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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村风扑面

史庄村位于新郑市辛店镇，背靠具茨
山，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小山村。虽然基础
条件差，但是村民志不穷。近年来，村民
们依托具茨山独特的土壤环境和气候条
件发展特色农业，涌现出一个个带富、致
富的能手。史红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种
植的优质小米已经成为绿色环保的代名
词，不仅价格比市场上普通小米高出5倍，
还正朝着创品牌的路上前进。

春日的暖阳融融地照在大地上，汽车
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前，我们想象着可能

看到的纯朴乡村风貌。车子经过村文化
大院的时候，我们看到三五个老人在健身
器材上锻炼身体，几个孩子在看书写字。

车子在新郑市富强种植专业合作社
门前停下，“你们看这是我们合作社的章
程，还有一些管理规定。”史红立向我们介
绍。

近年来，随着具茨山的开发建设，不
仅搞活了新郑市的文化旅游产业，也带动
了具茨山的柴鸡蛋、小米、粉条等山区特
色农产品的发展。看到别人成功致富，史

红立也萌生了发展特色农作物的想法。
玉米虽然是史庄村村民主要的秋粮作物，
但是带来的经济效益却不明显。经过考
察，2009年，史红立通过土地流转种了300
多亩优质小米。农忙时节，他把村里的剩
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帮助除草、施用有机
肥。在作物生长期间，他专门请来新郑市
农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指导，还新打了
5眼机井。这样种出来的小米熬粥不仅黏
稠，还绵软顺滑，味道香甜。收获的季节，
史红立这 300多亩小米，每亩比种玉米时

增产2000元左右，是玉米产值的3倍。
史红立成功了，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周

围的群众。2010年5月，他成立了新郑市
富强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村里 57 户村
民加入合作社，带动周围 6个村子种植小
米。

现在，史红立又在盘算着新的计划。
“现在还是靠天晒，我们要多学习科学技
术，准备再买些烘干设备。也正在申请自
己的品牌，等有了商标后，经过精包装，我
们的小米就可以进超市了。”

具茨山下小米香
本报记者 吉 祥

供电公司

群众文化活动获殊荣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通讯员 刘君红 高锐）近日，

从新郑市委宣传部获悉，该市供电公司获得“河南省
2011年‘欢乐中原’群众文化活动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这是新郑也是全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供电企
业。

去年以来，新郑市供电公司以“欢乐中原”群众
文化活动为契机，积极参加“周末大家乐”、“欢乐中
原魅力新郑”、“颂歌献给党”等广场文化活动，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展现了该公司电力职工健康向上的
精神风貌，也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为构建和谐新
郑，促进新郑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村镇

获授“河南档案工作
规范化管理省一级”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侯少利）近日，

新郑市新村镇档案管理工作被河南省档案局授予
“河南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省一级”荣誉称号。

近年来，新村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档案工作，积
极将乡镇档案纳入法制化、正规化管理的轨道，依法
治档，做到领导亲自管、部门重点管、人员专职管“三
管”齐下，档案管理体系日臻完善成熟。

新村镇负责人表示，在喜获荣誉的同时，该镇将
再接再厉，不断强化监督指导，调动多方力量规范档
案管理，切实发挥乡镇档案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
极作用，努力推动该镇档案工作再上新台阶。

旅游文物局

抢救性清理汉代砖室墓
本报讯（记者 文郁 通讯员 王惠霞）近日，记者

从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获悉，在该市龙湖镇代寨村
抢救性清理了一座汉代砖室墓。

经现场清理发现，该墓为青灰砖筑成，东西向，
为前后双室墓。前后室总长7.3米，墓葬破坏比较严
重。在该墓前室的南侧有一耳室，在耳室内发现一
组陶器组合：陶磨、陶陶灶、陶鸡、陶壶等。根据墓葬
形制及出土器物，初步推测为一座东汉晚期墓葬。
出土的一组陶器组合多为反映地主庄园经济的模型
明器，为研究东汉晚期地主庄园经济和中原地区埋
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新郑建成315个
残疾人康复服务站
本报讯（记者 文郁）近日，记者了解到，新郑市

已建成315个残疾人康复服务站。
“我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以前生活全靠家

人照顾，经过在康复服务室训练，现在生活已经能够
自理了。真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这么好的康
复训练！”在新郑市新村镇卫生院残疾人康复活动
室，该镇村民鲍常德高兴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目前该市初步建成并完善了乡、村两级
康复服务站。全市 12个乡镇卫生院、3个街道卫生
服务中心、294 个村卫生所、6 个社区服务站全部建
成康复服务站，发放康复器材330套共计2040件，残
疾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基本的康复训练。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
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重要
责任。

