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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新郑市具次山里的
苗家沟村迎来了“富贵敲门”的
好事——养柴鸡致富。

“这柴鸡雏鸡苗可是我们今
后发财致富的好门路。过去一
直想，但苦于没有资金、人力等
方面的支持，只能散养，形不成
规模。现在好了，驻村干部把村
民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领到
柴鸡雏鸡苗的村民靳新芳兴奋
不已，并表示要潜下心来把“养
鸡致富经”念活。

具茨山里的苗家沟村村民
不多，居住分散。靠着大山生活
的村民们，致富门路少，日子过
得很一般。近两年，随着具茨山
开发，想发家的村民们跃跃欲
试，搞柴鸡散养、种植杂果等，但
多是小打小闹，难成规模，村民
们很是着急。

村民们心里头的急，其实早
已被人看透，他是从新郑市来到
该村任“第一支部书记”的王国
良。

去年 9 月，王国良跟着新郑
市开展的“第一支部书记”下基
层活动来到该村任职，在细细研

究该村实际情况后，发现苗家沟
村村民都有散养柴鸡的习惯，但
因多是“各自为战”，所以难成气
候。于是，他和驻村工作队队
员、村干部商量着联系养殖企
业，在该村发展柴鸡养殖项目，
助村民发家致富。

“引进先进的养殖模式，打

破常规的养殖方法，养柴鸡将是
村民们致富的不二之选。”经过
数月的摸底调查和走访群众后，
王国良和驻村干部们发现，广大
村民对柴鸡养殖有很高的积极
性，就立即敲定了“柴鸡养殖”这
个项目。

“致富大计”一锤定音后，柴

鸡养殖项目很快得到了广大村
民的支持，不少村民还找到驻村
干部了解情况，并表示要积极参
与。此后，驻村干部根据苗家沟
村柴鸡散养情况汇编出村民信
息卡，同时为解决柴鸡、柴鸡蛋
等销售问题，还专门制定了相关
回收方案，以解决村民们养殖柴
鸡的后顾之忧。

充分做好准备和得到广大
村民响应后，驻村干部为苗家沟
村购进了6000只柴鸡雏鸡苗，并
将这些鸡苗发放给村民们。期
间，考虑到柴鸡雏鸡苗的养殖成
活率问题，驻村干部还联系家禽
养孵化企业，在育雏室内养殖雏
鸡苗10天，确保领到雏鸡苗的村
民能够将柴鸡雏鸡养大。

4 月 25 日是苗家沟村发放
柴鸡雏鸡苗的日子。一大早，苗
家沟村村委大院里就挤满等待
领取鸡苗的村民。雏鸡苗运到
后，村委大院里沸腾了。村民们
如获至宝地认领属于自己的柴
鸡苗。苗家沟村致富新篇从这
一天正式翻开。

图为村民们认领柴鸡苗。

送来柴鸡苗致富苗家沟
本报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孙丽萍张贵勇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武振亚 文/图）颍水河畔妙手舞翰
墨神采飞扬，迎仙阁前神笔绘盛世
豪情满怀。昨日上午，登封市迎宾
广场上彩旗飘扬，来自全市各乡镇
区办和局直学校的 500名优秀书画
选手齐聚一堂（如图），拿起手中的
笔抒写豪情，展示神采。

据了解，这是登封市教育局

下发实施“体育、艺术 2+1 项目”
通知后，为检阅活动开展成果、
培育学生艺术特长、展示学子艺
术风采、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而
特意举办的以“放飞理想”为主
题 的 登 封 市 中 小 学 生 书 画 比
赛。本次比赛共评出一等奖 60
名 ，二 等 奖 100 名 ，三 等 奖 160
名。

登封举办中小学生书画大赛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尚军胜 文/图）昨
日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一
件稀罕事儿。按照群众指
引，记者来到中牟县东风
路街道五里岗村，惊喜地
发现4米多高的树上竟开
满了金黄色的小花（如
图），煞是好看。经询问，
这是该村马学军2005年建
立的新绿化树种马褂木种
植基地，面积120亩，8年来
头一遭开花，又叫北美鹅
掌楸，是世界四大行道树

