管
理、商品信息管理、信息统计分析、监督考核体
系和诚信体系管理等决策支持管理功能模块的
推广和网上招标采购、辅助评标系统、网上竞
价、协议供货网上交易等操作执行管理模块的
逐步推广使用；2011 年年底，全面融入全省统
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平台，实现政府采购监督
管理和操作执行电子化、网络化。

巩义政府采购迈入E时代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胡云峰 张亚
敏）昨日上午，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小孙庄
村老党员老孙头终于吃了一顿囫囵饭。秋收
时，因为收玉米的车轧到对方耕地，村里有两家
人大打出手，老孙头来回跑了十来趟，两家人终
于和好了。

成立伊始，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就聘请了
127 名像老孙头这样的基层党员为专职信访
信息联络员，建立起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纵横交错、覆盖全面、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
信访工作网络。

为做好此项工作，青年路街道办事处从信
访办明确两名业务精、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党
员干部负责辖区党员信访信息收集、处理和党
员信访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从遵纪守法、热
心为群众办事、善于化解矛盾、在群众中有较高
威望，并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离退休党员、军转
党员、农村无职党员中聘请 127 名党员为信访
信息联络员。

据统计，自办事处成立4个多月来，党员信
访联络员共收集村情民意1355条，化解矛盾纠
纷260起。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马淑珍）记者
昨日从新郑市环境保护局获悉，该市第三污水
处理厂已于近日建成并试运行。

据了解，该污水处理厂位于龙湖镇，是
新郑市第一座镇级污水处理厂,项目总投资
9700 余万元，一期工程日处理能力 2.5 万吨,
采用先进工艺，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 标准，主要处
理龙湖镇辖区生产、生活污水。截至目前，
该污水处理厂已建成，开始进水调试。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该工程建成投运后，将有效
改善龙湖镇地表水环境质量，并为我市生态
水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127名信访信息联络员

群众身边了解社情民意

新郑新增一污水处理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