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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杰 高凯 通讯员 高
沛）火热的 5月，已连续精彩举办 6届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的新郑凭借大典“余热”，借
势五一假期，再度迎来了旅游高峰。

据统计，五一期间，新郑市各景区共
接待游客近 1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91万元，有力地带动了全市餐饮、商贸、
交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有着 8000
年的裴李岗文化、5000 年的黄帝文化、

2700 年的郑韩文化和神秘的具茨山岩画
文化的新郑，借助文化魅力这一瑰宝，旅
游文化产业蒸蒸日上。

来自山东菏泽的游客刘宗林偕同家
人在拜祖广场的祈福树前合影留念，他兴
奋地告诉记者：“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拜
祖大典，今天能来到现场看看，心情很激
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定要把炎黄文
化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了黄帝故里景区，具茨山同样是炎
黄子孙寻根拜祖的重量级站点。在具茨
山中天轩辕阁内，洛阳姑娘刘金玉正在仔
细地看墙上的壁画：“以前只是觉得黄帝
文化非常抽象，现在看到这些景点、遗迹、
壁画，让我对黄帝文化有了更具体的认
识。作为一名炎黄子孙，我觉得非常骄
傲。”

五一期间，黄帝故里景区接待游客

5.96万人，具茨山景区接待游客2.13万人，
博物馆接待游客2910人次，郑风苑景区接
待游客 1.5 万人。拜祖大典成功举办以
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体游客、旅游团队、
宗亲教会、商会等接踵而至，为新郑带来
了“名气、人气、财气”。旅游经济的迅猛
发展，不仅让百姓得到了实惠，同时也带
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新郑县域
经济发展的“推动剂”。

“在这里，我人生地不熟。今天
能成功竞标，非常高兴，我们感觉新郑
市投招标环境公平、透明、阳光，在新
郑做项目，不用‘拜访’领导，靠的就是
实力。”在新郑市2010年农用机井综合
配套升级改造工程施工项目开标会
上，成功竞标的吉林方田泵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
些重大项目招标中，经常有前来参加
投标的外地企业靠实力成功中标。如
新郑市薛店镇莲花路改造工程中标单
位是新乡市恒通路桥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新郑市城乡规划展示厅布展项目
中标单位是上海风语筑展览有限公
司。这恰恰是该市突破人为因素干
扰，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最好证明，
也是该市阳光操作规范运行的最终结
果。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从 2009年 9 月
10 日开始筹备，至 2010 年 1 月正式投

入运行。一年多来，成效显著。不仅
节约了政府资金、增加了财政收入，而
且有效地预防了腐败滋生、优化了发
展环境、保障了经济发展。

“为打造阳光服务平台，我们的主
要做法就是实现‘六统一’，即：统一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信息发布、统一
接受报名、统一使用专家库、统一开评
标活动、统一结果公示。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实现阳
光透明、廉洁高效。”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负责人在谈到如何打造阳光服务平
台时说。

在该中心，采访过程中记者感受
最深刻的就是：规范、高效。各项规章
制度、业务办理流程、交易关键环节、
全方位的监督等各个方面都非常规
范、到位。在该中心工作人员的引领
下，记者亲身感受了一把这种规范：比
如在代理机构抽取环节，采用电脑随
机抽取和乒乓球抽取两种方法抽取代

理机构，并当场宣布抽取结果；在评标
专家抽取环节，为了让公正无情的电
脑代替有情的人脑，该中心投资 80 多
万元建立了一套国内先进的专家抽取、
监控监督系统，专家库使用的是省财政
厅和建设厅的专家库，专家抽取采用的
是电脑抽取、语音拨号、短信通知、密封
打印，招标单位和相关监督部门全程参
与，确保了评标专家的保密性；在电子
监控、信号屏蔽环节，中心建有独立的
电子监控室，在对中心内外所有区域进
行全方位监控的同时，还可对所有开评
标活动现场进行 360 度全方位可旋转
监控。同时，还配备了先进的信号屏蔽
仪和音频监控系统，实现了声像同步监
控。目的就是铺就一张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式的监督大网，杜绝暗箱操作、
实现源头防腐。

另外，为了让社会各界更好地监
督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该中心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多次到

