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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关注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
到“好想你”公司调研

本报讯（记者 边艳）近日，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一
行到新郑市“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研。副省
长刘满仓、省林业厅厅长王照平、郑州市副市长王哲及新
郑市领导吴忠华陪同。

通过听介绍、看展览、进车间、品红枣，贾治邦对新郑
市大力发展红枣经济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希望该市在今
后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郑州市县级行政效能电子
监察系统座谈会在新郑召开
本报讯（记者 边艳）近日，郑州市县级行政效能电子

监察系统建设应用座谈会在新郑市召开。郑州市纪委常
务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姚芸来及新郑市领导王俊杰、各县
（市）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姚芸来强调，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县级
行政效能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及应用，确保年底前完成省
纪委、监察厅要求的省、市、县三级行政效能电子监察系
统联网对接任务。

省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
验收组到新郑检查指导

本报讯（记者 边艳）近日，省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
验收组到新郑市检查指导工作，该市领导李颖军陪同检查。

通过听取汇报和实地察看，验收组对该市卫片执法工
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希望该市继续高度重
视，创新方法，切实做好土地矿产卫片执法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增加市区周
边高清治安监控探头，实现农村监控联
网，增加治安卡口，安装智能分析事前预
警系统……为让老百姓能够平安生活、安
全出行，今年以来，新郑市加大技防工程
建设投入，努力打造社会管理创新治安防
范网络系统。

“现在基本每个路口都装有摄像头，我
们老百姓生活、出行都更加放心了！”新郑市
民连涛高兴地说，“我想那些违法分子看到
这些摄像头后肯定也不敢作案了。”

“利用新安装的高清监控系统破案真
是方便多了，自从我市不断加大技防工程
投入力度，尤其是加大现代化科技装备投
入以来，全市营造出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
境。”新郑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建设技防工程，达到全市监控没有盲区，
这确实是一项提升服务民生水平、保民平

安的民心工程。”
为使技防工程达到视频监控全覆盖，

有效预防案件发生，增强人民群众安全
感，新郑市增加市区周边高清治安监控
探头 508 个，投入资金约 1252 万元，并
通过联通光纤实现与该市 110 服务中心
连接。目前，已架设光纤 116572 米，安装
探头 20 个。同时，该市加强农村技防建

设，投入资金约 881 万元，在全市 294 个
行政村安装数字监控摄像系统，在 13 个
派出所建立二级监控平台，实现各村与
派出所监控平台的联网，目前前端探头
已经全部安装到位，派出所平台正在建
设中。在该市各进出城口和市区路口，
新郑新增治安卡口 22 个，投入资金约
382 万元，以实时监控出入该市各个路

口的车辆及人员，搜集、存储相关信息，
为侦查破案提供证据资料，目前各卡口
立 杆 已 基 本 完 成 。此 外 ，该 市 还 将 在
110 服务中心监控室安装智能分析事前
预警系统，该系统能够实现全天 24 小
时“不知疲倦”的实时工作，提高报警处
理的及时性，减轻视频监控中人工劳动
的强度。

新郑技防工程构筑城乡安全网
●市区周边增高清探头●294个行政村装监控摄像系统●城市出入路口设治安卡口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
展，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城市人口不
断攀升，人流、物流、信息流急剧增
加，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秩序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服务民生、关注民
生，创新社会管理成为各级政府的头

等大事。
新郑市把“实施市区技防和城乡

主要道路视频监控全覆盖工程”作为
创新社会管理的措施之一，将社会管
理创新工作落到了实处，有效预防了
案件发生，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为充分发挥技防工程的作用，新
郑还对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结合
实战搞好演习，发挥出技防工程的最
大效能，为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治安
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高技术支持和
现代化手段保障。

短 评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宣传部、中央对
外宣传办公室、国家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
总署、中华全国新闻
工作者协会等部门联
合下发的《关于在新
闻战线广泛深入开展

