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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立）记者从刚刚
结束的新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上获悉，新密市将以郑州
都市区建设为契机，建成干净整洁、
结构优良、富足文明、风清气正的现
代化时尚宜居城市。

新密市市长谢霜云在新密政府
工作报告中称，过去的五年，是新密
加大项目建设力度、继续推进结构调
整、坚持不懈做好“三农”工作、加快
城镇化建设步伐、着力加强和改善民

生、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全力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综合实力再上台阶、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乡面貌明显改
观、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民生事业不
断改善的五年。

2010 年 ，新 密 完 成 生 产 总 值
391.5 亿元，增长 12.4%；地方财政总
收入 29.8 亿元，增长 17.8%。其中一
般预算收入15.1亿元，增长17.8%；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890元，增
长 10.3%；农民人均纯收入 9003 元，

增长13.7%。
面对“十二五”，新密市要在优化

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能耗的基础
上，努力实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达到72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年均增长 15%，突破 30 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
累计完成 2330 亿元的主要发展目
标，综合实力在全省继续保持领先位
次。

“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

郑州都市区建设的起步之年。围绕
新目标，新密将加快正泰 50 万吨莫
来石均质料、港华燃气等项目建设，
切实解决耐材行业原材料、高温煅烧
和节能降耗等瓶颈问题。造纸行业
要实施专项整治，关闭以废纸为原
料、单机年产 1 万吨以下的生产线，
力争年产 5 万吨以上生产线达 30 条
以上，振兴造纸产业。

同时，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5 处，解决 6 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

完成中小学校舍安全建设工程 2 万
平方米，全面普及中小学现代远程教
育“班班通”工程。完成4.2万平方米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新增城
镇就业 9000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1.6 万人。完成龙潭大桥改造、黄
帝宫旅游专线等项目建设。挖掘旅
游资源，规范有序推进古城县衙、打
虎亭汉墓、黄帝宫景区、尖山景区、岐
黄文化等开发建设，打响文化旅游产
业品牌。

未来新组团 时尚宜居城

新密市绘就“十二五”蓝图

喷灌灌溉麦田，省时、省水、省力。面对眼下旱情，新郑市积
极采取科学方式引导农民参与抗旱保苗工作。记者昨日在该市
一些麦田看到，不少农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用上了喷灌机械、喷
灌带等对干旱麦田进行灌溉。据介绍，与传统灌溉方式相比，喷
灌浇一亩地的时间只需1.5~2小时，还可减少用水量和降低劳
动强度，因此很受农户们的欢迎。 本报记者 高凯 摄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张德志 文/图）
“河水来了，河水来了”……前天上午，荥阳市
广武镇后王村二组王大娘站在田间，笑眯眯地
注视着哗哗的河水流进自家麦田，那个激动呀
不亚于丰收后的喜悦，“用水库的水浇地，浇得
透，还不用掏钱！”“社员同志们，水库开闸放水
了大家做好浇地准备……”人头攒动的村庄处
处洋溢着喜悦。这是荥阳市全力抗旱一个真
实的缩影。

2010年入秋以来，130多天，该市没有有效
降水，发生了多年不遇的旱情，农作物受害面
积 46.8 万亩，饮水困难人数 3.2321 万人，1380
眼机井出水不足，随着春天的来临，气温上升，
旱情进一步加剧，给群众生活、农业生产造成

严重影响。
旱情就是命令。抗旱就是和时间赛跑，抢

时间、抢进度，赢取主动。荥阳在开展“万名科
技人员包村活动”，从正月初三开始，组织农
技、植保、执法、土肥、农技区域中心站等 60 多
名农业技术员巡回到全市各乡镇开展送科技、
送农资下乡，印制农业技术宣传材料5万多份，
免费发放种子、农药、微肥等 3 万余元生产物
资。成立团员青年突击队，13 支突击队，13 面
旗帜，一乡一队，活跃在田间地头。

