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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假日，位于上街区南部的五云
山中国山地生态公园总是游客如织，成
群结队的骑友飞驰在盘山公路，感受着
出游的快乐。

从一个工业强区到旅游休闲业初
具规模，上街显示出强劲的旅游发展后
劲。2008 年，总投资 40 亿元的五云山
中国山地生态公园在该区南部依山而
建，经过 3 年开发建设，目前，跑马场、
近山吧、高尔夫练习场、卢卡乡村酒店、
意大利托斯卡纳风情小镇等休闲项目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每年都吸引数十万
游客到来。近两年，该区先后投入近20
亿元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推出“郑西休
闲风情之旅”等精品线路。为规范行业
管理，还与旅行社、旅游酒店、景区签订
旅游行业管理目标责任书。两年多来，

该区不但实现旅游零投诉，还逐步从
“过境游”向“驻地游”转变。

去年 12 月，该区成立提升旅游形
象活动领导小组，与各成员单位签订旅
游目标管理责任书，强化联合检查和执
法，形成行业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
督相结合的旅游服务质量监管体系。
针对游客反映的热点问题，该区旅游部
门深入研究，标本兼治地解决突出问
题，督促各单位开展优质服务、诚信服
务、文明服务活动，引导旅游企业注重
质量、品牌和形象声誉；同时引导游客
理性消费和合理维权，让游客明明白白
消费，树立和谐旅游、魅力旅游新形象。

随着郑上新区文化旅游资源不断
完善，上街区将结合“吃、住、行、游、购、
娱”旅游六要素，不断发掘培育旅游亮点，

推出以“山上看风景，山中农家乐，沿途赏
民俗，城中品美食”主题的上街精品休闲
文化游，未来五年计划建成以江南水乡
休闲旅游、方顶村明清民俗文化博物园、
五云山山地运动休闲度假、汜河新型农
业观光游览产业园、重阳观道教文化主
题公园为主体的环状旅游带。此外还
将强力实施景区建设、营销推介、线路
打造、品牌创建、服务管理等五大工程，
打造“精品休闲文化旅游”知名品牌。
本报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景梅荣赵静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张晓辉）不少企业的财务人员都有
过这样的困扰，经销商或者分支机
构告知货款早已汇出，可由于经销
商或分支机构在不同银行开户，经
跨行处理后，汇款的付款账号、付款
单位的信息经常丢失，财务人员必
须去一笔一笔地对账甚至需要打电
话沟通才能确认到底是谁付的款。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工商银行近期
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收款管家”服
务，受到了企业客户的广泛欢迎。

据省工行营业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收款管家”是工商银行在同业
中率先推出的用于全面准确掌握交
易对手付款、各分支机构资金流转、
经销商资金归集情况的结算产品，

尤其适合收款频繁、需要准确区分
付款人的客户。客户只需要将自己
的某个结算账户开通收款管家服
务，工商银行即可为客户批量开立
若干收款卡号。客户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在卡号和经销商或分支机
构间建立起一一对照关系，将每张
收款卡名称设为指定的付款人名
称，再将收款卡号提供给名称对应
的付款人。当付款人需要向客户汇
款时，直接存入指定的收款卡号即
可，相应资金实时划转到客户开通
收款管家服务的结算账户内。工商
银行为客户提供了收款明细清单，
方便客户区分账户内的资金来源，
该清单还可按照卡号进行汇总，方
便客户对其经销商或分支机构进行

销售统计。
一家连锁公司在辖内城区的一

百多家网点开通了收款管家服务
后，收到款项后能够准确掌握付款
方的信息，哪家网点付的款一目了
然，解决了以前经销商和分支机构
从其他银行汇来款项，公司很难区
分是谁汇入的问题，大大方便了公
司对资金往来的管理，减轻了财务
人员一笔一笔对账的工作压力。

