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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动态

辛卯年拜祖大典
新郑指挥部成立

本报讯（记者刘冬高凯）近日，记者从新郑市有关部门了解
到，为确保大典成功举办，新郑市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指挥
部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行，其他相关筹备工作也随之有序拉开。

为确保各环节工作顺利进行，新郑市专门成立了现场
筹备组、迎亲活动组、嘉宾邀请组等共计13个工作组，负责
拜祖文起草、文艺节目排演、景区设施整修等工作。

此外，该市还同时启动了“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将
对出入市口、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社区、广场等重点区域
展开卫生整治；设立督查组，按照“日督查、周通报、月评比、
季奖惩、年终考核”的要求，对各分包单位进行督查评比，对
规定期限内达到要求的，给予奖励；对环境整治落后的单
位，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一辆生锈的脚蹬三轮车，一把
旧扫帚，陪伴现年 77 岁的退休职工
马振乾走过了17个春秋。

一颗爱党的红心，一腔奉献的
热情，支撑老党员马振乾义务扫街
17个年头。

“我是一名党员，就要做服务群
众的表率。”在新郑市开展的创先争
优活动中，有着 43 年党龄的马振乾
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承诺。

力所能及为大家
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骑上三

轮车，带上扫帚，到街道上清扫垃
圾。这已经成为马振乾每天的习
惯。一提起马振乾，新郑市新烟街
道办事处解放路社区的居民都会竖
起大拇指。“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街道扫好了，我们这里
常年路面整洁干净，都是他的功劳
啊！”社区的居民说。

今年 77岁的马振乾，1994年从
新郑市机械厂退休后，看到社区居
民们总是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打扫
街道的环境卫生，社区又没有专门
的保洁员，街上总是飘着纸屑和塑
料袋。于是，他便拿起扫帚开始清
扫街道，这一扫就是 17 个年头。不

论寒冬还是酷暑，从未间断。
每天清晨，马振乾要一扫帚一

扫帚地清扫十几排房的街道路面。
累的时候，他就停下来歇歇再干。
尤其是下雪的时候，要清扫这么大
面积的积雪，老马几次才能完成。
社区里没有配备垃圾箱，马振乾就
把垃圾作分类处理，菜叶杂草运到
田里做肥料，石子堆放在路边填路
基，尼龙袋、玻璃瓶之类的垃圾埋入
地下。

现在社区里有了专门的保洁员
清扫街道，马振乾仍然坚持自己的

“日常作业”。 社区保洁员说：“我扫
到这个辖区时，老马早就扫干净了，
我只要清倒一下垃圾箱里的垃圾就
行了。”家人劝他在家休息，他却说：

“退休了，不能为党和群众干什么大
事了，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呗！”

奉献立功不声张
“经常给大家扫街，却从来没邀

过功，老人的扫帚都是自己准备的，
从来不要任何费用。”新郑市新烟街
道办事处解放路社区支部书记宁显
民告诉记者。

“我也没干什么大事，就是给大
家扫个地。”面对记者的采访，马振

乾也只是重复说着这么一句话。老
伴儿在一旁说：“他1956年在吉林省
当兵时还抓过特务，立过三等功呢，
证书和勋章好几个，他从来不拿出
来。”手指上一寸长的疤痕留下了马
振乾在那个年代英勇战斗的痕迹。

穿了十几年的中山装，看了近
20年的电视，用了50多年的旧家具，
还有结婚时候买的已经掉了漆的小
板箱。在马振乾的屋里，记者看到
的只有这些。但是，在汶川、玉树地
震以及社区组织的各种捐款活动
中，马振乾总是积极踊跃，不肯落下
一次。最初退休工资很少，但是马
振乾还是省吃俭用，从平时的花销
里挤出一些钱捐给希望小学。有次
老伴儿说：“你一个月这么点退休工
资，我身体也不好，咱这次少拿点
吧！”他马上批评老伴儿：“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国家和灾区群众有困难，
我不能不管，别说一百元钱，如果组
织需要我冲锋陷阵，我都不会退
缩。”