截至目前，该市累计投入抗旱资金 1929.7
万元，投入劳动力11.5万人次，累计缓解饮水困
难人数22000人，已浇地37.29万亩。

图为王村村民用库水浇麦，满心欢喜。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张小
马 段长焱）“白天有技术人员的田间指
导，晚上还可以通过远程教育收看专家
关于抗旱的农业、农技知识讲座。”谈起
抗旱，中牟县黄店镇黄店村的董建杰信
心十足。

中牟县针对今冬旱情，充分发挥远
程教育优势，灵活调整远程教育节目的
播放内容、时间，以适应当前抗旱保收工
作的需要。各乡（镇、街道）安排所辖站

点管理员根据各村农业特点和群众意
见，选取适合本村实际情况的农业、农技
节目在晚上进行播放，保障村民晚上学
习、白天抗旱两不误，同时，有电脑和投
影仪的站点还可到网上下载更多的课件
为站点基层党员群众放映，以供学习。

同时进一步深入开展“千名专家联
系万户农民”活动，成立包村行动技术小
组，实行技术承包责任制。今年，该县共
从农业、农机、水利、电业等部门抽调

210 名技术人员参与包村抗旱行动，每
名技术人员负责两个行政村的技术指导
和培训，确保把抗旱保收技术送到千家
万户，落到实处。

远程教育管理员和包村技术人员在
抗旱保收工作中，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
的热烈欢迎。据了解，目前该县累计组
织远程教育站点播放节目2600余场次，
惠及群众 80000 余人，电话及现场解决
群众疑难问题500余例。

从去年入冬以
来，中牟连续干旱少
雨，旱情严重。中牟
县电业局积极服务
社会，组织青年志愿
者抗旱保电服务队，
深入田间地头，为农
民义务检修浇灌设
备，对全县农田机井
通电的台区进行巡
查，为远离电源点的
农田安装了发电机，
保证农田灌溉用电，
并携带潜水泵等设
备帮助农民浇地，深
受农民欢迎。图为
服务队成员正在帮
助农民浇蒜。

本报记者
张乔普 摄

荥阳万众一心降旱魔

2月20日上午，记者来到新郑市
辛店镇草场沟村。沿途看到旱情发
展势头仍在蔓延，田野里到处是机器
轰鸣和农民忙碌的身影。浇过水的
麦苗挺直了身子，颜色嫩绿，生机勃
勃，而没浇过水的麦苗显得有点发黄
发蔫，风过后，田间尘土纷扬。

到达草场沟村，记者看到，农民高
建民正和农机抗旱服务队一起为自家
的小麦浇水。“地头虽然有井，但由于
没有水泵和胶管，眼睁睁地看着小麦
受旱，心里别提多难受了，郑州市农机
局驻村工作队知道情况后，就给我们
送来了价值4万元的水泵和胶管。 ”
高建民激动地对记者说。

“现在村里群众浇麦积极性高

不？ ”记者问他。
“眼下正是小麦生长的关键期，

上级领导又重视，群众哪能不积极！
俺们这一有抗旱机械，大家天不亮就
开始联手为小麦浇水，市里、县里的
技术员也到田头为俺们服务。 ”

“连日来，由市县农机部门派出的
多支抗旱服务队活跃在农村第一线，
帮助农户抢修抗旱机具，把抗旱设施
送到田间地头，解决了农民灌溉的燃
眉之急。 ”正在这里指导服务抗旱的
郑州市农机局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说话间，高建民家的1亩多地已经
浇完了。高建民走到麦地抱起水管，
望着返青的小麦，老高乐得合不拢嘴，

