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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虎辞旧岁，玉兔迎新春。2011 年春
节长假，新郑市旅游及餐饮服务业呈现繁
荣景象。

商场篇：零售百货生意红火
春节期间，新郑市大小商家大打“节日

经济”牌，各种促销活动丰富多彩，有力地
拉动了消费增长。

春节前夕，记者走访了市内一家大型
商场，只见人头攒动，有置办年货的、购置
生活用品的、买饰品的、选电器的等，一派
繁荣景象。商场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我们
店一直处于忙碌而紧张的状态，销售情况
完全超出了原来的预想，春节期间购物的
人数也是只增不减，大多都是全家出动。
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我们采用交叉陈列、
关联性陈列、小分类集中陈列等方法摆放
货架，方便顾客尽情选购商品。”

“基本上来一趟这儿，家里该买的东西
就都买齐全了，呵呵，我们家孩子就爱坐这
里的儿童购物车，我也落得轻松，买东西也
更方便了。”商店里正在选购糖果的一位顾

客告诉记者。

旅游篇：故里旅游迎新纳福
春节黄金周期间新郑市天气晴好，在

喜庆祥和的氛围中，该市各景区景点针对
自身特点推出各种年味儿十足的活动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据了解，春节黄金
周期间，新郑全市景区接待游客达 18.03万
人次，总收入 15 万余元，同比增长 17%和
69%，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其中，黄帝
故里近 13 万人次，具茨山 5000 多人次，郑
风苑近5万人次。

黄帝故里景区推出的“辛卯年除夕夜
敬香祈福”、“辛卯年大年初一首场拜
祖”系列活动，更是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
客来到这里游玩过年。一位来自南阳的游
客说：“我们早就想来黄帝故里了，今天
专门起大早来，没想到赶上了祈福敬香活
动。这里的环境真好，新郑人也特别热
情，我们明年还要带上更多的亲朋好友来
这里。”

据了解，春节期间，该市具茨山景区免

费组织了11场拜祖活动，博物馆和欧阳修
陵园对游客实行免费开放，郑风苑内游客
爆满。

餐饮篇：年夜聚餐其乐融融
酒店外，大红的灯笼挂起来，五彩的气

球飘起来，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
日气氛；酒店里，环境优美，服务周到，市民
们共话亲情，无不体现出一种暖暖的年
意。除夕夜，在新郑市新华路一家酒店里，
记者亲身体验了一把春节期间酒店生意火
爆的场面。

“儿子、女儿都回来过年，我是真高兴
啊！”退休工人刘老太太告诉记者，“现在条
件好了，咱也‘不差钱儿’，呵呵，更重要的
是酒店也确实菜系齐全，服务周到，再者时
下咱新郑很多人年夜饭都选择来酒店，在
这里很有气氛。”

据了解，新郑市春节期间餐饮消费以
家庭、朋友聚餐为主；大部分较大规模、较
具特色的餐馆在大年三十之前就预定一
空，订台率接近100%。

安排 春季绿化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扬）近日，新郑市龙湖镇召开2011

年春季绿化工作动员会，部署春季绿化工作。该市领
导马国亮参加会议。

会议决定，2011 年 2 月 12 日至 3 月 31 日，龙湖镇
将按照“高品位、高档次、高水平”的绿化要求，加大投
入，全面完成镇区八条道路、三个广场、四个街心花园
的绿化美化工程；完成 107国道以西 17个行政村 6580
亩生态林补植、新栽任务；完成17.5公里的生态廊道网
络绿化工程；完成围村林栽植1190亩。

考察 新郑经济建设
本报讯（记者 万斌）近日，安徽省临泉县党政考

察团到新郑市参观考察。该市领导张国宏、左建新、马
少军、李建国陪同。

考察团一行先后到河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河南
正龙食品有限公司、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参
观考察。通过听取介绍和实地参观，考察团一行对该
市蓬勃的发展活力和强劲的发展后劲表示赞叹，希望
与新郑市加强联系，互相学习借鉴，努力推动地方经济
大发展、新跨越。