工商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收
款管家服务还具有很好的灵活性，
客户可以方便地通过网上银行、柜
面渠道查询收款管家明细清单，实
时掌握资金收入情况，也可以通过
柜面或者网银渠道随时调整每个卡
号对应的付款人信息，非常方便。

上街区：倾力打造郑州西部休闲旅游“后花园” 工行在国内首家推出“收款管家”服务

省检查组肯定
我市老干部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思 实习生 禹姣龙）在结束 3
天的检查、调研活动后，省委老干部工作检查组日
前召开座谈会，向我市反馈检查情况。市领导姚
待献、胡荃、王旭彤、岳喜忠等出席。

4月11日至13日，以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刘广祥为组长、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刘建基为副
组长的省委老干部工作检查组，深入我市市区、惠
济区、登封市等地，察看了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
部大学和社区，实地了解我市老干部工作情况。

刘建基充分肯定了我市老干部工作取得的成
绩。他说，郑州市委、市政府对老干部工作高度重
视，老干部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都得到了很好落
实。他对组织老干部学习活动、深入开展创先争
优，发挥老干部作用等给予了充分肯定。

新疆哈密来郑州
推介旅游谋合作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成燕）昨日上午，新疆
哈密旅游推介会在郑州举行。这是自去年以来，
哈密地区在郑州举行的第二次旅游推介会。郑州
市旅游局与哈密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副
市长刘东参加推介会。

哈密市是新疆的东大门，多元文化和独特风
光使其成为“新疆缩影”。哈密 2010 年接待海内
外游客18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14亿元。

为推介旅游产品，哈密地区出台了河南到哈
密游的优惠政策：针对组团社景区（点）门票10免
5；凡年内累计组织1000名以上游客来哈密旅游，
给予组团社每人每天15元奖励。

今年全市重点稽查
职工医保待遇支付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市社保稽查

大队获悉，今年全市社会保险稽查机构将重点监
督职工医保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安全运行，防止基
金流失，确保五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统计显示，去年全市共稽查各险种缴费单位
2.89 万户，稽查后新增参保 10 万人，补缴各项社
会保险费2.5亿元。为确保参保职工权益，今年全
市两级社保稽查机构将加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待遇支付，其中重点稽查定点医疗机构
和定点零售药店政策执行情况，确保基金安全运
行。为加大监督力度，今后双休日或节假日期间，
社保稽查大队将正常上班。

昨日下午，中原区伊河路
小学600名一年级小学生戴上
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少先队
的一员。他们纷纷表示，要好
好学习，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200多个农业项目昨亮相招商
多家企业和银行关注 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如何转变领导方
式，加快推进都市农业发展？昨日下午，市
农委召开郑州都市区现代农业项目招商推
介会，为政府、企业、银行搭建合作平台，为
都市区现代农业建设全面启动提供项目和
资金保障。

会上，市农委主任韩绍林全面介绍了郑
州都市区现代农业建设的产业扶持政策，并
向社会公开征集农业产业发展项目。各县
（市）区携带了 200 多个招商项目，推介本地

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产业规划等，引起了 247 家农业龙头企业和
农发行等 4 家金融机构的浓厚兴趣，并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建立农业产业发展
项目库，涉及蔬菜、花卉、水产、农业产业化、
观光休闲农业 5 大领域。农业产业发展项
目今后将全部纳入项目库管理，市财政将
拿出 3 亿元农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通过贷
款贴息等方式，重点扶持进入项目库的农

业产业化企业，进一步提升都市区现代农业
的水平。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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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出台，
都市区现代农业建设图景展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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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农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郑州将
重点发展休闲农业、蔬菜、花卉、现代畜牧
业、现代渔业、生态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
业物流产业、农业总部基地等产业，从而把
郑州建设成为产业体系完善、生态环境良
好、农民富裕安康的国家中部地区都市型现
代农业先行示范区，成为中部地区农业科技
创新基地、多功能农业产业基地、农业高端
服务业基地和国家中部地区涉农产品物流
交易中心、农业总部经济中心。

