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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即将来临，走进新郑市龙湖镇
敬老院，只见院中楼房亮丽，道路平整，健身
器材摆放有序，一串串红灯笼把院里点缀得
喜气洋洋，十几位老人敲着盘鼓、扭着秧歌，
爽朗的笑声伴着欢快的节奏在敬老院上空
荡漾。

“俺们在这儿过得可自在，比自己在家
孤苦伶仃的享福多了！”陈保全老人开心地
告诉记者，“恁来看看俺住的屋，可干净，每
天有专门的人给打扫卫生嘞！”在一位大爷
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老人们的公寓。住室
全部采用四室一厅两卫的套式结构，空间

大、采光好，室内暖气、空调、彩电、沙发等设
施一步到位，院内餐厅、医务室、会议室、活
动室、娱乐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在敬老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下，记者进一
步了解了老人们在这里的生活。敬老院现
有院民 68 人，年龄最大的 85 岁、最小的 55
岁,院里 60岁以上老人全部办理了新型农村
养老保险。院内有卫生室，有执医资格医生
1 名，院民住室 10 套，床位 100 张，建筑面积
1600平方米，周边环境清幽。

近几年来，新郑市以敬老院建设为抓
手，不断加大对五保供养工作的投入，让全

市的五保老人更好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把
“加强敬老院建设、提高集中供养率”作为实
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保障民生、改善民
生和公开为民承办的大事实事来抓，加大了
资金投入，进行了科学规划。新建了和庄
镇、观音寺镇、龙湖镇、新村镇、新郑中心敬
老院、辛店镇第四敬老院等6所敬老院，改扩
建了郭店镇、薛店镇、城关乡、孟庄镇、八千
乡、梨河镇、龙王乡、辛店镇等10所乡镇敬老
院。该市现有农村敬老院 16 所，五保对象
1750 人，其中集中供养 1400 人，集中供养率
达80%，供养标准年人均3360元。

2011 年，新郑市确定了新“十件实事”，
其中包含了让所有 60 岁以上老人享受免费
乘车、免费体检，为 60 岁以上参加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的五保老人发放养老补贴，为全市
百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500元津贴等内
容。

“新郑市领导们来看望俺们这些五保老
人，心里真温暖！”乘着喜悦之情，龙湖镇敬
老院老人邱运亭即兴创作一首《温暖》：三九
寒冬腊月天，领导百忙看望咱，敬老院里喜
事多，五保老人笑开颜。

汲取能量待冲高
——新郑市事业单位新招聘

人员培训班侧记
本报记者 高慧

日前，新郑市对该市事业单位新招聘人员进行岗
前培训。记者以学员的身份深入培训现场，近距离感
受培训班生活学习的点滴……

另眼看新郑
“短短的几天，学习了新郑明确清晰的‘十二五’规

划，了解了新郑灿烂的历史文化、优越的区位交通、丰
富的旅游产业资源，让我对新郑刮目相看。”来自开封
的研究生学员张俊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这次培训邀
请中央党校、省委党校教授以及新郑市有关领导给新
招聘人员集中授课，让学员们准确把握国家、省、郑州
市以及新郑市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新郑市情。“这
对我们以后在新郑更好地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
员们纷纷表示。

严格树形象
“一、二、三、四”……零下5℃的寒冬，学员们每天

早晨坚持出操晨练。“培训让我们体验了军队生活，也
塑造了军人式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学员朱杰说，

“更重要的是近 200 人在一起学习、吃饭、训练的团队
生活培养了我们以后工作中所需要的服从意识、团队
意识和协作意识。”

缤纷展才华
1 月 22日晚上，对于学员郑爽来说是个难忘的夜

晚。她满脸笑容，手捧奖状和奖品，以第一名的成绩站
在了培训班演讲比赛的领奖台上。

为了加强学员们对新郑的热爱之情，培训班举办
了“热爱新郑·建设家乡·奉献青春”为主题的演讲比
赛。选手们饱含热情，讴歌了新郑的和谐发展，表达了
他们扎根基层、建设新郑的信心和决心。1月 23日晚
上，培训班还举行了文艺晚会。歌曲独唱、舞蹈串烧、
小品相声、乐器演奏……学员们尽展才华，表演的节目
形式多样，异彩纷呈。

实地长见识
脚踏王行庄煤矿的土地，手摸宏基墙体建材公司

的材料，口尝“好想你”枣业的红枣，眼观新郑新城和龙
湖新城的建设，培训班的学员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新郑的飞速发展。

培训班还组织学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考察，带领
学员参观了新郑的新城建设、景区景点、重点企业
等，让学员们更直观地了解了新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现状。“目睹新郑日新月异的面貌，更激发了我们服
务新郑、扎根新郑的激情和干劲。”学员高明丽一脸
的坚定。

部署2011供电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扬）近日，新郑市供电公

司召开二届四次职工代表暨 2010 年总结表彰大
会。该市领导马国亮、冯西乾、王保军、李建国
参会。

会议上，该市领导对供电公司2010年工作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该公司在 2011 年以建设

