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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道路，整齐的楼房，通透
的落地窗，再加上房前屋后宽敞的
休闲广场，看到这样的情景也许你
还以为是哪里新建成的商品房，这
其实是新郑市辛店镇新落成的赵家
寨社区。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村
民们就可以搬进新家了。

在该镇相关负责人的引领下，
记者走进了一套面积约80多平方米
的房子，只见房子里的墙壁已粉刷
完毕，门窗、照明、卫生洁具等配套
设施已经安装到位。与市场上销售
的商品房相比，这里的房子不仅价
格低，而且不用村民花钱装修就可
具备入住的条件。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推动城镇

化建设，辛店镇把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作为重点，抢抓被确定为新郑市
城乡新型社区建设试点单位的机
遇，在镇区附近开发建设了赵家寨
社区。该社区计划建设安置住宅楼
22幢，安置房 936套，计划安置袁集
村群众210户、鲁楼村群众260户。

在赵家寨社区的建设中，辛店
镇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无
论是外观造型、户型设计还是配套
设施的安装，他们都充分考虑群众
的居住和生活要求，设计了 120㎡、
80㎡、50㎡和 80㎡与 50㎡子母型等
多种户型供群众选用，还建设了地
下储藏室，便于群众存放生产工具
和粮食。

为了打造一流的居住社区，辛
店镇还加大道路、绿化、医疗、教育
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不仅在社
区里建有村党组织办公室、村委会
办公室、综合会议室、警务室、档案
室、阅览室、党员活动室、信访调解
室，还设立了服务和社会保障站、医
疗计生服务站等。同时社区内的
水、电、有线电视等都配套入户，是
一个功能齐备、环境优美的新型社
区。

目前，赵家寨社区一期6幢住宅
楼已基本完工，村民将于6月底搬迁
入住；二期计划建设16幢住宅楼，已
有 9幢住宅楼建成，其他 7幢已接近
封顶。

赵家寨新型社区一期落成
6月底可实现入住

本报记者 赵聪聪边艳

本报讯（记者 李楠楠 高凯）“没想到职
能部门的大门没进一趟，这营业执照已经拿
到手了，还是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亲自
送上门，看来在新郑投资真是选对了。”前不
久，河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坐在办公
室里便拿到了营业执照，让他感慨良多。

今年，该企业落地之初，新郑市行政服
务中心工商窗口的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提供
咨询服务，并送去了“便利直通车卡”和

“外来投资者联络员卡”。办理执照过程中，

工作人员又是多次到企业施工现场沟通，讲
解法律常识。作为新郑经济发展的“温度
计”，行政服务中心一直处于“高温”中。
面对络绎不绝的企业、群众，该中心积极创
新审批机制，开展上门服务，简化审批环
节，提高办事效率，赢得了企业、客商等服
务对象的好口碑。

对项目的审批，把原来的20个承诺件改
为即办件，对材料、手续齐全但需领导签批的
审批项目，经审核合格后，采取先发证、后完

善签批手续的“补签制”；对审批程序复杂、手
续相互牵扯制约、涉及单位多的项目，组织相
关窗口召开联审、联批会议，在规定时间内迅
速办理有关手续证照。对前来办证的客商，
第一受理的窗口工作人员为第一责任人，对
该项目的办理全程负责。同时，定期对各窗
口的办理情况进行统计，及时了解、准确掌握
各个办证窗口的工作进展情况。据统计，
2011年 1月到 4月，行政服务中心 15个单位
窗口共办理各种证照 3217 件，即办件 2340

件，办结率达到 100%，承诺件 864件，在承诺
期内办结率达到100%，上报件13 件。

严格考核评先，积极开展“省级优质服
务窗口”、“五星级红旗窗口”评选等活动。目
前，15个窗口中已有工商、卫生、环保、国土等
8个窗口评为“省级优质服务窗口”。

此外，该中心完善服务体系，在各乡镇、
街道办事处成立便民服务中心，乡镇各职能
站所集中办公，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更加
方便和快捷的服务。

赴京考察社会管理
本报讯（记者 高慧）近日，新郑市领导孙

淑芳、赵建武带领相关单位、乡镇负责人到全国
社会管理创新先进地区——北京市东城区东花
市街道办事处和昌平区白庙村参观考察。

参观中，考察团详细了解了社区化管理新
模式，网格划分、力量配备和运行效果等。参观
后，考察团成员表示将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努力
探索出符合市、街道、乡镇的社会管理新模式，
确保新郑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取得实效。

政法干警执法理考
本报讯（记者 李佳浩）5月 22日，新郑

市政法系统“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
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次理论知识考试在
该市实验中学举行，该市领导孙淑芳、赵建武
到考场巡视。

本次考试是新郑市政法系统“发扬传统、
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部
分，旨在通过考试牢固全体政法干警执法为民
的思想基础，深入落实政法便民利民惠民措施。