开幕 迎新春书画展
本报讯（记者 李楠楠）2 月 15 日，新郑市 2011 年

“迎新春·和谐新郑”书画展开幕，该市领导付桂荣、王
金灿、戴宇林出席开幕式，并与广大群众一起观看展
览。

据悉，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 200余件。这些
作品格调高雅，流派纷呈，充分代表了该市书画艺术水
平。

做好 抗旱浇麦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高凯）近日，新郑市召开专题

会议，安排部署全市抗旱浇麦工作。该市领导李志强
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抗旱
保苗的重要性；要广泛动员，积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开
展抗旱浇麦工作，迅速掀起抗旱浇麦热潮；要加强领
导，积极营造抗旱浇麦工作浓厚氛围；要加强督查，确
保抗旱浇麦工作落到实处。

收看 粮食生产会议
本报讯（记者 万斌）近日，新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

国粮食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该市领导李志强及相关单
位负责人参加。

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切实将组织领导落实到位、抗旱措施落实到
位、物资保障落实到位、资金投入落实到位。抢抓时
机，不违农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战胜困
难，努力实现今年粮食丰产丰收。

检查整治“回头看”

确保元宵节
安全祥和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李清）元宵佳节即将来临，节后刚上
班，新郑市就组织 15 个督查组，重点
对烟花爆竹、特种作业、公共场所消防
等安全生产进行整治，确保元宵节安
全祥和。

各个督查组迅速开展工作，积极
与所督查乡镇、街道对接，深入一线对
公共场所的灭火器配置、安全出口、疏
散通道、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自
动消防设施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
消防值班人员是否在位，安全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是否畅通，火
灾事故应急照明设施是否齐全有效以
及用火用电等情况进行了安全检
查。

据悉，在春节前新郑市就对烟
花爆竹经营户发放了公开信，节后开
展了安全检查整治“回头看”行动。
此外，新郑市还利用电视飞播、安全
标语、传单、宣传手册和流动消防宣
传车等方式，深入社区、街道、农村
宣传开展多种形式的消防宣传，掀起
了全民重视消防安全的高潮，也确保
了烟花确保烟花爆竹经营、燃放安
全。

移民新年新生活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大年初一，记者在新郑市薛店镇
观沟移民新村看到，一排排两层小楼
整齐崭新，一串串火红灯笼喜气洋洋，
一副副烫金对联分外惹眼，仿佛昭示
着移民们别样的幸福年！

村民李喜来看到记者来访，高兴
地迎上前：“这是俺们从淅川搬来后，
在这儿过的第一个春节。在新郑小半
年了，生活是一天一个样儿！”

走进李喜来家中，感觉舒适而温
馨。“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了，以前
在老家住的是土房，现在是两层小洋
楼；以前孩子们都出远门打工，一年半
载也见不到人，现在孩子们在家门口
就能找到满意工作。”李喜来掩饰不住
内心的喜悦：“大儿子现在在港区的一
家物流公司上班，儿媳在富士康上班，
就连我这快五十岁的‘老头’，也在镇
上的食品公司找到了工作。自从来到
新郑，一切都好起来了！”

为使移民搬迁后稳得住、能发
展，新郑市多措并举，积极动员辖区企
业提供各种岗位，举行专场招聘会和
各种培训，帮助移民就业、创业、致
富。

“饮水思源啊，感谢新郑市委、政
府的各种帮扶，感谢新郑人民无私帮
助，要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也不可能
这么美好啊！”村支书全铁秀感慨地
说。