“一强三优”现代公司为目标，着力推进机制创新、
科技创新，严格依法治企，努力实现“十二五”发展
良好开局。

共谋平安新郑建设
本报讯（记者 万斌）近日，新郑市公安局邀请

部分机关部门、企业界监督员欢聚一堂，共话公安
事业发展，共谋平安新郑建设。该市领导孙淑芳、
彭德成、赵建武、李中俊参加。

该市领导希望监督员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共同促进公安事业发
展；市公安局要加强与监督员的联系沟通，主动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做好村“两委”换届
本报讯（记者 轩宇 高凯）近日，新郑市组织

收听收看全国、省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
正视频会议，以促进村两委换届工作有序进行。
该市领导王俊杰、刘德金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会。

中央会议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态度落实中央
精神，保证换届风清气正；要严肃换届纪律，打好
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关键一仗；要坚持三在先，
把保证风清气正做在歪风兴起之前；要严厉查处
违反换届纪律行为，形成对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强
大震慑。

总结2010农业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通讯员 丁毅）近日，新郑

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召开 2010 年工作总结表
彰大会暨新春联欢会。该市领导李志强、孙阔、苏
铁林、陈春环参加。

会议总结了新郑市农委 2010 年工作，并对
2011 年工作提出了要求。会议还表彰了 2010 年
农委11个先进科室及33个先进个人。

慰问农村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 李楠楠）1月24日，新郑市领导

郭连召、景雪萍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先后到梨河
镇陈庄村、七里堂村等地，对家庭贫困、品学兼优
的留守儿童进行走访慰问活动，并代表市委、市政
府向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确保春运畅通安全
本报讯（记者 万斌）近日，新郑市召开2011年

春运工作会议。该市领导马少军及相关单位负责
人参会。

2011年春运从 1月 19日持续至 2月 27日，历
时40天。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结合分工，制定各
项应急预案，形成信息共享、措施联动、预案对接
的沟通机制，确保春运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又讯（记者 边艳）1月19日，新郑市春运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正式启动。该市领导赵建武参加启
动仪式。

据悉，春运期间，新郑市将启动春运交通安全
检查服务站，实行 24 小时监控，加强客运车辆及
驾驶人源头管理；科学调整警力，加强路面管控，
严厉打击客车超员、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酒后驾
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实现文明交通。

严查煤矿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 轩宇）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煤

矿安全生产工作，近日，新郑市领导关民安带领该
市安监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对该市兴盛、鑫
源、王行庄三家煤矿进行突击检查。

该市领导要求，各相关单位和部门要提高认
识，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确保驻矿监管工作得到
有力落实，确保春节期间煤矿安全。

媒体联欢一家亲

本报讯（记者 陈 扬 李伟彬 文/图）近日，《郑
州日报》、《郑州日报·新郑新闻》采编人员欢聚一
堂，共庆新春佳节，共谋报业发展。

《郑州日报·新郑新闻》是由新郑市委、市政府
与郑州日报社联合创办的报纸，每周一期，每期四
版。自 2010 年 1 月 4 日创刊发行以来，目前已出
版54期。一年多来，新郑市新闻中心坚持做好宣
传策划，不断提高《郑州日报·新郑新闻》编校质
量，很好地起到了配合新郑市中心工作，反映和体
现新郑市凝心聚力、跨越发展良好精神状态的作
用。通过联欢，两地媒体加强了沟通，增进了友
谊，必将促进合作办报工作的开展。

图为《郑州日报》迎新春联欢会现场。

敬老院里的笑声
本报记者 赵丹高凯

针对入冬以来没有一场有效的降雪（雨）的情况，新郑市成立6支农技专业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
向农民传授麦田管理知识，为今年粮食丰产丰收打基础。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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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大学生村官乔光辉收
到了一个特殊的红包，那是新郑市观
音寺镇英李村“两委”代表全村村民封
给他的。万般推辞无果，乔光辉只好
收下。红包里的钱不多，只有 1000
元，但他却感觉沉甸甸的，因为里面承
载着该村3200多名村民的心意。

村民为何会给“村官”发红包，话
还得从头说起。

2008 年 8 月，乔光辉放弃城里优
越的工作条件，响应国家号召，毅然来
到观音寺镇英李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
干部。“细皮嫩肉的城里娃，受得了苦
么？”村民们不由地怀疑。憨厚的乔光
辉没吭声，闷着头把活干。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到村后，乔光辉走门串
户，以村为家。“蹭饭”成了“家常便
饭”，田间地头成了“聊天平台”……了
解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后，乔光辉发
现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养殖和种植。
每户养着一两头肉猪、种着一亩多地，
青壮年劳力在外打工，家里只剩下妇
女、儿童和老人，典型的“386199”部
队。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浇灭他来农
村干一番事业的激情。

农村要想发展首先要把经济搞
上去，经过认真调查和论证，乔光辉联
系了几个养猪能手与村“两委”班子成
员一起努力，建立了一个占地 56 亩，
年出栏达1.5万头的养殖小区，并以养
殖小区为依托成立一个集肉猪养殖、
繁殖、防疫、出售为一体的肉猪养殖合
作社。“那两个月下来，光辉真是瘦了
几圈啊。”村支书提起来还不由心疼。
经过资源整合，以前在自家养猪的养
殖户家里干净了，抱成团后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一年的收入多了
万把块钱，养殖户乔海卿高兴地说：