中央把2012年作为“基层组织建设年”，是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开展基
层组织建设年，是深化创先争优的重要举措，也是
破解组织难题的有效途径，更是服务中心大局的
实际需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
提出“抓落实、全覆盖、求实效、受欢迎”的12字要
求，为深入开展好“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定下了
基调、明确了目标、作出了要求。

新郑市在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中，实施
科学化引领、项目化管理，把基层组织建设年任务
细化为10件实事、50个项目，并通过目标责任书
的形式，将各项工作任务进行了逐一明确。该市
把基层组织建设年项目内容分为基础建设、党员
管理、示范带动、素质提升、机制建设五项工程。
这就要求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结合实际创
先争优，履职尽责抓好落实。

为把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作为共同责任，新郑
市各级党组织把基层组织建设年提上日程、摆上
位置、优先部署，确保活动高起点开展、高标准运
行、高质量完成。对基层组织建设年各个实事和
项目，各党（工）委书记身先士卒，牵总头、负总责，
亲自抓、带头干。

我们坚信，新郑市一定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扎扎实实做好基层组织建设年各项工作任务，
抓基层、打基础、强组织、增活力，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青海省编办到新郑市
考察编制试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 文郁 实习生 杨志）昨日，青海省编
办到新郑市考察编制试点工作，郑州市编办副主任王
学军、新郑市领导孙淑芳等陪同。

作为全省机构编制核查试点县（市），新郑市以规
范机构编制管理为基础，注重制度机制建设，着力破解
新形势下机构编制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取得了
很好的成效。

通过考察，青海省编办对新郑市编办工作给予高
度评价。

扎实开展
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近日，新郑市召开在创

先争优活动中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动员会。该市领导
刘德金及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要以创先争
优活动为动力，以办好十件实事、抓好 50 个项目为统
揽，实施科学化引领、项目化管理，着力解决全市基层
组织建设年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使基层党组织引领
科学发展能力实现新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素质实现
新提升、党员队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实现新提升、基层
基础保障水平实现新提升、基层党建制度化水平实现
新提升，组织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争科学发展
之先，创社会和谐之优，为加快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坚强组织保证。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工
作主动性；狠抓落实，持续增强工作针对性；强化责任，
不断增强工作实效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完成
基层组织建设年的各项工作任务。

新郑市妇幼保健院
新院区正式开诊

本报讯（记者 刘栓阳）近日，新郑市妇幼保健院新
院区正式开诊。该市领导王金灿、缑云峰、戴宇林参加
开诊仪式。

仪式上，该市领导希望妇幼保健院要以新院区开
业为契机，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完善医疗服务功能，
努力把医院建设成为患者更加放心、群众更加满意、特
色更加突出的新型医院。

据了解，新郑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配套设施完善，
内设妇科、产科、外科、120急救站等多个科室。

严厉打击
传销违法犯罪

本报讯（记者文郁高凯实习生杨志）近日，新郑市
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工商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传销违法犯罪
暨专项行动部署电视电话会议。该市各相关单位负责人
收看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 2011 年全国打击传销违法犯罪工
作的成果，分析了当前此项工作形势。公安部和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分别就下一步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暨
专项行动工作作出部署。

地税局长
做客“在线访谈”

本报讯（记者 赵地 实习生 王远洋）昨日，新郑市
地方税务局局长做客该市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栏目，
以“税收、发展、民生”为主题，围绕“服务民生发展，构
建和谐地税”与广大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

遗失声明
李学军，国有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新土国

用（2006）字第 004 号；绿地之窗房产首付款收
据丢失，收据号 6094045，日期 2011 年 1 月 17
日，现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新郑市丰源养殖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高国

治，注册证号：410184000001102，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河南省新郑市树脂厂拟解散并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向投资人申报其债权。

联系人：王韶广 联系电话：13607656585

基层组织建设年
夯实基础促发展

文郁

着力构建优生服务平台
优生是重大的民生。国家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对社会是一项
关注民生保障民生的惠民政策和重点
惠民工程，对群众是促进家庭和谐完
美、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一粒“定心
丸”。

去年，新郑市专门成立了项目试
点工作领导小组，在国家项目要求的
每对夫妇240元的结算标准基础上，该
市财政又对每对夫妇追加154元，将结
算标准提高到394元。