“走基层、转作风、改
文风”活动的意见》，
新郑市新闻中心迅速
行动，并分派记者进
一步深入基层，走进
群众，多创作鲜活、有
分量、有生命力的稿
件。从本期起，本报
开设《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栏目，在
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
中增进群众感情、强
化群众视角、回应群
众关切，不断提高新
闻宣传质量。

眼下正是葡萄收获的季节，记者慕名来到
新郑市城关乡王刘庄村采访，只见一串串碧绿
翠紫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诱人。

走进园内，一个忙碌的身影正在葡萄枝下
穿梭，他就是园主老张。知道我们是来采访时，年
近六旬的张大爷腼腆地笑了：“我种的主要是红
提、美人指，这些品种颗粒大、糖度高、品质好，销
路可好呐。别看葡萄小，种植学问大着呢。”

在张大爷的带领下，我们边走边欣赏着
园内美景。

“葡萄上架打顶的时候，要分花前、花
后，掌握好幅度。”

“收完葡萄，给苗埋土的时候，一定要注
意埋土厚度、施肥力度、浇水次数。”

……
谈起葡萄的管理技术，张大爷头头是道。

11年的种植经验加上勤劳的双手，使他从一
名不懂葡萄种植技术的“门外汉”成为地地道
道的种植能手。

1990年，张大爷从乡政府带回来由乡里

出资引进的800多株葡萄树，在这片3亩果园
里种下了“希望”。他起先是摸索着干，但因缺
乏经验，和村里其他种植户一样也遇到了许多
技术难题。了解到种植户遇到的问题，乡里专
门请来了技术员，和种植户同吃同住，共同攻
克难题。为了进一步提高葡萄种植技术，他们
还经常到周边县市的葡萄园考察、学习，还常
常邀请技术员到葡萄园为葡萄“把脉诊疗”，提
高葡萄品质。

如今这个小果园，在张大爷和老伴儿的精
心管理下，每年纯收入达两万多元，腰包鼓了，
房子翻新了，生活更滋润了。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村里的葡萄园也逐渐成了气候，由十几
亩发展成为现在的几十亩。不仅如此，村里的
无公害蔬菜也已成规模，与村里的葡萄园相映
成趣，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故里简讯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日前，记
者在河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施工建设现
场采访时看到，一栋栋现代化的厂房已
经落成，办公楼和职工宿舍楼正在进行
着最后的扫尾工作，管网铺设正在加紧
进行。

河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落地新郑，一期投资 5 亿元，主要生产达
利园系列饮料产品，生产设备采用目前

国内外一流的饮料全自动生产线及其配
套设备。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量达
30 万吨，年产值达 10 亿元，创税利约
4000万元。

自去年 7 月份开工建设以来，该公司
倒排工期、抢抓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完工、
早日投产。为了给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的
环境，河南达利食品所在地——和庄镇
也严格落实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政

策、一抓到底的“四个一”工作机制，建立
重点项目领导分包联系制度，项目协调
例会制度，全面实施督查跟踪机制，及时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断
提高服务效率和管理水平，确保了项目
零阻力施工、无障碍投产。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投资 3.5 亿
元，本月底生产设备将全部到位，通过调
试和招工培训后可于10月份投入试产。

抓项目 促发展

位于新郑市郭店镇的河南福鑫玻璃有限公司与洛玻集团等企业联合研发生产的特种玻璃，占领高端
市场。图为该公司防弹玻璃生产线。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城关乡王刘庄村张长久种植的葡萄喜获丰收。

创新社会管理 共建和谐新郑

省基层干部
“科学发展主题培训行动计划”
授课师资专题培训班到新郑考察

本报讯（记者 赵地）8月23日，省委组织部干教处处
长田兰、副处长张英利，河南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依
选、副处级组织员秦世太等带领省基层干部“科学发展主
题培训行动计划”授课师资专题培训班学员到新郑参观
考察。该市领导吴忠华、李占龙、刘德金陪同。

在新郑市委党校，学员们听取了新郑市委书记吴忠
华所作的题为《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新郑，努力打
造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示范城市》的专题报告。报告就
新郑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初衷与背景、探索与实
践、成效与体会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得到了学员们
的一致认同。

