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小麦已进
入拔节期，新郑市农民抓住天气晴好的
有利时机，全面开展浇灌、除草等春季田
间管理，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本报记者 刘栓阳 高凯文/图人勤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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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关注

本报讯（记者 孙瑞 高凯）4月9
日上午，郑州华南城项目签约仪式
在郑州市隆重举行。省、郑州市领
导吴天君、赵建才、马懿、白红战、
李秀奇，郑州市政府秘书长、新郑
市委书记吴忠华，新郑市领导王
广国、张国宏、陈莉、李书良等，深
圳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郑
松兴，深圳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梁满林参加签约仪式。签约
仪式由郑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薛
云伟主持。

仪式上，省、郑州市领导赵建
才、马懿及新郑市领导王广国，华南
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松兴分别
讲话。新郑市领导王广国和华南城
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梁满林签订了

《郑州华南城项目现代商贸物流城
项目合作协议》，中建五局常务副局
长张志远和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江凯签订了《郑州华南城项
目合作协议书》。

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是香港上
市公司，总部设在深圳。华南城集
团现已在深圳、南宁、南昌、西安、哈
尔滨、河源等地投资，旨在打造一个
全球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现代化程
度最高的工业原料及商品交易中
心、现代化综合商业物流基地和制
造业高端集成服务平台。

郑州华南城项目选址新郑市龙
湖镇，东邻曹河，西接郑新公路，南
至107连接线，北到双湖大道，规划
总建筑面积1200万平方米，包括交
易市场、商务配套和生活服务配套
三大部分，首期总建筑面积 400 万
平方米，投资达150亿元人民币。

郑州华南城建成后，将成为集
商贸交易、物流集散、展示推广、信
息交流、创新促进、产业培育、特
色旅游、城市化综合配套等八大
功能于一体的超大规模现代综合
商贸物流城，成为我国中部地区
经营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经
营商品链条最长、服务功能最全、
经营环境最优、辐射最广的超大
规模商贸物流中心，成为立足中
原、辐射全国的国际化、现代化的
超大规模商贸物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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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新郑，草长莺飞，花香阵阵。壬
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成功举办，又给
新郑增添了一份庄严而神圣的光芒。

有人说，新郑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
史，更是一部精编的河南史。行走于积淀
了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新郑，发现这里承载
了太多中国文明的精髓。新郑位于中原
腹地，当华夏文明之火开始点燃，这里便
开始书写中国历史的最早辉煌。

华夏民族同根同祖同源，新郑不但是
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出生建都地，也
是亿万炎黄子孙心目中的民族圣地，农
历三月三举办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不仅
吸引着大批的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拜
祖，更是新郑加强文化建设，打造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载体。近年
来，新郑市按照“传承黄帝文化、弘扬新
郑精神”的要求，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凝聚民心民力。

以文化聚民心 加强教育引导
3月22日至23日，第六届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隆重
举行。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是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主体活动之一，自 2007 年首届成
功举办以来，随着规格逐年升高、规模
逐渐扩大，感召力愈加强大、影响面愈
加扩大、意义愈加深远，获得“2010 年度
中国十大影响力会议”、“2011 年度品牌
大奖”、“全国最受关注的节庆论坛”等
诸多荣誉，被誉为拜祖大典的“灵魂工
程”，成为大家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华语
第一论坛”。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我已经参加了多
届，作为拜祖大典系列活动，同样是高品
位，高质量，对于黄帝文化的弘扬、河南文
化产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
用。”北京长城书画院院长、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谭泽民说。

新郑市把“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
和谐”为主题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作
为凝聚全民力量的重要载体，激发群众爱
党、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中国科学院可
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在他的讲座

中这样阐述弘扬黄帝文化的意义：“黄帝是人
文始祖，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让我们来传承
中华的文明，来围绕着中华文明思考我们的
现在和未来，应当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

以文化惠民生 加强基层基础
近日，新郑市辛店镇东土桥村喜气洋

洋、热闹非凡，该市豫剧团带来的“百场演
出下基层”、“共走创业路、同唱和谐曲”百
场巡演活动吸引了众多农民观看，丰富了
农村文化生活。

夜晚，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从四
面八方走来的人群聚集在炎黄广场上。
时针指向 19 点时，广场上响起了欢快
的圆舞曲。没有人指挥，人们随着优美
的旋律，整齐地舞动起来,如同舞蹈的
海洋……那节奏感与力度、生气与活力，
成为炎黄广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
今，广场舞不但使群众跳出了健康、跳出
了美丽、跳出了和谐，更凝聚为一股强大
的文化推动力，推动着新郑人民精神文
化生活的大跨越。

“百场演出下基层”、“共走创业路、同
唱和谐曲”百场巡演、“舞台艺术送农民”、

“周末大家乐”、“炎黄读书节”……这些已
渐渐成为新郑市民口中的高频词。新郑
市的群众文化生活已由含苞欲放的花苞
成长为一朵热烈绽放的花朵，散发出怡人
的芬芳。

为了丰富和活跃广大市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
新郑市强化市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老
年人服务中心等设施建设；每个乡镇（街
道办）建设一个综合文化站、一个公共文
化活动广场和一个主题文化公园“三个
一”工程；每个行政村（社区）建设一个图
书阅览室、一个多功能文化大院、一个文
化广场、一个文化宣传长廊、一个文化共
享工程服务点，强力推进村（社区）文化
设施“五个一”工程。目前，全市已建成
乡镇综合文化站 13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 23 个、农村文化大院 291 个，升级改造
农家书屋298家。