之一，有“郁金香树”之称。
近年来，中牟县东风

路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
大力支持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今年将投入 3000
万元，用于各村 141 条背
街巷道的硬化、绿化、亮
化 和 村 容 村 貌 整 治 工
作。目前，各村已栽植绿
化树 1.4 万余株、1150 余
亩，基本做到了城区黄土
不露天，绿化全覆盖，各
村道路已硬化 39 条、5 万
平方米。

北美鹅掌楸
中牟绽笑脸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李明 巴明
星）“我已经决定捐出自己的遗体，我是一名
党员，我想献出最后一份热情……”62 岁的
新郑老党员靳进福数月前被确诊为肺部肿
瘤，在与病魔抗争多天后，靳进福做出决定
要捐出自己的遗体，并于昨日签订了遗体器
官捐献志愿书。

靳进福家住新郑市新村镇云湾村。数

月前，靳进福感觉身体不适便到医院做检
查，结果被确诊为肺部肿瘤。噩耗降临，靳
进福一家人悲痛不已，但靳进福并没有过多
悲伤，反而在经过斟酌之后，作出了让全家
人震惊的决定——捐赠遗体和器官。

捐 赠 遗 体 和 器 官 并 非 是 靳 进 福 一
时之冲动，而是其早年在山东打工时，
曾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 21 岁的河南姑

娘捐赠了遗体和器官的报道，他为此深
受感动。靳进福说：“一个 21 岁的小姑
娘都可以捐献遗体，我作为一个有着 22
年 党 龄 的 老 党 员 没 有 什 么 可 犹 豫 的 。
我 要 向 那 个 姑 娘 学 习 ，捐 献 遗 体 和 器
官，为延续他人的生命和医学事业发展
尽 绵 薄 之 力 。 将 最 后 一 份 热 情 献 给 党
和国家。”

62岁老党员志愿捐遗体

近日，登封市慈善总会在该市聋哑学校举
行爱心捐赠活动。登封市爱心人士捐赠了爱心
书包200多个，其中80多个捐赠给聋哑学生，
剩余的爱心书包由慈善总会转赠给该市留守儿
童和孤儿。图为爱心人士向孩子们赠送书
包。 本报记者 李晓光 摄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樊书顶）“李
师傅，我这台大型收割机今儿个咋就发动不
起来，不知道是啥原因？”昨日，新密市曲梁
镇农民史和来到镇农机检测站，要求给自己
的农机“看病”。

经过 1个小时的检查，农机监理负责人
李师傅找到了原因：“你看，喷油嘴给卡死
了。”又经过 1个小时的检修，史和的大型收
割机轰隆隆地启动。李师傅叮嘱他：“连续

速转10分钟磨合就可以正常使用。”
“再停一个月小麦成熟就该收割了，也

是夏收夏种最忙的季节。因此，机器使用频
率高，容易出故障。农机监测站急司机之
急，帮司机之需，而且随叫随到，是农机的好

‘保姆’”!史和深表感谢。
眼下正值双夏即将来临的关键期，为提

前做好服务工作，该镇整合29处农机维修网
点，安排农机监理技术人员深入乡村农院，为

双夏农业生产提供充分的技术保障。“为备战
双夏，我们‘农机维修110’全天候待命，专业
维修服务人员全部上岗，并储备充分零配件，
确保双夏生产顺利进行。”李师傅还介绍 ，他
们还组成小分队，深入田间农舍，手把手传授
驾驶、保养的方法和技巧。目前，农机服务小
分队已帮助村民完成维护保养大型收割机
30余台，维修各类农机具600余台，因此被一
些农民亲切地称为“农机保姆”。

“农机保姆”当好三夏技术保障

巩义旅游业发展
拉 动 税 收 增 长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杨丽鹏）虽
然“五一”黄金周已过，但巩义康百万庄园、浮
戏山雪花洞、杜甫故里等景点依然吸引了大量
的游客。昨日，记者从巩义市地税局了解到，
截至目前，巩义旅游业的收入增长和往年相比
有很大突破，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13.7%，实现
税收收入 22.7万元。