“现在，花一样的力气养猪，比以前多
养几十头，也不脏了，猪也不经常生病
了，钱也赚得多了！”

种植是农民的“主业”，根据乡镇
领导指点和到周围村子取经，乔光辉
和村委敲定了小麦良种培训的项目。
他多次到市里种子公司咨询协商，经
过多方努力，现在村里的小麦增收
10%以上。看着村民们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他的心里比自己中了 500
万还高兴。

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作为

一名最基层的干部，直接面对着老百
姓，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那真是

“摸村情，触上访；解民忧，学政策；计
生办下过乡，劳保所建勋章；换届选举
全接触，医疗保险不离吾；平安建设现
身影，为民服务掏真情；环境保洁洒汗
水，孕检服务跑断腿……”一路走来，
洒满汗水的地方，结出丰硕的果实。
点滴积累，乔光辉和村民成了亲密的

“贴心人”。村低保户娄兰妮今年已经
67 岁了，家里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多
年，家里三间瓦房漏了两间半，进入汛
期以后，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他
了解情况后，与民政部门协调，申请了
1 万元的房屋翻修费用，又联系了建
筑队，对其房屋进行了翻建。现在娄
大娘已经住进了新房子。

说起来年规划，乔光辉充满了
信心：“雏鹰是咱新郑养殖业的龙
头，我们已经联系过了，来年扩建养
殖小区，总投资360万元，雏鹰为我
们担保贷款 180 万。”农村是个广阔
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乔光辉和其
他的大学生村官一起，正在演奏快乐
奉献的乐章。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随着
环保理念渐入人心，低碳生活方式也
被越来越多市民推崇。伴随兔年新春
的临近，“低碳过年”走进新郑百姓
的生活。不少新郑市民表示，“低碳
过年”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的生活
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的过年新
选择。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学校在
寒假实践活动中加设了“低碳过兔年”
计划，引导学生把低碳这一环保元素带
入生活。据该市实验小学学校负责人

介绍，该校给学生布置了一项特殊的
“寒假作业”——要求学生从节电节气、
少放爆竹等多方面入手，启动“低碳过
年”行动。不上网、不看电视时要立即
关机，拜年多用电子邮件等网络通讯工
具，不用一次性筷子和饭盒……采访
时，该校多名小学生向记者列举着“低
碳过年”的种种做法。

该市多家旅行社负责人还向市民
推荐了多条低碳出游线路。“乡村游、温
泉游、滑雪游等生态游线路，都属‘低碳
出游’范畴。市民可走进乡村与大自然

亲密接触，也可一家人骑自行车或坐公
交车到附近的景区逛逛。”部分酒店人
员还向市民倡导“低碳饮食”，即少吃高
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多吃蔬菜等低碳食
物。

新郑市环境保护局有关负责人建
议，“低碳过大年”涵盖吃、住、行、游、
购、娱等多个方面，只要市民从细节入
手，让环保理念深入生活，就会营造科
学、健康的过年方式。而随着更多市民
选择“低碳生活”，黄帝故里新郑的天会
更蓝、水会更清。

业余文物保护员受表彰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高凯 通讯员 郭宗岭）近日，新

郑市旅游和文物局召开了田野文物保护员总结表彰会
议，10 名业余文物保护员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表
彰。

目前，新郑市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20余处，大
部分散落在乡间田野。为保护这些文物免受破坏，近
年来，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不断完善全市、乡、村三级
文物保护网络，建立起了70余人的业余文物保护员队
伍。业余文物保护员每天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广袤田野
上星罗棋布的古墓葬、古遗址，坚守在文物保护第一
线，坚持白天定期检查巡逻，夜间不定期地对各文物保
护点进行检查。2010 年配合公安部门抓获盗墓分子
20余人，使该市田野文物安全得到有效的保护。

新郑市多措并举
稳定春节市场价格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通讯员 李国仓）春节临近，新

郑市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市场价格监测监管，稳定市场
价格总水平，使全市人民过上一个愉快、祥和的新春佳
节。

密切关注粮、油、蛋、肉、蔬菜、液化气等居民生活
必需品的市场价格动向，实行日价格监测制度，一旦发
现可能引发市场价格异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
启动价格异动工作预案，快速妥善处理价格违法行为；
开展价格巡查，指导、规范经营商户标价行为，大型商
场、超市在醒目位置必须张贴价格诚信承诺书。严肃
查处经营者不执行明码标价、价格欺诈、价格串通、哄
抬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坚决打击囤积商品、合谋涨
价、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行为。
12358价格举报电话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接受、处理
群众举报、咨询。关心城市低保对象、农村低保对象和
优抚对象的生活，由政府发给临时价格补贴，已发放
24166 人次 167.427 万元。春节前后，不出台供热、供
水、燃气、城市公交等价格上调措施，稳定市场价格、保
障群众基本生活。

环保入人心 低碳过新年

村民给“村官”封红包
本报记者 陈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