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文物局

培训各景区讲解员
近日，新郑市旅游文物局举办了所属景区讲

解员业务知识培训班，来自该市博物馆、车马坑
景区、欧阳修陵园的10余名讲解员参加了此次培
训。

此次培训以郑韩历史文化为主，形体礼仪为
辅，并对讲解员掌握的黄帝故里、新郑市情等业务
知识进行了测试考核。

（记者 陈扬 通讯员 赵艳丽）

科工信委

巡回放映红色电影
八一前夕，新郑市科工信委组织党员干部集

体观看《建党伟业》，将“回顾历史、讴歌伟绩”红色
电影巡回放映活动推向高潮。

开展“红色影片展播”是做好红色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的有效载体。科工信委不仅在其基层党
组织中展播红色电影，还在该市 50个扶优扶强
及高成长型企业中展开了“红色电影送企业活
动”，使这些革命题材优秀电影成为了普及党建
知识、提高党员素质、提升党员爱党爱国意识的
有效载体。

（记者 刘冬 通讯员 王伟丽）

新烟街道办事处

开展军事日活动
近日，新烟街道办事处组织全体干部职工60

余人到新郑市预备役团训练基地开展“军事日”活
动。

在训练基地，全处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听取了
预备役团干事讲解枪械的基础知识、射击的动作
要领及注意事项，进行了实弹射击操作演练。通
过军事日活动，丰富了全体党员干部的党内生活，
使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增强
了立足本职岗位、扎实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
科学发展观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记者 刘冬）

基层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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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在网上虚拟的“开心农场”偷菜
吗？那么你out了！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已
经出现了。

点点鼠标去浇水、捉虫，就有人同步执行
你的指令；鼠标点击“收获”，就有人把菜采摘
后送到家中；节假日，也可以带着家人、朋友
到农场来，亲自下地，动手锄草、采摘，体验乡
间田园的农耕乐趣。在新郑市观沟移民新
村，“开心农场”让不少玩家大呼“过瘾”。

线上娱乐 线下农耕
在网站上，微博、相册、日志、游戏、好友

等一应俱全；在田地里，各式各样的蔬菜作

物和五花八门的农具分门别类。“我们把现
实中的菜地划片分区编成号，由‘农场主’在
网上认领；他们在网上种植什么，我们这边
的工作人员将同步种植；每块地旁边都有摄
像头，登录账号后就可以随时监控到自己的
菜地。”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真是太过瘾了，既能享受互联网种菜
的娱乐性，又体验了现实农场的真实感，种
的菜还是天然无污染，真盼着我的白菜早点
成熟！”抹把汗，站在“自己”地头的张先生兴
奋地说。

在开心农场，记者也算大开眼界，有茄
子、黄瓜等家常菜，还有黄秋葵、紫背天葵等

保健蔬菜。

有机蔬菜 安全食品
现实版“开心农场”更可贵之处，还在于

全力打造有机蔬菜。
时下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们

不断地发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餐桌？有机
蔬菜，是指在加工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人工
合成的农药、肥料和除草剂生产的蔬菜。开
心农场，就是一个有机蔬菜的种植地。

“我们贯彻‘绿色、环保’的理念，甚至不用
机械耕作。成熟季节，我们还提供送菜服务，
建立‘3小时配送圈’，让‘农场主’能及时品尝

到新鲜的蔬菜水果。”农场负责人介绍道。
3 小时，意味着早上摘的菜，还带着露

珠，就能来到中午的餐桌上。“现在我家厨房
的蔬菜都是摘自‘开心农场’的，我知道我吃
的菜是什么时间种植的、什么时间成熟的、
有什么药用价值、甚至是种在那块地上的，
吃起来放心的很呐！”张先生笑着说。

“‘开心农场’是我们正在打造的‘观沟
现代农业生态示范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
生态园林景观区、鲜果种植区、珍稀园林苗
木生产区等 7个部分，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全
国设施农业的地标！”谈起未来，投资方总经
理张风雷信心十足。

