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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农政策
8月份省政府出台了《扩大蔬菜出口加快蔬菜产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加快蔬菜产业发展，提升蔬
菜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扩大蔬菜出口。新郑市为加快蔬
菜产业发展，快速推进该市都市区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出台了新政[2011]44号文。就2011年蔬菜产业扶持若干
指导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扶持对象
扶持对象为在新郑市从事蔬菜生产、加工、营销的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组织等。

扶持范围和重点
主要对蔬菜产业的基地建设、设施栽培、标准化生

产、科技和市场化服务给予资金补助；对从事蔬菜生
产、加工、营销带动能力强和对农民增收贡献大的企
业、组织等给予资金奖励。

扶持办法
（一）对蔬菜产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给

予资金奖励
对在年终考核前 3名的从事蔬菜生产、加工和营

销并且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分
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资金奖励。

（二）对蔬菜产业的基地建设、设施栽培、
标准化生产给予资金奖补

1.日光温室。对新建的集中连片20个以上（含20
个）、单个设施在 667平方米以上的日光温室：土墙复
合材料骨架（含土墙竹木结构）的每个奖补 6000元，
砖混钢架结构的每个奖补1万元。

2.塑料大棚。对新建的集中连片30个以上（含30
个）、单个设施面积在 667平方米以上的竹木结构或
钢架结构塑料大棚，每个奖补3000元。

3.蔬菜标准示范园建设。对露地生产面积 500亩
以上，或设施面积 200亩以上，建有冷藏库、蔬菜加工
配送车间，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的标准蔬菜
生产园，每亩奖补500元。

4.新菜田开发。对集中连片 500 亩以上（含 500
亩）的新菜田，每亩奖补 200 元（已享受郑州市新菜
田开发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扶持和新郑市蔬菜标准示
范园建设奖补的，不再重复奖补）。

（三）对蔬菜产业科技研究和信息服务给
予资金扶持

安排专项资金50万元，用于蔬菜名、特、优新品种
和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和高产高效示范创建
工作补贴，以及蔬菜产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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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新郑市最后一批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
82户362名移民落户该市和庄镇钟观社区，这标志着
新郑市安置库区移民工作已全部结束，从去年至今该
市共安置了1098户4500余名移民。

本报记者 李伟彬 刘栓阳 文/图

多措并举

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本报讯（记者 陈扬 赵地）新郑市和庄
镇河赵村村民连艳玲，以前赋闲在家，在该
市劳动部门的帮助下，很快就和康泰塑业
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用工意向协议，如今
她上班已经半年了。谈到新工作，她高兴
地说：“现在工作收入不错，也不累，而且
离家很近，感谢劳动部门帮助俺找到了一
个好工作。”

新郑市搭建就业信息平台，把有创业、
就业愿望、培训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失业人
员、农村富余劳动力等全部纳入创业培训范
围，并根据企业需求对就业人员进行免费技

能培训，帮助创业人员分析市场形势，掌握
创业基本本领和熟悉创业政策法规，引导他
们科学创业、成功就业。同时针对农民工、
大中专毕业生、4050人员等各类求职人员，
市劳动部门通过深入开展“送政策、送服务、

送岗位、送技能”“四送”服务活动，举办各种
大型专场招聘会、开发公共服务岗位等措
施，实现了劳动力又好又快转移。

此外，新郑市还连续举办多期SYB创业
培训班，通过帮助创业者掌握企业经营管理

知识，大大提高了他们创业综合素质和经营
管理能力，为他们创业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据统计，今年以来，新郑市已实现农村
转移劳动力就业 17839 人，就业前培训
11927人，专业技能培训11202人。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每个人都希
望自己的生活安定有保障，对于贫困人群来
说，这种愿望更加强烈。新郑市自推广城乡
低保政策以来，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出发点，
让没有生活来源的低保户，有了一份暖心的
保障。

今年66岁的孟遂长，家住新村镇陈庄
村，妻子患有精神病，孩子正在上学，全家

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生活很困难。2006
年孟遂长一家三口被列入第一批低保对
象，每人每月可以领 90 元的低保金。谈
到这件事，孟遂长高兴地说：“多亏国家
的好政策啊！”

