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黄帝故里·新郑市民文化大讲堂”（2011）专题讲座原则上于每周五上午9时举行，具体讲座
地点另行通知。

“黄帝故里·新郑市民文化大讲堂”
2011年专题讲座日程安排表

主办单位：中共新郑市委宣传部 新郑市文明办 新郑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日期
5月27日
6月3日
6月10日
6月17日
6月24日
7月1日
7月8日
7月15日
7月22日
7月29日
8月5日
8月12日
8月19日
8月26日
9月2日
9月9日
9月16日
9月23日
9月30日
10月14日
10月28日
11月4日
11月14日
12月1日
12月2日
12月16日
12月23日
12月30日

讲座主题
传承郑韩文化 促进文广新事业产业科学发展
共建生态文明 共享绿色未来
城市建设与管理
新农村建设
节约集约用地与保障发展
党的知识
人口教育
婚姻家庭
工业信息化知识
国家周边形势分析
创建和谐劳动关系
青年创业
有序信访促和谐
投资理财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文明礼仪知识
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
郑韩故城陶器的特点分析
公共安全知识
文学艺术系列
劳动法知识
家庭教育
养生保健系列
养生保健系列
法治新郑 和谐家园
文明交通
水资源现状及保护利用
经济形势

承办单位
新郑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新郑市环境保护局
新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新郑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新郑市委党校
新郑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新郑市妇联
新郑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委员会
新郑市民政局
新郑市总工会
团新郑市委
新郑市信访局
新郑市财政局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
新郑市国税局
新郑市城乡规划和城市管理局
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
新郑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新郑市文联
新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新郑市教育体育局
新郑市卫生局
新郑市卫生局
新郑市司法局
新郑市公安局
新郑市水务局
新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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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风采

如何让村民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实
惠，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分散到集中，
从农村到城镇的转变，这是薛店镇统筹
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

2010年，薛店镇多次组织村组干部
和群众代表，先后到天津华明镇、山东龙
口、武汉、成都、重庆、新乡等城乡一体化
建设先进地区进行了参观学习。经过认
真调研分析天津“宅基地换房”的创新模
式、成都“三个集中”的成功经验及山东
村企联建的先进理念，再加上切身体会
洛阳“撤村并城”发展地方经济的勇气和
武汉大市场建设的魄力，在干部群众中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村民
知道了什么是城乡一体化、推进城乡一
体化有哪些好处，而且该镇城乡一体化
建设的思路也愈加清晰——加快新型社
区建设，推进合村并城。

合村并城，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有
益探索，它绝不是划出一块地，盖上几栋

楼那么简单，新的社区应该是一个配套
完善、文化品位高、环境优美、管理完
善、就业充分的新型小城市，使广大村
民能够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
务，实现安居乐业有保障。扎实推进合
村并城建设工作，加大公共财政向三农
倾斜、公共设施向三农延伸、公共服务
向三农覆盖。

在合村并城中突出科学规划，这是
新型社区建设品质的保证。在薛店镇岳
庄社区记者了解到，该社区规划方案经
过了长时间的酝酿，邀请了多方权威专
家充分论证，在选址和住宅设计上十分
注重村民的长远利益。在选址上，选择
临近省道 S102和京珠高速薛店站附近，
使得交通十分便利；在生活服务上，每
条主干街区都建有公共服务设施，按照
农民下楼不出300米的原则，规划了社区
服务中心和街心花园；在体现生态环保、
可持续发展理念上，突出污水处理、能源

清洁、垃圾不落地、大面积绿化等，这样
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降低了物
业和居住成本。

在合村并城中突出一个原则，即要
坚持农村向城镇靠近、城镇向农村延
伸。薛店镇坚持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管理、统一服务，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体系向农村延伸，促进土地节
约利用、农业规模经营、农村产业发展、
农民就近就业，使新型农村社区成为农
业、工业、服务业发展的有效载体。

对于薛店镇而言，加快推进合村并
城，也是谋求百姓幸福和谐的现实选
择。举个例子，对于该镇临近国际机场
和省会郑州的农民而言，对土地的依附
性已日趋减弱，传统村庄功能在逐步消
失，农民对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具有强烈愿望。可以说，他们已经站在
工业文明的入口处，像城市居民一样享
受医疗、就业、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待遇，

他们对此有着充分的期待。对此，薛店
镇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
的原则，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被征地
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为重点，加快构建合理、健全、覆盖城乡
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
共享“发展红利”，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