据了解，随着巩义经济的产业转型，第三产
业的发展成为目前税收收入新的增长点，从 4
月下旬，巩义市地税局就开始把税收宣传的主
战场拉进旅游景区。在浮戏山雪花洞、康百万
庄园、石窟寺、杜甫故里等重点景区，都可以看
到税收宣传标语。

针对节假日易出现的使用发票高峰，该
局结合景区内纳税户实际情况，对用票量进
行科学估算，及时购票入库，做好充足准备；
同时，在景区和经营场所公布税务机关投诉
电话，专门受理游客涉税投诉，特别是打击拒
供发票和使用假发票等违法行为，维护游客
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旅游高峰期间对旅游景
区以及景区附近的餐饮、住宿、交通等重点行
业进行发票检查，重点查处违规使用自制门
票、使用过期发票、拒开或变相拒开发票、以
收据充当发票、使用假发票等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规范景区税收秩序。

巩义农网改造

两万居民告别低电压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白琼洁）

“线路改造后电压正常了，我们用电安心了，
电业局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5 月 7 日，巩
义市西村镇常封村变压器升级完成并成功
送电，家住附近的王大爷看着正常运转的家
用电器，十分高兴。

近年来，巩义电业局不断加大城农网
建设改造力度，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大大
提高。但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加之“家电下乡”惠农政策的实施，部
分供电设施已不能满足电力负荷日益增
长的需要，尤其是夏季高温时期，低电压
现象频频出现。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自今年 3 月 1
日全面启动以来，巩义市电业局领导高度重
视，成立了农网改造升级领导小组和工作小
组，将低电压综合整治作为改造升级工程的
重点。结合电压质量监测和 95598 客户服
务热线接到的低电压故障报修情况，对低电
压区逐一进行诊断，从规划设计、建设改造、
生产运行、营销服务等环节入手，制定综合
治理方案。截至目前，该局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已全部竣工，共完成农网改造升级工程资
金 422 万元，全部为中低压项目，惠及居民
两万余户。

实现地理信息资源共享

新郑薛店建成数字乡镇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孙丽萍）鼠标

一点，区域内企业数量、耕地面积等信息一览
无余。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数字薛
店”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通过专家组验收，
并被省测绘局授予“河南省数字乡镇示范镇”
称号，此举标志着省内首个“数字乡镇”在新郑
薛店建成。

据了解，2010 年，薛店镇“数字薛店”项目
开始建设，该项目通过现代遥感测绘技术完成
全镇地理空间信息的测绘，并成功建立“数字薛
店”数据库和地理信息平台。

“数字薛店”通过9块屏幕连在一起的大屏
幕作为窗口，用鼠标点击后，即可打开网页上的
地图，地图上包含有“便民服务”、“医疗卫生”等
模块，可以有效帮助本地群众和外来客商了解
本地动态和信息。

综合信息应用系统和招商信息管理系统是
“数字薛店””最为突出的两大特点。综合信息
应用系统可以轻松满足政府和公众的信息需
求，具有地图查询、农副业统计等功能；招商管
理信息系统，对全镇已有企业的分布、规模、类
型、运营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分类，并具有
企业统计、招商占地分析、房屋拆迁分析等六大
功能，主要用于满足工商管理部门招商引资、经
济统筹及资源分配等要求。

荥阳污水处理厂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魏利军 李
超）记者昨日从荥阳市环保局了解到，该市
第一污水处理厂氨氮升级改造工程已于近
日完工。

据了解，从今年初开始，该局对该污水
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实行严格的周报制度，
密切督促工程进展，经过各相关单位积极配
合克难攻坚，氨氮升级改造工程已于近日顺
利完工，并进入紧张的调试阶段。近期，该
市还将开工建设荥阳第一污水处理厂中水
回用工程。待工程全部完成后，该污水处理
厂将实现城市污水一级 A 处理标准，每年预
计可消减 COD109 吨、氨氮 76 吨，大大减轻
该市水污染负荷。

郑密路王寨河桥断行
过往车辆请绕行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申建中）记者
日前从新密市交警部门获悉，S316省道郑密
路王寨河桥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断行，过
往车辆绕行郑少高速或者国道107通过。