不愿多说，只是多做；不愿多
要，只是多给。马振乾就是这样用
平凡的行为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应
有的奉献精神，就是这样践行着一
个共产党员的承诺。

做好法院工作
推进管理创新

本报讯（记者 陈扬）近日，新郑市人民法
院召开 2011 年度工作会议，该市领导孙淑芳、
彭德成、赵建武、李中俊出席会议。

该市领导对法院2010年的工作成绩表示肯
定，希望法院再接再厉，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
构建平安新郑、和谐新郑做出更大的贡献。

审计政府债务
提供决策参考

本报讯（记者 冯伟尉）近日，新郑市组织
收听收看全省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进点电视电
话会议。该市领导张国宏、姜存国及相关单位
负责人收看会议。

此次主要是对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
债务、担保债务、其他相关债务进行审计。会议
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协调、积极配合；审计人
员要依法审计、实事求是，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
促进作用，确保 5 月底前保质保量完成好地方
政府性债务审计，为上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
供翔实的审计材料。

奖补筹资筹劳
保障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近日，新郑市组
织收听收看全省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财政奖补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该市领导李志强及相关单位
负责人收听收看。

随后该市召开专项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规范操作，严格执行村
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财政奖补工作的各项政策
规定；要落实责任，切实加强对工作的指导和管
理；要加强监督检查，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促进农民增收。

林业造管并重
优化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 刘冬）日前，记者从新郑市
召开的林业生态建设促进会上获悉，2011年新
郑市林业建设任务总规模为 48368 亩，并将争
创14个林业生态村，争创2个林业生态乡镇。

出席此次会议的该市领导李志强要求，各
级各部门要加强对造林绿化工作的组织领导，
做到造管并重，在增加造林面积的同时，加强对
林中幼林的抚育，认真搞好绿色通道林带抚育
间伐工作，最大限度提高林业经济效益。

会后，与会人员到和庄镇、城关乡对植树
造林工作进行观摩。

国家卫生城市
通过郑州复审

本报讯（记者 李佳浩）近日，郑州市组织专
家组对新郑市国家卫生城市进行了复审验收。

在新郑市领导王军生、王保军、李建国、王
秀业等的陪同下，复审专家分组对该市市容环
境卫生、健康教育、传染病防治等工作进行检
查。近年来，该市加大城市投入，提高城市环境
质量，扎实开展健康教育，加强食品卫生监管，
严格规范市场行为，探索建立了一整套科学有
效的长效管理机制，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得
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现场协调办公
加快郑新通道建设

本报讯（记者 边艳）近日，新郑市领导彭德
成带领交通、电力、水利等部门负责人，对郑新
快速通道沿线施工进展情况进行察看，现场协
调解决道路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据了解，郑新快速通道新郑市境内路段已
完成土方工程95%，路基已初步形成，涵洞工程
完成60%。电力、水利、通信等部门已签订迁移
责任书，按照工程要求逐步实施。

邀聚企业座谈
共谋新郑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地）近日，新郑市10余家建
材、煤炭企业负责人与市直有关部门汇聚一堂，
共商发展之道，该市领导马少军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该市领导希望各职能部门要加
强与企业联系，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困
难；希望企业与职能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体系，
充分发挥企业优势，确保该市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

又讯（记者 王吉吉）近日，新郑市召开有关乡
镇及重点企业座谈会，该市领导马少军出席会
议。

在听取企业代表发言后，副市长马少军希望
有关乡镇和单位，要在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等方面，
适时了解情况，提供决策参考，加大扶持力度，扎
扎实实为企业办实事、服好务，提供良好保障。

加强职业培训
促进全民创业

本报讯（记者 陈扬）近日，新郑市组织收听
收看全国职业培训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该市领
导姜存国及相关单位负责人收听收看。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坚持以服务就业和经
济发展为宗旨，以城乡统筹、就业导向、技能为
本、终身培训为原则，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加快
完善工作机制，努力提升培训质量，不断扩大培
训规模，增强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
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