随后学员们参观了新郑市委党校、老年人服务中心、
110 服务中心、薛店镇常刘中心社区。学员们纷纷表
示，参观学习之后，很有收获、受益匪浅，并对新郑的经
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高度赞赏。

倾听移民心声 解决困难问题
本报讯（记者 赵丹高凯 通讯员 李瑞敏）近日，新郑

市领导刘仲利、李志强、康红阳、王建民分组走访郭店镇、
梨河镇移民新村，看望慰问移民群众，给他们送去党和政
府的亲切关怀和问候。

据了解，目前移民群众的生活已经基本稳定，大家开
始满心欢喜地装修新家；帮扶人员也积极引导移民群众寻
找致富项目，鼓励他们干事创业、务工就业。

该市领导叮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视移民为亲人，
及时倾听移民群众心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让移民群众能尽快投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中去，早发展早致富。

推动土地流转 实现统筹发展
本报讯（记者赵地）近日，新郑市政协主席陈莉、副主

席苏铁林一行就该市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该市政协领导希望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尊重农民群众

意愿，强化政府协调作用，积极做好土地流转监督、管理
和服务工作，促进土地流转工作健康发展；要积极探索，
培育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特色农业，推进农民就业现代
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提高土
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增强服务意识
优化发展环境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近日，新郑
市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协调会。该市领导吴
忠华、刘仲利、高林华、李书良、王俊杰、孙
淑芳、李占龙、付桂荣、刘德金、汤晓义等出
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该市重大项目、
重点工程、民生实事、社会管理创新、移
民安置等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并
对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协
调解决。

会议指出，对于重大项目建设，要在优
化环境上下工夫，对投资在 5 亿元以上的
重大项目要抓投入、抓环境、抓进度，对招
商项目要紧跟踪、优服务、促落实，对在建
项目要建立项目评审机制、领导分包机制
和项目手续办理机制，保质量、保工期、早
完成；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重点工程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
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有利于
项目建设的环境。对于水利工程建设，要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水利工作会议精
神，迅速拿出实施意见，抓紧时间确定今冬
明春水利工程建设计划，推进水利重点工
程建设顺利开展。对于社会管理创新，要
抓运转、抓投入、抓管理、抓沟通，更好地服
务民生。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服务意
识，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强力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对于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有关单位要及时发现，积极帮助
协调解决；对于项目落地、建设需要办理
的手续要拉出清单、列出程序逐个解决，
切实加快项目建设，促进全市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

新郑再次入围全国县域
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

本报讯（记者 赵丹）近日，记者获悉，
在 2011 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
上，新郑市再次入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
争力百强。其中，该市综合排名上升至第
63 位，竞争力动态为“相对稳定”，竞争力
等级为最高级别“A+级”。

2010 年，是新郑经济跨越发展、社会
和谐稳定、民生显著改善的一年，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 375 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
达到 43.4 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
16.2 亿元。其中，新区建设日新月异，建
成了轩辕湖水库、老年人活动中心、解放
北路、中华北路、北环路、神州路等基础设
施，确立了中心城区新区的基本框架。龙
湖新城蓄势待发，明确了宜居教育城的战
略定位，塑造了龙湖新城的新形象。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先后有投资 40 亿元的郑
州宏业纺织、郑州一棉，投资 22 亿元的赵
家寨煤矿、王行庄煤矿等 14 个亿元以上
项目建成投产；中储粮大豆油加工、华辕
煤业、石材工业园、北京国瑞城、福建达
利等 46 个 5000 万元以上项目开工建设，
培育了河南鸽瑞、雏鹰农牧两家上市企
业，进一步增强了发展后劲。人民生活
明显改善，围绕十个所有惠民生的目标，
实施了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公交车、免
除高中学生学费行动计划、扩大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覆盖面等实事项目，群众生
活质量明显提高。社会管理不断创新，作
为全省唯一一个入选的县级城市，新郑被
中央政法委纳入全国 35 个社会管理创新
综合试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