在新郑，像孟遂长这样享受低保的群
众还有不少。为使低保工作真正落到实
处，市民政部门按照动态管理下“应保尽

保、分类施保、特困重保、超标退保”的原
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将符合低保条
件的城乡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对
低保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保证低
保金足额、按月社会化发放；分别在市、乡
镇（办事处）设立专门办事机构，配备专职
工作人员，并对低保家庭中的大病、重病等
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实行分类

救助，提高救助额度，有效保障全市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

此外，新郑市在实施城乡低保阳光操
作的同时，还不断加大审核力度，提高补助
标准。73岁的高西钦孤身一人带着患有精
神病的儿子生活，这些年儿子领到的低保
补助从开始到现在多了近4倍。

据民政部门统计，新郑市城市低保标
准经过多次提标由 1998 年的 100 元，调
整 到 现 在 的 275 元 ；农 村 低 保 标 准 由
2005 年 7 月的 70 元，调整到现在的 180
元 。截 至 今 年 10 月 份 ，全 市 为 9803 户
19666 名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保障金及补
贴 2987.84 万元，有效保障了全市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

一条笔直的柏油路穿村而
过，“六护员”正在路边清除杂草、
平整水沟、修理路肩。新郑市八千
乡湾左村像城市一样干净的道
路，让记者眼前一亮。“这都是俺
村‘六护员’的功劳，生活在这么
干净整洁的环境中，整个人心情
都很舒畅了。”村民左满常告诉
记者。

想知道“六护员”一天是怎样
工作的吗？走，我们到村里去看
一看。

6点半，“六护员”到管理站集
合，开始对村里的各个道路进行
检查。这时，八千乡“六护员”管
理站副站长左书山接到了村民的
来电：“村里的泵坏了，你们过来
看看吧。”挂完电话，左站长大手
一挥，立即带领两个人骑着摩托

车奔往现场。7点多钟了，村里的
每条道路上，还晃动着“六护员”
的身影，除草的，清理垃圾的，修
理路肩的。到了8点钟，“六护员”
们基本忙完手头工作，可以自由
安排忙其他事了。傍晚，“六护
员”再次集中，总结汇报巡查结
果，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内容，并且
安排专人，晚上巡视村庄，基本上
巡视到天亮。这就是“六护员”们
简单却充实的一天。

记者走到陈书民的身边聊了
起来，他是八千乡吕槐村“六护
员”的负责人，家里有两儿一女，
都外出打工了，平常只有陈书民
一个人在家。“以前自己在家也挺
孤独的，当了村里的‘六护员’，和
同事们一起干活，唠唠嗑，遛遛弯，
心情也好了很多。我上午去站上
工作，下午到地里干活，我自己都
种了八亩地呢，有时候农活多了，
咱这站上的同事都到俺家地里帮

忙干活。”看着陈书民发自内心的
笑容，一点儿不像57岁的人。

在八千乡湾左村，村民们谈
起“六护员”，个个竖起大拇指。

“自从俺村有了‘六护员’，群众的
公共财产有了专人看护，村民放
心多了。特别是村里环境，跟城
里的没啥区别，干净啊。”村民左
智乐告诉记者。

“‘六护员’都是俺村群众挑
选出来的，经过培训才担任六护

工作的。各个素质都很高，值
班、扫地、修路，都很积极。”已经
上岗快一年时间的八千乡“六护
员”管理站副站长左书山告诉记
者，不管刮风下雨，大伙儿都会
到各自分包的点上看看，如果发
现了问题，就及时上报和处理，
这样做不仅及时控制了村里各
个方面的问题，也使村民们更放
心了。

“现在，加上政府发放的工资
和村里的补贴，一个月能拿到六
百块钱呢。政府设立‘六护员’，
使我们这些年纪大又不能外出打
工的人，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还
减轻了家里负担。我们也不为
钱，只为了让村庄更加整洁干净，
让村民们住得更加舒心。”左站长
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新郑市
选派党员领导干部到村（社区）担任第
一书记工作启动以来，任职干部按照

“筑强堡垒、创先争优、促进发展、维护
稳定、构建和谐”的目标要求，切实履
行第一书记职责，深入走访群众，认真
开展调研，及时掌握情况，理清工作思
路，为民办事、帮民解忧，赢得了群众
的广泛赞誉。

