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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好月圆 猜谜走灯
花灯俏，灯谜闹。农历正月十五

晚上，新郑市文化馆、图书馆内外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 一年一次的元宵
灯谜晚会吸引了广大市民的到来。

在灯谜晚会现场，市民们或是三
五成群聚集在一起，讨论谜面，或是
独自沉思，研究答案。猜到谜底的市
民则拿起纸笔认真地记录着答案，更
有不少已经猜到很多答案的市民正
在排队等候领取奖品呢！

据了解，此次灯谜晚会精选数千
条谜语，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字谜、成
语谜、中外地理知识、古今人名等 20
余类，参与市民达2000余人。丰富的
奖品，热烈的活动氛围，有序的猜谜
环境，浓郁的人文气息，将晚会推向

高潮！最终近300份奖品被有智者纷
纷竞得。

文艺表演 精彩纷呈
昨夜楼市门前，灯笼串串，火烛

齐燃；今天大街小巷，锣鼓声声，鞭炮
齐鸣。正月十六，新郑市依然“热情
不减”，欢歌笑语阵阵，龙腾狮跃呈
祥！

今年元宵节，在新郑市区，扭秧
歌、盘鼓、舞龙舞狮等令人眼花缭乱，
表演者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
不，“咚咚咚”的锣鼓声吸引了记者的
脚步。“老苍娃儿我来到新郑市，把案
来断……”刚一开口，熟知河南戏曲

《小仓娃》的市民们就乐开了花，一个
《老苍娃儿断案》，旧瓶装新酒，唱词
结合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令市民

耳目一新。
炎黄广场上女子军鼓队队员英

姿飒爽，竹马旱船活灵活现；文化路
上，双龙戏珠，锣鼓震天；中华路上，
高架舞狮，惊险刺激……在广场上表
演的老干部局队伍，大部分老人年龄
都在六十岁左右，尽管几个小时的表
演很累，老人们仍表示“只要观众爱
看，我们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这才热闹，这才有年味儿，元宵
节就是要闹一闹。”市民刘瑞峰说道。

舞狮名村 舞动新春
市区载歌载舞庆盛世，在新郑市

的广大农村，也是欢天喜地闹元宵。
新郑市观音寺镇太清村，是闻名

周边县市的舞狮“圣地”，吸引了广大
舞狮爱好者齐聚于此“登台打擂”。

村民赵建立自豪地告诉记者：
“元宵节在俺村舞狮，就像季后赛在
NBA打篮球！”正说着，一阵震耳欲聋
的鞭炮声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只见一
头霸气十足的银狮随着震天的锣鼓声
舞动起来，引狮人手握绣球，逗引瑞狮
不断向十米高架上攀登。扮演狮头、
狮尾的两名村民手脚并用、配合默契，
狮耳也跟着前后晃动，惟妙惟肖。成
功登上顶端后，狮身不断地上下翻转，
各种高难度动作的表演，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据悉，当天太清村除了舞狮，还
有舞龙、踩高跷、竹马旱船、盘鼓表演
等精彩节目。此次舞狮大会共吸引
了全镇及周边县市 20 多支队伍的近
千名表演者参加，观看的群众更达数
万名。

人欢鼓鸣春意闹
龙腾狮跃庆元宵

本报记者 陈扬 王吉吉 赵地 李佳浩

（上接第一版）向“十个所有惠民生”目标挺进，
突出抓好“十个所有”社会事业，努力让所有的
未成年人有学上、上起学，让所有的成年人会创
业、能就业，让所有的老年人待遇优、受尊重，让
居住在新郑的所有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生活
得更有尊严；向“十项创新保稳定”目标挺进，深
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提升谋划、推动、保
障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向“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示
范城市”目标挺进，着力破解难题，全面提升社
会管理创新的科学化水平；向“华夏民族寻根拜
祖圣地”目标挺进，科学规划，抓紧启动黄帝故
里景区扩建工程建设，把拜祖大典筹备、环境卫
生整治作为阶段性中心工作，通过“高标准筹备
大典、高规格邀请嘉宾、高层次举办活动、高质
量招引项目、高效能推动工作”，确保辛卯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圆满成功。

会议强调，要向低效问责，再塑新形象。
从工作入手定责，从作风入手尽责，从绩效入手
问责，真正以发展凝聚力量，以正气凝聚人心，
塑造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干部队伍形象。

会上，和庄镇、新华路街道办事处、商务
局、黄帝故里景区管委会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各乡镇、办事处，部分市直单位负责同志向市
委、市政府递交了2011年目标责任书。

歌舞升平盛世
欢天喜地过节

本报讯（记者 陈扬）2月18日，新郑市在炎
黄广场、百家姓广场、中华路、文化路举行盛大
的元宵节民间文艺汇演，来自全市的53支民间
文艺表演队上千名艺人联手为市民献上一顿丰
盛的“文化大餐”。舞龙、舞狮、秧歌、盘鼓、旱船
等传统民间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数万名群
众前来观看。该市领导张国宏、王金灿、左建
新、景雪萍、戴宇林等也来到演出现场与市民共
同观看了表演。

