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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凯 尹春灵 刘栓
阳 文/图）锣鼓阵阵，歌声飞扬……10
月16日，新郑市黄帝故里沉浸在一片
欢乐的海洋。由河南省老龄委办公
室、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主办，郑州
市老龄委、郑州市民政局、新郑市人
民政府承办的庚寅年重阳节黄帝故
里拜祖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是此
次拜祖仪式的主题。原河南省民政
厅常务副厅长、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
会长鲁献启，原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孟繁兴，原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连宗和，原郑州市政协副主席李
西海等和新郑市四大班子领导吴忠
华、王广国、刘仲利、高林华、陈莉、李
书良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 3000 人共
同参加了拜祖仪式。

上午 9 点 25 分，参加拜祖仪式的
领导和嘉宾在汉阙前洗尘并佩戴黄
帝丝巾，缓缓步入会场。拜祖仪式由
原河南省民政厅常务副厅长、河南省
孝文化促进会会长鲁献启主持。

新郑市领导在致辞中说，举行
庚寅年重阳节黄帝故里拜祖仪式，
旨在激励和引导全市上下传承黄
帝精神，大力弘扬尊老敬老之风，
同时向全市所有老人表达感恩之
情，让善待老人之举成为全市上下
的共同行动。

10 点整，全体肃立，在礼炮的回
响中，拜祖仪式正式开始。与会领
导向始祖黄帝敬献花篮。伴随着悠
扬的乐曲，该市企业界代表、老革命
代表及孝亲敬老模范代表净手上
香，鞠躬施拜，祈福国泰民安。随
后，全体人员集体行施拜礼，向中华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三鞠躬，表达心
中敬意。

随后，99 名少年儿童吟唱《黄帝
颂》，100 名少年身着古装，齐声诵读

《弟子规》，用朗朗书声传递敬老爱老
之情。该市大学生村官代表彭博宣读

《孝亲敬老倡议书》，18名优秀青年代
表在长卷上签名，表达尊老敬老、爱老
孝老的心声，孝亲敬老模范代表向始
祖黄帝敬奉九曲黄河水。

上午 10 点 30 分，在一片祥和的
气氛中，庚寅年重阳节黄帝故里拜
祖仪式告成，会场上歌声飞扬、金龙
吐水、彩球腾空、礼花缤纷，整个拜
祖现场充满欢乐之气，呈现出一幅
天地人和的美好画面。

据相关人员介绍，突出重阳节敬
老爱老的主题是这次拜祖活动最大的
亮点。黄帝故里人民尊老爱老、弘扬
传统美德的精神面貌贯穿了拜祖仪式
的所有环节。邀请的嘉宾以该市老支
部书记、老干部、老革命、老同志和青
年学生代表为主，营造出尊老敬老、老
少同乐、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庚寅年重阳节拜祖仪式在新郑举行

一家家企业为“新市民”搭建就业平台，
一个个“新市民”自主创业办起家庭工厂……
新郑市紧紧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
致富”的目标，千方百计为移民群众办好事、
办实事，帮助移民群众增收致富，引导和鼓励
移民群众积极创业就业。目前，白象食品、四
季胖哥等知名企业已经有了这些移民群众的
身影，他们正在新的职场开创着致富新天地。

“在新郑工作和生活更充实”
“我在河南博涵食品有限公司工作已经

快一个月了，在新郑市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
顺利实现了就业。现在每月都有1300元的稳
定收入，以前在淅川老家时从来没有就业的
意识，浪费了不少学习和挣钱的好机会，现在
在这边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致富，能为社会作出
一点贡献我很开心。来到新郑已经有一段时
间了，我很喜欢这里，因为这里让我的工作和
生活更充实了，同时也让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
价值。”“新市民”王海龙告诉记者。同时记者
还了解到，目前在该公司实现就业的移民已经
达到14人，这里给他们提供了就业的平台，帮
助这些“新市民”实现了就业致富的梦想。

“好政策为我们自主创业提供了便利”
记者来到薛店镇移民新村，看到一家人

忙进忙出的，原来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办起
了家庭工厂，主要定做和经营铝合金门窗。

“新郑对我们很关照，各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
便利。现在生活基本稳定了，我们就想到了
在自己家里创业，不仅能给自己增加一些收
入，也为乡里乡亲提供了便利。这段时间我
们接到的订单也是越来越多，还有人专门定
做车棚，我们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知名度也越
来越高，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现在全家上下
都忙得不亦乐乎。”这家主人全克礼乐呵呵地
告诉记者。