（上接第一版）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新郑市将突出抓好新郑新

城、龙湖新城、新港产业集聚区、煤炭循环经济产业
园、郑新快速通道、高效农业示范园、合村并城
（镇）、黄帝故里景区扩建、具茨山国家森林公园、社
会管理创新等“十大工程”，在项目建设上谋求新突
破、实现新跨越，为建设郑州副中心城市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民生是发展之本。2011 年，新郑市将坚持不懈
地抓好民生实事工程，致力于让所有井灌区农田基本
实现旱涝保收、农民致富，让所有孩子都能接受十二
年的免费教育，让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实现创业就
业、社保统筹，让所有村吃水安全、环境卫生，让所
有村通上柏油路和公交车，让所有 60 岁以上老人享
受免费乘车、老有所养，让所有城乡居民住房宽敞、
安居乐业，让所有居民享受城乡新型医保、大病救
助，让所有弱势群体得到及时救济、应保尽保，让所
有社会公益事业都有专管队伍、社会和睦的“十个所
有”目标。

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新郑市还将坚持
在创先争优、凝聚力量上创新，在科学谋划、理清思
路上创新，在争取项目、建设项目上创新，在招商引
资、招商选资上创新，在破解难题、重点突破上创
新，在优化环境、节能减排上创新，在人才支撑、使
用优先上创新，在勤政廉政、提升素质上创新，在社
会管理、先行先试上创新，在绩效考核、奖勤罚劣上
创新，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全面开创
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本报讯（记者 赵杰 高
凯 李伟彬 文/图）军乐、腰
鼓、秧歌、旱船等民间文艺
表演方队依次上阵，歌舞、
京剧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喝彩声不断，舞龙、舞狮彰
显特色……近日，新郑市
和庄镇第六届民间文化艺
术节的表演精彩纷呈，为
群众过春节增添丰富多彩
的“味道”。

在沿河路上，一位身
着淡紫色演出服的女孩陈
真真正在路边休息，12 岁
的真真用自己认真的表演
为新年助兴：“我这是第四
年来参加表演啦，很高兴
能为大家带来欢乐。”和庄
镇香坊吴村70多岁的冯大
爷看着在一旁蹦蹦跳跳的
孙女，脸上写满了幸福。

“俺们这儿已经连续六年
办这个文化艺术节啦。现
在的日子吃喝不愁、衣食
无忧，闲暇之余咱老百姓
办自己的文化节，真得劲

儿。”
汇集于此的百姓们在

这些表演团队周围形成了
人海，用掌声、笑声为表演
者添加了动力与热情，寒
冷的天气与他们的热情形
成了鲜明对比。路旁甜甜
的糖葫芦、可爱的气球、散
发着香味儿的烤红薯……
为文化节增添了别样风
味。各村群众自发组织民
间文化艺术节，壮大春节
文化的声势，弘扬了和谐、
文明主旋律，为生活增光
添彩。

为使市民们节日期间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新郑市
还组织了春节象棋大赛、书
画展、文艺调演……一道道
春节文化大餐，让老百姓在
欢度春节的同时，过足文化

“瘾”，过一个喜庆、祥和、文
明、健康的春节。在满足百
姓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使
节日的喜庆欢乐气氛得以
延伸。

新春记者在基层

新郑动态新年
新事“这个年过得有滋味儿！”

——新郑市利用春节有利时机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纪事
本报记者 陈扬 高凯 通讯员 左晨璐

红红火火过大年
本报记者 万斌冯伟尉 边艳

文化活动多姿多彩
市民共享文化大餐

俺创业
俺致富
俺光荣
新年刚刚过去，

新郑市城关乡周庄村
对村里评选出的致富
标兵、创业标兵、美德
标兵等一批先进模范
人物进行隆重表彰，
营造了浓厚的干事创
业氛围。图为一批致
富带头人兴高采烈地
参加村里的表彰大
会。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新郑市2011年元宵节
民间文艺调演活动
公交绕行的通知