实施双免工程
启动春季招聘

本报讯（记者 万斌 赵杰）近日，新郑市
2011 年“双免”工程实施暨城乡劳动力春季招
聘会在该市炎黄广场举行，近 200 家单位参与
招聘，现场提供岗位19000多个。

据悉，此次招聘会应聘人员达20000余人，
现场达成就业协议4580人。活动中，新郑市领
导张国宏、王金灿、左建新、景雪萍、戴宇林等走
到展台前，询问企业岗位、工资、福利待遇及报
名情况等，勉励工作人员要做好工作，使更多的
城乡劳动力实现就业和再就业。

深入乡镇察看
攻坚抗旱保苗

本报讯（记者 轩宇 高凯）近日，新郑市领
导李志强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该市部分乡
镇，察看抗旱浇麦工作进展情况。

通过实地察看，该市领导希望，各乡镇要
加大抗旱浇麦工作力度，完善抗旱应急机制，认
真搞好抗旱浇麦工作；要充分发动群众，利用各
种水利设施和抗旱机具，千方百计加快进度；要
想方设法帮助农民群众解决抗旱用水、用电、用
油、机具等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夺取夏粮丰收作
出积极贡献。

又讯（记者 轩宇）近日，新郑市召开抗旱
浇麦保丰收座谈会，对当前抗旱浇麦工作进行
再安排、再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麦田管理，做
好病虫害防治、施肥等工作。该市领导李志强
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双提高服务年
助推计生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扬）近日，新郑市举行“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服务创新
年启动仪式。省、郑州市有关领导及该市领导
李志强、孙阔、戴宇林出席。

该市领导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及早着
手、明确责任，切实把“双提高”工程落到实处；
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要埋头苦干、无私
奉献，解决相关人群在生产、生活、生育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广大育龄群众要遵守国策，积极参
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抓机遇重谋划
促进镇域发展

本报讯（记者 万斌）近日，新郑市梨河镇召
开 2010 年度总结表彰暨 2011 年加压促阵动员
会。该市领导孙阔出席会议。

会上，该市领导对梨河镇 2011 年工作提出
更高的要求：抓住机遇，用好机遇；科学谋划，下
足功夫；强化自身，积极作为。会议还对 2010
年责任目标完成好、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贯彻上级部署
全力做好医改

本报讯（记者 王吉吉）近日，新郑市组织收听
收看全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该市领导景雪萍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会议。

上级会议总结了 2010 年全国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工作，安排部署了 2011 年的医改工作。
会议要求，全国各级卫生系统要以突出抓好基
本药物制度实施和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统筹
推进五项重点改革，强化落实医改任务目标责
任制度，确保基本完成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
重点工作任务。

新郑动态

一年获补一亿元
各种支农惠农政策使新郑农民受益匪浅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现在种粮，不仅不要钱
了，还给俺发补贴，种类也多，真让咱百姓尝到了实惠！”
这是近日记者在新郑田间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2月20日，在新郑市龙王乡龙王村，村民王勇智指着
墙上的“2011 年良种补贴公示表”中自己的名字跟记者
说：“俺家 5亩地，你看看有 400多块的补贴呢，等几天就
可以发到手。”

相关数据显示，2010 年新郑市兑现粮食直补、农资
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数额超过 6600
万元。其中，向农民兑现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资金
4823.13万元，小麦、玉米等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 1063万
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779万元。

除了发放种粮相关补贴外，新郑市还加大了家电下
乡和汽车、摩托车下乡等补贴实施力度，着力改善农民生
活条件。去年，发放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汽车、摩托车
下乡补贴资金3420万元，许多农村家庭添置了“新大件”。

近年来，新郑市不断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真正把各
项财政补贴补到农民群众心坎上，让他们得到了“真金白
银”的实惠，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更多地享受
到了公共财政阳光。这些支农惠农措施，充分调动了农
民生产积极性，为夺取粮食连年丰收、保障粮食安全发挥
了重要作用。

14项奖励等你来拿
新郑市健全利益导向机制促进计生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扬高凯通讯员乔国奇）“国家推行计
划生育，是让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宪法也规
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在新郑市城关乡沟张
村，老张又在那里中气十足地讲着，身边围满了“听众”。

老张叫张保山，是村里的计划生育宣传员，今年 65
岁，只有一个女儿，五年前享受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每年
都能领取1000元扶助金，今年又享受了计划生育养老保
险补贴，每年又多发养老金480元。老张告诉记者：“党的
政策好啊，俺会用俺的亲身经历，当好计划生育宣传员，让
更多的乡亲能和我一样，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同时享受党
的好政策。要我说，生一个娃好，老了生活得更幸福！”

为了把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好，新郑多措并举，宣传
长抓不懈、活动常搞常新、奖励更多更好。围绕计划生育
家庭优生优育、子女成才、养老保障等，新郑市构建了涵
盖“奖励、优先、减免、扶持、保障、救助”的“六位一体”利
益导向政策体系，相继提高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
励扶助标准、农村领证计划生育独女家庭养老保险补贴
等14项奖励优惠标准。