“来到新郑自己当起了老板”
“送你一份礼品，欢迎下次光临！”原来这

是移民新村的“新市民”孙晓波在经营自己的
超市。走进超市，一排排商品琳琅满目，各种
食品、生活用品应有尽有，顾客也是络绎不
绝。“我没有想到来到新郑后自己当起了老板，
这多亏新郑市委市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让我也
有机会走上致富的道路，”孙晓波激动地告诉
记者，“经营这个超市已经有两个多月了，生意
是越做越红火，现在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了，
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花香弥漫致富路。走进移民新村，一群
群热情的移民群众簇拥而至。他们告诉记
者，自从来到新郑，收获最大的就是感动，新
郑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让他们充满勇气去挑战
新的生活、新的事业、新的未来，他们会更加
努力地去开创致富的道路，开创美好的生活。

“新市民”走上致富路
——新郑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创业就业纪事

本报记者 白云 高凯刘栓阳 文/图

●10 月 19 日上午，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新民一
行在郑州市领导马懿、高建
慧的陪同下到新郑调研。
新郑市领导吴忠华、孙淑
芳、赵建武陪同调研。

调研组察看了八千乡农
田水利设施并深入了解了“六
护员”的工作情况，在和庄镇政
府听取了该镇近年来关于三调
联动、民事诉讼和安全稳定等
工作的汇报，随后到新郑一中
查看了普法教育情况。

（记者 李伟栋）
●10 月 14 日下午，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铁代生一行，
在郑州市相关领导及新郑市
领导李书良、李志强、王建民
的陪同下，对新郑市南水北调
移民安置工作进行视察。

在薛店镇观沟移民新村，
铁代生一行认真察看，详细听
取新郑市第一批、第二批移
民安置工作情况介绍，并走
进卫生室、村便民服务超市，

了解村民生活、就医情况。
通过实地察看，铁代生

对新郑市移民新村未来的发
展给予厚望，对该市依托中原
食品工业园为移民提供就业
岗位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并祝愿移民群众在新郑生
活更加幸福。
（记者吉祥 通讯员 纪慧）

●10月15日，省创建林业
生态县市检查验收组莅临新郑，
检查验收该市创建林业生态县市
工作。新郑市首先召开了创建省
级林业生态县市工作汇报会。该
市领导刘仲利、张国宏、李志强、
彭德成、苏铁林参加会议。

三年来，新郑市共完成各
项造林任务18.54万亩，林木覆
盖率达34.39%，农田林网控制
率达98%，村庄绿化率达48%，
廊道绿化率达100%，城镇绿化
率达51.13%。检查组指出，该
市创建省级林业生态县市工
作思路清、措施实、投入大，取
得了明显的效果。（记者 白云）

本报讯（记者 白云）10 月 16 日
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九九重阳节。当
天上午，新郑市老年人活动中心正
式揭牌并投入使用。省委老干部局
副局长王金贵、郑州市委老干部局
局长李世英、新郑市领导吴忠华、王
广国、刘仲利、高林华、陈莉、李书良
等出席了揭牌仪式。

据了解，新郑市老年人活动中心
占地38.92亩，总建筑面积约9000平
方米,总投资3000余万元。其设计新
颖，环境优美，内设有羽毛球馆、乒乓
球馆、门球场、麻将室、舞蹈室等活动
场所，能同时容纳 2000 余名老年人
前来学习和参加娱乐健身活动。新
郑市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建成使用，不

仅拓展了老年人活动空间，也丰富了
老年人活动形式，充实了老年人活
动内容，既满足了该市老年人精神
生活需要，也为老年人相互学习交
流提供了良好平台，同时也标志着
该市老年人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王金贵、李世英、吴忠华、王广
国共同为老年人活动中心揭牌。

●近日，新郑市领导吴忠
华、马国亮、王保军、孙亚东和
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到和庄
镇新孟路南段、东入市口等地
调研城乡道路建设情况。

在调研中，该市领导要求
相关单位要抢抓有利时机，
抓紧开工；要抓进度，增加施
工力量；要抓质量，建设优质
工程；要抓保障，在资金、队伍
和部门等各方面给以充足保
障，为工程顺利施工创造宽松
环境；要抓协调，分管领导要切
实负起责任，形成工作合力，确
保各项城乡道路建设工程如
期完成，使人民群众出行更加
方便快捷。 （记者白云）

●10 月 19 日，新郑市领
导吴忠华、李占龙、王建民带
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到梨河
镇新蛮子移民新村、辛店镇
史垌移民新村、郭店镇岗时
移民新村察看该市第二批南
水北调移民新村建设情况。

察看过程中，新郑市领
导指出，要统一规划设计，统
一建设标准，统一质量监理，
统一节点进度，统一组织验
收，统一搬迁时间；防止施工
单位偷工减料、转包接包，防
止程序违规、违法违纪；要加
强组织领导，对移民乡镇加
派干部力量，各级部门要抓
好责任落实。（记者 赵丹）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近
期的好天气和适宜的墒情，十分有
利于秋作物收获和小麦播种。新
郑市抢抓这一有利时机，全面推进
三秋各项工作。目前，全市小麦播
种已基本完成。