相依为命相互扶持
残疾老汉和他收养的懂事女儿

每天，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住在新郑市具茨山国
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风后岭村的 60 岁的王春喜就
起床了，随便烧一点饭吃过早餐之后，他就坐在院子里不
停地编织竹笆和篮子，开始一天的劳作了，中午，就着稀
饭和前几天剩下的烙饼凑合吃一点儿，就马不停蹄地一
直忙到太阳落山。

看似简单的活计，对王春喜来讲，却非常的困难——
2岁多就因小儿麻痹致双腿残疾的他，只能臀部着地，靠
双手在地上挪动才能行动起来，一坐一天，他经常浑身麻
木，手上更是被竹条划得伤痕累累。但是，用他自己的话
来讲“做这个工作，心里有盼头”，因为，他的女儿、王小红
（化名）去年刚刚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他现在每天拼命
劳作，是为了给女儿多攒一点学费。

这个看似奇怪的“两口之家”实际上有很多的故事：
王春喜由于残疾，用双手“走路”，加上家里贫困，以前家
里位置还是在具茨山山腰上，根本没有女孩愿意嫁给
他。1993年，他在山腰上看到了小红——一位被遗弃的
尚在襁褓中的女婴，便把小红抱回家里，立志要好好带大
这个小姑娘。如今，王春喜已经年逾花甲，小红也成了大
学生，但是这“一家人”一直相依为命，虽然贫困，但是生
活得其乐融融。

然而，贫困一直让王春喜不安，“之前孩子学费低，现
在学费高了，考上大学，政府资助了我们 1 万元钱，现在
马上要放暑假了，孩子第二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一直
靠着低保生活的王春喜和小红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只有
180元钱，之前在山上居住的时候，王春喜靠着亲戚的帮
助摆一个小摊卖点东西，但是在 2008 年，根据扶贫项
目，王春喜一家从山上搬了下来，现在居住的近 40 平方
米的房子，还是政府给盖的，王春喜也失去了其他的经

济收入。
记者粗粗算了一笔账，他俩的低保收入每个月一共

180元，每编一个竹篮可以卖15元，但是三四天才能编好
一个，最多一个月能卖 10个，这样的总收入也就 330元。
靠这样的进度下去，小红第二年的学费，几乎是赚不够
的。“要是实在没有钱，我们就申请助学贷款，或者让孩子
去勤工助学。”

让人感动的是，在小红 10 岁的时候，又一次问王春
喜自己的妈妈是谁，王春喜就告诉了孩子实情。得知自
己是被收养的孩子之后，小红不但没有抱怨和痛苦，反而
更懂事更孝顺了。“孩子从来不抱怨穷，从来不要新衣服、
零花钱”，不但如此，小红每天放学回家，还抢着做家务、
干重活，给王春喜讲学校的事情，给王春喜捶背、做饭。

当问起王春喜自己都是个残疾人，怎么会再收养孩
子，给自己增加负担的时候，王春喜的一番话让所有人动
容，他说：“孩子被遗弃了，本身都是个没娘的孩子，咱要
对她好，砸锅卖铁、出去要饭，都要把孩子带大，咱要对得
起这孩子。”

接连不幸
瘦弱的女子扛起一家的重担

4月 15日上午 11时，我们走进新郑市辛店镇北靳楼
村村民王巧的家。

女主人、今年49岁的王巧迎了出来。这是一个看起
来十分憔悴的中年妇女，
眼睛红红的似乎刚刚流
过眼泪。

王巧，原本有一个幸
福美满的家庭，她和丈夫
在外面拉砖挣钱，儿子孙
超勇也在外面打工，还有
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今年
只有4岁多。

但是，就在 2009 年 2
月份，她的丈夫被查出患
了肺癌晚期，在先后两次

化疗和长达 6 个月的保守治疗中，花光了家中的所有积
蓄，还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能够挽
回丈夫的生命。2009年9月底，王巧的丈夫去世了。