“回想过去，我只想说：难，
真的很难！但值得庆幸的是，
我坚持下来了，并且小有成
绩。”这是孟爱穗初次见到记者
说的话。1997 年开始养牛的
她，经过几年努力养殖场已初
具规模，成为令人羡慕的养殖
大户。

几年前，孟爱穗家里的生
活负担很重，为了维持生计，做
衣服、卖菜、去工地打工……再
苦再累的活她都干过。“现在想
想那些时光，真的很艰难，但是
为了家人，干啥都值得！”孟爱
穗笑着说道。

一次偶然的机会，孟爱
穗听说养奶牛、卖牛奶很赚
钱，她听后萌发了自己发展奶
牛养殖的想法。向亲朋好友借
几万元钱，几亩租来的地，七
八头奶牛就是她创业之初的全
部资本。没有喂养奶牛的技
术，她常到别的奶牛场向人请
教；没有防疫知识，她边学边摸
索；没有销路，她和丈夫骑着摩
托车找销路，跟奶粉厂、制奶厂
联系业务……

养殖规模逐步扩大，但后
续资金跟不上，孟爱穗伤透了
脑筋。乡政府、市妇联了解情
况后，不仅为她申请了妇女创
业小额贷款 5 万元，还帮她申
请了 10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
这些资金对她来说无疑是雪中
送炭。在大伙儿的帮助下，她
的奶牛场由 40 多头扩大到现
在的 100 多头，同时解决了村
里 5 名妇女的就业问题。现在

的孟爱穗，见谁都激动地说：
“小额贷款帮俺解决了资金难
题，党的政策就是好，现在发家
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孟爱穗还非常注重科学
养殖，每年都会适时给奶牛驱
虫、防疫，让各种疾病远离牛
群。2010年中秋节前，她发动
全家人，亲手挖建青贮窖，可
贮藏几十吨肥料，以备冬季饲
草紧缺时急用，且利用率非常
高。每年产下小母牛犊，留下
做基础母牛和产奶牛，小公牛
犊放养到一周岁时便上绳做槽
喂，作为育肥牛，这样科学的
规划喂养，效益十分可观。

刚办奶牛场时，因为无法
妥善处理牛粪，周边村民常提意
见，孟爱穗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她在奶牛
场边上种玉米，牛粪发酵两次再
高温消毒，可变成增加土壤有机
质。玉米秆解决了奶牛的食物
来源，而奶牛的粪便又成为玉米
的肥料，可谓“双向利用”。她还
在自家的大枣地里用牛粪做有
机肥，她家产的枣总是格外甜，
不出门就会被预订一空。牛粪
的循环利用，不仅让孟爱穗节约
了成本，还增加了收入，使她成
为当地有名的牛粪就地消耗综
合利用“明星”。

“村里人都说，一个农村
妇女，能干啥事业，我就要给他
们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我
自己富，不算富，我要多种渠道
扩大规模，带领全村人都富起
来！”这是孟爱穗的心声。

开展导游培训
服务拜祖大典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 通讯员 赵艳丽）近日，新郑市旅游和
文物局采取多项措施，全面提升导游员（讲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迎接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到来。

该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导游员（讲解员）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
知，从导游员(讲解员)的岗位职责、考核管理、日常管理、奖罚管理、
业务培训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的规定，从制度上加强了
管理。此外，该局还组织导游员（讲解员）进行了以新郑市情和黄
帝故里景区概况为主要内容的业务培训。通过培训，不但提高了
导游员（讲解员）的业务水平，还调动和激发了他们自我加压、主动
学习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将认真贯彻落实
导游员（讲解员）管理的若干规定，从自身做起，切实提高业务素质
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为广大游客服务，展示新郑良好的形象。