台商考察新港集聚区
本报讯（记者 刘冬）近日，以中华经济文

化发展促进会会长、台湾中国投资贸易发展联
合会会长许水树为首的台商考察团，到新郑市
新港产业集聚区参观考察。该市领导刘德金、
姜存国陪同。

通过听取介绍和交流，与会台商纷纷表示，
新郑深厚的文化底蕴、巨大的发展潜力、优越的
投资环境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投资信心。他们
将深入研究在新郑投资方向和投资项目，寻求
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备战“三夏”迎丰收
本报讯（记者 李佳浩）近日，新郑市组织

收听收看全省“三夏”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该
市领导李志强及相关单位负责人收看电视会
议。

会议要求，要毫不放松地抓好小麦后期管
理，抢时收获确保颗粒归仓，全面做好夏粮收购
工作；尽早种足种好秋作物，科学搞好田间管
理，扎实开展粮棉油高产创建，立足防灾减灾夺
丰收，同时做好秸秆禁烧工作，确保完成“三夏”
生产工作的各项任务。

2011年兵役预征报名
本报讯（记者 高慧）5月20日，新郑市召开

2011 年兵役登记和入伍预征工作会。新郑市
领导杨流参加。

从即日起到7月中旬，高中、职高、中专、技
校的应届毕业生以及普通本科、高职（专科）等
全日制公办或民办学校应届毕业生均可进行预
征报名。

质监部门开门审案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通讯员 赵爽英）日前，

新郑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邀请人大、政协等单位
代表参与了该局三起行政案件的审理。

行政案件的“阳光案审”，是该局大力推
进“阳光执法、开门审案”活动的一项重要举
措，其具体内容为说理式执法、阳光取证、阳
光办案、阳光审案、结案回访，是规范市场经
济及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新型行政执法
模式。

新郑市领导彭德成出席了此次案审会。

参观防渎职侵权展
本报讯（记者 李楠楠）近日，全国检察机

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河南巡展在郑
州会展中心举行，新郑市领导彭德成率部分机
关干部参观了展览。

部署高招考试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佳浩）近日，新郑市组织

收听收看 2011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
电视电话会，该市领导景雪萍及相关单位负责
人收看。

对于如何做好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
会议要求：一是周密组织，确保高考安全万无一
失；二是严格管理，进一步强化考风考纪建设；
三是完善制度，深入推进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四
是加强领导，严格落实高考工作责任制。

中国旅游日宣传旅游
本报讯（记者 刘栓阳 高凯 通讯员 高雅

楠 ）近日，新郑市在炎黄广场组织开展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主题的“中国旅游
日暨文明旅游月”宣传活动，该市领导景雪萍
到场。

活动现场，该市旅游和文物局联合各旅行
社、旅游景区，向过往市民宣传旅游知识，推介
旅游产品，呼吁大家文明旅游、快乐旅游、安全
旅游。此外，还推出了众多惠民让利活动。

网络媒体汇集新郑
本报讯（记者 赵杰）近日，来自人民网河南

频道、新华网河南频道、凤凰网河南频道等近
20家省会网络媒体的 20余位记者先后到新郑
市辛店煤炭产业园、新港产业集聚区、中心城区
新区等地进行实地采访，传递新郑主动融入郑
州都市区建设声音。

在中心城区新区城乡规划展示厅，新郑市
领导关民安向采访团记者们介绍了新区建设进
展情况。

陈镜波，又名陈瑛，常用名
陈振江，1918年出生，新郑县八
千乡霹雳店村人。1938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9 月，陈镜波在新
郑私立苑陵中学任教，成立了

“苑中学生读书会”。同时担任
县委书记兼县委组织部长，在
苑中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
党的工作，进行抗战宣传活动。

1940 年 6、7 月间，陈镜波
到长葛教书。同年9月，陈镜波
受豫西地委派遣，奉命联合洧
川、尉氏、新郑、长葛四县在洧
川县北部建立抗日革命武装

——黄河三角洲支队，打击日
本侵略者和日伪势力。

日本投降后，陈镜波任人
民武装某部民运科长。

1946年初夏，陈镜波受中
原军区司令部派遣，和郑建中、
司子明一起在新郑、长葛一带
秘密从事军事情报工作。郑建
中任禹密新联络处主任，负责
新郑，陈镜波负责长葛。

1947 年 7 月，陈镜波在长
葛县大庙学校被敌人逮捕，英
勇不屈，壮烈就义，享年29岁。

（中共新郑市委党史研究
室供稿）

陈镜波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
通讯员 陈艳玲）新郑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大力开展“制度
建设年”活动，用制度推进食品
药品监管工作规范化、程序化、
精细化，促进食品药品安全。

抓好制度清理。该局把今
年定为“制度建设年”。在深入
调查的基础上，摸清实际情况，
查摆存在问题，找出薄弱环节，
对全局规章制度进行全面、系
统的清理和审查，并按照“坚
持、完善、废止”的要求分类登
记，做好制度清理工作。

抓好制度完善。在全面清
理、审查的基础上，对与党和国
家新近出台的法规制度不相适
应、与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实际
相脱节的规定，及时予以废除；

