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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余红洲
赵晓聃）在刚刚闭幕的省九次党代会上，省
委书记卢展工在参加郑州代表团分组讨论
时强调“郑州市要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挑
大梁，走前头’”。作为郑州都市区组成部
分的登封市准备怎么做？登封市给出的答
案是：按照建设郑州都市区的要求，主动融
入、突出特色，全力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
城，努力把登封建设成为郑州都市区的文
化旅游特色功能区。

“登封位居天地之中，在郑州都市区建
设中正凸显着积聚优势和后发优势，可谓
中流击水、举足轻重。”中共登封市委书记
王福松正是从中原经济区的国家战略层面
来定位登封，登封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
郑州都市区中的重中之重。

围绕这一发展定位，登封市按照全市
一盘棋，城乡一体化，组团式规划、片区式
开发的工作思路，着力加快“一城”(即天中

旅游新城)、“三区”(即中心城区、登封新区、
旅游新城)、四组团（即卢店唐庄组团、告成
阳城组团、大冶组团、大金店东华组团）的
建设步伐。一是在加快中心城区建设中，
登封市坚持“规划先行，项目带动，政府扶
持，市场运作”，高起点规划，建设精品城
市。二是扎实推进“迁村并城、合村并镇”
工作，加大对全市闲置土地的清理，多途径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三是大胆探索创新融
资模式，在加大各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推
广应用BT、BOT等多种模式，加强登封建
投公司、澳洲联邦村镇银行以及博奥、银
融、弘鑫等融资机构建设，广泛吸纳各类资
金投入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

坚持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登封市严格落实四大班子领导“分
包项目责任制”、“首席服务官制”、“全程代
办制”、“联审联批制”等制度，重点抓好天中
旅游新城、国际汉语推广武术培训基地、禅

宗少林.音乐大典二期工程、港中旅旅游小
镇等一批文化旅游项目。该市每年市财政安
排3000万~5000万元设立文化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用于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建设的奖励、文
化旅游企业发展的扶持、重大文化旅游产业
规划编制修订、文化旅游宣传促销展示和嵩
山文化宣传及普及等工作。目前，禅宗少林
音乐大典二期、国家汉语国际推广少林武术
基地建筑主体施工已完工，郑大嵩阳国学院
一期征地拆迁工作已经结束，登封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三馆及人民广场建设第三期拆迁进
入后期，三馆建筑设计工作正在进行。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登封市规划投资
360 亿元打造“天地之中”旅游新城；投资
150亿元的登封圣城历史风貌修复等超百
亿元项目 4个；投资 50亿元的嵩山文化产
业园区、投资 40亿元的风情小镇与休闲村
落建设等超10亿元项目6个。重大文化旅
游项目达150余项，投资额达1200亿元。

找准郑州都市区建设中自身定位

登封建设旅游功能区

领导重视抓宣传

大冶镇专门成立了以镇党委
书记郑振武任政委、镇长王志斌
任指挥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指
挥长，相关单位负责人任成员的
创建郑州市林业生态镇工作指挥
部，并制订下发了《大冶镇 2011
年林业生态镇建设实施方案》，围
绕生态镇建设标准，将各项任务
层层分解落实。指挥部下设办公
室，具体组织创建工作的实施和
督导协调。各村也严格按照要
求，结合自身实际，成立了相应组
织，为创建林业生态村、镇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措施到位抓落实

2008 年以来，在上级林业部
门的具体指导下，大冶镇党委、政
府把提高森林覆盖率、建设林业
生态镇，改善生态环境作为一项
民生工程和重点工程来抓，下大
力气在林业政策、组织机构、队伍

建设和资金保障等方面给予了重
点支持和倾斜，严格按照创建郑
州市林业生态镇标准，对照创建
目标，结合地理特征，层层分解，
落实责任，制定了严格的奖惩措
施，分别开展了网络绿色通道绿
化、生态廊道绿化、山区防护林建
设等有关工作，确保了生态建设
工作的顺利开展。

