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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抗旱浇麦工作再部署
郑州逾145万亩作物受渴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昨日下午，
国家、省、市三级抗旱视频会议相继召
开，就抗旱浇麦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记者从会上获悉，自去年 10 月以
来，我国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区连
续无降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旱情。立
春过后，冬小麦将进入返青和拔节的关
键时期，做好当前的抗旱准备工作已刻
不容缓。为此，国家决定，增加财政支
出 22 亿元用于抗旱工作，其中 12 亿元
用于各地抗旱应急服务小分队的抗旱
设施建设，8 亿元用于对农民抗旱浇麦
地块的直接补贴（每亩 10 元），两亿元
用于抗旱应急物资储备。

我省自去年9月27日以来，平均降
雨量只有 13.1 毫米，比常年偏少 86%，
为 1953 年以来同期降水最少的年份。
副省长刘满仓指出，全省各地要把抗
旱浇麦工作上升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高度，克服麻
痹和松懈思想，将任务分解落实到
人。市、县两级主管和分管政府领导
春节期间一律不得外出，要制定方案、
措施前移，做好抗旱浇麦这项当前最
重要的工作。

郑州市从去年 9 月底开始，大部分
地区连续无降雨时间已陆续接近和达
到 126 天。据统计，目前全市农作物受

旱面积达 145.39 万亩，其中重度干旱
9.8 万亩，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口 2700
多人。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郑州仍无
雨雪天气，随着气温逐渐回升，2月份旱
情将迅速蔓延和加重，抗旱形势十分严
峻。副市长王哲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克服靠天等雨
思想，积极投入抗旱。要抓住农闲和农
民工返乡的有利时机，组织督导组、技
术人员进村入户，指导农民科学浇麦。
抗旱后勤保障等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
调，密切配合，搞好服务。节前要对吃
水困难的山丘区进行一次摸排，确保群
众正常生活用水需要。

市委书记新春话民生
《光明日报》记者 刘先琴

“虽然采取措施抑制物价上涨,依然有
极少市民令人难以置信但却又真实发生着
捡拾菜叶这样的无奈。”在 1 月 29 日上午
举行的郑州市 2011 年新春团拜会上,河南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连维良一席关注基层

困难民众的新春讲话,令到场社会各界人
士耳目一新,掌声不断。

上午的新春团拜会喜庆而热烈,500多
名来自全市社会各界的代表欢聚一堂,共
庆新春。连维良书记总结全市去年取得的
成绩后,语气开始变得凝重起来,直言不讳
地说起了部分困难群众的现状。

“常为深爱含泪水,唯恐蹉跎误苍生。”
连维良说,进入小年,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都有了越来越多喜迎新春的鞭炮声,但也还
有不绝于耳的农民工企盼拿到工资回家过
年的讨要声,还有物业管理不到位而使小区

停水停电的抱怨声,还有一家老小蜗居陋
室、亲人归来团圆却又无处安身的叹息声。

这番动情的讲话,随即引得现场一阵
寂静,偌大的会场鸦雀无声,大家的表情开
始变得严肃,一些与会者甚至陷入了沉
思。事实上,过去一年,郑州市取得的成绩
有目共睹:全市生产总值突破 4000 亿元大
关,向民众承诺的“十大实事”件件落实到
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
纯收入分别达到18600元和8855元。

然而,在这份漂亮成绩单的面前,郑州
市党政领导班子丝毫没有满足。在被数次掌

声打断讲话后,连维良说:“做好2011年工作,
必须突出清醒和忧患。我们必须看到前路的
使命繁重,我们必须充分体味群众的所有期
盼,我们必须抖擞精神,心无旁骛,沿着务实、重
干、具体、求效、创新、清廉的路径勇往直前地
加快发展。”连维良还代表郑州市委市政府
作出承诺,新的一年将让广大市民在郑州
生活得更安全、更体面、更富裕、更有尊严。

团拜会结束后，走出会场的社会各界
人士，仍然在议论着这番充满“民生味儿”
的新春致辞，赞赏政府时刻关注民生、着力
民心的实干精神。

编者按：《光明日报》昨日刊发《市
委书记新春话民生》一文，对市委书记
连维良在新春团拜会上关注困难群体
的讲话给予报道，本报全文转发如下:

全省450亿元
货源供应春节

同比增三成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省商

务厅获悉，目前，全省春节市场货源充足，
品种丰富，秩序良好，预计全省准备节日消
费品货源45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

据了解，各级商务部门充分发挥重点
商贸流通等骨干企业作用，指导企业以
生活必需品为重点，及时组织货源供应
市场。如郑州市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
组织货源 50 余万吨、150 多个品种，近
日批发交易量每天保持在两万吨以上，
较平日约增长 80%；毛庄农产品批发市
场单日批发交易量 530 余万公斤，较平
日增长 44.8%。各地企业还组织各具特
色的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满足消费者
购物需求。

