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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优势引凤来
项目至上结硕果

嵩山路办事处获得二七
经济发展银杯奖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左彩霞 袁朝
晖）不久前召开的二七区表彰大会上，嵩山
路办事处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赢家：包括经
济发展综合银杯奖在内的三项大奖花落
嵩山。

之所以包金揽银，“项目至上”的发展理
念还得记头功。

河南天地和节能电器公司是该办事处引
进的一个美资项目，总投资 5.2亿，投产后能
解决上千余劳动力……但项目亟须 1500 千
瓦的工业用电，而工业园区周边无配接线点，
不通电。企业负责人张运生心急如焚。党工
委书记胡仲泰和各级电力部门协调。最终，
从管城区接来了工业用电。

区位优势“筑巢引凤”，“专职保姆”全程
服务……“项目落地”结出了累累硕果：2010
年，嵩山路办事处财政税收 1.3231 亿元，招
商引资 18.4657 亿元，其中超亿元项目达 22
个，创造了二七经济发展的“嵩山速度”，让
人侧目。

经济发展是主线，社会稳定则是前提。
“办事处拆迁总量占全区拆迁量的三分之一
还多。”嵩山路办事处主任张勋说，拆迁的关
键时期，他们没有休息日，一天 24 小时值守
在现场，“阳光拆迁、亲情拆迁、平安拆迁、和
谐拆迁。”张勋说，这就是拆迁工作“嵩山模
式”的全部家当。

服务城市 繁荣农村 优化生态 富裕农民

都市区现代农业宏图绘就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李娜）今年，我市

将新建标准化菜田两万亩；建成3个花卉示
范性企业、4 个千亩花卉苗木产业园；农业
产业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总规模将达到 3 亿
元……昨日上午召开的市委农村工作会议
通过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都市
区现代农业建设的意见》，我市都市区现代
农业建设蓝图绘就：打造集森林、水系、都市
观光农业为一体的环城生态走廊，提高菜篮
子产品供给能力，拓展农业休闲体验功能，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实现服务城市、繁荣农村、优化生态、富裕农
民的发展目标。

促进农业产业集聚发展
“十二五”期间，我市将集中扶持 8~10

个现代农业示范区，重点发展蔬菜、水产、苗
木花卉等产业，每个示范区面积都将在5000
亩以上。今年启动蔬菜产业园、沿黄现代渔
业示范区、畜产品优势集聚区等现代农业示
范区建设。

我市将加快新菜田开发力度，强化都市
区蔬菜生产基地和集聚区建设。在北部蔬
菜主要产业带扶持中牟、荥阳、惠济各建设
一个蔬菜产业园；在东南部蔬菜产业发展区
和西南部丘陵蔬菜辅助区扶持新郑和新密
各建设一个蔬菜产业园，每个产业园 5000
亩以上。新建标准化菜田两万亩，全年蔬菜
产量达到265万吨。

在沿黄东西125公里、南北10公里区域
内建设沿黄现代渔业带，重点建设荥阳王村
黄河滩现代渔业示范区和惠济区沿黄现代

渔业示范区，培育 5 个水产科技示范园，新
开挖鱼塘 5000 亩，全市水产品产量达到 14
万吨。

未来五年，我市将建设5大畜产品优势
集聚区：即巩义市、荥阳市北部和中牟县奶
牛产业优势集聚区，登封市、新郑市和中牟
县南部生猪产业优势集聚区，荥阳市、登封
市和新密市家禽产业优势集聚区，新郑市种
禽产业优势集聚区，郑州市郊区和新郑国际
机场台商投资区饲料兽药产业优势集聚
区。今年我市将新建标准化养殖场（小区）
46个，新建占地面积800亩的中部饲料兽药
物流园。

着力打造生态景观农业
“十二五”期间，我市将着力推进沿连霍

高速公路两侧的北部观赏苗木产业带和西部
鲜切花集聚区、西南部丘陵花卉集聚区、西北
部盆栽花卉集聚区、东部设施花卉集聚区、东
南部花卉集聚区和西部山区加工型花卉集聚
区六大花卉产业集聚区建设。今年将建成3
个花卉示范性企业，在中牟、上街、荥阳、惠济
启动4个千亩花卉苗木产业园建设。

未来五年，我市将着力打造集生态、景
观、经济效益于一体的环城苗木花卉林果产
业带；加快建设沿黄滨河公园、常西湖公园
等 31 个环城郊野森林公园；对已治理的河
道两岸实施景观绿化，提升生态修复效果。
今年完成林业生态建设任务29万亩，建成8
个林业生态乡（镇）和 100个林业生态村，启
动樱桃沟森林公园和圣水寺森林公园部分
基础设施建设。

开设文化讲堂
打造文艺队伍

市委宣传部帮扶组提升社区文化实力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市委宣传部驻粮运社区
帮扶组通过开设文化大讲堂、打造文艺队伍、送精神
文化产品进社区等方式，提升社区文化软实力。

