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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务工人员在一家
企业招聘台前填写应聘资料。春
节刚过，新郑市许多企业打出招工
信息，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轻松
找到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送别旧岁，迎来新年。龙年新春长假，
老百姓在享受团圆的幸福时，也以不同的方
式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

网上购物 方便又实惠
物价日益上涨，很多行业遭遇了罕见的

“寒冬”，而网上交易市场却悄然迎来了“春
天”。为了省钱，许多人选择上网店淘便宜
货。一时间，网购似乎成为许多人最热爱的
消费方式。

“在网上买东西，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
购不到。”喜欢网购的新郑市民连涛说，“买
新房装修的物品，在网上小到一颗螺丝钉，
大到家电产品，装修新居所需物品都能买
到。而且我们这些网购痴迷者把网购心得
发布在网上，互相学习，这样既节约了时间，
节省了精力，买到的东西还物美价廉，实在
是太方便了！”

还在读大学的张一也对网购情有独钟，
“在网上能买到许多国内市场上没有的外国
品牌，现在许多网站能提供代购代送服务，

我们只要在网站上填写需要的外国品牌后，
网站就会帮我们购买产品并送到国内。这
样一来，不用走出国门，我们也能轻松购买
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了。”

经济发展 就业门路多
每天清晨，在新郑市辛店镇通往赵家寨

煤矿的公路上，许多工人骑着摩托车到煤矿
上班。从5点半到6点半长达一个小时的时
间里，公路几乎成了摩托车专用车道。

1 月 28 日清晨，记者在赵家寨煤矿外
遇到了新村镇马垌村的张长彬，他是赵家
寨煤矿的电焊工，以前曾到驻马店打工，
最近几年处于高速发展的新郑市到处有好
工作，他再不用抛家舍业地出去打工了。

“在外地干活，工钱能高点，但是吃在外
边、住在外边，那滋味不好受，而且挣的
钱也存不住。现在在家门口的感觉完全不
一样，天天都能回家不说，早晚还可以在
家里吃饭，一年下来能多省不少钱。而且
介绍活儿的人我都认识，不像在外地干

活，动不动就拖欠工钱。”
买一辆摩托车，每天早出晚归地在附

近工厂、企业打工，现在在新郑农村很时
髦。张长彬指了指路上一辆接一辆的摩托
车说：“每天早晨你就看吧，村里的摩托
车一辆接一辆地开出来。我们村除了老
人、小孩和妇女，18岁到50岁的男人基本
都在城区这一带打工，有的甚至是两口子
一起出来。”

举家出游 过年新方式
龙年春节，对于郭店镇南街的朱新治一

家人来说，过得可是有滋有味！
“现在年味儿是越来越淡了，走走亲戚，

吃吃喝喝，家长里短的让人闲不下来。”朱新
治是一个普通的农民，除了种地，还做点儿
生意，一年到头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一
想到过年还要走亲访友、应酬喝酒，忙个不
停，心里就发虚。”朱新治说，“很早就跟老婆
商量了，索性今年就时髦一下，去旅游过
年。”

一听说要旅游过年，全家人都非常赞
成。女儿第一时间在网上订了火车票，腊月
二十六，一家 8 口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直
到正月初五才返回。

“喝奶茶，吃手抓羊肉、特色年糕，还去
了格根塔拉草原，零下 25 度的气温冻得我
连脸都露不出来了，但还是觉得此行很值
得！”这是朱新治的女儿娜娜 1 月 25 日在微
博上的一句话，引来十几个朋友“评论”，表
示羡慕。

“旅游过年感觉的确不一样，很有意
义，也很放松，一家人在一起又其乐融融
的。”朱新治这样总结带一家人旅游过年的
感受。

目前，“家游”模式已经悄然兴起，一
家人一起出去走一走成了过年的新方式。
有时间的到远地方，甚至出国看看，没时间
的自己驾车在周边洗洗温泉，感受农家乐。
这种“家游”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市民喜爱，
那些没有享受过的市民也不妨试一试，或许
会让人找到更浓的年味儿。