梨河镇

环境整治助力镇域经济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刘志敏）“自从店门

前的道路修整后，店里的顾客明显比以前多了，生意也越来
越好了！”张建会在梨河镇长江路上经营一家化妆品店，她
这样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梨河镇从对接新郑市区、融入新郑市区、全
面与新郑市区接轨出发，先后投资近 700万元对镇区长江
路进行综合改造，路面、人行道、绿化等升级，电线、通讯光
缆、广电网入地，道路两侧门店广告牌规范整治，长江路向
东延伸一公里，彻底改变了梨河镇“镇区十多年没有大变
化”的状况。

长江路综合改造工程的实施，不仅给临街商户带来了
实惠和更多商机，也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今年
俺梨河变化真是大，路比以前更通畅了，周围环境也越来越
好！”该镇群众张大毛说。

该镇长江路东延工程和新郑市区中华南路梨河段建
设、黄河路建设、南入市口综合改造等主要交通干道工程
融为一体、形成合力，对梨河镇经济发展带动作用明显。
上半年，该镇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3.04亿元，占全年责任
目标的 63%；财政收入完成 1108万元，占全年责任目标
的 62%；小麦产量 13630吨。各项指标基本实现时间与任
务双过半。

另外，该镇以创建省级卫生镇为契机，狠抓镇区卫生整
治，开展了全民争创卫生城镇活动，加大了环卫设施和队伍
的投入力度，有效维护了镇村的日常卫生，为群众营造了舒
心、干净的生活环境。

推进“百亿送贷”行动
本报讯（记者 高慧）近日，新郑市工商局、邮

储银行新郑市支行在孟庄镇举行“百亿送贷”行动
信用村建设现场会，该市领导刘五一出席。

“百亿送贷”行动是工商部门、邮储银行发挥
部门优势，为中小企业、个体商户和农村发展产业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
要举措。会议指出，各乡镇、各部门要站在服务三
农、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大力开展信用村创建
工作，推进活动顺利开展。

督查幼儿园建设进度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近日，郑州市中小

学和幼儿园建设工作督查组一行来到新郑督查幼
儿园项目建设情况，该市领导缑云峰陪同。

2011 年该市计划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11
所，其中新建 7 所，改扩建 4 所，总建筑面积
32421 平方米，计划总投资 4980 万元。截至目
前，全市已开工项目 1个，准备开工项目 2个。
其中，梨河镇第一幼儿园主体工程已完成；龙王
乡中心幼儿园、龙湖镇中心幼儿园2个项目已经
开标，将于近期动工；其他未开工项目的前期土
地、环评、考古、可研报告批复等相关手续办理
基本到位，所有项目的地质勘察、施工图纸设计
也全部完成。

慰问驻新郑部队官兵
本报讯（记者 李佳浩）八一前夕，新郑市

领导康红阳带领水务局有关负责人先后到人武
部、预备役高射炮兵师一团，向驻军官兵表达节
日问候。

慰问中，该市领导对驻军官兵在新郑建设中
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驻军官兵继续发扬光
荣传统，把驻地当故乡，再创军民共建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贾凡 高凯 刘
栓阳 文/图）“这才是真正的寓学
于乐，能够让我更了解历史，收获
更多知识！”来自山东、18岁的李
少涌兴奋地对记者说道。近日，
在新郑望京楼遗址，记者见到一
群孩子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弯腰挖
掘，一个孩子在刮土的过程中发
现了一小块陶片，他小心翼翼地
将它取出，轻轻地放在了土层旁
边。

这是由北京大学、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北京
大学第四届全国中学生考古夏
令营”来到新郑望京楼遗址体验
考古，来自全国 20个省市、70多
所重点高中的150余名中学生参
加了这次考古夏令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
雷兴山教授对记者说：“新郑是
这次考古夏令营中最重要的一

