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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凯）昨日，记者在新郑市采访
时了解到，项目总投资7亿元、年产值10亿元的河
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将在今年8月份左右投产运
行。这个大项目是去年6月份不远千里从福建来
到河南安家落户的，却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在中
原站稳了脚跟，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河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之所以在中原
“长”得快，是因为选择了把“新家”安在守着铁
路、机场、高速公路发展起来的新郑新港产业
集聚区，这个新郑经济发展中的“宝贝蛋儿”，
从2009年起步以来，就一直用速度和承载大项
目的能力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新郑经济发展的

纪录。尤其是在2010年中，该集聚区累计完成
投资总额23亿元，工业总产值75亿元，展现出
强劲前行的势头和发展潜力。

对新港产业集聚区未来的发展，新郑立出
的目标是将其打造成全省一流的产业集聚
区。为早日实现这一宏伟战略，该市集中一切
优势力量向该区域倾斜，不断充实人员，完善
机构，将全市各产业园区的人力资源有效整合
到新港产业集聚区。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优化软硬环境等，全力推动该区域成为现
代化产业集聚区。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新郑市首先把产业集

聚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按照全市城
乡规划和集聚区发展规划，稳步推进合村并城
和新型城镇社区建设，加快人口向城镇转移，
全面提升产城互动发展水平，确保了整个集聚
区的生活品质，为集聚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其次，新郑市按照统一规划设计、统一
建设标准、统一对外招商、统一项目协调、统一
管理模式，加强组织领导的思路，建立新港产
业集聚区重点项目市级领导分包联系制度，项
目协调例会制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存在的问
题，确保了项目零阻力施工、无障碍投产。

栽得梧桐树，不愁金凤来。在为新港产业

集聚区做好基础后，新郑不断加大该区域内的
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承接沿海产业链式集聚转
移，吸引到大量企业纷至沓来投资落户。据了
解，新港产业集聚区已吸引入住企业 86家，规
模以上企业30多家，初步形成了以中储粮新郑
油脂油料加工基地、雪燕制粉等为龙头的食品
加工产业，以瑞泰科技、康泰塑业等为龙头的
高新建材产业，以华辕煤业为龙头的能源产
业。目前，集聚区内各大项目进展顺利，华辕
煤业累计完成总投资的 50%，中储粮项目一期
已完工，二、三期已招标结束，达利食品有限公
司项目十栋车间已封顶……

昨日一早，新密刘寨镇新寨村一
片田埂上，近百人围拢在一起，正在倾
听一位老者讲话。听讲的是来自新密
十几个乡镇的农民、农机手以及农机
站站长，讲话的是新密市农机局工程
师。他们将用一上午的时间，完成田
埂上的“三夏”工作会。

“从麦子的长势看，使用免耕播种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要明显优于其他未
使用该技术的。亩产超过一千斤，大
家来看麦穗……”新密市农机推广站
站长杨华亮手持喇叭，弯下腰捧起麦
穗，大伙儿凑上去看。

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可使秸秆还
田、播种、施肥一次完成，节省成本，提
高亩产，是我国近年来大力推广的先

进农业技术。新密是农业部保护性耕
作示范县市，该市 2008年至 2010年承
担农业部保护性耕作项目，今年，该市
计划使辖区内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 9
万亩。因此，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是
此次会议重要内容。

新密市农机局在新寨村建立了两
块“对比田”，一块采用免耕播种保护
性耕作，旁边一块采用普通耕作方式，
实物对比，大伙儿一目了然。看过对
比田，大巴车把与会人员送到附近又
一片田埂。十几台各式农机并排停
放，看到崭新的农机，大伙儿都上去问
这问那，技术人员一一作答。

过了一会儿，杨华亮手持喇叭，爬上
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如图）：“实施免耕

播种技术的第三年，需要对田地进行深
耕，深松后逐年高产，这台机器就是深耕
用的，政府对此有补贴……”他在讲解一
番后，农机手发动农机，开始演示，深耕、
打捆、播种等步骤看得清清楚楚。