针对社区现有文艺队伍力量薄弱、演出水平不
高等现状，帮扶组划拨近 3 万元的社区文艺队伍帮
扶资金用于装备的更新和配备，着力打造三支高水
平的大鼓队、秧歌队、扇子舞队。帮扶组还邀请市群
艺馆专业人士对队员进行统一培训。帮扶组还通过
送图书、送电影戏曲、送文化礼包的“三送”活动，为
群众送去不同形式的精神文化大餐。3 月 21 日上
午，帮扶组协调市新华书店，向社区赠送了 2000 多
册价值 31000 元的图书；帮扶组还协调市文广新局
在社区定期放映电影，协调市豫剧院、曲剧团到社区
演出，为群众送去了喜闻乐见的经典剧目。

200名教育专家
齐聚郑州谈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来自全国 134所技工
院校的200余名技工教育专家齐聚郑州市商业技师
学院，中国职协技校委员会年会首次在郑拉开帷幕，
共同研讨职业教育及高技能人才发展大计。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
司长张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西斌
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荃致欢迎词。

据了解，截至 2010 年年底，全国有技工院校
2998所。技工院校在校生达到421万人。面对未来
更为激烈的就业竞争，技工学校要培养出既具有扎
实的理论知识、实际操作能力又强、适合企业发展的
技术技能人才，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下一步，大
力推进技工院校改革发展，加快技能人才培养，将成
为各类技工院校在新形势下提升竞争力、扩大影响
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昨日召开的全
市第九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黄
河科技学院副院长杨保成与其他 59 名

“郑州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一起受
到表彰。

2000年 7月，黄河科技学院被教育部

批准为全国第一个普通高校少数民族预
科学生培养基地，开始担负起全国部分高
校少数民族预科学生的培养任务。该校
在培养民族预科学生方面认真落实党的
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

地震灾害。该学院有 28名少数民族预科
学生来自北川、汶川等重灾区，其中 16人
家庭遭受重大损失。学校立即组织对受
灾学生进行慰问并组织师生捐款。学校
还为家庭受灾严重的 16名学生每人每月
发放生活补助费 300元，并为返家的学生
提供路费。

截至目前，该校已为浙江大学、南开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等 30余所
重点高校输送了 8700多名合格的少数民
族预科学生。

省内首家农村
片医试点启动

75名片医昨在金水区柳林镇“出征”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许兆寰）昨日上
午，75 名农村片医在金水区柳林镇卫生院宣誓，省
内首家农村片医试点启动。

作为柳林村包村片医的杨丙利，身着深绿色工
作服，手扶刚刚发放的专用电动车，踌躇满志：“我的
工作包括建立健康档案、村级急诊急救、妇女儿童保
健等十大任务，政府每月给我600元的补贴，加上行
医收入，不好好干对不起父老乡亲！”

农村片医“试水”金水，标志着金水辖区内已做
到农村和城市片医全覆盖。片医试点主要由金水区
总医院下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组
建。目前，金水城乡已有 8 个卫生服务中心和两个
乡镇卫生院，共有片医163组，城乡片医407人。

10年培育8700名少数民族预科生
黄河科技学院从细节着手促民族团结

昨天上午，航海东路
石化社区一派热闹景象，
近20组厨艺参赛选手在
欢声笑语中大显身手。参
赛队均是自发报名，有的
是婆媳共上阵，有的是姐
妹同操勺……包括社区工
作人员、群众代表、医院营
养顾问、饭店专业厨师在
内的8名评委，对菜肴细
致品评，认真打分。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上接第一版）

●35年来
她挽救了无数患者

烧伤中心每年门诊量有 3 万多
人，年收治住院病人1700人次以上。

多年来，牛希华兢兢业业奋战在
最苦最累的一线，换来的是患者的信
赖和医术的日益精湛。

一旦有成批烧伤急救、危重病人
抢救，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牛希华。

多年来，她和她的烧伤中心除服
务于郑州地区外，还一直担负着全省
烧伤诊治网络成员单位业务技术指
导工作，并承担着省、市突发事件，成
批及危重疑难病人的抢救工作。

她曾奔赴濮阳抢救 52 名烧伤病
人，奔赴鄢陵抢救因烟花爆炸受伤的
17 人，2004 年，奔赴郑煤集团抢救在
瓦斯爆炸中受伤的 32 名工人，抢救
平煤集团在瓦斯爆炸中受伤的 121
名工人，抢救郑州某化工厂在化学爆
炸中受伤的11名职工……

