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淳朴、热情，脸上自始
至终洋溢着开心、幸福的笑
容。这就是新郑市梨河镇
河李村的草莓种植户沈改
珍。

2 月 16 日，春寒料峭，
沈改珍和往常一样，一大早
就准备到自家的草莓大棚
劳作。沈改珍获得过许多
荣誉，而新郑市颁发的“科
技示范户”却是最让她感到
骄傲的，因为这是沈改珍用
手上厚厚的茧子和被太阳
晒得黝黑的面庞换来的。

进入草莓大棚，一片红
红绿绿映入眼帘，色泽鲜艳

的草莓又大又红，草莓的香
味，浓浓的泥土味扑鼻而
来，让人倍感清新。“去尝尝
俺种的草莓，哪个大摘哪
个！”沈改珍热情地说，“俺
的草莓可是绿色无公害的
啊！”

沈改珍是河李村较早
开始种植反季节水果的。
起初，她种植了 7 分地的大
棚西瓜，一季下来就赚了
3000 元，这可把她高兴坏
了。去年，沈改珍又种植了
大棚草莓，结果由于技术不
到位，种子质量问题，收成
并不好，她便和村里的妇女
们一起跑到外地，引进了优
质的草莓苗和蜜蜂授粉技
术。最终，今年的草莓获得
大丰收。沈改珍说，现在政
策好，政府还给她们补贴，

配发了电脑，给她们引进钢
管大棚，滴灌技术。今年天
气虽然不好，但是草莓长得
却非常好，全靠黑地膜（不
长草）、多层薄膜（保暖性能
好）。

沈改珍说，她们即将成
立“梦真蔬菜合作社”，成员
都是村里的妇女们。她说：

“要用自己的双手，活出个
样给自己看。”沈改珍劳作
的时候要一直蹲着，每天至
少 在 大 棚 里 劳 作 10 个 小
时。记者问沈大姐乐观的
秘诀，她笑着说：“虽然每天
都很累，但看到自己种出来
的草莓、西瓜长得这么好，
再苦再累也很开心。”沈改
珍还说，儿子给自己取了网
名，叫“西瓜爱草莓”，西瓜
是丈夫，草莓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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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着刚采摘的新鲜草莓，沈改珍开心不已。

走基层走基层 村风扑面村风扑面

2月20日，新郑市薛店工商所执法人员在辖区农资销售
店开展执法检查。当前正值春管、春播季节，新郑市工商局组
成“红盾护农”农资市场检查组，开展以打击假冒伪劣种子、肥
料、农药为重点的农资市场专项整治活动。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李成伟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白丽君）近日，新郑市
红枣科学研究院的“枣育种
技术创新及系列新品种选育
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

近3年来，该项目选育的
系列新品种在冀、豫、晋、新
等枣主产区示范推广 106 万

亩，并辐射到云、浙、湘等地，
占同期新育成枣品种推广面
积的 60%以上，创经济效益
37.7 亿元，对推动枣品种更
新换代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项目研发中，新郑市
枣科院建立和完善了该市
红 枣 科 学 研 究 院 枣 资 源

圃 ， 收 集 保 存 枣 种 质 93
份，主持培育新品种 3 个，
通过了河南省林木品种委
员会审定。这些新品种的
选育填补了新郑市枣区新
品种选育的空白，在河南
及 新 疆 等 地 得 到 广 泛 推
广，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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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谈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赵
爽英）2 月 17 日，从郑州市质量工作暨
市长质量奖表彰大会上传来捷报：新郑
市的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药
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荣获
2011 年度“郑州市市长质量奖”，各获
得奖金100万元。

近几年来，新郑市采取多项措施积

极推进质量立市战略，鼓励引导企业推
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服务企业走质量
品牌发展道路，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市
产品质量总体水平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培育了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
和市场竞争力强的知名品牌、优势企业。

据了解，“郑州市市长质量奖”是郑
州市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奖，主要

授予在郑州市登记注册、有广泛的社会
知名度与影响力、质量管理体系健全、逐
步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质量管理水
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
先地位、对郑州市经济发展贡献突出并
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单位。

“郑州市市长质量奖”由专门的评审
委员会选出。郑州市政府将给予获奖单

位100万元奖励，奖励资金专项用于获奖
单位的质量持续改进、质量公关和人员
培训、质量检验机构和实验室建设的投
入等。郑州市市长质量奖每年评选一
次。2011 年，共有 5 家企业获奖，另 3 家
分别是金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新
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汉威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春季优质服务
促进生殖健康

本报讯（记者 边艳）2月20日，新郑市召开2012年春季
生殖健康进家庭优质服务活动动员会议，该市领导康红阳
出席。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道和管委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要进一步把握关键，狠抓落实，坚持领导带头抓
落实、坚持求精求细抓落实、坚持健全机制抓落实；要进一
步振奋精神，开拓创新，切实把春季服务活动抓实、抓好、抓
出成效。