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也许再
过十年、二十年，每一个薛店人将更能深
切体会到合村并城这一事件的历史意
义，它所带来的不仅是缩小城乡差别，使
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是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之举。现如
今，薛店镇广大干部群众已经迅速行动
起来，全身心地投身到全面实现城乡一
体化、建设中原经济区商贸物流基地及
郑州都市区新郑组团城市示范区的宏伟
大业中去，可以想见，一个生态宜居、幸
福和谐的新薛店即将矗立在世人面前！

村官孟老师
本报记者 陈扬高凯

观音寺镇前河刘村党支部委员孟俊杰当村官以前
是老师。“文质彬彬，一副书生相”,这是他给记者的第一
印象。听镇领导说，他“知识丰富，工作很有思路”；听村
支书说，他“踏实肯干，和群众打成一片”；听同事说，他

“谈吐不凡，能为人师”。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样个人呢？
记者更想听听村民的看法。

他是俺们意见的代言人
“孟老师，俺那道街的水有点浑。”
“孟老师，咱村党员学习的次数应该增加。”
“孟老师，咱们财务公开栏除了村委会门口那个，在

街上再设一个吧。”
每周一上午，在村委会，孟俊杰展开记录簿，认真地

记录着村民们的意见。之后汇集起来，向村支书汇报，向
镇领导汇报。

“听民声、察民情，把群众反馈的意见收集起来、汇
报上去，把问题解决了，这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和大家交
流，刚开始我的记录最多的是意见，现在我的记录更多的
是建议，我感受得到乡亲们眼中的渴望，也能感觉得到乡
亲们的智慧。”孟俊杰说到。

他是俺们生活的贴心人
给困难户送面、帮孤寡老人办保险、给“留守儿童”

办文化培训班、替贫困学生寻找帮扶对象、积极筹措资金
修路……村民说，孟老师人恁好、恁实在，还从不嫌麻烦，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

提起村里建“安全饮用水工程”那会儿，大家都十分
感慨：孟老师那真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什么星期
天啊、节假日都没离开过工地，还提议选举出村民代表对
工程进行监督，真服气啊……

“多听听老百姓的‘心里话’，多看看老百姓的‘身边
事’，多算算老百姓的‘生活账’，来当村官不是来‘镀金’
的，我更希望镀上一层泥土色。”孟俊杰说道。

他是俺们利益的维护人
下午1点，孟老师骑着摩托车，在路上一遍遍巡视着

——三夏防火。
“辛苦了半年，马上麦收在即，最后关头不能掉以轻

心。”孟俊杰说道,“我们村的地临近大路，过很多车，怕
有不自觉的随手扔烟头，更怕哪里出现自燃。”

记者不禁感叹他的辛苦，孟俊杰说：“群众之事大于
一切，群众利益无小事。”盯着他执著的双眼，记者突然明
白村民为什么这么信任他、尊重他了。

农户如何储藏小麦
小麦储藏应注意防潮，应充分利用小麦收获后的夏

季高温条件进行曝晒，使小麦水分控制在12.5%以下，再
行入库。小麦入库后则应做好防潮措施，并注意后熟期
间可能引起的水分分层和上层“结顶”现象。主要采用物
理措施，具体方法有：

（一）日光曝晒法：选择炎热的晴天，先把晒粮场地
扫净，晒热后，将小麦均匀摊放于上面，厚度以3～5厘米
为宜。晾晒过程中要不断翻动，曝晒4～6小时后趁热入
仓。

（二）高温密闭储藏：选择晴朗、气温高的天气，将麦
温晒到 50℃~52℃，延续 2 小时以上，水分降到 12.5%以
下，于下午 3 点前后聚堆，趁热入仓，散堆压盖，整仓密
闭，使粮温在 40℃以上持续 10天左右，日晒中未死的害
虫全部死亡。达到目的后，根据情况，可以继续密闭，也
可转为通风。

（三）缺氧保管法：遇有小麦潮湿而天气不好无法晾
晒时可选用此法。用塑料薄膜或其他密闭容器，将粮食
密闭起来与外界空气隔绝，利用粮食自身的呼吸作用，消
耗氧气，积累二氧化碳，从而抑制小麦霉变。但应注意小
麦种子不宜用此法储藏。