春满故里 说不完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丹 赵地 高凯

走进位于辛店组团的赵家寨煤矿，
一张循环经济示意图特别引人注目：煤
炭开采出来后，通过洗选，精煤用来炼
焦炭，焦炭用来炼钢，副产品可以生产
数十种精细化工产品；而洗煤后的煤矸
石、中煤，可以燃烧发电，燃烧过程中
产生的粉煤灰等可用来制砖，煤层气可以
发电，产生的废水可以处理后继续用来洒

水灭尘、灌溉绿地……
“煤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开采出

来必须加工，现在用煤矸石、中煤发电、制
砖，不仅省了成本还保护了环境，这个账
怎么算都合适。”赵家寨煤矿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在走访中，记者也见证了煤炭的循环
利用：赵家寨煤矿、新郑精煤有限责任公
司洗煤厂、郑煤集团煤矸石砖生产项目彼
此相邻，在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煤炭开采
出来后直接通过皮带走廊进入下一生产
环节，从外面看不到煤灰粉尘，煤炭资源
被最大化地加以利用。

“加快转型、发展循环经济是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要求。”辛店镇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我们按照煤—精煤—型煤—建
材这一发展思路，通过洗选工艺，提高煤
炭的附加值，再把洗选过程中产出的煤泥
和矸石等副产品制造成型煤和矸石砖，延
长产业链条，把煤‘吃干榨尽’。”

围绕这样的定位，辛店组团抢抓机
遇，积极采取综合措施，加快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不断巩固和提升煤炭循环经济
产业地位。截至目前，辛店组团拥有规模

以上企业88家，成为支撑新郑市西部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除现有总投资22亿元、年
产 300 万吨的赵家寨煤矿和总投资 10 亿
元、年产 180 万吨的王行庄煤矿等大型企
业外，年产 1.5 亿块矸石砖的河南省煤矸
石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年产 300 万吨的新
郑精煤有限责任公司洗煤厂相继投产；投
资 1.2亿元的河南耀升洁净煤（型煤）有限
公司已开始动工建设；投资 2 亿元的王行
庄煤矿洗煤厂等项目已签约落地……这
些项目的建成和落地，标志着辛店组团的
煤炭产业链已经初现规模。

在发展循环经济中，辛店组团还不断
提升和改造传统产业，深入挖掘建材、服
装、化工等传统产业优势，把培育龙头企
业，扩张产业规模，强化自主创新，营造产
业集群作为主线，促进传统产业由“分散
点状”向“集聚块状”跨越。

被冠以“中国第一瓦乡”的辛店，共有
生产机制水泥瓦企业26家，拥有生产线70
多条，年生产机制瓦2亿张，占全国总产量
的31%左右。针对目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的态势，辛店镇积极鼓励现有企业在技改
项目和新增项目中采用新的先进技术设

备，限制产量、提升质量、向精品求效益，
促进产业升级。

同时，辛店镇严格管理防水卷材行
业，协调发改委、技术监督局、环保局
等有关单位，对辖区的防水卷材行业进
行有效治理，逐一进行环评，完成了 28
家防水卷材企业的升级改造，并取得了
生产许可证，使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

在循环经济的带动下，辛店组团的工
业企业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短
到长、从低到高、从速度到质量、从规模到
效益的华丽蝶变。下一步，该组团将以建
立煤炭循环经济的支撑体系和保障机制
为手段，以煤炭资源就地转化为目标，围
绕煤炭开采、煤矿资源综合利用、煤化工
和建材等生态产业，瞄准建设全省目标一
流、装备一流、规模一流、发展最快的方
向，合理进行功能布局，形成以煤—电—
建材和煤—化工—精细化工为主导的产
业生态链，精心打造产业链条相对完整，
产品紧密关联，产业高度聚集的科技型、
创新型、集约型、生态文化型、流动增值型
的特色品牌产业集聚区。

爆竹声声辞旧岁，玉兔去，金龙来。新年伊
始，万象更新。春节刚过，新郑市的各行各业都
鼓足干劲，准备在龙年大干一番。近日，记者走
进部分乡镇、局委，探访他们在新一年的新思
路、新打算。

