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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 风力东北风3级 温度最高3℃最低-3℃ 降水概率 2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哥嫂不去深圳了
本报记者 张乔普

“五一放假回来，记得带个好相机给大哥家拍张全
家福。”昨日上午，把我送上回郑的长途车，大嫂隔着窗
户大声嘱咐着我。

“你又不再去深圳了，还怕兄弟没时间给你拍个照
片？”大哥笑着拍拍大嫂的肩，朝我挥挥手。

腊月二十九上午刚到家，十来年没见面的大哥、大
嫂就迎了上来，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自从2001年我来
郑州上大学、大哥大嫂去深圳打工，他们两三年才回家
一趟，还不固定时间，我们几乎没再见过；大哥、大嫂去
深圳那一年，大侄子刚刚会走路，现在孩子已经“蹿”到
一米多高，马上就该上中学了。

“老三，你大学里不是学过摄影吗，我记得你有一
个好相机呢，今年给俺家拍张全家福吧。”还没等我在
家把凳子暖热，大嫂就跟我提了要求。

大学里，新闻摄影是专业课，那时候我有一台凤凰
相机，大三那年春节带回家，给老少爷们留下了不少照
片。没想到十来年过去了，大嫂还惦记着我的相机。

“出去十来年，孩儿都不认识我了。孩儿记事以来第一
回团圆，想留个纪念。”大嫂说出了缘由。

“没学历、没技术，只能干体力活，一个月一千七
八，除去房租、饭钱，落在手里也没几个子了。”去深圳
十年，嫂子打工的工厂换了两三家，从生手练成熟练
工，工资年年涨，却一直没突破过两千。“一到过年回不
来，想孩子想得哭，我就跟你哥说，啥时候咱要能在家
门口打工就好了。”

去年秋天回来后，大嫂忽然发现周围很多跟她年
纪差不多的农村妇女都有了稳定的工作。“连个聊天的
人都找不来”的大嫂终于没能闲几天，就让邻居小姑娘
把她也带到了县里新开的皮鞋厂。“一个月一千四五，
是没深圳那时候多，不过在家吃饭不用花钱、住在自己
家不用再掏房租了，这样算下来，落在手里的比在深圳
打工挣得还多。”

嫂子新工作的地方就在县城北面，县里新建起来
的省级产业集聚区里。厂子离家也就四五公里，骑电
动车用不了半个小时。包括嫂子现在打工的鞋厂在
内，现在集聚区已经有3平方公里的规模，汇集了十余
家卫生用品、服装制鞋企业，拴住了不少曾经南下打工
的年轻人。

更让大嫂高兴的是，个头几乎赶上她的儿子，也开
始认她这个妈了。“以前出去时间长，孩子跟我都没感情
了。现在能在家门口挣钱养活孩子，说啥也不离开了。”

记者从省政府网站上了解到，目前我省各个县市，
已经建设起来百余个产业集聚区。这些星罗棋布在中
原大地城乡的“工业企业孵化器”，在壮大我省县域经
济、就地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孩子
再也不用当“留守儿童”了。

乡村半日怀旧游
本报记者 党贺喜

今年在辉县老家过春节，多少过出点新意来——
新意来自在北京工作的大侄儿的“创意”，他是开

着车子回老家的。大年初二下午，大侄儿突发灵感：安
车当步，带着年届九旬、行动不便的奶奶到周边村庄转
一转，也算怀旧之旅吧。我们一家三口作陪。

车子开到村西头，眺望太行山，令我惊喜的是，那
天居然能看到大山的轮廓了。路标显示，我们村距离
山西晋城只 60 公里。小时候，站在田地里，眼睛一睁
一闭就是 60 公里外的太行山。后来，渐渐地，就是再
瞪大眼也看不见大山了。

八十亩地、所可楼、太平庄……这些儿时熟悉的村
庄在眼前一个个闪现。老母亲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乡村
导游，说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儿，却很亲切。对我而
言，因为熟悉而陌生，路宽了、楼多了、车密了，儿时记
忆和眼前场景相叠加，多了几分“穿越”感。而儿子和
妻子，那简直是真正的乡村游游客。

九圣营，曾经是我家亲戚扎堆儿的“大本营”，光姑
姑就往这个村嫁了两个。想当年，小姑家中极其贫寒，
弟兄几个每年去拜年都要因为派饭而抓阄，谁都不愿
去小姑家吃饭。有次我不幸“中奖”，还特意嘱托大哥：