为配合元宵节民间文艺调演活动，预防大客流突
发事件的发生，确保道路安全通畅，元宵节民间文艺
调演期间，新郑市交通运输局对市区部分公交线路进
行如下调整：1路（西关—火车站）绕行百家姓广场
表演区，调整为：新建路—烟草局—郑韩路—阁老路
（返程同此）；2路（新郑汽车站—龙王）绕行洧水路
段，调整为：新建路—日月同辉—新华路—公安局
（返程同此）；10 路（新郑汽车站—机场）绕行洧水
路段，调整为：新建路—日月同辉—新华路—玉前路
—黄帝像—人民路（返程同此）；101 路（西关—郑
煤技校）绕行文化路表演区、中华路表演区，线路调
整为：新建路—日月同辉—新华路—文化路—金城路
（返程同此）；108路（新郑汽车站—宋庄）绕行炎黄
广场表演区、文化路表演区，调整为：新建路—日月
同辉—新华路（返程同此）。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

春节期间，新郑市结合农村流动党员
返乡过年这一有利时机，做到“四个不忘”，
确保了春节期间创先争优活动不降温、不
间断。大红灯笼高挂，到处欢声笑语，一样
的春节，不一样的过法儿。用当地群众的
话说：“嘿，这个年过得有滋味儿！”

过节不忘抓补课
在新郑市八千乡邢庄村委会，一堂别

开 生 面 的 “ 课 程 ” 正 在 紧 张 进 行 中 。
“过年了也不休息啊……”趁着他们学习
《党章》的间歇，记者好奇地问道。村支
书邢俊亭笑着说：“我们这是在‘补课
’啊，参加的人以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党
员、积极分子为主。”

“少一些应酬，多一些学习，尤其要抓
住春节期间外出流动党员返乡的有利时
机，认真搞好回乡党员的‘补学’工
作。”新郑市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要求如是。春节期间，新郑市各级党组
织积极组织外出流动党员集中“补课”，
通过举办学习班、召开座谈会、收看电教
片等形式，认真学习《党章》、十七届五
中全会精神等，使广大流动党员深受教
育。据悉，春节期间全市各级党组织共召
开座谈会 300 余场次，为 600 多名返乡党
员进行了补课，有效巩固和扩大了创先争
优活动成果。

拜年不忘听建议
“经常在外边大城市跑的人，他们的见

闻也是一种宝贵经验，趁着回来过年，也向
他们取取经。”新郑市新村镇王毕庄村支书
陈中立说。

据了解，新郑市充分利用春节期间外
出务工群众返乡的有利时机，采用走访农
户、发放征求意见表、设置征求意见箱、开
通热线电话等形式，广泛征求群众对解决

村里突出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
见和建议。据统计，其间全市共召开各类
座谈会 500 多场次，走访群众 2 万多户，发
放征求意见表7万多份，征集各类意见及建
议两万多条。

迎春不忘树新风
左扭右摆，上晃下摇，飘飞的衣袂，稳

健的脚步，谁能想到这是平均年龄 70 多岁
的敬老院老人们在扭秧歌！大年初三，新
郑市梨河镇高班庄村秧歌队和梨河镇敬老
院秧歌队在高班庄村联合举行的秧歌表演
浓情上演。

创先进，争优秀，做表率，树楷模。新
郑市结合春节特点，全市各级党组织通过
组织写春联、绘年画、剪纸绘画等积极宣传
创先争优活动，组织开展了贴近农民群众
生产生活实际的文艺演出、劳动技能比赛
等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引导全市广

大党员干部带头禁赌、禁酒驾、禁封建迷
信，废除陈规陋习，不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营造了积极向上的节日氛围，促进了乡风
文明。

贺岁不忘送温暖
在新郑市龙王乡庙前刘村，老党员董

治祥接过市委组织部送温暖小组送上的慰
问金和慰问品，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在春节期间，为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新郑市大力开展为困难党员和群众“送
温暖，献爱心”主题实践活动，并在走访慰
问中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春节期间，共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
员1800余人，为农村特困户、贫困学生捐款
近 10万元，衣被 900多件，新结成帮扶对子
800多户，化解邻里纠纷矛盾等200多件，受
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聚焦发展中的新郑
关注您身边的新闻

新闻热线：69908831 69908832
邮箱：zzrbxzxw@sina.com

“郑州日报·新郑新闻”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