统计资源共享
企业一套报表

本报讯（记者 吉祥）近日，郑州市督导组到新郑市督促
指导“企业一套表”工作准备阶段实施开展情况，该市领导
姜存国陪同督导。

“企业一套表”是指以统计调查对象为核心，整合现行
报表制度，消除不同统计调查制度对同一调查单位的重复
布置和重复统计，充分运用现代互联网平台直报技术，实现
数据采集方式的统一组织管理和统计资源共享的一种新的
统计调查制度。该制度将率先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
以上贸易企业和资质以上的建筑、房地产企业中实施运
行。新郑市“企业一套表”年定报企业数量为408家。

整治城乡环境
迎接拜祖大典

本报讯（记者 赵地）近日，新郑市召开城乡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加压促阵会。该市领导王秀业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
加会议。

会议决定该市将综合整治城乡环境卫生，确保壬辰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圆满成功。会议指出，此次综合整治活
动以城区、乡镇政府所在地、城乡主次干道等主要区域或公
共场所为重点，以无积存垃圾、无占道经营、无私搭乱建、整
洁有序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环卫基础设施，规范垃圾处理，
加强查违纠章力度。

近日，好想你枣业股份有
限公司和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
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荣获 2011
年度“郑州市市长质量奖”。
2011 年度郑州市共评选出五家
市长质量奖获奖单位，而新郑
市就占两家，这在郑州市各县
（市）区中是绝无仅有的，它是
新郑市大力实施质量立市战略
的成果。

获得“郑州市市长质量奖”
不仅是对企业的肯定，更是对新
郑市质量监督工作的肯定，与该
市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推进质量
立市战略，鼓励引导企业推行卓
越绩效管理模式，服务企业走质
量品牌发展道路等是分不开的。

近几年来，新郑市积极开展
质量奖和名牌产品培育工作，每
年选定 5~10 家规模大、质量稳
定、经济效益优的企业争创市长、
省长质量奖；引导10~20家大型
企业争创河南省名牌产品，为逐
步实现新郑市50强企业全部争
创省级以上名牌产品做好梯队培
育工作。

此外，新郑市还针对不同培
育对象量身定制培育方案，找准
突破口，全面推进；积极实行针
对性强的个性化服务，根据企业
的不同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服
务措施和服务进度，对于辖区内
的特色产业、上市公司做到一厂
一策，分类指导。从而使该市产
品质量总体水平得到了明显提
升，培育了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强
的知名品牌、优势企业。

质量之事关乎企业信誉，关
乎政府职责，有时甚至人命关
天。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
当质量问题接二连三地刺激着人
们的神经时，新郑市两家企业荣
获“郑州市市长质量奖”来得尤为
珍贵。新郑市的企业经受住了市
场考验。

质 量 立 市 任 重 而 道 远 ，
2012 年，新郑市要一如既往，
严把质量关，引领全市企业在
质量上下真工夫，牢固树立品
牌意识，努力实现省长质量奖

“零”的突破。

麦田春管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边艳）近日，在新郑市观音寺镇英李村的

麦田里，该市农技站工作人员正在手把手、面对面地向他们
讲解因苗制宜、分类管理以及综合运用肥水、病虫害综合防
治等配套技术，教给他们春季麦田管理新技术、新方法。

“他们告诉我，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有太阳的时候小水
细浇最科学，现在我心里有底了。”提到麦田管理，该村村民
唐卫星告诉记者。“我们会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进行土壤墒
情检测，并及时告诉农民墒情信息，指导农民及时、科学进
行小麦管理。”农技人员杨新田说。

目前小麦陆续进入返青期，春季麦田管理工作即将进
入关键时期。农技站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农民朋友，由于冬
前麦田墒情较好，今年麦田杂草普遍发生，开春后，所有类
型麦田要在 2月底前普遍中耕 1到 2遍，破除板结，增温保
墒，灭除杂草，促根蘖健壮发育。

针对今年大部分麦田群体不足，个体生长发育滞后的
特点，今年春季水肥管理应强调以促为主，分类管理。对于
一类麦田，起身期喷洒壮丰安等调节剂，缩短基部节间，控
制植株旺长，促进根系下扎，防止后期倒伏；对于二类麦田，
春季管理的重点是巩固冬前分蘖，适当促进春季分蘖；对于
三类麦田，多属于晚播麦田，管理上应以促为主，分两次追
肥；对于旺苗，管理上应控促结合，返青期可进行深中耕，在
起身期可推广化控技术；对于旱地麦，早春趁墒情好或下雨
后每亩施入 6~8公斤尿素。同时要加强测报，及时防治病
虫草害。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积极推行
专业化统防统治。关注气象预报，预防春季冻害。

本报讯（记者 文郁）近日，
新郑市继续加大对迁入本辖区
淅川移民群众关爱力度，大力实
施“温暖工程”，从今年农历正月
十三开始，为所有移民群众进行
免费健康体检。