中心观摩、监督，架设中心与社会各
界沟通交流的桥梁，使这里的工作得
到社会各界的理解、监督、支持和认
可。

运行一年多来，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为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好的促进
作用。数字是最好的证明：2010年，中
心共受理业务 383 宗，总成交金额
19.54 亿元，为政府节支 3724.40 万元，
溢价2.05亿元。2011年1~4月份，中心
共受理业务 164 宗，总成交金额 16.95
亿元，为政府节支 1508.07 万元，溢价
2.5亿元。

“今后，我们会不断推动素质创
新、技术创新、交易创新，努力把中心
建成公开、透明的窗口，公平、公正的
窗口，高效、快捷的窗口，改革、创新的
窗口，努力为全市‘十大工程’、‘十个
所有惠民生工程’等重大项目、重点工
程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上接第一版）

创新基层管理模式
——破解持续保平安

难题的“秘籍”
抓平安就是抓幸福。一直以

来，该市的路面和小巷里经常出现
一些“特殊人员”。看着这些“特殊
人员”，晚上下夜班回家的新郑市
民李静心里踏实多了：“你看看有

‘专人’保护我，我下班回家放心多
啦。”这是新郑市专职巡防队和治
安巡防队给市民带来的切切实实
的安全感。

针对基层社会管理工作面临
的实际问题，新郑市坚持在城区中
先行、在网格化管理上先试，在行
业中先行、在信息化监控上先试，
在社区中先行、在规范化建设上先
试，在农村中先行、在公益化服务
上先试，在项目中先行、在优质化
服务上先试，整合各类资源，强化
基层基础。在整合人力资源方面
下工夫，建立健全专职综治、信访
稳定、公安防暴、治安巡防、交通协
管、民事调解、“六护员”、技防监
控、保安员和责任查究等十支队
伍；围绕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建
立 100 人的市巡防大队、350 人的
乡镇专职巡防队、200 人的社区巡
防队，通过城区 24 小时巡逻、重点
部位重点巡防，使全市可防性案事
件下降了 40%以上。除此之外，新
郑市还在整合部门资源、整合技术
资源等方面做足了文章，为市民构
筑起坚实的平安网。

创新民生优先措施
——破解持续促和谐

难题的“法宝”
“那天一大早，我就和俺村

里的几个人一块儿来了。没有想
到啊，我今年53了，还能当上‘六
护员’。”近日，该市郭店镇村民时
勇安说起自己在新郑市“双免”工
程实施暨城乡劳动力春季招聘会
上找到工作时，一脸的兴奋：“政府
这个‘六护员’还怪好哩，道路、井
渠这些设施既有人管了，也给俺们
提供了就业岗位。”

让创新对接民生，让民生牵手
幸福。新郑市围绕“惠民利民”这
个宗旨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全
市深入推行了“让所有井灌区农田
基本实现旱涝保收、农民致富，让
所有孩子都能接受十二年的免费
教育，让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实
现创业就业、社保统筹，让所有村
吃水安全、环境卫生，让所有村通

上柏油路和公交车，让所有60岁以
上老人享受免费乘车、老有所养，
让所有城乡居民住房宽敞、安居乐
业，让所有居民享受城乡新型医
保、大病救助，让所有弱势群体得
到及时救济、应保尽保，让所有社
会公益事业都有专管队伍、社会和
睦”的“十个所有惠民生”社会事
业，不断提高城乡群众的幸福指
数、快乐指数、健康指数。

孩子有学上、病人有所医、老
人有所养、弱势群体有所保……这
桩桩件件，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
关。“十个所有惠民生”，一头牵着
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一头连着百
姓的衣食住行。纵向看，一条线：
孩子、成人、老人；横向看，一大片：
饮水、就医、就业、社保、养老、居住
……用更开阔的视野跳出看，是百
姓嘴角的那抹笑容、是百姓所有梦
想都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幸福
故事。

创新公共管理体系
——破解持续强保障

难题的“绝技”
创新是个特殊的天平，一边系

着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另一
边检验着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强保障也是该市社会管理创新工
作的亮点之一。

该市坚持把社会管理创新与
公共资源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等有
机结合，强化体制机制保障。从源
头治理入手，强化公共资源管理。
2009 年下半年成立的新郑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对政府各类行政审
批项目、土地招拍挂、工程招投标、
集中采购等进行规范运作，确保了
公共资源交易的合法性、规范性和
真实性。此外，从政策服务入手、
强化投资项目管理，从队伍建设入
手、强化社会管理能力，从根本上
提升了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和水
平。