“跟二姑说一声，一定给我留点好吃的啊！”如今，姑姑
早已作古，村内偶尔留下的断垣残壁尚能依稀可辨他
们曾经的院落。

“现在你小姑家的孩儿们可不像从前了，俩儿子都
有面包车开啦。”老太太在一旁“旁白”着。

远近闻名的百泉风景区是我儿时的旅游胜地。它
背靠苏门山，面朝百泉湖，完全是颐和园的“缩微版
本”，因此有“小北京”之雅称。只可惜，青山依旧在，清
泉不再流。卫源庙、涌金亭这些标签式的景点已成过
往。偌大的百泉湖，因为水位急剧下降，早已干涸，湖
底儿荒草一片。而曾经的百泉湖，泉水喷涌，鱼翔浅
底，拱桥相连，泛舟其上，其乐融融。只可惜，当我把这
些恍如昨日的场景描述给儿子时，他只能当做童话去
极力想象了。

好在听当地新闻节目说，俺县去年的财政收入已
突破 16 亿元了，而且南水北调工程告竣后，将再次为
百泉湖输水，湖光涟漪将会“情景再现”。这不禁让我
多了几分期待。

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迈进
——致省会市民的感谢信

尊敬的市民朋友：
2011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表彰大会上，郑州荣膺“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正式跨入全国文明城市行
列。每一位省会市民对此无不欢欣鼓舞、
引以为豪。

在这收获荣誉的喜悦时刻，我们深
知这是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
驻郑各单位关心支持的结果，我们不能
忘记历届各级党委、政府、各职能部门的
创建接力，尤其不能忘记广大基层干部
群众的艰辛付出。在此，我们代表郑州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郑州警
备区，向为郑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
积极贡献的广大市民朋友，向关心支持
和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社会各界、各级
各单位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启动十
多年来，省会人民咬定目标不放松，无论
行业、无论老幼，大家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十年冲刺、十年甘苦，打了一场持久
战、攻坚战。从中央驻郑单位、省、市到
区、街道、社区，各级干部、各界群众无不
倾其全力，为城市文明增光添彩，古都商

城处处荡漾着文明新风。以创建促全局，
以创建惠民生。郑州的天在变蓝，水在变
清，城市面貌日趋靓丽，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我市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科技进
步先进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等诸多城
市荣誉。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龙头
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发展、科
学发展。

拥有全国文明城市这份殊荣，是中
央文明委对郑州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
是对郑州市民文明素养的最高褒奖，更
是对郑州传承中华文明、引领道德风
尚、加快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的
巨大鞭策与鼓舞。但我们不能忘却这
份殊荣面前更大的责任和压力。对照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标准，我们还有
着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道路破损、窨
井盖塌陷、占道经营、车辆行人违章等
现象依然存在，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脏
乱差、违法建设等问题还较为突出，乱
闯红灯、乱穿马路、乱停乱放等现象还
比较严重，少数人文明素质、窗口单位
服务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党政机关

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还需大幅度提高，
人居环境仍需进一步改善……这些问
题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抓紧解决。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根本目的是为了
让市民更满意、让城市更文明。文明创建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必须用更高标
准、更大决心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开展创建
工作，持续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持续提升
市民文明素质，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努力
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迈进。

郑州的文明建设跃上一个新高地，同
时又处在一个新起点。

为了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迈进，我
们应当珍视荣誉，继续拼搏。文明城市是
形象，也是品牌；是环境，也是资源；是软
实力，也是生产力。省会各界和广大市民
要倍加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倍加珍
惜文明城市创建的大好势头，一如既往地
关心、支持、参与创建工作，为创建工作不
断注入新的活力。

为了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迈进，我
们应当从我做起，躬身实践。文明城市呼
唤文明市民，文明市民创造文明城市。广
大市民要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

自觉践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
会主义荣辱观，自觉加强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积极参加
文明志愿服务活动，说文明话、办文明事、
做文明人，争做文明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为了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迈进，我
们应当携手同行，众志成城。广大党员干
部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树立“为民、务
实、清廉”形象，当好文明创建排头兵。
各窗口单位要遵守职业道德，诚实守信、
服务群众，展示文明城市形象。各行业、
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创新活动载体，建立
长效机制，以创建促全局、以创建惠民生，
让广大市民共享文明创建成果。