组织演讲比赛
弘扬黄帝文化

本报讯（记者 赵丹 王吉吉）近日，新郑市为迎
接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举办“阅读国学经
典·弘扬黄帝文化”演讲比赛。

通过“阅读国学经典·弘扬黄帝文化”为主题
的演讲比赛达到宣传国学、传承黄帝精神、弘扬黄
帝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形成具有新郑特色的城市
文化，构建和谐新郑、魅力新郑。

此次活动由该市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文广
新局、教育体育局主办。参赛者请于 2011年 3月
3日下午 5时前到该市图书馆报名。预赛时间为
2011年3月11日上午8：30，地点是新郑市图书馆
一楼报告厅。

全力筹备 喜迎大典

马振乾：义务扫街17年
本报记者 高慧 通讯员 唐付军

创先争优在基层

女子道德修养论坛
将于黄帝故里开讲

本报讯（记者 刘冬）近日，
记者从新郑获悉，为了庆祝三
八妇女节，该市将于3月6日~8
日在炎黄文化艺术中心举行首
届女子道德修养论坛，为 1200
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领导、
干部、企业家、职工代表等女同
胞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
容。

为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日
前该论坛志愿者培训班已开

班，届时将有 139 名志愿者在
秘书组、后勤组、宣传组等 8 个
工作组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开班仪式上，该市领导景
雪萍希望 139 名志愿者在培训
期间要遵守纪律，扎实学习，掌
握实用技能，发扬志愿者精神，
甘于奉献，确保论坛成功举办。

随后，相关专家分别围绕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百善
孝为先》等进行授课。

2月25~28日，新郑
市普降瑞雪，据气象部
门监测统计，在本轮降
水中，当地降雨量累计
达到了24.7mm,对缓解
当前旱情、促进小麦返
青极为有利，当地广大
农民也不失时机地冒着
雨雪到田间为小麦施肥
促壮，为今年小麦丰收
打基础。

上图 3月 1 日，新
郑市城关乡胡庄村农民
趁墒在麦田施肥。

左图 小学生趁课
间休息时间在操场上玩
起了滚雪球。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石丹史良健 摄

沉下心来干实事
饱满热情求进取

新郑干部群众投身新一轮创业大潮
本报记者 高慧 高凯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新
年伊始，新郑市各单位、各乡镇
（街道）层层动员，广大干部群众
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坚定的
信心、更加高效的工作迅速投入
到新一轮干事创业大潮中。

一年之计在于春。元宵节
后，黄帝故里景区管委会立即
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将景
区承担的筹备任务细化、量化，
分配到人，规定时限，强化高标
意识和督查指导。针对今年拜
祖大典增加莲鹤方壶回归故里
展活动，筹备组将聘请知名策
划专家对场景布置、服装设计、
舞蹈编排等进行策划。

走进商务局，工作人员都
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据了
解，新的一年，商务局将精心策
划包装和大力推介招商项目，
在坚持“六要签、六不签”的同
时，让创新意识在工作人员心
中“扎根发芽”，创新以商招商、
领导招商、产业链招商、节会招
商等招商方式，力争签订一批

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财政
贡献大的大项目、好项目。

2011年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将会有三项“大手笔”。一笔

“绘经济”，以丹尼斯生活广场
为龙头，积极发展金融保险、餐
饮住宿、文化娱乐等服务产业，
打造新郑的金融、商贸、物流中
心；二笔“绘民生”，全面改造张
龙庄、大吴楼、仓东等三个“城
中村”；三笔“绘环境”，抓好人
民路精品街、城区道路和城乡
接合部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为中华南路、文化北路、黄水河
湿地公园等全市重点工程建设
做好服务。

和庄镇今年将以引进达利
集团、富士康配套等大项目的延
伸产业为重点，实现招商引资向
招商选资的转变，力争全年完成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2 亿元，新
招项目 12 个，实际利用外资达
到 2600 万美元以上；确保安全
水覆盖率达到100%；投资96万
元着力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