同时，新郑市把“民生 110”应
急服务工程、技防工程、特殊人群
帮教基地等一批社会管理创新重
点项目作为一项中心工作，由相关
部门一把手亲自安排、亲自部署，
找准突破口，突出亮点特色，全力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迈上新台
阶。

一个个美丽的剪影，一幅幅精
彩的画卷，都让老百姓心中乐开了
花。看过笑脸看新景。新郑采取
的这些措施推动了发展，惠及了群
众，促进了和谐，使越来越多的新
郑人享受着改革发展的成果。

“发展家乡经济，让父老乡亲
都过上富裕的生活”一直是高国治
心中挥之不去的愿望。他首先做
群众致富的领跑者，创办自己的企
业，由一个穷小子变成了拥有资产
数百万元的富裕户，又带动全村群
众共同致富，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
坚强后盾。

2006年，村民高玉亭办企业不
慎倒闭，高国治主动找到高玉亭开
导他，帮他跑市场、找项目。启动
资金不够，高国治个人拿出 15 万
元，又去信用社帮他贷款50万元买
设备。在他的帮助下，高玉亭的企
业又办了起来。5 年来，高国治数
不清进进出出这个厂门多少次。
高玉亭的企业效益越来越好，他感
激地逢人便说：“要不是高书记的
帮助，我的企业怕是这辈子也办不
起来了。”

在高班庄村，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村民高建军发展养鸭，高国
治帮其贷款5000元；毛遂军要搞肉
鸡饲养，他帮助协调贷款 5000 元；
时根柱、时留柱兄弟俩要建塑料大
棚搞蔬菜种植，他帮忙协调贷款 1
万元。近年来，高班庄村相继发展
起大棚种植、养殖、运输等第三产
业，累计由高国治资助、协调资金
近 30 万元。现在高班庄村的群众
都说：“要想上项目，就找高支书。”

高国治的药用安瓿厂解决了
村里100余名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纸箱厂安排了村里40余名剩余
劳动力。同时，他还为村里引来了
高效农业生产项目、养殖业项目。
如今的高班庄村，不管男女老少，
只要是劳动力，就人人有活干，家
家有收入。

2006年，高班庄村被郑州市委
确定为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后，高国
治劲头更足了。在村里经费十分
紧张的情况下，他多方筹集资金17
万元为该村李湾组修建了一条长
达1.38公里的水泥路，彻底解决了
群众“出行难”问题；积极争取到

“京华博爱”援建农村医疗项目，投
资 10 万元建成了高标准的村级卫
生所，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的问
题；借助上级开展的“农村饮水工
程”项目，全力协调帮助村里新打
深井一眼，将自来水管道通到每家
每户；个人出资 6000 元购买了 40
盏路灯，安装在村主干道上并承担
了全部电费；出资近万元为村里新
建的文化大院购买了健身器材，组
建了高班庄村文艺秧歌队，并购买
了演出服装和道具，丰富群众的文
化生活。

如今的高班庄村，水泥路面到
家门，家家用上洁净水，就医健身
不出村，闲时扭起秧歌舞，文化大
院人气旺……全村干部群众无不
感慨地说：“俺村有今天，都是‘吃
亏支书’国治的功呀！”

本报讯（记者 李佳浩 高
凯）今年以来，新郑市煤炭循环
经济产业园区大力开展全民创
业，统筹协调城乡发展，搞好矿
区服务，一季度全部工业上缴
税金累计完成 3771 万元，同比
增 长 25.2% ；招 商 引 资 完 成
19125 万元，同比增长 10%，实
现了首季开门红，园区持续、快
速发展。

以商招商，以煤炭循环经
济为依托，以拉长产业链条、增
强竞争力为根本，引导和支持
现有企业扩大投资，引进配套

项目是煤炭循环经济产业园的
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园区达
成投资意向的项目有 7 个，其
中多数与煤炭有关，如投资
1.8 亿元的郑煤集团煤矸石砖
厂建设项目、投资 2 亿元的王
行庄煤矿配煤厂、赵家寨煤矿
矿井水综合利用等项目即将落
地，计划开工，太阳能配套产
品、南普化工、塑胶管业等项
目正在积极运作。为确保项目
顺利落地，尽快投产，煤炭循
环经济产业园完善了领导班子
成员分包重点项目、在建项目