孟庄镇
加快“双融双承”建设新枣乡
新的一年，孟庄镇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改

善民生”这条主线，抢抓中原经济区和郑州都市区
建设机遇，加快合村并镇和新型社区建设步伐，努
力提升党建工作水平，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力
促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双融双承”（东融郑州新郑
综合保税区承接富士康，西融龙湖宜居教育城承
接华南城）进程，按照“东、中、西”三区域统筹发展
格局，走“三化”协调发展模式，不断提升“三化”发
展支撑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新型城镇化引领作用，
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努力把
孟庄镇建设成为和谐、生态、宜居新枣乡。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打造一流交易品牌

2012 年是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素质升
位、打造品牌的关键一年。中心将从全市经济发
展大局出发，认真做好重点区域及涉及民生和经
济发展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的招投标工作。以交
易制度创新为抓手，增加交易透明度，实现“绿色
阳光”招投标；以服务支持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
实现全方位服务；以创建郑州市和省级文明单位
为抓手，着力打造一流交易品牌。新的一年新郑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不断推动素质创新、技术
创新、交易创新，努力把中心建设成公开、透明的
窗口，公平、公正的窗口，高效、快捷的窗口，改革、
创新的窗口，为新郑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姚小让 高峰

新春新愿
若水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新年的期盼。新的
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历程承载新的梦
想。冬去春来，生命将开始一段崭新的旅程，
家庭将开启一段崭新的生活，国家将踏上一
段崭新的征程。2012年已经悄然走来，万物
都带着美好的期待在迎接新的春天，希望使
一切都充满了美好。

公务员、工人、农民、教师、孩子……新郑
的百姓在期待着：有的人希望国家更富强、
社会更和谐；有的人希望大家都诚信、人人
有爱心、家庭更和睦；有的人计划着给自己
充充电，将来找个好工作……壬辰龙年，还
有更多更多的期待。期待最低工资标准再得
提高，期待收入倍增计划早日实现，期待不
仅多收三五斗，还能让腰包真正鼓起来，期
待国民温饱之后思旅游，可以开阔眼界、饱览
美景……

期待2012，还因为一大盛事——十八大
将在这一年召开。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下，民生将被浓墨重彩，执政为民，惠泽于民，
民生将成为时代主色调。

盘点过去，展望未来，期待是心愿，更是
力量，将助推个人和社会共同成长进步。过
去的一年里，尽管曾有烦恼和悲伤，但人们心
中升腾更多的是希望；前行的道路，尽管仍有
荆棘和坎坷，但人们对幸福的向往从未止步。

七日谈

情系民生暖意融融
（上接第一版）这一年，老年人过得越来越舒

心。
63岁的朱文武说，他经常到老年人服务中心

来，这里条件好，打球、打牌、下棋、唱戏、聊天等想
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到中心来的老年人都有几
百人。62岁的王培增说，全市60岁以上的老人免
费乘坐城乡公交车，还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体检。

新郑市全面推行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城
乡公交车，建设老年人服务中心、光荣院，集中供
养五保老人；探索乡镇敬老院增设老年公寓、新型
社区兴建老年幸福院等模式，解决空巢老人基本
生活问题；全市 7.4 万名 60 岁以上老人全部享受
养老保险待遇。

这一年，“民生之本”就业不断夯实。
今年25岁的黄雷锋，是新郑市一家饭店的一

名主管。他曾经到就业社保服务中心咨询，“职业
介绍”窗口的工作人员推荐他去参加餐饮管理免
费培训。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年6月，黄雷锋
到新郑市一所职业培训学校培训了两个月。后
来，就业社保服务中心向培训学校提供了就业信
息，黄雷锋最终被推荐到现在供职的饭店，由传菜
员、服务员到领班再到现在的主管，薪酬也由最初
的800元涨到2000元。

新郑市实施免费技能培训、免费推荐就业岗位
的“双免工程”，市财政设立专项资金购买公益性岗
位，带动10万多名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这一年，老百姓的住房梦越来越触手可及。
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怀抱。新郑市保障