“服务队帮俺把地浇得透透的，俺又施

了肥，今年肯定还是丰收年！ ”
“村民的饮水有困难不？”记者询

问道。“村里的一口 60 米深的老井，
由于长期不使用，水位下降，加上水
泵、电机损坏，附近的群众吃水和浇
地出现了一定困难。”老高说。“这
不是问题，我们马上派抗旱服务队帮
你们解决问题。”新郑市农机负责人
立即通知了抗旱服务队，不一会儿，
农机抗旱服务队技术人员李松海带

着 3名队员立即送去了水泵和钢管，
望着清澈的甘泉涌出，现场立即响起
热烈的掌声。“真不知说什么好，抗旱
服务队真是群众的及时雨，市里已经
帮我们解决没有抗旱机械的难题，全
村 1000 亩小麦浇水有了保障，估计
一周内全村小麦就可浇水一遍。”草
场沟村支部书记李松峰对记者说。

市农机局局长秦土旺告诉记者，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抗旱农机具14.1万

台（套），996万元农机补贴资金已提前
启动，148个农机专业合作社已成立了
不同形式的抗旱服务队、送水服务队、
植保服务队等服务组织，深入各乡镇
和村，帮助农民朋友浇水灌溉。截至2
月 22 日，全市各级共投入抗旱经费
7121.3万元，组织技术人员下乡3375
人次，投入抗旱农业机械 15余万套。
累计浇麦255.3万亩，小麦受旱面积下
降了38.8万亩，下降22.7%。

中牟远程教育助抗旱

抗旱服务到田头
本报记者 刘俊礼

本报讯（记者 高凯）褒奖创业先进典型，
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昨日，记者从新郑了解
到，该市拿出1200多万元对过去一年在经济
发展中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
励，以鼓舞全市各界群众再接再厉，为新郑发
展贡献力量。

据了解，去年一年，新郑市上下一心、团
结拼搏，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全市 GDP 达到
375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 43.4亿元，地方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 16.2亿元，跃至全省县
（市）排名第四位。

在去年发展中，新郑乡镇经济成就突出，
为此该市专门向城关乡、新华路办事处、和庄
镇等 7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颁发了跨越式发
展晋位先进奖。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城关
乡获奖金 240 万元，其余分获 20 万元~80 万
元不等的奖金。

去年，“给力”新郑经济发展的当地企业
和优秀企业家也是功不可没。为此该市向河
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颁发了企业上市
奖，奖励该公司 50 万元，奖励企业负责人现
金 100 万元。另外，该市还向好想你枣业股
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石聚彬等企业负责人颁发
了优秀企业家奖，分别奖励10万元~200万元
不等的奖金。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霁锋
王静文/图）日前，新密市在市区主干
道上设置招聘一条街（如图），抢抓节
后求职高峰期，积极为各类人才搭建
就业服务平台，满足各用人单位对人
才招聘、人员储备的需求。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入场招
聘 单 位 120 余 家, 提 供 空 岗 信 息
12177 个, 涉及机械制造与加工、教
师、电汽焊、电子电工、计算机、商
贸、食品、化工、财会、金融保险、营
销、耐材、酒店等行业。进场求职应
聘人员突破 8900 人次, 现场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人数 2600 人。 除现场

招聘求职外，还在活动现场提供政
策法规咨询、就业创业指导、高校毕
业生创业意向和困难高校毕业生现
场登记服务等活动。

这次招聘洽谈会是今年以来新
密市首次举办的大型人力资源招聘
洽谈会，也是今年的首场招聘洽谈
会。在招聘会现场共设置了 6 个咨
询点，现场就各项劳动法律法规问
题解难答疑。

招聘会上，高薪岗位最高达每
月10000元，多家用人单位提出了年
薪制，吸引了大多数求职者的目
光。高技能人才抢手，工资待遇普

遍偏高，而且一经录用就成为正式
工，如新密市中州机械制造招聘电
气焊工、车床工和操作工的待遇也
达到了每月2000~4000元。此外，几
乎所有的企业都对工作经验提出了
特别要求，工作经验的丰富程度也
决定了职务和待遇高低。