对不适应食品药品监管现实需
要，特别是缺乏针对性、有效性
的制度，抓紧修订、完善；对过
于原则、不便操作的制度进一
步细化，并抓紧制定配套措施。

抓好制度创新。针对食品
药品监管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题，制定出台一批新制度，进一
步健全决策机制，增强组织性、
纪律性，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
止；进一步完善工作职责，不断
规范行政行为；进一步增强计
划性、协调性、程序性，建立良
好的工作秩序。

抓好制度落实。研究确保
制度贯彻执行的有效措施，加
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增强制度约束力，提高制度
执行力。

药监局

开展制度建设年活动
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高
凯 通讯员 李江英）5月 23日下
午两点半，在新郑市黄水路小
学的教室里，正放映着《建国大
业》这部电影。宽大的银幕下
认真观看影片的学生全神贯
注，他们正在重温中国共产党
建国时期的艰苦历程。据了
解，这正是新郑市开展的红色
电影送基层活动的一幕。

此次活动是该市红色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之一，自5月9日
开展以来，随即成为迎接建党
90 周年的靓丽风景。《建国大
业》、《惊天动地》、《张思德》、

《大行山上》等多部电影相继被
送到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景区
管委会、市直各单位、规模以上
企业、中小学、社区、行政村。

据悉，此次活动共放映电
影 586 场，时间将持续到 9 月
底。

红色电影送基层

本报讯（记者 刘栓阳 通
讯员 张志隆 梁伟平）近日，河
南中烟新郑卷烟厂传来喜讯，
该厂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近年来，新郑卷烟厂围绕

打造全国一流生产加工基地的
目标，立足“四个一流”构想，通
过狠抓基础，不断创新，争创一

流，构建和谐，形成了独特竞争
优势。同时，在基础管理、创优
工作、创新工作、队伍建设、文化
建设、和谐发展等方面也呈现出
多个亮点和特色，在各个岗位上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初步
实现了“品牌上水平”。2010
年，该厂生产卷烟 58.008万箱，
实现各项税收22.16亿元。

新郑卷烟厂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本报讯（记者 高慧）新郑
市副市长、中心城区新区管委
会主任、书记关民安将于 5 月
31日做客新郑市政府网站在线
访谈栏目。2009年，新郑市委、
市政府将新郑新城作为新郑市
中心城区空间拓展的主要方
向，新郑新城的区域范围、总体
规划、发展定位、目前建设进展
情况、未来的发展空间等是市

民热切关注的问题。本次在线
访谈将围绕“了解新城、走进新
城”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

网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
wlzx@xinzheng.gov.cn 和 新 郑
市政府网站网址 http://www.
xinzheng.gov.cn发送留言,也可
以打电话报名成为民意代表，
现 场 参 与 在 线 访 谈 (0371—
62673339)。

承诺件改即办件 多窗口联审联批
行政服务中心进一步提高服务效能

21 年前，新郑市观音寺镇的柳
均轩白手起家创办企业，先后安置
周围村民、下岗工人 200多人，累计
为慈善事业捐款 30余万元。用老柳
自己的话说：企业是事业，慈善也是
事业，他永远在忙着自己喜欢的事
业。

1990年，他进了面粉厂，凭着专
业的优势、敏锐的洞察力和踏实的
干劲，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不仅
让一个濒临倒闭的集体企业起死回
生，而且做成了新郑地区规模最大
的制粉企业、郑州市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不故步自封，不沾沾自喜，
当一切走入正轨后，柳均轩开始考
虑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如何

推动新郑整个制粉行业的发展。在
他的倡导下，经过多方努力，2008年
3月，新郑市首家行业商会——新郑
市面业商会成立。面业商会成立3年
来，在行业自律、规模发展、产业化
带动、信息沟通、技术交流等方面都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发展地方行
业联合起了一个好头，连年被评为
新郑市先进行业商会。

事业蒸蒸日上，对于慈善柳均
轩也是毫不吝啬。从抗旱浇麦到抗
洪抢险，从抗震救灾到捐资助学，从
文化体育到修桥筑路，从新农村建
设到敬老爱幼，多年来柳均轩各类
捐资达 30万元以上，以实际行动回
报社会；从扶持农业种植养殖业到

积极参与农业新技术开发和利用，
从努力搞好基地建设到培育优良品
种繁育基地，从给农民无偿提供种
子、化肥、农药到无残留除害等先进
技术的推广，公司每年都要免费为
农户储存小麦 1000吨左右，贴补资
金20万元左右。

对此，柳均轩谦虚地说：“我农
民出身，生活在农村，搞的又是农产
品加工，只是对‘三农’情有独钟而
已！”谈起今后的发展，柳均轩表示
要继续吸纳周围的乡亲就业，帮助
他们致富，稳定发展，规模要达到日
加工小麦500吨，争取早日加入省级
乃至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行
列。

农机培训
助农忙

西瓜甜透
瓜农心

近日，新郑市梨河镇河李村
瓜农刘中峰正在自家大棚里采收
早熟的西瓜。今年，河李村种植
的500亩大棚西瓜，5月初就开
始上市，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
一大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新郑动态

走基层 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