据了解，截至目前，郑州、洛阳、平顶山
等8市落实市级肉类储备6945吨，郑州、南
阳、信阳等 5 市落实市级蔬菜储备 11500
吨，各市正密切关注市场行情和天气变化，
择机向市场投放，确保肉菜糖供应稳定。
全省也已启动节日生活必需品市场信息日
报制度，组织214家生活必需品样本企业、
59 家信息样本企业、400 余家批零企业、
100余家餐饮企业上报节日市场情况。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文/
图）昨日，记者从郑州警备区
了解到，为保障全市群众过一
个平安祥和的春节，郑州警备
区从 1 月 30 日起，组织 46 支
民兵维护社会治安分队在主
要交通路口、城镇社区和乡村
之间执勤巡逻，协助维持交通
秩序，应急处置突发事件，配
合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预
防和化解基层各种矛盾，确保
春节期间社会安全稳定。

作为全国交通枢纽，春节
临近，郑州客流量急剧攀升，
加之市内主要路段正在修建
地铁站和高架桥而限行，春
节期间很容易出现道路拥堵
现象。为此，郑州警备区及

时安排每个人武部联系一到
两个重要交通路口，深入调
查研究，查明拥堵原因，提出

治堵建议并推动落实。同
时，他们还和有关部门联系，
建立军、警、民联合执勤点，从

昨日至元宵节期间，每天7点
30 分至 9 点 30 分、11 点至 13
点、17 点 30 分至 19 点 30 分，
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到交
通状况复杂的街道、路口，
对交通秩序进行联合维护
和疏导，确保道路畅通，方
便市民出行。

与此同时，郑州警备区充
分发挥民兵置身于民的优势，
建立健全以民兵为主体的群防
群治网络，组织民兵维护社会
治安分队在城镇社区和乡村之
间进行昼夜巡逻，同时规定了
每个民兵分队的巡逻里程数、
覆盖面和重要点位，真正把参
与“平安郑州”建设做实、做
细，让城市更安宁、更和谐。

年货清单见证时代变迁
本报记者 成燕

“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齐
没？”如今，这句话已很少听到，但
在上世纪 80 年代却是街坊邻居
挂在嘴边的问候语。的确，办年
货算是百姓过年的头等大事，年
前半个月也是商场最忙时。

腊月二十七下午，记者来到
大商集团郑州紫荆山百货店，这
家有着 28 年历史的“功勋名店”
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郑州商
业的沧桑变迁，也忠实记载了市
民购买年货的变化足迹。“新年
到，穿新衣，戴新帽……”儿时的
歌谣折射出在物资匮乏年代，过
年穿新衣是人们的一大渴望。漫
步商场，记者发现，服装鞋帽柜台
顾客不太多，金银首饰、IT、保健

品柜台前却人头攒动。在琳琅满
目的首饰柜台前，紧扣兔年主题，
商家们设计了造型精致的金玉兔
吊坠，引来不少消费者。“我爱人
属兔，今天专门来为她挑个本命
年礼物。”从西郊赶来的汪远选了
个金兔项链坠儿。

正闲逛着，记者巧遇在卖场
巡视的大商集团郑州紫荆山百货
店党委书记、总经理巩玉梅。从
1983 年进入紫百当营业员，到一

步一个脚印干到总经理，20 多年
来，巩玉梅的每个春节几乎都是
陪伴顾客一起度过的。要问百姓
买年货有什么变化，她可最有发
言权。“在物资匮乏年代，年货就
是一桌丰盛的饭菜，一件崭新的
衣服；如今，好饭菜随时可吃，漂
亮衣服挂满柜，年货也早已从原
来的一只鸡、一只鸭、一箱苹果，

“进化”到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液
晶电视、珠宝首饰，甚至是汽车。”

巩玉梅这样总结年货的变迁。20
多年前的“过年记忆”也在她脑海
里打下深刻烙印：“那时候，我所
在的服装部可是商场销售最旺
的，一过‘腊八’，省内外的消费
者都领着孩子来置办新年衣裳，
商场里真是人挤人，在柜台站一
天连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

听到我们聊天，从焦作专门
赶来为孩子买新春礼物的顾客
张 建 设 也 接 过 话 茬 ：“ 我 记 得

1986 年春节，俺家最贵的年货是
台 14 英寸彩电。那年过年，邻居
们都跑到俺家看电视！”他的 10
岁儿子路路抢过爸爸的话说道：

“今年，俺家换成 42 英寸大液晶
电视了，家里的旧彩电‘以旧换新
’了！”

是 的 ，变 化 的 是“ 年 货 清
单”，永远不变的，却是过年的快
乐心情。

新春走基层

春节期间
天气晴好
气温略有回升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兔年春节临近，
天气状况备受关注。省气象台昨日发布天
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也就是春节期间，
我省各地天气晴好，气温略有回升，非常有
利于人们走亲访友或外出旅游，但旱情会
持续发展。