求职者几乎涵盖了所有用工阶
层，对企业的人员补充和人力资源
储备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不仅
新密的用人单位踊跃参与，同时也
吸引了郑州银基商贸、北京八维研
修学院等郑州市多家企事业单位前
来招聘人才。

新密开辟新春招聘一条街
最高月薪一万元 高技能人才抢手

激励全民创业再掀发展高潮

新郑千万元奖经济功臣

本报讯（记者 陈思 通讯员 郭鸿君）登封
市中岳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结合当前实际情
况，把抗旱浇麦工作与创先争优活动相结合，
引导党组织和党员在抗旱中创先争优。

该办事处成立了以党工委书记为组长，
各支部书记为成员的抗旱浇麦工作领导小
组，并下设 9 个督导组加强对抗旱浇麦工作
的督导，确保工作进度。班子成员明确包村
任务，定期深入到田间地头指导抗旱浇麦工
作，并积极协调解决抗旱浇麦工作中遇到的
难题。

机关党员干部实行全天候工作、班子成
员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党员干部全天候轮
流值班、大学生“村官”吃住在村，随时帮助群
众解决在抗旱浇麦中遇到的问题。

由大学生村干部组成信息服务组，整合
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络信息资源，有计
划、有组织地组织农村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
看远程教育播放的《冬小麦管理技术》等科教
节目，指导农民利用所掌握的小麦管理技术
搞好小麦抗旱工作。

引导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村“两委”班子成
员为依托，指导各村临时增设了“抗旱浇麦一
线支援岗”，及时对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给予支
援。

截至目前，全处共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收
听收看远程教育 136 余场次，受训人员达
1660 余人次，抗旱浇麦 5800 亩，受到了广大
群众的普遍好评。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白学文 刘忠
军）记者昨日从新密市林业部门获悉，日前，
经郑州市核查、评比和验收，新密市新增两个
生态镇和20个生态村。

新密市岳村镇、刘寨镇成功创成郑州
市林业生态镇，城关镇高沟村、平陌镇簸箕
掌村、刘寨镇西马庄村、平陌镇虎岭村、来
集镇西于沟村、来集镇裴沟村、超化镇栗林
村、曲梁镇黄台村、米村镇朱家庵村、岳村
镇老庄门村、超化镇申沟村、青屏办事处青
峰路居委会、岳村镇马沟村、大隗镇河屯
村、超化镇超化村、牛店镇宝泉村、超化镇
李坡村、米村镇金井沟村、袁庄乡姚山村、
尖山风景区管委会下寺沟村等 20 个行政
村成功创成郑州市林业生态村。

根据郑州市每个林业生态镇以奖代补
60万元，每个林业生态村以奖代补30万元的
奖励政策，新密市将获得 720 万元的奖补资
金。截至目前，新密市已创成郑州市林业生
态镇 3个，郑州市林业生态示范村 1个、郑州
市林业生态村43个。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修规批准前严禁
实施城中村改造，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新建、改
建、扩建项目应严格按照经批准的城中村改
造修规进行……”日前，巩义市出炉新的城中
村改造实施办法，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所有
城中村改造。

巩义市围绕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目标，
正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这次对城中村改造
办法进行修订、细化，并制定了新的实施目
标，旨在通过科学规划，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提升城市形象，初步计划用三年全部完成对
22个城中村的改造。到2011年年底，将完成
所有城中村改造规划的编制，并通过评审。

据巩义市规划部门负责人介绍，这次修
订方案是按照“统一规划，分类推进，加快实
施”的原则，目前已完成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
编制工作，明确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总
体思路、目标和主要任务及措施，为下一步改
造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对各村领导干部
加强知识培训，促使城中村改造规划深入人
心，为扎实推进巩义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奠定
坚实的基础。

登封市中岳街道办

在抗旱浇麦中创先争优

新密增20个林业生态村

巩义市计划三年
完成城中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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