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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新郑大地一派繁忙景象，勤劳的
农民抓住天气回暖、土壤墒情好的有利时机，迅
速开展了以麦田管理为主的春管春耕生产，争
取再夺一个丰收年。

图① 辛店镇柿树行村农民忙着麦田除草。
图② 城关乡田庄村农民王中甫忙着播种温室

豆角，温室大棚蔬菜种植使他增加收入2万余元。
图③ 农民在温室大棚里管理蔬菜。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李伟彬 摄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在新郑老百姓心目中,2011 年是
暖意融融的一年。因为城乡之间的
差距越来越小,生活的环境更舒适了,
低收入家庭的就医、住房更有保障
了,就业的门路更广了,城乡教育更均
衡了……

件件新事，关乎民生，温暖民心。
以民为本，在新一年的新郑灿如春花，
也是刚刚过去的 2011 年最闪亮、最动
人的字眼。

一直以来，房子，对于新郑市 37
岁的陈会超来说，是一个难圆的梦。
从事教育工作已经15个年头了，一家
三口却一直在学校寄宿。“2011 年是
让人难忘的一年，住进经济适用房更
成了我最难忘的事，地方大了，也能

把父亲接到跟前孝敬了。房子问题
解决了，感觉肩上的重担一下减轻
了很多，这日子过得也是越来越有
滋味了！”

陈会超说：“新郑的发展是一日千
里，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越过越好。作
为老师，现在没了后顾之忧，咱也只有
更努力工作来回报社会。”现在，陈会
超是满脸的笑容。

2011 年，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
“衣食住行医教保”的“十个所有”惠民
政策饱含深情、暖意融融，从老百姓最
普通、最具体的事入手，它凝聚着新郑
市委、市政府对百姓冷暖的关怀。

这一年，政府为民生投入了更多
的“真金白银”。

市民老李的孩子去年中招落榜，
如果要让孩子继续读高中，他就要支
付 6500 元的扩招费。这笔钱对以在
超市打零工为生的老李来讲是个不小
的数目。而“让所有孩子都能接受 12
年免费教育”的消息让他如释重负，解
了燃眉之急。

在推行免费职业教育基础上，从
2011 年开始，新郑市每年增加投入
3000 多万元，免除了普通高中学生的
扩招费、学杂费、住宿费，使 17800 多
名孩子享受到了免费的高中段教育。
全年市财政民生支出达到8.8亿元，增
长 41% ，占 财 政 一 般 预 算 收 入 的
40.5%，人均民生投入达到1397元。

（下转第二版）

辞旧迎新纳福来，万户
欢腾又一春。今年是壬辰龙
年。龙是我国古代先民共同
的崇拜物，是吉祥的先兆，
是智慧的化身，是力量的比
喻，是幸福的象征。龙马精
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
崇尚的奋斗不止、自强不息
的进取、向上的民族精神。

新年，是人们心中初升
的红日，更是国家和地方兴
旺发达的新机遇。我们每
一个人都要振奋精神，永远
保持“那么一股劲”。 今后
我们将要描绘更新更美的
蓝图，需要我们继续保持一
种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精
神；保持一种居安思危、续
写荣光的姿态。锐意进取，
奋 发 有 为 ，如 同 中 国 的

“龙”，一往无前，一路凯歌。
要坚定发展信心。发

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慢进也是落后。因此，
必须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面对繁重艰巨的发展任务，
全市上下务必认真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中
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
重大机遇；全市上下务必清
醒地认识发展形势，牢牢把
握发展机遇，树立强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加快发
展不停步，应对挑战不放
松，焕发干事创业的激情，
奋力抢占发展先机。

要突出发展重点。要
按照“抢抓机遇、持续求进、
突出提升、务实发展、创新惠
民、积极作为”的工作要求，
持续“建设郑州都市区重要
组团城市、中原经济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先行者、全国
社会管理创新示范城市和
华夏民族寻根拜祖圣地”的
战略定位，持续发展“一心
两城两组团”重点区域，持
续抓好“十大工程促转型、
十个所有惠民生、十项创新
保稳定”的工作重点，创新
项目建设、城乡统筹、民生

改善、社会管理、绩效考核
等工作举措，用领导方式转
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工
作思路创新推动社会管理创
新，开创以新型城镇化引领

“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新局面。
要发扬务实精神。这

里的“务实”包括老实，就是
守规矩、讲实话、办好事；包
括踏实，就是不浮躁、不自
私、不拈轻怕重；包括扎实，
就是注重工作切入点，从点
滴抓起，从细节抓起，从日
常养成抓起，从基础工作抓
起，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包
括朴实，就是没有花架子，
没有花肠子，没有花言语。
求真务实，一句话，“实”字
当头作风正。