性安居工程，正在逐步解决千千万万低收入家庭
住房困难问题，让买不起商品房的群众实现住有
所居的梦想。该市投资 4.6亿元建设畅馨苑保障
性安居工程，一期建成保障性住房1068套，建成6
个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新村（社区），1098
户、4580名群众全部搬进新居。

这一年，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730 元，增长 11.6%；农民人
均纯收入 10960 元，增长 15.9%。这一年，老百姓
吃水更安全、出行更方便。新郑大力实施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解决了 30 多万群众的饮水安全问
题；新修、改造城乡公路1000多公里，改善了群众
出行条件，基本实现“村村通”安全饮水、柏油路和
公交车。这一年，医疗保障向纵深推进。新郑市
在基本实现城镇医保全覆盖的基础上，大力推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市共有51.9万人“参合”，参
合率达到 99.6%……新郑的老百姓始终在温暖中
前行。

开展“三讲三提升”活动
加强组织系统自身建设

本报讯（记者 边艳 赵地）1月30日，新郑市召
开组织系统“三讲三提升”活动动员会，该市领导
刘德金出席会议。

“三讲三提升”即讲责任、讲作为、讲正气，提
升素质、提升水平、提升形象。会议指出，此次活
动从今年 1月起至 10月基本结束，旨在加强组织
系统自身建设，创建模范部门、打造过硬队伍。活
动以“六个突出”为主要内容，即突出锤炼党性、强
化责任，突出以人为鉴、见贤思齐，突出提升能力、
服务发展，突出转变方式、改进作风，突出严肃纪
律、廉洁从政，突出人文组工、和谐组工建设。

会议要求，全市组工干部一定要领会精神，把
握实质，做到方向明确、行动自觉；要践行要求，立
足于做，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务求实效；要周密
安排，精心组织，在强化活动的组织领导、考核奖
惩上下工夫，扎扎实实完成好活动的各项任务，把
全市组织系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百余名“龙宝宝”抢彩头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 通讯员 田胜利）继

千禧宝宝、奥运宝宝之后，2012 年的龙年又迎来
生育高峰。在中国人心目中，“龙”代表荣华富贵、
吉祥如意，因此不少年轻父母计划生个“龙宝宝”，
怀孕的准妈妈队伍在岁末年初更显得格外壮大。

据统计，正月初一至正月初六上午 12 点，新
郑市各医院共出生“龙宝宝”136名。其中捷足先
登的首个“龙宝宝”是该市龙王乡宋庄村刘永恒、
杨丹夫妇于大年初一上午九点顺产分娩的“小龙
女”，“小龙女”身高 50cm,体重 2600g,目前身体状
况良好。

据该市妇幼保健院负责人介绍，龙年“龙宝
宝”扎堆待产，导致各家医院妇产床位紧张。现在
人们的经济条件好了，对于住院环境的要求更高
了，双方家庭都把生孩子的事儿当做自己家族的

“重中之重”，因此就会出现一个产妇生孩子，几个
家属来照顾的场面，多数产妇都要求住单间，以致
普通房间难以满足部分产妇的实际需求。

辛店组团之上篇

循环经济促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赵聪聪

◀1 月 30 日，在新郑市文化
馆，参赛选手进行象棋比赛。据了
解，到元宵节前，新郑市安排象棋、
灯谜、秧歌、戏曲等文娱活动，丰富
群众的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田爱芳 摄

核心提示
按照新郑市“一心两城两组团”的

发展规划，辛店组团是新郑市围绕发
挥煤炭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着力打造以煤炭、电力、建材等为特色
的煤炭循环产业基地，其核心区域和
组团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为辛店煤
炭循环经济产业园，辐射城关乡西部、
观音寺镇，分为煤炭生产区、煤炭加工
区、建材工业区、功能服务区四个部
分。在发展中，该组团坚持能源节约、
链条完善、相互转化，瞄准整合升级、
拓展空间、突出重点、发展特色的方
向，以矿区建设为依托，以拉长产业链
条、增强竞争力为根本，大力发展以矿
区服务、煤化工、新型建材等为主导的
特色产业，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支
撑的循环经济体系，努力建设省级生
态型煤炭循环产业基地。

新年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