“送宣传、送服务、送温暖，把‘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工程各项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让群
众更加满意！”该市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说。据了解，截至
目前，该市已累计落实资金2950余万元，惠及全市27000
余户计划生育家庭。

2月 21日，参加
新郑市新城区建设誓
师大会的几名外地企
业家在展板前了解新
郑新城区规划建设情
况。近年来，区位优
越、交通便利、物产资
源丰富、基础设施越
来越完善的新郑市，
积极为项目发展创造
有利环境，赢得了众
多投资者的青睐。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新人”赴一线 实践长才干
新郑市组织事业单位新招聘

人员开展实践锻炼活动
本报讯（记者 高慧）2月 22日，新郑市召开 2010年

事业单位新招聘人员实践锻炼活动动员会。176名新招
聘人员即日起将到新郑市12个乡镇和信访、安监等部门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践锻炼。

在以“深入重点工程、深入农村基层、深入维稳一
线，与基层干群同工作、同学习、同生活，服务一个项目、
帮办一件实事、撰写一篇调研报告”为主要内容的“三深
三同三个一”实践锻炼中，新招聘人员将通过耳闻目睹基
层干部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棘手的矛盾和问题，通过自
己直接参与解决这些问题，熟悉基层情况，掌握基层工作
方法，为尽快进入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要求，新招聘人员在农村基层一线的“大熔炉”
中，要努力做到“三个多”。一是要多方面学习，要主动

“拜师学艺”、“跟班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二是要多
渠道实践，要做到勤动眼观察，勤动手做事，勤动脚调研，
勤动脑思考；三是要多角度总结，经常对所做工作进行回
顾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连日来，河南省
预备役高炮师驻新郑
一团广大官兵和驻地
群众一起架管线、疏
水渠，帮助群众抗旱
浇麦，夺取夏粮丰收。

齐心协力忙抗旱
本报记者 高慧赵地李佳浩陈扬高凯 通讯员 乔成田 文/图

300多名科技人员“赴一线”
“土层结冻不能浇地吗？”“浇水的

时候用不用施肥？”……
近日，在新郑市城关乡胡庄村的地

头上，该市农委的农技专家们耐心接受
乡亲们的咨询。

根据省农业厅的部署，新郑市组织
了 300 多名农业科技人员，分包到行政
村，指导广大农民进行抗旱春管。这
300 多名科技人员实行技术承包责任
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广大群众科学抗
旱，开展抗旱灌溉技术指导和麦田管理
技术服务工作。

面对严峻的旱情，新郑市认真开展
苗情、墒情、病虫“三情”调查，做到因苗
制宜、分类指导，提高田管工作的针对性
和主动性；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热线电
话、培训班、宣传彩页等多种形式，把田
管技术送到千家万户，落实到田间地头，
帮助农民解决抗旱促春管中的技术难
题，切实做到技术人员到户，技术要领到
人，技术措施到田。为打赢抗旱保苗攻
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升级改造农用机井“立大功”
“IC卡一刷，软管一插，浇地就是这么方

便快捷！”正在浇地的新郑市八千乡东王马村
村民马建军乐呵呵地看着地里仿佛“大口喝
水”的麦苗。他介绍，以前遇上这样的干旱，
村民们浇地要排队等上好几天，只能眼睁睁
地看着麦苗旱着，现在村里项目区田地已全
部灌溉一遍；以前一亩地要浇上一个小时，花
上 40 块钱左右，现在浇一亩地只需半个小
时，花四五块钱。

新郑市在全省率先提出对现有农用机
井进行综合配套升级改造。按照“有防盗井
台、有配套水泵、有地埋电缆、有地埋管道、有
智能控制系统、有标准出水口、有管护机构”
的“七有”标准，实现“省水、省电、省地、省时、
省钱，防盗、防毁，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
入”的“五省、两防、两提高”目标。2010年新
郑全市共升级改造机井2000眼，直接效益面
积达十万亩，节省资金 900 万元。在今春旱
情严峻的形势下，这些升级改造的机井继续
大显身手，立下奇功。

据悉，2011 年，新郑市将再升级改造
3000眼机井。

村官走进
田间地头“真给力”
高高挽起的袖子、裤腿，健

壮的手臂挥舞着铁锨，热火朝天
的灌溉现场，一群小伙子极为惹
眼，他们是新郑市梨河镇的大学
生村官。

面对去年入冬以来持续的
旱情，节后一上班，梨河镇大学
生村干部就自发地深入到各村农
户家、田间地头，全力投入到抗
旱浇麦工作中。黄甫蔡村大学生
村干部周振豪自己借来 200米的
浇地管送到了正在为缺地管发愁
的农户家中；陈庄村大学生村干
部王彬拿起铁锨帮助孤寡老人浇
麦……此外，他们还与镇抗旱指
挥部、电力、水利部门做好对接，
为群众抗旱保苗做好一切服务。
截至目前，全镇 3 万亩小麦均已
普遍灌溉一遍，第二遍灌溉也在
陆续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