建设周报、重大项目建设月例
会等制度，现场办公、破解难
题、跟踪督办，强力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同时，该园区瞄准
建设全省新的能源基地的发展
目标，通过科学规划、优化布
局、盘活存量、清理闲置土
地、整合置换和储备等形式解
决企业用地问题，继续加大对
搬迁安置工作的投入，年内完
成袁集村、草场沟村、鲁楼村
四个村民组搬迁安置工作，争
取早日建成河南省新的能源基
地。

新郑动态

走基层 看发展

拜祖热浪涌故里
五一假期新郑接待游客近10万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本报记者 赵地 高凯

一人富不算富 全村富是真富
——记梨河镇高班庄村支部书记高国治

本报记者 高 慧 通讯员 孟俊杰

煤炭循环经济产业园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5月1日，新郑市供电公司检修人员对110千伏胡庄变电站胡Ⅱ号主变进行检修作业。
新郑市供电公司检修人员利用假日时间对电网开展隐患排查，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全市电网安
全稳定。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王帅 张栋 摄

4月 29日，国家重
点工程西气东输平顶山
—泰安支干线新郑二标
段工地紧张施工。据了
解，西气东输新郑段全
长54公里，于4月 7日
开工建设，计划8月底
全线贯通，10月底达到
投产条件。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王留军 摄

评选
2010年度纳税十强企业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许培娟）近日，新郑

市国税局举办 2010 年度纳税十强企业发布会。该市领导
马国亮、冯西乾、张全民参加。

“这既是政府对我们企业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我们企
业诚信的活招牌。”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
代表在发表感言时兴奋地说。“去年更多的是兴奋和光荣，
今天第二次站在这里，我感到了责任和压力，这块匾牌是税
务机关对我们企业的肯定和信任。”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新郑卷烟厂企业代表说。

打击
非法滥用食品添加剂

本报讯（记者李佳浩）5月3日，新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
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剂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该市领导张国宏、景雪萍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议指出，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开展专项整
治，严把源头、准入、流通、使用、检查五道关口，建立长效机
制，做到严明职责、不存漏洞，严格监管、不留空白，严密排
查、不放死角，严厉打击、不能手软，严肃问责、不走过场。

培训
全省水利普查工作人员

本报讯（记者 刘冬）近日，省水利普查数据处理及专用
软件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新郑市举行。该市领导李志强出席
开班仪式并致辞。

此次培训班共分两次，共有全省地、县、市水利部门
500多人参加。

纪念
五四运动92周年

本报讯（记者 赵杰）5 月 4 日，新郑市召开新郑青年纪
念五四运动92周年表彰大会，该市领导王金灿、景雪萍、戴
宇林出席。

会议要求，全市广大青年要争做一名理想坚定、志存高
远的革命精神传承者；要争做一名品德优秀、情操高尚的良
好风尚排头兵；要争做一名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和谐社会
建设者。

又讯（记者 刘栓阳 文/图）5月4日，由新郑市中心城区
新区管委会主办的“爱我新城”五四演讲比赛隆重举行，该市
大中小学生、教师和机关干部116人分别参加了大学生组、中
小学生组、社会组比赛。该市领导关民安出席了大赛决赛。

图为决赛现场。

角逐
第22届全国门球邀请赛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通讯员 王超）近日，第22届“黄河

隆基杯”全国门球邀请赛在新郑市圆满落幕，该市领导景雪
萍出席闭幕式。

来自全国各地的 88支门球代表队、1500多名运动员、
裁判员参加了比赛。经过 5天激烈角逐，郾城代表队摘得
桂冠，淮阳代表队和秦皇岛代表队分获2、3名。

聆听
现代社会与中华孝道讲座
本报讯（记者 高慧）近日，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总

导演吕明晰在新郑市图书馆，作了“现代社会与中华孝道”
主题讲座，该市领导景雪萍参加。

吕明晰从自己多年的导演工作经验出发，深入浅出地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作了阐释。该市领导要求与会人员
把传统文化与自身工作结合起来，从自身和家庭做起，使传
统文化在我们身边发扬光大，在黄帝故里开花结果。

随后，吕明晰和南京居美馨教育中心音乐教师靳雅佳
女士，参观了新郑市老年人活动中心。

部署
民政工作再上台阶

本报讯（记者 李佳浩）近日，新郑市召开2011年度民政
工作会议，该市领导赵建武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完善城乡
社会救助体系，加快推进社会福利事业创新发展；要进一步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服务型、夯实型、创新型优秀民政
队伍，为推动我市民政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