新密市目前拥有万余台农机，今
年，将再推广各式农机1200台，并实施
机耕深松项目，完成土地深松面积9万
亩，因此，展示农机性能和推广深耕技
术成为会议第二议题，

不远处的兴民农机合作社是此次会
议的第三站，这家合作社三年前由5名
农民筹资25万元起家，现已发展到拥有
农机100多台、资产过千万的大型农机
合作社。参观合作社，是为了继续推进
农业机械化项目建设。

新郑新港产业集聚区强势崛起

田埂上的“三夏”工作会
本报记者 张立 文/图

这几天，随着今年的新蒜开始上市，
“大蒜之乡”中牟又热闹了起来：田间地头
和农贸市场又多了不少操着各种方言的
外地人。

红红的太阳下，脖子里挂个粉色毛巾
的杨金凤扛起麻袋来一点不比周围的大
老爷们儿差。

34岁的杨金凤来自开封兰考县，已是
第三次来中牟打工了。“以前在地里帮忙收
过蒜。今年来晚了，就跟着老头儿来扛包。”
杨金凤说的扛包，就是在农贸市场帮外地收
蒜的客商往车上装蒜。七八十斤的蒜袋子，
杨金凤一躬身，背上就走，和老乡一起装满

一辆车，能分到四五十块。“俺不比那些大老
爷们儿干得少，钱给俺分少了可不中。”

中牟县是全国闻名的大蒜生产基地，
素有蒜乡之称。中牟大蒜以其品质优良、
营养丰富的特点和较高的药用价值享誉
中外，还以其蒜头大、瓣匀、不破碎、耐贮
藏等优点备受国内外客商青睐，是省名牌

产品。每年大蒜收获季节，来自兰考、太
康、宁陵等地的农民就会聚集在中牟，从
田间地头到农贸市场，到处活跃着他们

“淘金”的身影。
32岁的梁金柱来自商丘市宁陵县，半

个月前就在韩寺镇住了下来，抽蒜薹、收
蒜头，十来天几乎没闲着。“刚来的时候收

一亩蒜600多块，现在打工的人多了，工钱
也降了，只能拿到四五百。”时刻不离身的
腰包里，装着梁金柱半个月的辛苦钱。

“俺那儿不种蒜，麦子又不熟，出来赚
一点是一点。”杨金凤高兴地告诉记者，每
年麦收前回去，她都能带回去 3000多块，

“买个新电视的钱不是有了？”

外乡蒜客中牟“淘金”
本报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胡云峰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黄道升 姚昆 文/图）昨日，荥阳
市环保局会同高村乡政府，组织
乡工业、农电、工商所等部门 20
多人，出动重型铲车对辖区内污
染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死
灰复燃的7家小炼油窝点依法予
以取缔。

废旧轮胎炼油属于国家明令
禁止的“十五小”企业。据了解，
非法炼油加工点因为没有分馏设
施，炼出的油都不同程度地含有
多种杂质，它的燃点要比柴油低，
更容易发生燃烧甚至爆炸。通过
采取切断电源、拆除设备、推倒炉
体等措施，此次，7家小炼油窝点
被依法取缔。据悉，今后，该局将
以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环境问题
为重点，集中开展环保专项行动，
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荥阳取缔7家废旧轮胎炼油窝点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朱丽
娜）“老同志，你的手艺，高！”看着自己
的收割机被县农机局退休职工贺丙伦
摆弄几下就修好了，中牟县收割机手
冉国亮打心眼里佩服眼前这个头发花
白的老人。“我这收割机出毛病时间不
短了，一直没修好，去年就是凑合着用
的。没想到老同志三两下就整好了。”

在中牟 223线的“三夏”农机服务

站，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提着工具来
回奔波在几辆收割机前，认真排查着
故障。