我们相信，有省会各界、广大市民的
积极参与和不懈努力，郑州的城市文明一
定会上升到更高水平，郑州也将更好地担
当起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挑大梁、走前
头”的光荣使命，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连维良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马 懿

2012年1月29日

项目引资双带动

经开区“策马扬鞭”建新城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赵荣

王倩）日前召开的经开区年度工作会议
上传来喜讯，刚刚过去的2011年，经开区
以地区生产总值118.6亿元的成绩，交出
了一份郑州都市区先进制造业新城建设
的漂亮成绩单，实现了“十二五”的良好开
局。2012年，经开区将坚持项目引资双带
动战略，着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城市形象
力和区域综合实力，策马扬鞭再创先进制
造业新城建设新业绩。

2011 年，经开区预计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118.6亿元，增长51.6%；完成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108 亿元，增长 30%；完成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20 亿元，增长

130%；完成财政总收入 41.41 亿元，增长
78%；全年新开工东风日产郑州 60 万台
发动机项目、龙工中原生产基地项目、国
控宇飞触摸屏盖板玻璃原片生产线项
目、富士康二期标准厂房建设项目等重
点项目 25 个；竣工投产郑煤机高端液压
支架电液控项目、中铁盾构设备基地项
目、郑州双汇食品工业园项目、宇通5000
台客车专用车产能提升项目（一期）、海
马年产 15 万台发动机项目等 13 个重点
项目。以东风日产、海马为龙头的汽车
及零部件制造产业，以富士康电子为龙
头的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以河南龙工、
中铁隧道为龙头的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

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2012年，经开区将以中原经济区、郑

州都市区建设全面提速，国务院《指导意
见》提出把郑州建成汽车生产基地为契
机，坚持实施项目引资双带动战略，努力
实现“弯道超车”。突出滨水新区开发和
商业文化宜居区改造提升两大重点，着
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城市形象力和区域
综合实力，持续求进，积极作为，加快建
设郑州都市区先进制造业新城。

项目带动方面，将通过“跟踪引进
一批、开工建设一批、加快推进一批、完
善提升一批”，掀起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新高潮。 （下转第二版）

全市旅游进账12.67亿元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彭
利凯）晴好的天气为市民春节出游
提供了难得良机。市假日办昨日发
布的重点统计和抽样测算数据显示，
长假7天，我市共接待游客233.47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67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8.13%和10.04%。

生态休闲景区火暴
春节期间，我市生态、休闲、娱

乐型景区异常火暴。其中，丰乐农
庄接待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8%；世纪欢乐园接待游客5.54万
人次，同比增长 1.54%，门票收入
266.4万元，同比增长1.89%；浮戏山
雪花洞接待游客 0.74 万人次，同比
增长4.39%，门票收入30.62万元，同
比增长7.64%；海洋馆接待游客2.06
万人次，同比增长23.62%，门票收入
189.5万元，同比增长21.71%。

民俗文化红红火火
节日期间，“春满中原”商都民

俗庙会吸引市民来到主会场——金
鹭鸵鸟园及黄河富景生态园、大众
生态健身园、城隍庙等分会场。该
庙会还与北京朝阳公园、南京夫子
庙、西安芙蓉园、成都武侯祠开展了

“东西南北中”春节庙会大联动。据
统计，4 个举办庙会的景区日游客
接待量超过 1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以上。其中金鹭鸵鸟园共接待
游客3.49万人次，同比增长7.59%。

以春节为主题，各景区纷纷推
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黄帝
故里举行敬香祈福活动及拜祖活

动，康百万庄园举办“许愿墙上祈洪
福”、“龙腾虎跃抢福海”等活动。浮戏
山雪花洞举办“智力灯谜竞猜”、“脑筋
急转弯”等新春活动。绿博园举行
2012郑州绿博园彩灯艺术节，49组大
型绚丽灯组将绿博园分为6大主题灯
区，使整个园区成为“不夜城”。

都市旅游产品走俏
随着“郑州人游郑州”、“郑州

一日游”活动渐入人心，越来越多
市民热衷携亲带友游览绿城美景。
郑东新区 CBD、茶城、古玩城、花木
城等处游人如织。郑东新区节日期
间吸引游客 5 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15%以上。人民公园、碧沙岗公园、
大河广场、如意湖文化广场等依托