站。望京楼遗址是 2010 年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夏商时
期有着非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夏令营能来到这里考古，对学生
们来说，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
财富和人生体验。”郑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也来到
考古现场，亲自为孩子们讲解。
他十分感慨地表示，通过考古能
认识人类生活的发展史，也能衡
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文素
质和发展水平，希望通过这次活
动激发和培养孩子们对考古学
的兴趣，为国家的考古事业储备
人才。

据了解，夏令营在新郑会
停留两天，除了在望京楼体验
考古，孩子们还将到该市有关
景点参观学习，一睹郑韩故城
的风采，感受底蕴深厚的历史
文化。

8 月的新郑骄阳似火，但在郑州
少林武术专修学院新郑蕙光武院训练
场上，到处都是孩子们汗流浃背苦练
的身影。在学校全封闭教学和军事化
管理的模式下，孩子们在这里文武兼
修，上午上课、下午习武。

学院由当代少林拳大师朱天喜创
办于1986年，1993年升格为高层次大
专院校，2006 年又从郑州搬到新郑。
为什么选择新郑，院长张士杰说：“新
郑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交通便利。最
重要的是新郑是裴李岗文化、黄帝文
化的发祥地，将武术文化融入中华根
文化，汲取传统精髓并结合武学精神
来对学生进行武德和品质的培养，能
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20余年创业发展，今天的蕙光武
院环境优美，设施完备，机构完善，集小
学、初中、中专、专修、武术养生、健身于
一体，熔普通、特长教育于一炉，是国家
武术段位制首批教学试点院校。学员

的年龄从7岁到20多岁不等，来自全国
十多个省市，更有慕名而来的美国、法
国、俄罗斯、瑞典等多个国家的武术团
体和武术爱好者。在国内外赛场，该院
获得奖旗、奖杯、奖牌不下百余次，可谓

“声名播四海，桃李遍九州”。
蕙光武院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

结合西方先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以
文化为主、武术为特长、英语为特色。
为了传承武术事业、武学精神，学院特
别重视对学员武德的教育，不断教导
学生要“立志气，正心术，胜威仪”，把
武德武礼始终贯穿全部过程，体现习
武人应有的风范和精神面貌。身教胜
似言传，全体教职工本着“除了专业知
识、技能外，要让学生从我身上学到更
多”，强调上下同心、以身作则，为学生
树立了一道道流动示范风景线。

在文化教育方面，学院除按教育
部规定开设课程外，还设有国文经典
诵读课程，如《三字经》、《弟子规》、《千

字文》等，老师们辅以生活实例，循循
善诱，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道德规范
的理解。同时，学员们将自己的作文
展示在黑板报上，沟通交流多姿多彩
的精神世界；老师定期与学生交流座
谈，畅谈学习心得体会，并歌颂身边的
好人好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
写、说、做中，使他们懂得真善美假恶
丑，明白该怎么做事、怎么做人。

自办学以来，该院多次被评为全
国先进武术馆校、河南省十佳武术馆
校等，不断为河南省武术队、北京武术
队等专业队输送优秀武术人才，不少
学生被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理工大
学等高等学府录取。

“蕙”聚九州学子，“光”耀中华武
坛。张士杰说：“我们不仅要使学员强
身健体，更重要的是能使中国的武魂、
武德在孩子们身上发扬、传播，培育更
多文、武、德兼备的人才。”

新郑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获评
省2010年度群众满意基层站所

本报讯（记者 高慧 高凯 通讯员 张苹）近日，新郑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好消息，新郑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被评为“河南省2010年度群众满意基层站所”，是郑州市唯
一获此殊荣的县级食品药品检验所。

“你们给我看看这是什么药”。市民唐留森怀揣貌似
面团的块根来到该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寻求帮助。“大
爷，我们马上给您检验。”工作人员林飞热情地接待了
他。在该所技术设备有限不能准确检测的情况下，所里
人员又把块根送到省所进行检验。“这是蓼子草，有散
寒活血的功能。可以治麻疹、羊毛疔、跌损后受寒、阴
寒及陈寒。”听到检验人员得出的最终检测结果后，唐留
森满意而归。