加强管护抓精品

随着造林绿化力度的不断加
大，林区面积的不断扩大，造林管
护任务也显得日益繁重。因此，近
年来大冶镇积极采取措施，不断加
大对辖区内林区的管护力度。加
大林业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并根据
工作需要，组建了 50人的专业森
林消防队伍，确保了生态建设的安
全。同时，该镇加强了古树名木保
护。目前，大冶镇共有古树名木
23株，这些古树为研究大冶镇的
历史、气象、水文、地理以及植物等

学科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和依据，
为切实保护好这些古树名木，按照
登封市古树名木保护办法，对所有
古树名木进行了拍照、建档和挂牌
保护，建立健全了古树名木档案，
明确了保护单位和责任，落实监管
保护措施，严禁各种破坏古树名木
行为，古树名木建档保护率达到
100%。

近年来，大冶镇先后聘请了
河南省林业规划设计院和郑州市
林业局专家、工程师对全镇林业
建设进行了全面、长远的设计和
规划。把荒山绿化、道路绿化、镇
区绿化全盘纳入镇林业发展全体
规划。全镇累计投入资金近 1亿
元建设了十二大精品工程：如香
山省级森林公园和朝阳沟郑州市
级森林公园等。通过十二大精品
工程的实施，全镇的绿化覆盖率
明显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镇
区的面貌焕然一新，镇区的品位
不断提升。

香山省级森林公园。香山省级森林公园。

打造生态乡镇 构建绿色家园
——登封市大冶镇创建郑州市林业生态镇纪实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于汝涛刘二超 文/图

近年来，
为响应省、市
党委政府改
善人居生态
环境号召，提
高全镇人民
的居住生态
环境，登封市
大冶镇党委、
政府在人力、
物力、财力等
方面投入巨
大，创建林业
生态镇，提高
森林覆盖率，
构建生态绿
色家园。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
讯员王吉东文/图）“这件棉袄
我穿着大小正好，暖和，真暖
和。”近日，一些登封志愿者将
募捐到的 160多件棉衣，送到
了在产业集聚区新登电热陶瓷
项目工地上的建筑工人手中。

据一位志愿者介绍，气温
骤降，冬季悄然走近。有一些
人家中有一些闲置的衣物，有
些甚至是一次都没有穿过的
新衣服，这些衣物闲置家中不
穿 ，扔 了 又 浪 费 ，成 了“ 鸡
肋”。而对于一些人而言，购
买棉衣动则一件上千元，少说
也得几百元的费用。人行其
善，物尽其用。所以，登封志
愿者发起了“让我们一起温暖
过冬”闲置衣物捐赠倡议，把
闲置的棉衣物捐赠出来送到
需要的人手中。

倡 议 发 出 短 短 一 周 时
间，就收到了志愿者捐赠的
160 多件棉衣物。“我们之所
以把第一批棉衣送到产业集
聚区建筑工地上来，是因为
这些建筑工人都是为了建设
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好产
业集聚区不仅关系到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城市建设、新
型农民社区建设，而且关系
到全市未来的发展。随后，
我们还将接收到的衣物，分
类送到山区小学、敬老院等
需要的人手中，用我们闲置
的衣物温暖他们的心，让他
们感觉到这个冬天是那么的
温暖。”志愿者们说。

看我穿着多合身？

近日，“少林武术气功表演
暨文化学术交流会”在嵩山少林
寺武僧团培训基地举行。来自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多名学
员参加了精彩的气功表演和学
术交流。 据了解，少林气功是
在医疗气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一种独特气功。历代少林寺
僧辛苦研练，并取院外众师之长
逐步完善，现已成为少林武苑的
一朵奇葩。图为日本代表队的
气功表演。