近年来，中牟县农机局都会在“三
夏”期间设立农机服务站，为过往车辆
提供免费维修车辆、农机信息、茶水等
服务。今年刚入夏，一批退休农机职
工就自愿报名参加服务站，发挥余热
为机手提供服务。农机局经过认真考

虑，尊重了老人们的意见，挑选了几位
身体较好、多年从事农机工作的退休
职工为服务站指导工作。没想到退休
农机人一到田间地头的投入工作岗
位，就受到了机手和群众的好评。“不
光技术好，免费修，还给大伙讲机器保
养。老当益壮啊！”把自己的收割机开
走前，不少机手都冲着老人们竖起了
大拇指。

截至目前，中牟县农机局共设立
服务站 6 个，为机手检修车辆 300 余
台，为过往机手提供服务500余次。

退休农机人 情暖机手心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
讯员 张朝晖 文/图）不一样的
生活，健康、环保、绿色……前
日上午，在登封市迎仙阁广场，
登封举办首届徒步大赛，“全民
徒步日”倡议签名活动拉开帷
幕。

记者现场看到，上至 70多
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子，
人到中年的工薪人员，青春活
泼的俊男靓女，无不精神抖擞，

活力四射，充满激情。今年 70
多岁的王先生和老伴结伴参加
当天的徒步大赛，“不图啥奖
金，只想找回年轻时的活力。”
老伴赵女士说。

登封网友“大毛”说，徒步
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在大自
然的怀抱中彻底地放松自己。
徒步，让大家真真切切地感受
户外活动人与人之间真挚的交
流，寻找到释然的快乐。

登封举办首届徒步大赛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
员 白学文）近日，新密市第一
个以弘扬传承历史文化为主题
的大型休闲游园——青屏叠翠
园开园。前往该园游览观光的
市民络绎不绝。

青屏叠翠园位于该市青屏
山公园东上山路与屏阳路交叉
口，由青屏街办事处承建。依托
东上山路山脚下平缓的地势，填
平一个大冲沟，占地50亩，总投
资近千万元。内设“伏羲胜迹
图”、“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图”、

“十二生肖汉白月牙形雕塑广
场”、“三字经”、“弟子规”大型文
化墙、“休闲广场”、怡心亭、清风
亭、景观灯、碑记刻石等人文文
化景观，并栽植数百株名贵花
木。整个游园名副其实，文化氛
围浓郁，包含有人文始祖伏羲文
化、儒家文化、孝道文化、建筑文
化、书画文化、雕刻文化、花卉文
化、休闲文化等，对该市市民的
精神生活无疑是潜移默化的陶
冶，成了全市文化生活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本报讯（记者 谢庆）5月20
日上午，刘禹锡廉政教育基地
在荥阳禹锡园揭牌，标志着荥
阳市第一个以本地传统历史文
化为素材的廉政教育基地正式
建成，也标志着荥阳市廉政文
化建设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
作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刘禹锡廉政教育基地以唐
代诗豪刘禹锡“廉洁奉公、勤政为
民”思想为主题，以廉政故事和廉
政诗词为依托，以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树立廉勤思想为主旨。建
有纪念馆占地1500平方米，分为
刘禹锡生平简介、为官经历、廉勤
典故、廉政诗词四个展厅，集学
习、参观、展览、赏析于一体。

近年来，荥阳市认真落实
“四会一课”廉政教育制度，探
索建立廉政风险三评四防工作
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刘禹
锡廉政教育基地”的建成又为
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提供了一个
多彩的教育载体。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常现中 齐
媛媛）昨日，记者从巩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了解到，该局铁腕治理违法建设，已排查集
体土地上违法建设 66起，全部函告各镇、办
和园区，将针对整改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