牛希华总是不负众望，每次都能
拿出最佳方案，迅速组织烧伤中心人
员在“黄金时段”争分夺秒地抢救病
人，把一批批烧伤患者从死亡线上拉
回来。

35年来，牛希华摸索出了一整套
成功的经验，挽救了数不清的患者生
命和他们的家庭，受到了省市领导的
好评。

●克难攻坚
成为国内烧伤外科领军

人物
感染是烧伤病人主要死亡原因

之一，牛希华采用连续性血液滤过技
术治疗烧伤脓毒症病人，在临床上成
功地破解了这一重大医学难题，取得
了靠抗生素难以应对的良好疗效。

在“中美烧伤创伤学术会议”、
“亚太烧伤外科学术会议”等学术会
议上，牛希华的《64 例烧伤脓毒症的
分析》论文引来了雷鸣般的掌声。

牛希华的研究成果开创了我国
防治烧伤脓毒症时代，现在这一研究
成果已在临床上广泛推广应用。

如何让烧伤患者最大限度地恢
复健康，降低致残率，提高生存质量？

牛希华将整形和美容的观点应
用于烧伤早期治疗，将整形的观点贯
穿于烧伤治疗过程中。她认为，对各

种原因烧伤所致的手部、骨关节深度
烧伤进行早期修复，可以最大限度地
恢复功能，并保持良好的外观，能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她在全省率先成立的烧伤功能
锻炼室及皮肤康复治疗室，应用现代
康复的各种技能，尽最大努力改善患
者的外观与功能恢复。

1991年，她带领课题组在国内较
早开展了大面积深度烧伤休克期切
痂植皮研究，打破了业界以往的休克
期不能切痂的禁区，为抢救大面积烧
伤病患提供了全新理念。

她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科研成果
14项，她开展的新技术“眼睑化学烧
伤全层缺损修复与再造的临床研
究”、“相对低热致深度烧伤机理的动
物实验及临床研究”等 6项研究成果
转化为新技术，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她与团队一起研究出的“自体皮
肤细胞耕耘播种直接移植的实验研
究及临床应用”成果，经国家级专家
鉴定认为是世界首创。

●甘当人梯
打造郑州一院烧伤“王牌

军团”
在河南乃至全国，牛希华和她的

团队是一支在烧伤界有口皆碑的“王
牌军团”。

如今的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
伤中心，有 26 名医生，60 多名护士，
这支团队是牛希华多年言传身教、精
心打造的精英团队。

近几年，烧伤中心有 20 多名医
生到北京、上海、重庆、西安等全国著
名的烧伤中心研修，围绕严重烧伤等
进行跨学科研究，大大提升了中心的
学科实力和地位。

目前，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
中心主任医师以上专家人数、市级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数量，位居我市卫生
行业之首。其床位规模及年收治病
人量均居国内前列，总治愈率达
98.2%，成批烧伤的救治、电烧伤和化
学烧伤的治疗等烧伤医疗技术水平
跨入国内先进行列。中心特重病区
有了设置齐全的重症监护（BICU），
在国内烧伤专科是为数不多的几家。

在 2005 年亚太烧伤会议上，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中心被授予

“对中国烧伤事业作出特别贡献奖”
奖章。

该中心连续 8 次成功承办全国
性烧伤新进展研讨会，并多次承办河
南省烧伤外科学术会议等。

目前，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
中心以合理的人才梯次、雄厚的技术
实力，成为河南省烧伤诊治中心，也成
为河南省烧伤界的龙头，指导全省烧
伤治疗工作，在全国也占有一席之地。

●舍小家为大家
她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

患者
一心扑在工作上，牛希华对自己

的小家亏欠得太多。
“我儿子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牛

希华说，孩子小的时候，丈夫还在部
队，那时她几乎天天都在手术台上，
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儿子。

每天儿子一放学，都是在公园里
写作业，写完把书包扔到花圃里，就
开始自己玩。

等到妈妈下班时间，儿子回到家
里，如果她恰巧按时下班了，就带儿
子去吃点东西，然后再返回医院；如
果她没下班，就会交代同事帮孩子买
点饭，或者干脆让儿子到同事家吃。
儿子就是这样由烧伤科的医生和护
士轮流带大的。

儿子小学时经历过 3 次肠梗阻
手术，牛希华都在给烧伤患者做手
术，一天假都没请。

1996 年 10 月，儿子患肠套叠再
次住院手术，望着昏迷不醒的儿子，
她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愧疚和悲伤，
泪流满面。

“现在我还和儿子媳妇住在一
起，已经有了个小孙女，但是情况还
和从前一样，一家人从来没有一起吃
过饭。”牛希华说。

作为河南烧伤界的泰斗，牛希华
的手机号码在医院的网站上对外公
布，以便其他医院以及患者随时向她
求助。

前不久，她的手机摔坏了，大家
都说让她参加某个通信公司的活动，
换个最新款的。但得知参加活动必
须更换手机号码时，牛希华马上打了
退堂鼓，“还是算了，换了号码得多少
人找不到我，手机可以不买，号码绝
不能换”。到现在，她仍然用的是维
修过的旧手机。

这，就是一位领军专家的朴素
人生。

全心全意 为烧伤患者再造美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