然而，就在2010年6月的一天，原本在外打工的孙超
勇突然没有任何理由地回家了。没有说原因，孙超勇就
是躺在床上休息，而且表情还很痛苦。王巧坚持带着儿
子去医院检查，结果一个噩耗再次传来：孙超勇被确诊为
尿毒症。

最让王巧不能释怀的是，其实，早在自己的丈夫生病
期间，儿子就被检查出肾炎，而且左右肾有回声，右肾有
个囊肿。

“儿子真的太懂事了，怕我担心就一直瞒着，后来，因
为要照顾他爸，我给了他五六千元钱，让儿子自己到郑州
检查，但是孩子真傻，过于孝顺，他到医院咨询了爸爸的
病情和治疗特效药，把原本给自己看病买药的钱，全买了
这些给爸爸治病的特效药。”说到这里，王巧禁不住失声
痛哭，她说作为一个母亲，感觉特别失职，如果当时能够
多问问儿子，也许就能更早治疗了。

儿子孙超勇在被查出尿毒症后，刚开始每天一次透
析，现在是3天一次，每次的费用都在400元左右。

“医生说儿子很有希望，可以进行肾移植手术，何况
他还年轻，恢复快，但是可能要花一大笔钱。”王巧说，她
当时就给医生说，自己给儿子捐肾，可是医生却不建议她
的做法。

“医生说我们家的这种情况，不能都躺下了，因为还
有个小女儿要照顾啊，而且儿子手术也需要照顾。”

现在，为了维系儿子的生命，王巧拼命干一些零工，
而儿子孙超勇为了给自己治病，也在镇子上开了一个卖
水的小店，想多增加一些家中的收入。

即便这样，微薄的收入，仍然难以维系孩子高额的透
析和药物费用。每次透析，母子俩几乎都得借钱。

“原来，俺儿子一米七多的大个子，膀大腰圆，像一个
运动员似的，村里人都说他是一个棒小伙，可是，现在儿
子只有 100 斤了，瘦弱得不行，还得坚持干活……”说起
儿子的现状，王巧十分痛心。

“希望能有好心人帮助我们，帮助挽救我儿子的生
命。”王巧充满希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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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周周行——走进
新郑 第五期

贫困中的他们 需要您的帮助
本报记者 李娜 文 李 焱 图

一个年逾花甲的残疾人，从小
就只能靠双手在地上移动才能“行
走”，却收养了一位被人遗弃的女婴
并抚养成人，如今，姑娘已经上了大
学，这位老人更努力地劳作，为姑娘
交学费；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却遭
遇了接二连三的厄运，丈夫患上肺
癌，不幸离世，儿子患上了尿毒症，
由于没有钱，只能挨着病痛……

2011年4月15日，本报和郑州慈
善总会共同举办的“慈善周周行”活
动继续深入基层，我们一行走进了新

郑，走到了不少贫困的市民身边。他
们中不少人正在遭遇着贫困，但是却
顽强地生活着，乐观地面对着，这样
的生活态度，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希望有
爱心人士和企业能够伸出援手，帮
助他们渡过生活难关。如果您想帮
助他们，可以拨打电话68665308对
他们进行资助。

值得一提的是，4月15日，本报
刊出《慈善周周行——走进新密》报
道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人伸

出了援助之手。据慈善总会统计，
接到电话咨询百余次，一些群众因
为距新密较远，选择直接打款给慈
善总会，由慈善总会代为转交救助
人。还有几位爱心人士询问求助人
谷虎理的联系方式，要求自行去进
行慰问。由于银行对账时间问题，
对第一期求助人的捐赠下期才能公
布。请郑州地区的爱心人士直接到
慈善总会定向捐赠，外地的捐赠到
慈善总会账户后，电话确认。这样
才能刊登出您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