他们及时与各乡镇（街道、管委
会）搞好对接，坚持身入基层、心入一
线，调查了解情况，研究制定工作思路
和总体规划；把开展村容村貌卫生综
合整治、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工作着力
点和突破口，切实解决农村脏、乱、差
等突出问题，努力塑造村容整洁、秩序
井然、生态良好、乡风文明的农村新面
貌；国庆节前后，各第一书记深入老党
员、老军人、老干部、劳动模范、特困户
和留守儿童家中进行走访慰问，把党
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他们手中。
结合新郑市十月份开展的“关爱民
生·真情十送”活动，各第一书记向村
里群众广泛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
策，力争实现应保尽保；协助组织村

“两委”换届选举等工作。
该市郭店镇双岭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高宏伟针对该村小学尚未建成，学
生要到五里口上学外出不安全的问
题，协调镇政府机关干部班车，一天往
返四趟集中接送移民村的孩子，解决
了孩子上学难问题；辛店镇军李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毛红军详细了解该村的
民生、稳定、生产、生活情况，通过梳
理，明确了近期工作重点：加强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实现自然村村村通公
路、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观音寺镇
唐户村第一书记田延辉在了解到该
村排水难问题后，及时协调钩机一
台，组织党员干部对村里 8 处出水
口、400多米排水沟进行了整修；新村
镇新村村第一书记付建峰在了解到
贫困户陈改发的家庭情况后，对记者
说：“我们不仅要给群众输血，还要积
极帮助群众造血。在今后工作中，我
将按照‘促进发展、构建和谐’的要
求，坚持以民为本，发挥群众优势，早
日使村里群众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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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哪里来的专家呀?离咱这远不
远啊？”

“检查得真准，我这老毛病可得跟你好
好念叨念叨！”

……
近日，记者在新郑市一敬老院内看到

这样的情景：一群老年人围在医生旁边,高
兴地询问着、交谈着。原来,这是河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组织的义诊活动：把健康送到
老人身边，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
质的医疗服务。

“一到敬老院，他们就迅速布置好义诊
现场，进入工作状态，你看这三个专家组，
内科、眼科、耳鼻喉科，都是针对老年人身
体特点设置的，很贴心呐!”敬老院负责人
激动地说。

“降压药要坚持吃，不能血压降了就不
吃……”秦建岭医生正在给王奶奶讲吃药
的注意事项，王奶奶耳朵有点背，为了能让
她听清楚自己说话，秦医生贴在老人耳边
沟通交流。

但并不是所有的老人身体状况都是良
好，在给孙大爷做检查的时候，几位内科大
夫的脸色渐渐凝重起来，孙大爷一直有高血
压、冠心病，还曾经得过一次轻微脑梗。两
天前开始高烧不退，到昨天晚上，言语迟钝，
下肢也突然不能自由活动，已经出现脑梗
死的初期症状，时间不能再拖延了。在通
知院方及家属后，邵护士长随即给医院打
去电话要求救护车出诊，5分钟后救护车接
到了孙大爷。随后赶来的家属拉着邵护士
长的手说：“多亏你们今天来义诊，发现得
早，不然可怎么办呀！”据悉，现在孙大爷已
在医院接受全面的检查和治疗，身体情况
基本稳定。

眼科组罗志强大夫对老人们挨个儿
进行了一遍检查，对检查有问题的老
人给出了针对性治疗的建议，同时还
热 心 给 老 人 们 讲 解 平 时 爱 眼 护 眼 的
小窍门。耳鼻喉小组，邓春光大夫正在
给一位吞咽困难的大爷做针灸治疗，他
随车带来很多小型治疗器材，邓大夫

说：“老年人腿脚不灵便，耳鼻喉有点
小毛病，咱尽量现场能给治疗的就现场
治疗。”

一个下午，医务人员先后为 60多名老
人测血压、量体温、查心率、开处方，耐心地
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和饮食情况，并针对
老人不同的生活习惯，提出科学、合理的建

议。义诊检查结束了，专家们却没有立刻
离开，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老人中间，陪老
人拉拉家常、谈谈心。

据悉，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计划在一
个月内将新郑市所有敬老院逐一走访，让
义诊走进每个敬老院里，将健康送到每个
老人身边。

“六护员”的一天
本报记者 王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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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乡情带到新家。 临行前，亲人嘱托记心上。

10月30日，在新郑市和庄镇崔黄庄村村委大
院，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据悉，新
郑市换届选举领导小组严格落实各项制度，确保了
全市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稳步推进，截至11月1
日，278个村顺利产生了选委会，265个村选举产生
了新的支部委员会。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