王寨河桥位于 S316 省道郑密路 18 公里
700 米处，大桥全长约 54 米，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是新密通往省会城市郑州的必经之
路，属于S316省道郑密路的咽喉要道。近几
年来，王寨河桥日均车流量达到了千余台之
多，年代久远的王寨河桥经过重型货车的长
时间碾压，致使桥面出现多处裂纹，甚至在桥
体与公路连接处出现了80多厘米长的空洞，
该空洞处桥内钢筋断裂，透过空洞能够清晰
地看到桥底，严重影响了车辆安全通行。

4 月 28 日，新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排
查交通安全隐患时，发现该桥存在严重交通
隐患。为确保行人和机动车的通行安全，他
们用土将该桥两侧道路暂时断行，并设立了
禁止车辆通行的提示标志标牌，交警大队还
组织一中队民警从三岔口、卢沟进行车辆分
流，分流至新郑 107 国道和郑少高速通过。
部分小型车辆可绕王寨河老路通行。同时，
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书面材料，协调公路管理
部门，尽快对王寨河桥进行修复。

荥阳老年乡医可领补助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董聪慧 张锐

立）近日，记者从荥阳市卫生局了解到，今后，荥
阳老年乡医（乡村医生）可以领补助了。

据悉，荥阳市为有效解决乡医后顾之忧，稳
定农村乡医队伍，切实解决好老年乡村医生的
保障和生活困难问题，让广大农村居民充分享
受到持续、便捷、价廉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
务，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了《荥阳
市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规定对年龄在65周岁及以上、连续从事村医工
作10年以上、按照政策不再从事医疗卫生服务
的乡医，可每人每月给予300元的生活补助。

目前，荥阳市卫生局按照程序严格审核并
公示后已将第一批共289名符合条件的老年乡
医名单上报郑州市卫生局进行再次审核。

中 牟 警 方 捣 毁
制售假油漆窝点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发明
刘同）记者昨日获悉，在“破案会战”以来，中
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主动出击，认真摸排案
件线索，捣毁一生产、销售假冒涂料和油漆
的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 4 人，涉案销售金
额近 22万元。

4 月 29 日，中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
警经过摸排线索，在中牟县白沙镇康庄村
工业园区一仓库内查获多乐士家丽安净味
哑光墙面漆、立邦“净味 120”3 合 1 内墙乳
胶漆、宇鑫龙邦牌油漆、汇丽牌油漆、欧联
防火涂料、众合涂料、金山牌防火漆、球盾
牌防火涂料等品牌假冒油漆成品 382 桶；
查获赞臣牌油漆桶、金山 DX-60-2 型钢结
构防火漆桶、欧联牌饰面型防火涂料桶、球
盾牌 B60-2 饰面型防火涂料桶、汇丽牌室
内超薄型钢结构防火涂料桶等空桶 509
个；查获各种制假原料 381 袋、制假机器 5
台，及各种假冒合格证、商标等 837 个。当
场抓获老板王云峰、祖东梅夫妇及生产工
人卫清华、王景霞夫妇四人。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王云峰等人对其以
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生产销售假冒涂
料及油漆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帮大棚种植户卖蔬菜

大隗镇启动销售直通车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广武）日

前，新密市大隗镇启动大棚蔬菜销售直通车
机制，帮大棚种植户销售蔬菜。截至目前，该
镇 300个大棚每天生产的 6万公斤蔬菜实行
了零库存，日销售额达 20 万元，出现了产销
两旺的好势头。

为确保大棚种植户种得出、销得好、收益
高的问题，该镇在大棚蔬菜育苗前，派出专门
人员深入新密市内外、省内外进行市场调研，
确定以种植产量高、附加值大、易销售的黄瓜
等为主要品种，对全镇 300 个大棚实行区域
化特色种植。

同时，反季节大棚蔬菜收获前，该镇蔬菜
销售农业合作社深入各蔬菜批发市场、大型
超市，以合理的价格签订销售合同，既保护了
菜农利益不受缺失，又打开了销路。

他们还制作网页，实现网上销售。该镇
群乐蔬菜公司等几个蔬菜种植联合体，把收
获的新鲜蔬菜拍成照片，制成网页，通过因特
网发布销售信息，了解市场行情，使总量超过
35%的蔬菜通过网络进行销售。