该市还为项目实施单位新郑市计
划生育服务站添置了美国 GE730V 四
维彩超、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等医
疗设备和服务用车，保障工作需要。
全市人口计生系统添置配齐信息设
备，应用国家免费孕前优生项目管理
信息系统，并及时录入工作信息，定期
进行数据分析，严格评估服务效果。

着力健全优生服务机制

针对目标人群，该市采用在民政
部门婚姻登记处设立咨询点、办理生
育证时专人讲解告知、在人口学校举
办优生知识讲座等方式，开展面对面
健康教育。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展
板、流动服务车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营造氛围，为育龄人群免费发放《帮你
生个好宝宝》、优生明白卡等各类优生
知识宣传品 6.4 万余份。让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这一好政策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

该市还加强对行政管理人员、市

乡技术服务人员和项目信息员、村级
计划生育宣传管理员、符合生育政策
计划怀孕夫妇这“四类人员”的教育培
训，通过培训，使各类对象深刻理解国
家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
重大意义，了解服务内容、工作流程和
工作职责以及优生健康知识。

为确保项目实施的质量，新郑市围
绕领导重视、部门协作、宣传培训、项目
运作、人群覆盖、群众满意等六个方面，
定期开展综合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作为
评价各单位工作绩效的重要依据。

着力完善优生服务体系
“真没想到，我们外地人也能享受

到国家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
务，还负责接送，真是太幸福了。”新郑
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流入人口新婚对
象杜奴海、蔡尕三姑夫妇享受到了优
生项目上门、均等化服务，高兴地告诉
记者。这也是当地外来流动育龄人口
常说的一句话。

对于新郑市的常住人口，由各乡
镇（街道、管委会）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进行相关的组织和信息上报工作。对
于流动人口，则与常住人口享受“均等
化服务”，切实让在新郑的每个人都享
受到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服务！

“对于一些高风险对象，我们会联
系他们‘二次进站’，对风险性较高的
阳性指标再进行复查。并且面对面地
讲解，或提出进一步诊断治疗及转诊
建议，制订优生套餐和个性化治疗方
案，我们还会全程跟踪、随访治疗效

果。”连珂介绍，“对于每一对参加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育龄夫妇，直至
妊娠结局，我们进行妊娠评估和相关
信息的系统输入后，才是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项目的完整完成。”

着力创新优生服务品牌
据了解，新郑市计划生育服务站

主要为符合政策、计划怀孕的夫妇提
供优生健康教育、体格检查、优生筛
查、风险评估等女性 22 项、男性 19
项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截至
目前，该站已经为5600多对待孕夫妇
普及优生知识并进行优生筛查，提供
优生健康检查服务。

在项目试点工作推进中，新郑市
通过与强基提质工程相结合、与服务
机构示范化建设相结合、与实施“提高
出生人口素质、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
双提高工程相结合，使广大育龄群众
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得到了极大增
强，保障了育龄群众初步享有规范的
优生健康服务，育龄群众的知情权和
参与权得到了维护，群众对人口和计
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率逐年提高。

“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
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能把预防措施
落实在怀孕之前，实现优生关口前移，
有效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为家
庭幸福创造条件。”新郑市计划生育服
务站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的心愿是
通过这个项目，能惠及更多的群众，打
造真正一流的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项目服务品牌，让计划生育工作
成为一项‘甜蜜的事业’！”

爱心捐赠 情暖留守儿童

让优生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新郑市打造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服务品牌侧记

本报记者 赵地 边艳 实习生 樊静 通讯员 刘俊懿

本报讯（记者 刘栓阳 高凯 通讯员 万曦伟 文/
图）近日，新郑市青少年及大学生服务中心组织 60
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带着礼物，来到八千乡梅河小
学，把爱心送给这里的留守儿童。

在八千乡梅河小学，新郑市青少年及大学生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为参与爱心活动的大学生们

举行了志愿者授旗仪式。这些大学生志愿者来自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他们用自己日常生活
中节约出来的费用购买了图书、作业本、跳绳、
玩具、跳棋、儿童食品等，送给这里的留守儿
童。

图为大学生志愿者与孩子们亲密交流。

“您的检查结果正常，可以考虑怀孕，我们送您一套‘优生大礼包’，其中有六盒叶酸复合营养素软胶囊，还有
孕前优生指导手册。祝愿您生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在新郑市计划生育服务站优生咨询室，医师连珂对来自该
市新村镇新村村的李亮、刘玉莉夫妇亲切地嘱咐道。

自2011年3月新郑市被确定为全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第二批试点县市以来，该市把优生促进工程
确定为重点工作和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努力实现优生促进工程的新突破，着力打造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项目服务品牌，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提质提速，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健康、持
续、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