随着冷空气的远离，我省大部分地区
气温继续回升，不少城市也将加入到升温
队伍。预计，未来一周，影响我省的冷空气
活动较弱，全省基本无降水，除周五（正月
初二）气温略有下降外，其他时间，我省大
部天气晴朗，气温回升势头将持续，一改前
期气温偏低局面。本周平均气温：西部山
区和北部 1～2℃，南部 3～4℃，其他地区
2～3℃。周内极端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和
北 部 -4～-2℃ ，南 部 1～3℃ ，其 他 地
区-3～-1℃。

又是一个无雪的春节，多少让人有点
遗憾，虽然冷空气多次驾临，但雨雪总与
绿城擦肩而过，连续无降水日数达89天。

民兵分队出更 护驾平安春节

昨日，管城回族区陇海街道办事处陇一社区（原郑州轻汽厂家属院）317名属兔的社区居民一起喜迎“兔年”。参加迎春活动
年龄最大的是84岁的老工程师，年龄最小的是12岁的中学生。图为社区老、中、青三代属兔的居民在一起合影。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属兔市民迎兔年

本报讯（记者朱文张乔
普）兔年新春临近，26 日下
午，市委书记连维良来到郑
州大学，看望慰问申长雨、钟
香崇、吴养洁3位院士，向他
们致以亲切问候。连维良表
示，郑州市将会对他们的工
作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希望
几位院士对郑州今后的发展
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申长雨、钟香崇、吴养洁
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目前
都在郑州大学工作，分别在
塑料成型及模具技术、耐火
材料、有机化学等领域作出
了突出贡献。

座谈会上，连维良关切
地询问院士们的工作、生活
情况，并代表市委、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协和郑州警备区，
向三位院士以及郑州大学全
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向
他们多年来为郑州科技事业
和教育事业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所作出的辛勤贡献表示感
谢。简要介绍了2010年郑州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及今年建设
目标后，连维良表示，今年是

“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原
经济区建设的起步之年，做好
今年的工作尤为重要。目前，
郑州市正在全力加快郑州都市
区建设，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希
望院士们对郑州今后的发展给
予更多支持，不断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要多
提宝贵意见，为郑州经济发
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申长雨等院士表示，感
谢市委、市政府这些年来的
关心和照顾，今后将进一步
把产学研相结合，和郑州市

的科技力量相结合，围绕郑
州经济发展战略需求，尽最
大努力多为郑州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
永扣参加座谈会。市领导
姚待献、孙金献一同慰问。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30日下午，市长赵建才来到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看望
邬江兴、高俊、王家耀等在
郑工作的院士，给他们送去
新春祝福。

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大
学，赵建才与院士们亲切座
谈。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院士们致以新春的问候，并
简要介绍了我市的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赵建才说，全市
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良好
势头离不开院士专家和广大
高层次人才的积极贡献。院
士专家对于郑州来说是一笔
宝贵财富，希望院士们能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产业发
展和高新技术应用提供智力
支持。积极建言献策，为郑
州跨越式发展贡献才智。

信息工程大学校长邬
江兴是我国信息技术领域
的院士专家；高俊曾主持和
参加我国多种大型地图集
和地图的论证、设计工作；
王家耀是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学科博士生导师。

邬江兴表示，在新的一
年里，信息工程大学将继续
加强与市政府的交流与合
作，进一步强化军地融合，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努力为
地方经济建设作出新贡献。

市长助理、市政府秘书
长张学军参加慰问。

市领导看望
驻郑州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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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平萍 熊飞）1 月 30 日下午，
省委、省政府召开 2011年省
会新闻界新春座谈会。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
展工，省委副书记、省长郭庚
茂，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
席、组织部部长叶冬松等领
导与来自中央驻豫新闻单位
及省会主要媒体的负责同志
在大河锦江饭店欢聚一堂，
畅谈新闻工作光荣使命，共
话新闻事业发展大计。

省领导李克、孔玉芳、曹
维新、刘春良、连维良、毛万
春、史济春、张大卫、陈雪枫
出席座谈会。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人民日报河南分社社长罗
盘，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罗
辉，光明日报河南记者站站
长刘先琴，经济日报河南记
者站站长党涤寰，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河南记者站站长辛
如记，中央电视台郑州应急
报道点首席记者代纪玲，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社长朱夏炎，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影电
视局局长赵景春，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
辑常法武，以及省会其他新
闻单位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
先后发言。大家围绕新闻工
作如何更加有效地服务于中
原经济区建设、加快实现中
原崛起河南振兴，运用"三具
两基一抓手"工作方法有效
破解新闻宣传"四难"等问
题，畅谈工作体会，畅想新年
打算，会场气氛热烈。

卢展工在讲话中说，过去
的一年，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呈

现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不仅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提
升，而且中原经济区建设取得广泛共识，形成了强大的凝聚
力。目前，中央已经同意将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摆在重要位
置，现已写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大家共同走过的2010
年中，媒体的同志全身心融入了河南的发展，为之做出了重要
贡献，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媒体功不可没。我代表
省委、省政府对大家的辛苦努力表示感谢。

卢展工从四个方面回顾了我省一年来的新闻宣传
工作。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