各大广场公园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吸
引众多市民。

市旅游局启动的 2012“欢乐健
康郑州游”市场效果良好，选择健康
游的游客比往年增加，大家纷纷通
过爬山、出游、骑自行车等方式到近
郊旅游。春节期间，嵩山少林、康百
万庄园、商都庙会等景区出现不同
程度的汽车拥堵。抽样调查显示，
游客短线自驾游的比重占全市接待
总量的 75%以上，同比增加 5 个百
分点。

又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
省假日办获悉，春节长假期间，全省
共接待游客 1129.9 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46.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6.1%、20.5% 。

公路民航客流平稳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

讯员 郑文鹏 汪军）记者从公
路、民航方面获悉，春节 7 天
省会客流平稳，目前部分城
市机票依然“紧俏”。

民航方面，7 天里郑州
新郑国际机场共运送旅客
约 20 万人次，其中 1 月 27
日进出港旅客 33268 人次，
是 7 天假日中的最高峰。今
年春节假期，热点城市依然
很“热”，旅客出行城市依然
集中在海口、三亚、昆明、广
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大都
市或旅游城市，以探亲、旅
游、返乡为主。目前部分城
市机票依然“紧俏”，从郑州
飞往广州、深圳、上海、海
口、三亚等城市的机票比较
紧张，而从海口、三亚、上

海等城市返回的机票更是
紧张。

公路方面，由于春节期
间天气晴好，我市公路客流
平稳，尤其是大年初二在铁
路客运暂停的情况下，郑州
交运集团积极组织，长途汽
车中心站和二马路汽车站当
天共发送旅客2.3万人次，同
比增长 43%；发班 715 班，同
比增长 49%，确保了全天旅
客出行平稳有序，安全顺
畅。从正月初六开始，市内
各汽车站客流开始小幅攀
升，主要是省内各地市的来
郑客流及发往江浙地区和广
东地区的加班客流，大部分
是上班族。据介绍，从正月
初九以后，公路客运将逐渐
形成小高峰。

本报讯（记者 汪辉 通讯
员 徐淑玲）春节长假期间，我
市 120 依旧忙碌。据统计，从
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六上
午，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共
接到 120 求助电话 1087 次，
接诊926人，其中占据发病前
列的分别为心脑血管、烟花
炸伤、交通事故、酒精中毒等，
发 病 率 比 去 年 总 体 下 降
30.42%。

据介绍，今年春节期间，
120接诊心脑血管患者199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97人，
下降32.8%，但占总体接诊患
者数据的两成多；接诊烟花炸
伤患者 195 人，其中，57 人住
院，总体情况比去年同期下降
38.49%；接诊酒精中毒人数
114 人，与去年相比仅下降
12%。

春节是探亲访友的高峰
期，交通事故屡有发生。据
统计，7 天里 120 紧急救援交
通事故 141 人，总数比去年
同期下降29.15%。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
员 侯栋）春节黄金周期间，
我市天气晴好，市场繁荣旺
盛，餐饮业红火。据市商务
局市场运行监测处监测，长
假期间，我市 11 家大型商业
企 业 共 实 现 销 售 额 3.3 亿
元，同比增长 63.7%；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正常，粮食、
食用油、蛋类等价格平稳，
未出现大的价格波动。

商业龙头企业继续引
领消费增长。黄金周期间，
大型商业企业凭借商品资
源、经营管理资源和经营环
境资源等优势，继续主导市
场销售，吸引主流消费者，
对市场的拉动效应明显。
从消费热点来看，主要集中
在食品、副食品、名烟酒、服

装、床上用品、化妆品、钟表、
鞋包、工艺品等品类。家电
行业销售与去年相比，除了
数码和通信产品有小幅提
高，其他均有不同程度下滑。

餐饮业持续火暴。春节
期间，我市餐饮业呈现火暴
场面，各大餐饮企业均出现
一桌难求情况。春节前夕，各
大酒店、饭店已很难预订到
包间，各饭店均以聚餐包桌
为主，散客较平时减少。监测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我市餐
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0.4%。

又讯（记者 成燕 实习
生 李晨煜）据省商务厅监测
数据显示，1月22日至28日，
全省实现消费品零售额约252
亿元，同比增长 21.2%，增幅
高于去年同期1个百分点。

春节黄金周

绿城街头春意盎然，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给市民的节日平添了不少欢乐。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