该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为提高服务质量，制定“五个零”
服务守则，要求工作人员做到服务受理“零推辞”、服务方式

“零距离”、服务事项“零积压”、服务质量“零误差”、服务终
结“零投诉”。“药检所的工作处处为我们百姓着想，我们都
很认可。”市民刘喜来说。

“吗丁啉药品辨别真假方法：……”在该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宣传栏内，这些信息被及时更新公布，帮助市民
了解常见食品药品的相关知识。为更好的服务群众，该所
创建“百草园”、“信息动态栏”等知识窗，及时更新和公布假
冒伪劣药品鉴别及管理检验信息。

为使检测速度更快、结果更准、项目更全，该所积极
开展药品快速检测技术应用，为基层一线基本药物监管提
供技术支撑。2011年申报的“中成药中非法添加化学药
品的快速检测研究”项目获新郑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在
2010年 11月郑州市局组织的稽查药监系统技术大比武活
动中，荣获郑州市 2010年度药品、医疗器械抽验检验工
作先进单位。

一卡多用 高效便捷
新郑将启用多功能新型医保卡
本报讯（记者 高慧 赵地）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

该市职工原有医保 IC卡将全面更换升级为医保银行联名
卡,5万余名参保职工将用上这种新型医保卡。

据了解，新郑市原有医保卡均为接触 IC卡，在使用过
程中时常出现消磁、数据不能实时传输等问题，给参保人员
看病带来诸多不便。为解决此类问题，新郑市决定对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 IC卡进行更换，改为数据存储量更大、安全
性能更高的医保银联卡。

更换后的医保银联卡集职工医疗保险、职工生育保险、
居民医疗保险即时结算为一体，除具有医保卡用于支付购
药、门诊医疗及个人承担部分住院医疗费用的功能以外，还
具有中国银行借记卡的基本功能，包括一卡多户、购物消
费、投资理财、代发工资、代收代缴费用，以及享受ATM、电
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自助渠道服务。参保人员在
上级医院治愈后，需将住院材料及医保银联卡报送至新郑
市医保中心，经审核，30个工作日内将报销费用转账至医
保银联卡银行账户，并有手机短信提醒，参保职工无须再奔
波排队领款。

此次，新郑市新型医保卡更换涉及该市500多个参保
单位，5万余名参保职工的信息预计将在8月底全部更换完
毕。

新郑动态现实版“开心农场”现身新郑
本报记者 陈扬 赵地 李伟彬

文武并重育英才
——访郑州少林武术专修学院新郑蕙光武院

本报记者 赵杰

望京楼遗址迎来小小“考古学家”

近日，郑州市卫
生局、郑州市中心医
院义诊服务队来到新
郑市现代康乐园养老
院，为生活在这里的
39名老人进行义务
体检。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新郑市在实施“提高人
口素质 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工程中，采取资金、项目、技
术扶持等措施，帮助计划生
育家庭提高发展致富能力。
图为和庄镇计生干部和农技
人员在为计生户家庭指导井
水莲藕的科学管理方法。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爱心成就梦想”
慈善助学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吉吉）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

优秀高中毕业生顺利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深造，新
郑市慈善总会在 2011 年继续推出“爱心成就梦
想”慈善助学活动。

凡参加 2011年高考的新郑市低保、低收入
家庭及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未接受过其他方面入
学学费资助的学生均可报名。资助名额共 100
个，每人一次性资助 3000 元。即日起至 8 月 15
日，符合受助条件的学生由本人持个人申请、身
份证、户口本、高考成绩单、毕业证、高校录取
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近期一寸免冠照片3张到
原毕业学校领取并填写新郑市“爱心成就梦想”
慈善助学审批表，到所在村（居）委会加盖公
章，经乡镇（街道、管委会）民政所确认资格后
加盖公章，一式三份报送到原毕业学校。（咨询
电话：6990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