通讯员 王晓慧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 赵进
朝）金秋时节，记者到登封市颍阳镇采访，规模
宏大的现代化鸡舍、猪舍、牛舍，在秋收后的旷
野间一处处、一排排、一片片展露眼前，畜牧业
强劲的发展态势让人震撼。

颍阳镇长期以发展粮食、烟叶、核桃等种
植业为主，群众虽有发展畜牧业的热情，但靠
农户散养一直形不成规模和市场优势。2009
年 4月，计划总投资 3亿元，由该镇河南书青牧
业有限公司与山东六和集团合作成立的登封
六和养殖有限公司奠基开工，这是郑州市最大
的农业合作项目，也是登封市首次从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企业引进的项目。当年，颍阳镇一举
跻身郑州市畜牧业发展先进乡镇行列；次年，
河南书青牧业有限公司荣获省政府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称号。

登封六和的做大做强，产生了积极的示
范和集聚效应，吸引来更多的农业企业来颍
阳投资建场。2009 年，东阳畜牧有限公司和
泰亮畜牧有限公司等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带动全镇年出栏生猪 9 万头、牛 2000
头；2010 年，投资 500 万元的国鑫商贸公司
兴隆养牛场存栏 500 头肉牛项目在颍阳落
地；如今，正邦公司两个养猪项目刚刚开工，
又传来书青牧业将与山东六和携手新建大
型种猪项目的消息，畜牧产业在颍阳呈现出
了多增长极的爆发式发展态势。

为实现畜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颍阳镇政
府和企业一块制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的发展战
略，树立了五年内实现屠宰、饲料、兽药等一体
化服务的目标，书青牧业针剂兽药项目正在与
江苏方面进行洽谈。颍阳镇党委书记焦春生
说，颍阳镇将努力跻身全省畜牧业强镇的前排，
进而向国家级农业强镇迈进。

本报讯（通讯员 尚宏伟蒲军霞）日前，登封
市宣化镇村民周某从张某手中接过9万元赔偿
金，两家人冰释前嫌，握手言和。这是宣化镇司法
所成功调处的一起历时8年的医疗纠纷案。今年
以来，该所充分运用“三调联动”（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协调工作）机制，协调相
关部门深入开展大调处，成功调解医患纠纷1起、
人身损害纠纷1起、矿群纠纷1起、交通肇事纠纷
3起，受到群众普遍好评。

2003年3月，周某因家庭琐事喝农药后到村
医张某（无医师资格证）的诊所输液时引起不良
反应，经郑州市某医院抢救后，由于药物过敏反
应致使周某双目几近失明。周某家人认为这是
张某用药不当所致，要求赔偿损失4000元，而张
某认为是由于周某喝农药所致，只愿拿出 1000
元作为补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被告张
某赔偿原告周某人民币11万元。但张某以种种
理由拒绝赔偿周某，周某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人民法院依法对张某实施拘留，张某被释
放后仍然拒绝赔偿，两家的积怨越来越深。

镇司法所、法庭等部门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主动上门调解，分析这起纠纷的起因和矛
盾点，决定对张某进行教育引导。经过多次苦
口婆心的劝说，张某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原告周某也作出让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张
某赔偿周某现金 9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袁俊峰 张
朝晖）昨日，记者从登封市公安局“清网行
动”办公室了解到，经过 17 年锲而不舍的追
踪，登封警方 10 月 30 日在洛阳市孟津县一居
民小区，成功抓获潜逃 17 年之久的故意杀人
犯罪嫌疑人乔振兴。

1994年 10月 8日，登封警方接到告成镇村
民乔某报案称，因为门前厕所纠纷，村民乔振兴
用猎枪打死了乔某的儿子后潜逃。案情重大，
登封市公安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
展开侦破工作，但是由于缺乏线索，案件进展艰
难。但 17 年来，警方从未放弃对乔振兴的抓
捕。今年“清网行动”开始后，登封市公安局告
成派出所再次对此案多年来收集的线索进行梳
理摸排，判定乔振兴潜藏在洛阳市孟津县。10
月30日下午，所长孟宏钦带领民警火速赶赴洛
阳市孟津县，出其不意将乔振兴控制。此时乔
振兴正仰躺在沙发上睡觉。