为强力推进违法建设查处工作，严厉打
击违法建设行为，营造良好的城市建设环境，
日前巩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集中力量、
出台严厉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排查力
度，加强对违法建设查处力度，确保违法建设
早发现、早函告、早处理。该局首先对违法建
设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该市违法建筑的地
域分布、总量、特征，建立细化分片包干责任
制。将执法管理区域划分成 8个责任区、28
个责任片，并按照镇、办、园区对 6名班子成
员 的 分 包 区 域 进 行 明 确 。 其 次 ，通 过
64569000、64569119 举报热线，24 小时接听
市民关于违法建筑的举报、投诉线索，接到举
报立即出动，做到有案必查，有报必查。

截至目前，该局共排查集体土地上违法
建设66起，全部函告各镇、办和园区，并将针
对整改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栓阳）加强
流通环节食品添加剂监管，构建食品安全监
管长效机制，营造安全健康、公平公正的食品
市场环境。昨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该市
积极在辖区范围内开展食品添加剂市场专项
整治活动，目前已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 56
家商户进行了整改规范。

据了解，自食品添加剂市场专项整治活
动开展以来，该市多策并举在全市范围内广
泛开展打击非法添加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包
括加大市场巡查力度和频次，对全市所有食
品经营户开展拉网式清查，以及监督食品添
加剂销售者建立并严格执行进货查验、销售
台账制度等，有效监管了食品添加剂的销售
和使用。

据介绍，自专项整治活动开展以来，该市
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18次，检查各类经营
户5000余户，并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56家
商户进行了整改规范。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贝宁 王玉
成）盛夏的中牟县官渡镇水溃村北头，记者看
到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崭新的金苑社
区已经初露端倪，正在进行最后的修整。

金苑社区位于中牟县官渡镇水溃村北，
安置移民 57户、230余人。“俺一定按照上级
的要求，建设好移民新村。”水溃村党支部书
记霍军付正领着村里的党员和施工人员为移
民小区安装变压器。

为进一步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
服务移民工作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加快官渡、大孟、刘集、雁鸣湖4乡镇移民
新村基础设施建设扫尾工作，确保今年 8月
顺利完成第二批 5321名移民搬迁到中牟县
的安置任务，中牟县农村党组织在涉及的 4
乡镇服务移民工作中积极推进“创先争优”活
动，以“创先争优”促移民工作开展。

县委组织部、有移民安置任务的乡镇，分
别组织党员业务骨干到移民村进行了志愿者
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立通讯员王丽娟）今年以
来，新密市青屏街办事处以帮扶困难人员再就
业为重点，多措并举实现辖区失业群众再就业
工作。目前已有896名职工实现再就业。

为全面掌握下岗人员的家庭底数，办事
处劳保所、社区劳保协管员采取入户调查的
方式对下岗失业家庭进行一次拉网式的摸
排，建档立册，动态管理，对下岗失业人员的
家庭情况、特长情况、就业情况、择业意愿做
到详细登记，心中有数。

办事处在16个社区的显要位置、告示墙
及公示栏上张贴用工广告，发放就业宣传册，
让下岗人员在第一时间里掌握信息，实现就
业。同时邀请辖区企业专家为想创业就业居
民举行“创业就业新观念报告会”，讲述自己
创业经历，为辖区群众提供指导服务。

针对一些下岗职工年龄偏大、文化较低
的实际，街道与职介所、物业公司等 45家用
工企业联系，针对企业需求广泛开展美容美
发、汽车驾驶等实用技术培训，提升了下岗失
业人员的就业能力。

荥阳建成刘禹锡教育基地

新密首个文化主题游园开园

昨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该市2011年周末大家乐广场
文化活动全面启动。据了解，该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年，成为市民
关注度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文化活动。 本报记者 高 凯 摄

有报必查处 确保零增长

巩义铁腕治理违法建设

中牟移民村建设如火如荼

新密市青屏街办事处

896名下岗工实现再就业

新郑整治食品添加剂市场

战三夏 夺丰收夺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