“ 政 府 不 仅 帮 我 们 建 新
家、找工作，还为我们免费体
检，真的很感谢政府对移民群
众的关心！”谈到这次免费体

检，该市和庄镇钟观社区的李
先生感触颇深。

2 月 15 日一大早，在定点医
院郑煤集团新郑医院，钟观社区
的移民排起长队，等待体检。医
护人员认真为每位移民进行各项
化验检查，耐心解答他们提出的
问题，并向他们宣传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政策和医疗便民服务措
施，受到了移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实施“温暖工程”
为移民免费体检

（上接第一版）目前，该集聚
区南北组团企业总数达 186 家，
规模以上企业81家，预计全年实
现企业营业收入180亿元。达利
集团、雏鹰农牧、中储粮等行业
龙头企业成了新港产业集聚区
内最闪光的名字。围绕这些企
业，新港产业集聚区形成了以食
品加工、电子信息、高新技术装
备制造为主导产业，物流商贸服
务业为辅助产业的多功能综合
产业，循环经济链条形成，要素
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投资 1.6亿元的国投河南新
能开发有限公司配煤厂项目、投
资1.2亿元的郑州西格玛新型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节能减排隔墙
条板自动化生产线项目、投资
1.6亿元的郑州粤中科技有限公
司开工建设；投资 1.2 亿元的耀
升洁净煤（型煤）生产项目、投资
2 亿元的王行庄煤矿洗煤厂项
目、投资 1.5 亿元的郑煤集团煤
矸石砖厂项目签约落地……
2011年，辛店煤炭循环经济产业
园硕果累累。2011年以来，辛店
煤炭循环经济产业园新上500万
元以上各类项目19个，招商引资
到位资金达8.1亿元。

新郑市围绕煤炭资源综合
效益，以矿区建设为依托，以
辛店煤炭循环经济产业园为重

点，以拉长产业链条、增强竞
争力为根本，大力发展煤化
工、新型建材等产业，着力打
造省级生态型、循环型煤炭综
合开发区，认真落实项目异地
落户税收分成政策，引导项目
向产业集聚区集中，着力打造
品牌产业集聚区。

目前，辛店煤炭循环经济产
业园产业已实现了由“分散点
状”向“集聚块状”的跨越。机制
瓦生产线达 70多条，年产量达 2
亿张，占全国总产量的 31%左
右；完成了28家防水卷材企业的
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
生机和活力。2011年，辛店镇地
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56亿元，同
比增长 20%；财政收入预计完成
2.6亿元，同比增长23%。

产业集聚的发展，伴随着发
展内涵的提升和经济增长方式
的内核转变。通过同类和相关
联的企业、项目集中布局，集聚
发展，新郑正形成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土地、资金、人才、信息、
装备和服务设施集约高效利用，
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相互依托、
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站在
新的起点上，新郑市的产业集聚
区建设已经在酝酿着又一轮建
设高潮。

遗失声明
●新郑市炎黄商贸城艾迪莱恩服饰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注册号：41018460014548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新郑市孟庄镇城后马村中信化肥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1018460012258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新郑两企业获“郑州市市长质量奖”
各获奖金100万元

质量立市 百姓安心
文郁 以沫

产业集聚区：新郑经济增长新极

梳理思路 创新载体 丰富内容

多措并举推进组工系统
“ 三 讲 三 提 升 ”活 动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高毅翠）组工系统“三
讲三提升”活动开展以来，新郑市围绕“三结合”，以“梳理思
路、创新载体、丰富内容”为切入点，扎实开展“三评三查、三
搭三提、三学三比”活动，确保了全市“三讲三提升”活动高
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有效地促进了组织工
作再迈新步伐、再跃新台阶、再上新高度。

“三评三查”梳理思路
结合创先争优群众评议，新郑市开展“三评三查”活

动。“三评”，即评实绩、评效能、评服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
组织交流座谈等措施，全面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和评议；

“三查”，即查作为、查作风、查形象。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
议，进行分门别类梳理、逐条逐项研究，为“三讲三提升”活
动的开展提供了依据、找准了重点、明确了方向、理清了思
路。

“三搭三提”创新载体
“三搭三提”即搭讲台，提升综合素质，在部机关开办

“组工讲堂”，采取“一人主讲、大家讨论、领导点评”的形式，
学习政策法规，探讨组工业务，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搭“擂
台”，提升业务水平，积极开展模拟面试、微机测试、业务考
试、知识竞赛、书法比赛等活动，形成了“以比促学、以考促
学、以评促学”的良好局面；搭平台，提升自身形象，开辟“红
色视窗”专栏，集中宣传先进典型，着力营造良好氛围。

“三学三比”丰富内容
结合读书竞赛活动，新郑市认真组织开展以“三学三

比”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学习活动。“三学”，即学理论、学业
务、学先进。“三比”，即比党性、比创新、比奉献。把学习成
果与各类评先创优挂钩，引导组工干部立足本职，比爱岗敬
业、忠诚职守，比克难攻坚、抓实做优，比服务基层、密切群
众，着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创先争优的动力，在带头提升素
质、提升水平、提升形象中创先进、争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