“我先是逃到洛阳市关林，在一家电气焊门
市打工，老板管吃管住，一个月给我300块钱。”
乔振兴交代说，在关林藏匿的6年时间里，他终
日提心吊胆，才二十多岁的年龄就成了秃顶，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忘掉过去，忘掉那一幕，看
电视我都不敢看打仗片，不敢听见枪响。”

9月份以来，送表矿区投资8万多元新增
760个清洁环保的垃圾箱方便村民生活垃圾集
中处理，截至目前已经摆放360个。图为梁庄
村村民在家门口使用新型垃圾箱。

通讯员 王晓慧 摄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孙春霞）记者
昨日从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了解到，2011 中岳文化庙会 10 月 31 日
拉开帷幕，将持续到11月10日。

中岳文化庙会是嵩山地区规模最大的庙
会，每逢庙会举办，前来赶会者人潮涌动，络
绎不绝。中岳庙会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老的
习俗，如“拴娃娃”、“拜干爹”、“摸铁人”等，还
有许多民间演出团体自发从全国各地赶来，
如舞狮子、旱船、高跷、火龙舞等民间艺术舞
蹈表演。在这里，您还可见到长命锁、玉如
意、宝葫芦、香袋、避邪剑、生肖石等纪念品。

业内人士认为，中岳文化庙会使得古老
的中原民俗得以传承，庙会文化推动了民俗
文化发展，不但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促进了
民间艺术交流，也大大提升了嵩山文化旅游
品牌知名度。

本报讯（通讯员李旭东王晓霞）“电业局来
我们公司帮助我们排查安全隐患，让我们踏实
多了，真是非常感谢。”昨日，登封市电业局组织
人员到重要客户单位排查用电隐患，当郑州新
登集团新登煤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看到该局的技
术人员认真细致地进行检查后连声表示谢意。

为向客户提供主动、超前的个性化服务，
登封市电业局创新服务理念，拓展服务渠道，
针对重要用电客户开展了“零距离”安全用电
服务工作，排查用电隐患，提供用电服务。

该局重点对72家高危及重要客户进行了
安全隐患排查和提供安全用电专业服务，主
要针对用户线路、设备运行状况，重点对企业
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的配置状况、配电
房等场所的消防设备装配情况进行了检查，
同时对电气接线、重要用电设施明细、设备安
全情况等重要数据进行细致的了解和摸底。

本报讯（通讯员刘国强）进入三秋以来，为从
源头上解决农作物秸秆焚烧问题，登封市积极探
索建立以政策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农民群众广泛
参与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长效机制。

今年，登封市财政专门拿出专项资金
587万元，按照每个农作物秸秆回收加工点5
万元和夏季每亩3元、秋季每亩10元的标准，
对采用机械化秸秆还田、秸秆青贮、秸秆回收
加工等方式实现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奖
补，各乡镇区、办事处在此基础上也拿出近
300万元进行奖励补助。

据统计，今年三秋期间该市新建1000吨
以上农作物秸秆青贮点 6个，新建 2000吨以
上回收加工点 3个，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面
积占种植面积的 60%以上，从而大大减少了
农作物秸秆焚烧现象。

日前，登封市工商局走进小学校园，向小
学生讲授食品安全知识，包括调味面制品、麻
辣小食品等存在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
等问题。工作人员还让学生参观查处的不合
格食品，教他们如何辨别不合格食品。

通讯员 付晓珠 摄

中岳文化庙会启幕

心系重要客户
排查用电隐患

登封力促秸秆综合利用

引大项目 做大产业

颍阳畜牧强镇露新容

三调联动解纠纷
八年积怨一朝消

畏罪潜逃 17年
杀人嫌犯终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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