（下转第三版）

中央联席办
督导组到新郑调研

本报讯（记者 吉祥 通讯员 代平）近日，中央联
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带领
中央联席办督导组一行，到新郑市调研社会管理创
新和信访工作。

在省信访局有关领导、郑州市副市长张学军
及新郑市领导王广国、李占龙、赵建武等的陪同
下，中央联席办督导组一行来到新郑市 110 服务
中心，详细了解警务报警、非警务报警电话即民生
电话的接听、交接办理、后期督办等运作流程。

许杰对新郑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特别是民生110的建立和较为成熟的领导下访、
接访制度相结合，抓小、抓早、抓苗头，群众反映的问
题能够及时解决，避免了矛盾的积累，稳定了社会大
局，也希望新郑市在继续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更多
地创经验、树典型。

找准切入点
着力求提升

本报讯（记者 刘冬）4 月 6 日，郑州市领导王璋
深入新郑市梨河镇调研“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
实”长效机制情况。新郑市领导王广国、刘仲利、汤
晓义陪同。

王璋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了新郑市梨河镇陈庄
村二、三级网格化管理情况和梨河镇信息平台的
运行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王璋指出进一
步建立健全“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
效机制要找准切入点，以基础性建设为主，以实
效为主，着力求提升。一是要与创新社会管理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二是要与强化群众观点紧
密结合起来。三是要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紧密
结合起来。

省教育工作先进县
检查组到新郑督导评估

本报讯（记者 吉祥高凯 通讯员 跃东）近日，省
督学张玉田带领省教育工作先进县检查组到新
郑市，督导评估该市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新郑市
领导孙淑芳、王军生、缑云峰、戴宇林参加了汇
报会。

张玉田希望新郑市，以此次督导为契机，继续
加大资金投入，全面改善办学条件，科学合理配置
教育资源；持续加强职教统筹，不断提升教育水平，
力争新郑教育更具特色和活力。随后，督导评估组
一行还认真检查了新郑市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的档
案资料，并深入新郑一中新校区、职业中专、新华路
小学、八千乡及观音寺镇中小学、幼儿园进行实地
督导检查。

强化责任 加快进度
本报讯（记者 吉祥 通讯员 亚伟）近日，郑州市

副市长朱是西到新郑市，调研指导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作。

在新郑市领导李志强、康红阳的陪同下，朱是西
一行先后察看郑新快速通道及观沟移民新村工程进
度，认真听取工作情况汇报。

朱是西对新郑市农田建设进展情况表示满意，
希望该市在下步工作中，要进一步强化责任、细化任
务、加快进度，克难攻坚。

近日，新郑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广国接
受新华网专访，谈“全国社会管理创新”，以
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作为35个全国社会管理创新
试点城市之一，新郑市具有自己的特点和
特色，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关心和各界关注
的试点市，新郑市有别于其他市县的特殊
性有哪些？

【王广国】新郑隶属河南省会郑州市，距
郑州 30 多公里，是郑州的“南大门”、“前客
厅”，全国八大枢纽机场之一的郑州新郑国
际机场坐落境内，又被誉为“中州门户”。京
广铁路、石武高铁、107国道、京港澳高速、郑
尧高速等纵贯全境，西气东输、兰郑长石油
输油管线、南水北调等重点工程穿境而过，

是全国重要的铁路、公路、机场综合交通枢
纽地。新郑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拥有 8000
年的裴李岗文化、5000 年的黄帝文化、2700
年的郑韩文化和神秘的具茨山岩画文化。郑
州市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中新郑有轩辕黄帝、
子产、韩非、白居易、李诫等 5 位。新郑总面
积873平方公里，辖15个乡镇、街道办，户籍
人口63万，常住人口80万,境内有大中专院
校 10 多所，常年在校师生达 15 万人。2011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439.6亿元；财政总收
入53.2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21.57亿元。
新郑处于中国西高东低走势的过渡带，西
部是山区和丘陵，东部是平原，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同时具备东部和西部的特征，是
中部地区典型的中小城市；是京广铁路以
西为数不多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经
济条件和社会状况较好，为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是轩

辕黄帝故里，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传统文
化氛围浓厚，民风淳朴，社会稳定，开展综
合试点工作，有利于物质发展和精神文明
同步提升。综合以上因素，中央把新郑作
为中小城市从整体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的典型进行培育（9 个典型培育地区分
为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类）。按
照这一定位，我们坚持“城乡一盘棋，民生
一条线”，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市
民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强力推
进“民生优先、服务为先、基层在先”的社
会管理城乡一体化，努力让城乡居民都能
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享受到同质化的
公共福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本报记者 孙瑞 整理

城乡一盘棋 民生一条线
新华网记者专访新郑市领导王广国

近日，在新郑市新
港产业集聚区标准化厂
房建设工地，工人正加
紧施工。据了解，该项目
是河南省重点工程，项
目总投资15.6亿元，整
个工程将于2013年年
底完成，先期建设的12
栋12万平方米标准化厂
房于6月底交付使用。

本报记者 李伟彬
实习生 樊静 摄

4月 11日，果
农马明钦正在修剪
桃树。

除 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