加快调整城乡结构，加快推进
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
要方面。成都市在2007年已获批
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
以“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农
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为主要内
容的统筹城乡发展新模式，有力地
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工作，被誉为

“成都模式”。而其中，“三个集中”
是核心。

“三个集中”是指工业向集中
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
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
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
约、集群发展道路，以工业化作为城
乡协调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推动
城镇化进程，带动二、三产业发展，
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
件；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聚
集人气和创造商机，促进农村富余
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
模经营创造条件；通过土地向适度
规模经营集中，进一步转变农业生
产方式，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

如何看待“三个集中”？“三个
集中”的价值何在？

聚集是城乡发展的本质，没有
聚集就没有发展。“三个集中”本身
就是聚集利用资源最有效的方式
之一。集约地利用土地，集约地使
用公共基础设施，完全符合生产生

活方式转变的大方向。“三个集中”
一直是成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
乡一体化的重要方法和基本原
则。通过“三个集中”，成都把以前
分散的 116 个开发区整合为 21 个
工业集中发展区，目前工业集中度
超过70%，城镇化率超过60%，土地
规模经营面积达到农村土地流转
总面积的近70%。

成都的产业集中、集约、集群
化发展，优化了要素资源的配置和
利用，提高了工业化水平和质量。
成都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
集中，妥善解决征地农民和进城务
工农村劳动者的就业、居住、子女
教育等问题，推动农民转变生产生
活方式。这有利于推动农民的市
民化进程，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
社区集中，建立与城市完全一样的
设施，这是形成市民社会非常重要
的路径。同时，农民向城镇集中，
向新型社区集中，意味着农民的购
买力向城镇集中，意味着城镇和新
型社区购买力增加、服务业发展，
有利于推动城镇产业结构转型。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也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集中。这是推动农业转型
的重要路径，是由传统农业走向现
代农业必要的路径。

谈“成都模式”之“三个集中”
轩 宇

本报讯（记者 王吉吉 高凯 通讯
员 秦四海）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
解到，新郑市龙湖镇在刚刚落下帷
幕的“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十一
五’成就”颁奖晚会上，获得了“双十
佳名镇”的荣誉称号。

“十一五”期间，龙湖镇以完善
基础设施为抓手，始终坚持“把项目
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高
校和商住等项目纷至沓来，共引进

各类项目 172个，合同总投资 162亿
元，形成了多个产业集群，为龙湖经
济腾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年来，该镇以创建国家卫生
镇为载体，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和提升居民素质为重点，努力改
善龙湖的面貌，促进居民素质提
升。同时，该镇全力推进合村并城，
促进新农村建设，力争三年之内完
成镇区内所有村庄的改造任务。

本报讯（记者 赵杰 高凯）
作为新郑市 2011 年十件实事
之一，“在全市农村新建 100座
垃圾中转站，配备 8 辆垃圾清
运车”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切
关注和广泛好评。近日，记者
在该市辛店镇欧阳寺村，见到
了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标准
化垃圾中转站。

“没建垃圾中转站之前，
村子里的垃圾随意堆积，每逢
夏天或是雨天，垃圾就会散发
出阵阵恶臭。现在好了，在垃
圾中转站，垃圾不仅分类处理，
还封闭入地，不光好看，而且干
净。”看着刚刚投入使用的垃圾
中转站，村里的李大爷兴奋地
说。

记者看到，在垃圾中转站
内，垃圾被安置在“身处”坑内
的集装箱中，垃圾清运车只需
将坑内的集装箱整体吊走，送
至处理厂即可。无论是装卸还
是运输，都不会产生第二次污
染。

据悉，截至目前，新郑市为
民承办的 100座垃圾中转站已
有 44座建成，其余正在或即将
施工，全部工程将于年内完
工。垃圾中转站建成以后，将
由专人负责收集村庄的垃圾，
每隔三天由清运车清理一次。
垃圾中转站配套工程将有效改
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为广大
农民群众创造清洁、卫生的新
家园。

农村向城镇靠近
城镇向农村延伸

——探营新郑市薛店镇合村并城
本报记者 陈扬 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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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镇获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十一五”成就双十佳名镇

小麦科技专家在城关乡高产创建示范田测产小麦。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新农村建设步伐越来越快，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充实。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新郑市辛店镇柿树行村依靠特殊的地理位置，开发近百亩杏林，引得外地游
客纷至沓来观光旅游，每年都为当地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图为游客在百
亩杏林采摘鲜杏。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