为推动小麦种植优质化、区域
化，新郑在全市 4 个乡镇、18 个村
落实了 5 个高产创建示范方，安排
小麦高产攻关田、小麦播期播量试
验田、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试验

田、小麦新品种展示田各 1 处，小
麦免耕示范田 2 处，展示小麦新品
种 15 个。麦播期间，该市共派出
120 名技术人员包方、包村，责任到
人，严格按照统一培训、统一品种、
统一测土施肥、统一播种、统一种植
形式的“五统一”生产模式指导小麦
播种，使农民看有样板，学有榜样，
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科学种麦
积极性，加速了配套技术推广。

同时新郑市还积极做好种麦所

需种子、农药、化肥、农机具等农业
生产资料的调剂供应，保证了种麦
需要。农业执法部门及早安排，积
极会同工商、公安、质监部门，加大
农资市场监管，打击假冒伪劣，净化
农资市场。

截至 10 月 19 日，新郑市完成
小麦播种 43.95 万亩，占计划播种
面积的 97.88%，其中优质小麦面积
达到 36 万亩，占到小麦总面积的
80%以上。

办好“十件实事”
实现“十个所有”

“幸福水”
滋润百姓心
本报记者 赵聪聪 通讯员 崔长树

今年50多岁的王俊喜是新郑市孟庄镇
石槽王村村民，在他的记忆里，从村里公用的
那口老井，到家家户户普遍使用的手压井，
大伙儿一直吃的都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水。

能够像城里人一样喝上干净卫生的自
来水也就成为了王俊喜一家的心愿。今年
7 月份，新郑市孟庄水厂——这个能够为
孟庄、薛店、郭店三个乡镇 33 个行政村
5.27万人提供优质水的安全饮水工程正式
开工建设，这也意味着王俊喜一家的愿望
不久将得以实现。

“自从知道村里将通上自来水后，我们
全家人的心里都是美滋滋的，”王俊喜满脸
幸福地对记者说到，“有了自来水，不仅吃水
安全，用水也方便。我准备把家里的卫生间
改造一下，装个太阳能热水器，以后在家就
可以洗澡了。”

近年来，新郑市一直把解决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工作来抓，工程
自实施以来，已相继解决了全市152个行政
村 23.92 万人的饮水问题，共建设郭店、和
庄、梨河、薛店集中水厂４处，联村供水工程
10处，完成新打配机井125眼，累计铺设供
水管道2344.6千米。今年年初，新郑市又把
解决10.5万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列入了
政府为民办理的“十件实事”中，规划在该
市孟庄镇建设5.27万人集中水厂1处，在八
千乡建设1.5万人水厂1处、在八千和龙王
等乡镇建设联村供水工程4处，在辛店、观
音寺、龙湖、郭店等山丘区乡镇建设单村供
水工程18处，管网延伸工程9处,到年底全市
基本实现村村通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为了突出工程的高标准，该市相关部门
按照“农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的
要求，根据不同的工程类型，确定了不同的
实施标准。对于集中供水工程，实现“厂区
厂房规范化、入户工程标准化、管理机制企
业化、管理人员专业化、操作控制自动化、水
质监测经常化”；对于单村供水工程，要求

“管理房院规范化、入户工程标准化、管理人
员专业化、水质监测经常化”，且要达到有管
理院、有管理房、有管护组织、有管理人员、
有规章制度、有消毒设施的“六有”标准。

截至目前，今年新郑市的农村安全饮水
工程共完成新打机井16眼，配套水泵2台，铺
设供水管道30万米，建设水源管理房2处。
孟庄水厂以及其他单村、联村工程正在加紧
施工，整体工程预计在年底前建成通水。

新郑市老年人活动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10月17日，
新郑市薛店镇观
沟移民新村赵彩
虹在家中加工食
品包装盒，仅此
一项使她每月增
加收入 800 多
元。“新市民”不
等不靠、自主创
业，目前花花牛
乳业、珍珍饮料
厂等企业已与
观沟村许多村
民达成合作加
工协议。

干部、职工捐出一天的工资，市民献出一份爱心……10月
14日，在新郑市2010年慈善捐款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广大党员
干部慷慨解囊。连日来，新郑各界人士纷纷献出爱心，截至记
者发稿时全市共募集善款20.39万元。新郑市慈善总会相关人
员介绍，今年慈善日以募集善款和善物为主，募集的资金由新
郑市慈善总会统一接收，用于安老、抚孤、助医、济困、救灾。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拜祖

新郑市小麦播种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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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