要切实富民惠民。要
把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
努力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
方法，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
作风，以民生改善促和谐，
以管理创新促和谐，以安全
稳定促和谐，减少发展的困
难和阻力，激发群众的参与
热情和创造活力。要通过
科学发展凝聚民心、亲民惠
民争取民心、共享成果赢得
民心，着力形成众志成城、
共创事业的大好局面，形成
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
行人。”要保持强烈的机遇
意识、发展意识和责任意识，
坚定信心不动摇，瞄准目标
不懈怠。在“十二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
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新
的一年，新的起点，新的希
望。让我们团结一致，坚定
信心，抢抓机遇，负重拼搏，
以脚踏实地的态度、求真务
实的作风、锐意创新的精
神、缜密细致的工作，努力
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为新郑明天更美
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提高税收征管质量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丹）春节前夕，省地税局局长赵亚平带领
省、郑州市地税局相关负责人，到新郑市基层税务单位调研指导
工作，看望慰问基层税务工作人员。新郑市领导王广国、孙淑芳
陪同调研。

调研中，赵亚平指出，在今后的工作中，地税系统要进一步
强化管理，提升干部职工素质，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提高税收征
管质量，切实为纳税人搞好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搞好服务。在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新郑市领导指出，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
该市地税系统干部群众信心足、措施准、行动快，圆满完成了全
年税收任务，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促进了全市经
济社会的发展。

新郑春节期间
旅游市场稳定有序

本报讯（记者 天昊）1月27日，省旅游局局长范修芳一行到
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察看春节期间旅游市场。该市领导张国
宏、刘五一陪同察看。

通过察看，范修芳一行对该市稳定有序的节日旅游市场秩
序表示满意，希望该市再接再厉，为即将到来的三月三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

本报讯（记者 天昊 高凯）春
节黄金周期间新郑市天气晴好，
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该市景
区、餐饮店、休闲娱乐场所人头
攒动、喜气盈盈，呈现出福旺、财
旺、人气旺的景象。

各景区景点针对自身特点
推出各种年味儿十足的 活 动
吸 引 了 大 批 游 客 前 来 游 玩 。
据了解，春节黄金周期间，新
郑全市景区接待游客 7 万余
人次，直接收入 8.2 万余元。黄
帝故里景区推出的“壬辰年除
夕夜敬香祈福”、“ 壬辰年大年
初一首场拜祖”系列活动，更是

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来到这
里游玩过年。1 月 23 日，农历
壬辰年正月初一一大早，一位
来自三门峡的游客说：“我们
一 家 人 是 来 新 郑 串 亲 戚 的 ，
听 说 今 天 有 拜 祖 活 动 ，我 们
全 家 人 都 来 敬 香 祈 福 ，希 望
今年好运常在，明年我们还来
新郑过年。”

春节期间，新郑市餐饮市
场红红火火。与往年相比，今年
该市餐饮市场顾客接待数量增
幅较为明显，订餐标准也有所提
高，带动销售额大幅增长。据了
解，新郑市春节期间餐饮消费以

家庭、朋友聚餐为主；年夜饭订
餐早，新郑市规模较大的饭店、
较具特色的餐馆在除夕之前就
被 预 订 一 空 ，订 台 率 接 近
100%。

春节黄金周，休闲、健康成
为过节时尚。新郑市书店人头
攒动，少儿图书、健康读物成为
图书市场的“热门书”，该市图书
馆内座无虚席。市民争先去体
育场、健身房、森林公园强健身
体，放松心情。电影院也成了居
民过节的好去处，多部大片接踵
上映，抢占春节档期，该市电影
院上座率在85%以上。

千人敬香拜始祖
万民祈福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1月23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初一一
大早，黄帝故里景区人潮涌动、红灯高挂，一片喜庆祥和，以“千
人敬香拜始祖、万民祈福过大年”为主题的壬辰年大年初一首场
拜祖仪式隆重举行。

郑州市领导白红战及新郑市领导李书良、孙淑芳、王保军、
秦彩霞参加拜祖仪式。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悠扬动听的《黄帝颂》乐曲中，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朋友们怀着对龙年的祈愿，赶在新年伊始、大年
初一之际，纷纷向始祖轩辕黄帝敬奉高香、虔诚叩拜，祈求在新
的一年里好运常在、好事连连。

市领导走访慰问
坚守岗位干部职工

本报讯（记者 天昊）1月22日，带着深深的祝福和真诚的问
候，新郑市四大班子领导分组走访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
的一线干部职工。

该市领导先后到黄帝故里景区、市供电公司、市城乡规划和
城市管理局等地，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并对
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表示慰问和感谢。希望大家再
接再厉，超前发展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新郑市各项事业的
发展再立新功。”

又讯（记者 赵丹）春节前夕，新郑市领导王广国、汤晓义、缑
云峰一行，到该市文广新局播出机房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给他
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和问候。

该市领导指出，2012 年全市上下将围绕“三化协调科学发
展”开展工作，特别是要着力推进文化新郑建设，广大新闻工作
者任务更重、责任更大。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继续坚持正确的
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的喉
舌作用，为促进该市经济跨越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故里简讯

回望开局之年回望开局之年

新郑春节黄金周
福旺财旺人气旺

①①

③③

大棚里过新年
本报记者 孙瑞

1 月 27 日，农历正月初五，当很多人还沉浸
在春节过年的喜庆氛围中时，新郑市城关乡王刘
庄村的蔬菜种植户们却正在为新年的丰收忙碌
着。一踏进该村日光温室蔬菜大棚，映入眼帘的
是青翠欲滴的黄瓜挂满枝头，周围郁郁葱葱的枝
叶爬藤而上，好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

菜农郭中道正忙碌着采摘新鲜黄瓜，他高兴
地告诉记者：“看看俺这黄瓜，个头大、产量高、含
糖量高，还是无公害绿色蔬菜，现在城里超市和
菜商都纷纷订购呢！我们这里种植时，都采用无
害化处理过的农家肥，不使用化学肥料、不喷洒
有害药品和激素类产品。现在人们生活水平高
了，消费水平提升了，我们更应该给大家最放心
的蔬菜瓜果，大家都欢喜！我们会沿着这个方向
继续走下去，不但让城市的兄弟姐妹们吃上放心
菜，还要带领村里的兄弟姐妹们富起来！对于未
来，我们充满信心！”这边郭中道的话音还未落，
同样在忙碌着育苗的蔬菜大棚种植户戴新治，掰
着指头向记者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可别小
瞧这一亩地儿，光是第一茬秋黄瓜产量就达六七
千斤，预计这一季能产黄瓜二至三万斤，这样算
下来一季收入能达四五万元呢。”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开发反季节蔬菜，
是新郑市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农业”的一项重要
举措。去年全市共发展蔬菜大棚和日光温室
3050亩，每亩大棚年收入5万元左右。

新春，穿行在新郑市具茨山北坡
太白岭上的柿树行村，在煦暖阳光的
照耀下，群众为新的一年作打算，憧
憬着美好未来。

“春节过完，我准备到外地考察
一下，给村上 200 多亩核桃早早找下

‘婆家’，争取今年收入再多些。”说话
的是柿树行村村委主任魏富安。魏
富安是村里的致富能手，1998 年，魏
富安和他的妻子走上荒山开始种植

树木，还带头尝试在田里种植核桃树。
当时，很多村民都不看好核桃树的收
成。可没想到，短短几年，魏富安和他
带领种植核桃树的村民就收到了成
效。在他的带领下，村里种植核桃树
200多亩。新的一年，他打算进一步拓
宽村上核桃的销路，并向群众传技
术、提供市场信息，增加群众收入。

柿树行村很多人通过种植核桃
树走上了致富路，近些年村里也兴

起了“务工热”，村民纷纷外出“淘
金”。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滨告诉记
者，全村去年外出务工有 140 人。今
年，村里外出务工人员至少要超过
180 人。务工的人，大部分初五过后
就出发。

“过去我们是足不出户的山里
人，如今很多村民都外出务工。”年还
没有过完，柿树行村村民刘山林和妻
子就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到新疆务
工。刘山林说：“外出打工让我们一
家尝到了甜头，去年，我们两口子到
新疆打工，收入3万多元。今年，我们
准备把女儿也带上，3个人打工，一年
下来最少也能挣个四五万元。”

大红的灯笼高挂，喜庆的鞭炮燃
鸣，人脸春联相映红。

在薛店镇格大张新型社区，整个
村子拾掇得像个“新娘子”，但用村民
的话讲，这么红这么装扮，就是想表
达咱红火的好日子啊！

初二上午，女儿、女婿回娘家，张

大爷也是乐开了怀，拿出了珍藏的好
酒，打开了话匣子：“看咱村，变化大
吧！你们常年不回来，打电话不让你
们操心，不是客套话，政府一件件实
事都办到咱老百姓心坎上啊，我给你
们好好念叨念叨……”

“下午，我带你们去咱村上的农民

剧院、图书室、文化大院转转。”喝了两
口小酒，张大爷禁不住哼起了小曲儿：

“看病吃药能报销，孩子学费不用掏；想
买东西超市挑，门口就能乘公交……”

“先策划后规划、先包装土地后经
营土地、先政府主导后市场运作、先安
置农民后转移农民”，近年来，新郑市大
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积极推动工业
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业向
生态园区集中，实现了农民向居民、村
委向居委、村庄向社区的“三大转变”，
促进共同富裕。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